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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既是“两山”理论的具体实践，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而绿色技术创新不仅

关系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前途，还关系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目前，我国生态产品权属界定尚

不清晰、价值核算体系尚不健全及市场转化交易机制尚不成熟，导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严重受阻。探究

中国绿色技术创新驱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机制和路径，对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高质量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分析了绿色技术创新驱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基础条件，并对绿色技术创新驱动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机制和路径进行探讨，最后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 

生态产品，绿色技术创新，价值实现，共同富裕 

 
 

The Value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s 
Driven by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Mechanism and Path 

Guoqing Chen, Tianwen Zhao, Yilu Yin 
Chengdu Jincheng College,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Dec. 28th, 2022; accepted: Feb. 3rd, 2023; published: Feb. 13th, 2023 

 
 

 
Abstract 
The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is not only the specific practice of the “two mountains” 
theory, but also the internal logic of realizing common prosperity. And green technology inn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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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future of the realization of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products, but also 
related to the process of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t present, the definition of 
the ownership of ecological products in my country is still unclear, the value accounting system is 
not yet perfect, and the market transformation and transaction mechanism is not yet mature, re-
sulting in serious obstacles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products. Exploring the 
mechanism and path of China’s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to drive the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the realiza-
tion of sustainable and high-quality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asic condition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products driven by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discusses the mechanism and path of the realization of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products 
driven by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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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党的十九

大报告要求提供更多优质的生态产品，生态产品不仅有经济价值还有服务价值，可以多方位满足社会

公共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我国政界和学界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进行了大量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试

点和试验区的建立及相关政策的陆续发布，使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学界对绿色

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基础、模式、路径及典型案例进行了大量的探索。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特色模

式和路径，关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研究较为滞后，随着环境问题加剧，经济发展结构问题凸显，

产权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及市场失灵等理论才逐渐投入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探索中。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提出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地方政府积极探索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路径。江西省在生

态农旅产业、生态工业领域进行重点布局，搭建生态产品变现平台，拓宽生态产品融资渠道；福建省

南平市构建“森林生态银行”，促进了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协同发展。2021 年 4 月，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了

宏观指导。由此可见，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既是“两山”理论的具体实践，也是实现共同

富裕的内在逻辑。 
尽管我国少数试点和试验区在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形成了典型模式及特色路径，但与国家层面

要求的标准仍然具有一定的差距，主要制约瓶颈为生态产品权属界定尚不清晰、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

尚不健全及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市场交易机制尚不成熟。基于此，立足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在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引导下，分析中国绿色技术创新驱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机制和路径，

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2. 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关于绿色技术创新的研究起源于对绿色技术概念的提出[1]，他们指出绿色技术是在生产过

程中注重节能环保的技术体系。随着发达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资源短缺及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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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开始研究绿色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2] [3]。Yalabik 和 Fairchild (2011)在“波

特假说”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消费者、环境政策和竞争压力对公司在环保生产中的投资影响，结果表

明，环境政策有效促进了企业积极投入绿色技术创新行为[4]。Ghisetti 和 Marzucchi (2015)探讨了环境领

域的开放式创新模式，并研究了知识采购对企业环境创新的影响，发现知识采购的“深度”和“广度”

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均有积极影响[5]。除了外部采购，内部研发创新实践[6]和员工授权[7]也促进了企业

的绿色技术创新行为。Park (2019)通过制度脱钩的概念来解释绿色技术创新的实施效果欠佳，充分说明

企业初期的绿色技术创新行为水平较低，需要时间的认证[8]。 
我国学者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研究成果颇丰。刘勇(2011)指出相较于传统技术创新，绿色技术创新在

追求经济价值的同时，兼顾生态价值[9]。随着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的矛盾日益凸显，绿色环保政

策相继推出，学者们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研究更加深入系统。聂爱云，何小钢(2012)认为盲目地出台大量

环境规制反而会抑制企业进行绿色科技创新的积极性，环境规制的优化组合至关重要，这需要以样本

数据为基础，为优化环境规制提供依据[10]。许士春，何正霞等(2012)从市场因素、政府因素及企业因

素等角度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政策效果因实施主体及激励程度而异[11]。伴随

着绿色技术创新的持续发展及计量经济模型的不断丰富，更多学者基于宏观及企业微观数据，采用实

证方法研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因素及演进机制。李广培，李艳歌等(2018)利用福建省 115 家企业微

观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R&D 投入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12]。原毅军，陈喆(2019)采用系统

GMM 进行面板回归模型，分析了绿色技术创新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13]。刘畅，田晓丽(2020)基
于空间经济学理论，实证研究城镇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14]。汪明月，李颖明等(2021)基于 642 家

工业企业的微观调研数据，实证得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的 U 型关系[15]。长江经

济带及长三角发展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引发很多学者对该区域的绿色技术创新进行了

大量的实证研究，其中主要集中于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测算及驱动因素分析。孙燕铭和谌思邈(2021)
基于对长三角地区核心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计算结果，分析了该区域 2010~2017 年绿色技术创

新的演进特点，并对驱动演进方向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16]。也有学者对长三角工业企业[17]及先

进制造业[18]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算，结果均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整体逐步提升，具有一定的

空间集聚效应，但各主体差异也较为显著。黄磊和吴传清(2021)利用 2017 年长江经济带 110 个城市的

截面数据，静态测算了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发现上中下游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现“V”型布局，但整体

水平远高于全国[19]。黄万华和王梦迪(2021)则利用 2008~2019 年面板数据，对长江经济带的制造业绿

色技术创效率进行了动态测算，发现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虽逐年提高，但整体效率较低[20]。此外，也有

学者基于全国层面对工业企业[21]、高技术产业[22]及生物质发电企业[23]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测度及

空间特征进行实证研究。绿色技术创新涉及多个利益主体，一部分学者开始基于演化博弈理论探讨政

府、企业、公共之间的决策行为，并利用 MATLAB 软件进行仿真展示演化路径[24] [25]。随着绿色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的产生，陈恒和杨志等(2021)构建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对政产学研绿色技术创新联盟的

稳定性进行了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26]。由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企业在绿色技术创新领

域的主体地位日益凸显，随之产生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谁更愿意绿色技术创新的问题。为了从数据

分析角度探索其中的关系，钟优慧和杨志江(2021)实证分析了不同类型企业的在绿色技术创新方面的异

质性问题，结果显示：初始阶段，国有企业更愿意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但愿意程度逐渐弱化[27]。
另外一部分学者，基于环境税的角度分析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28] [29]，结果表明：环境税与企业

绿色技术创新存在倒“U”型关系。此外，许多学者认为提高政府多种配套政策的协同有效性，有助于

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3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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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主要从政策、市场、企业等方面研究绿色技术创新的演进、效率及驱动因

素。但鲜有文献研究绿色技术创新驱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仅是“绿水青山”

与“金山银山”之间的桥梁，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任务之一，同时还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

保障。本研究基于绿色技术创新发展的基础条件，在分析绿色技术创新驱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与

路径后，并从政策引导、市场导向、融合协同、“双碳”目标、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角度提出相应的

对策建议。 

3. 绿色技术创新驱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基础条件 

新时代绿色发展理念赋予绿色技术创新丰富的内涵，绿色技术创新机遇与挑战并存。随着环境保护

意识的加强及人民对生态价值需求的提升，促使我国绿色技术创新不断发展。基于理论基础与实践应用，

专利可以较为准确反映绿色技术创新活动规模和水平。我国绿色技术创新规模不断扩大，由图 1 可知，

绿色发明专利与绿色实用型专利数目的差距逐渐缩小，而发明专利对技术的创新水平要求较高。由此可

见，我国绿色技术创新在规模攀升的同时，更加注重质量的提升。2015 年是绿色发明专利增长率与绿色

实用型专利增长率最低，2015 年以前，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处于相对静止状态，且主要依靠低质量的绿色

实用型专利维持。在国家不断重视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政府部门大力出台绿色技术创新激励政策后，

2016 年，绿色发明专利增长率与绿色实用型专利增长率实现了史上最高值。 
 

 
数据来源：DECD environment database。 

Figure 1. Change trend of the number and growth rate of green patent applications in China 
图 1. 我国绿色专利申请数量及增长率变化趋势 

 

在政府推出的顶层设计宏观引导下，环境保护及节能减排类政策陆续出台，倒逼企业将焦点投至绿

色技术的研发和推广使用。采取优先审查节能环保、绿色低碳等技术的申请，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政

策保障。由图 2 可知，在利好的社会环境下，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根据数据显

示，绿色技术开发创新活跃，逐年递增，与此同时，绿色技术国际合作逐年递减，体现出我国绿色技术

自主创新能力逐渐增强。得益于国家通过“攻关计划”和“863 计划”等重大项目对接绿色技术创新，

课题经费及强大的研究团队有效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其中，绿色技术创新扩散迅猛，由 2013 年

的 44.63%提升至 2021 年的 94.92%。在技术创新全球化背景下，充分体现了我国绿色技术创新市场规模

庞大，并得到了世界各国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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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DECD environment database。 

Figure 2. Change trend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ctivities in China 
图 2. 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变化趋势 
 

综上，我国绿色技术创新驱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具备坚实的基础条件。从绿色技术创新视角，

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仅可以拓宽绿色技术创新研究领域，还可以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寻找

新路径。 

4. 绿色技术创新驱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机制与路径探索 

4.1. 绿色技术创新驱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机制分析 

实践证明，传统技术创新不仅无法有效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还会造成环境破坏，从而抑制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绿色技术创新可以破解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矛盾，从而有效驱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绿

色技术创新主要通过技术效应、生态效应及社会效应驱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见图 3)。 
 

 
Figure 3.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drives the value realization mechanism of ecological products 
图 3. 绿色技术创新驱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通过对绿色产品、绿色工艺及绿色功能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从而产生的技术效应、生态效应及社会

效应可以有效驱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首先，在“绿色+技术创新”的新模式下，企业通过绿色产品创新，

实现了技术优化和成本降低的同时，也降低了环境负外部性，还增加了消费者剩余。更新或创造的全新

产品具有节能环保、可循环利用等特点，大幅提高了市场需求，推动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其次，绿色

技术创新可以优化工艺流程，注重提升产品质量，同时减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摒弃原有的“生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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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产品–废弃物”生产模式，采用“生产要素–产品–再生生产要素”的循环生产模式，提高了生产

效率，生态效应显著，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兼容，进而实现了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最后，率先进行绿

色技术创新的区域或企业，尽管前期投入了大量绿色技术研发成本在短期内无法得到弥补，但长期内会

形成一定的技术优势。加之环境规制日益严苛，该区域或企业的绿色功能创新后发优势逐渐凸显。被“低

端锁定”的企业或在空间邻近的区域会选择积极学习典型绿色技术创新的先进范式，实现绿色技术创新

活动中的技术扩散和空间溢出。绿色技术创新的社会效应促使企业的优胜劣汰，绿色产业得到更大规模

的发展，绿色技术势能得到有效释放。环境保护能力逐渐提升，产品的绿色性显著提高，生态产品市场

有影响力不断提升，进而促进生态产品价值的高质量实现。 

4.2. 绿色技术创新驱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分析 

随着绿色发展理念的不断深入，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从特定企业或特定区域，辐射全国及各个行

业，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绿色技术创新前期投入成本较大，且获益周期较长，

进而难以对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产生规模效应。因此，从提高绿色技术创新参与、丰富绿色技术创新类

型、加大绿色技术创新支持及完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四条路径，分析绿色技术创新驱动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见图 4)。 
 

 
Figure 4.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drives the value realization path of ecological products 
图 4. 绿色技术创新驱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以上四条路径，涉及政府、企业、社会公众等对方主体参与，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作

用，提升驱动绿色技术创新动能。 
1) 提高绿色技术创新参与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渗透到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涉及不同主体的利益关系。此外，绿色技

术创新驱动生态价值实现的多样性就决定了绿色技术创新主体的多元性，这就需要提高多主体参与绿色

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使多主体协同参与，共同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传统技术创新缺失对能源节约、

环境保护的重视，盲目追求经济效益，这种狭隘的价值追求，无法充分挖掘并实现生态产品产值。绿色

技术创新将传统技术创新绿色化和生态化，通过打造多元化绿色技术创新主体(见图 5)，形成“产学研金

介”协同参与绿色技术创新模式，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绿色技术供给与市场需求有效对接。 
形成以企业为核心，政府、高校及科研院所、国际组织、金融机构、中介服务机构共同参与绿色技术创

新的多元主体结构。发挥龙头企业典型示范作用，促进成立绿色技术创新联盟组织，联合开展绿色技术

创新攻关研究，实现人力资本跨机构流动而产生的协同效应，进而高效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2) 丰富绿色技术创新类型 
基于公共产品理论，可将生态产品划分为 4 类：公共物品、纯私人物品、俱乐部类物品及公共池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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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物品，不同类型生态产品提供的生态服务分为支持服务、供给服务、调节服务及文化服务(见图 6)。生

态产品类型及服务内容呈现多元化趋势，因此，丰富绿色技术创新类型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谋而合。 
 

 
Figure 5. Multiple subjects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图 5. 绿色技术创新多元主体 

 

 
Figure 6. Types of ecological products and service contents 
图 6. 生态产品类型及服务内容 

 
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主要来自政策、市场、企业及国际，丰富绿色技术创新类型可将压力因素

转化为动力因素，促进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生态系统服务的直接使用价值及非直接使用价值形成的优

质生态产品，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可以反哺绿色技术创新的丰富性。绿色技术创新类型的丰富，可以促

进生态工业产品、生态农业产品、生态旅游、生态休闲及生态居住环境等生态产品的优化。生态产品不

仅是单纯的生态环境，还有生态产品、生态工艺等形式，因此，绿色技术创新属性与生态产品属性具有

一定的相似性，绿色技术创新类型应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有效对应，努力将单向驱动化为“双向奔赴”。 
3) 加大绿色技术创新支持 
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离不开政策保障、平台建设、资金投入的三大支持，绿色技术市场的繁荣，需要

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多样化资金引入渠道，实现各类要素的有效集聚及高效利用(见图 7)。 
 

 
Figure 7. Three supporting areas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图 7. 绿色技术创新三大支撑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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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政策保障方面，科技部门应与高校、科研院所等研究机构建立联动服务机制，对绿色技术

全过程实施保护措施，奖惩分明，净化绿色技术创新氛围。开通绿色技术创新知识产权审查、确权、维

权一体化综合服务“绿色通道”，实现绿色技术创新由被动向主动转变；其次，构建绿色技术创新信息

共享平台，发布绿色技术创新最新成果及侵权行为信息，持续动态更新并纳入全国公众信用数据库。搭

建绿色技术创新国际合作平台，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的战略方案，市场与技术优势互补，形成

良性双循环的绿色技术创新发展格局。以国际合作生态园区为载体，鼓励国外在其中设立“园中园”，

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成果在国内转化的及时性和高效性；最后，提升绿色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国家重点

技术攻关项目向绿色技术创新类课题倾向，并给予充足的经费支持。企业作为绿色技术创新的活跃群体，

应明确企业参与国家重大绿色科技创新专项研究的职责。创新金融服务模式，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对接绿

色技术创新，拓宽融资渠道。以上三大支撑领域，可以很大程度上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主体的积极性，从

而驱动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 
4) 完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2019 年 4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科

技部联合印发了《关于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指导意见》，随后，地方政府根据区域特色

及基础条件，陆续发布关于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政策文件。 
我国在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构建进行了大量探索，为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了重要支撑。生态产

品的市场化供给是其价值实现的重要内容，建立完善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是实现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的题中之义。从驱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视角出发，分别从顶层设计、创新主体、体制机制及示范推

广四个方面完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见图 8)。 
 

 
Figure 8.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system 
图 8. 绿色技术创新体系 
 

其一，科学的顶层制度设计是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的前提条件，绿色技术创新涉及多领域、多对

象及多部门，系统化制定顶层设计，可以节约管理成本，促进政策引导的落地执行。通过完善顶层制度

设计，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责关系，激活地方政府根据区域特色创新绿色技术发展战略；其二，培

育绿色技术创新主体，重塑绿色技术创新人才体系。强化企业在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的核心地位，协同

高校、科研院所深度联合培养绿色科技创新人才；其三，体制机制创新，完善绿色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机

制，配套相应的法律法规，推动绿色技术创新驱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将绿色技术优势转化为生态产业

优势；最后，加强区域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示范推广，充分发挥绿色技术创新试验区的辐射引领作用，

提升全国各地建立健全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打造绿色技术创新驱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新局面。 

5. 对策建议 

5.1. 加大绿色技术创新的引导与监管力度 

合理的激励政策，可以促进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从而实现生态产品的绿色化。各级政府应

重视绿色技术创新在企业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积极引导企业主动投入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中，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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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耗能、高污染”企业进行限制或惩罚。政府及相关技术部门应精准识别企业公开的绿色技术创新，

避免技术创新的低端“绿化”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除企业自身为绿色技术创新准备足够的资金池

外，政府及相关科技部门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研发、实施及推广提供灵活的资金供应。地方政府可根据

绿色技术创新基础及潜力，创新性地成立“生态属性”商业银行，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灵活的资金池；

由于绿色技术创新前期投入成本较高且获益周期较长，政府可根据对企业的综合评估状况，在财税政策

上给予优惠，此外，对于财力薄弱的中小企业应给予特定专项补贴，减轻企业在绿色技术初始阶段的压

力。加强“政企研”深度合作，企业在政府及科研院所的引导和理论指导下，不仅将实践成果不断丰富，

还会把绿色技术创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反馈到政府部门及科研院所，实现了多元主体的协同发展，共

同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持续发展。此外，政府应根据企业的异质性及区域的差异性，制定不同类型

的引导及监管方案，避免由于“一刀切”方式，产生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 

5.2. 激发绿色技术创新的市场需求活力 

强化绿色消费理念是激发绿色技术创新市场需求的重要拉力，决定了绿色技术创新驱动生态产品经

济价值的实现。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社会公众对产品的需求由原来的经济效益

逐渐转向生态效益，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借势广泛宣传绿色技术创新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内在

逻辑，让社会公众更加清晰明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的科学性、综合性及系统性。顶层设计和绿色生

态产品评价体系的不完善，严重阻碍了绿色生产模式的形成。绿色技术创新具有强烈的专业性，而社会

公众对新技术的安全性存在一定的疑虑，造成绿色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水平较低。因此，应积极拉绿色消

费，激发绿色技术创新需求。由于政府的公信力较强，可以在绿色消费中树立典范作用，明确政府绿色

采购清单，彰显绿色技术创新优势。在政府及金融机构的支持下，企业在初期绿色技术创新投入成本较

高情况下，仍坚持绿色产品的高性价比供给，引导社会公众养成绿色消费习惯。社会公益组织可定期举

办绿色消费理念宣传活动，结合环境日、低碳日等特定日期，利用网站等多媒体平台添加专栏对绿色消

费理念进行广泛宣传。将绿色技术创新融入到各类学科竞赛中，不仅可以发挥集体智慧去探索绿色技术

创新，还可以在探索过程中深化绿色发展及绿色消费理念。 

5.3. 推动绿色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率 

推动绿色技术成果转化，是实现生态产品经济价值的主要模式。目前，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成果转化

率较低，绿色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带来的社会效益较小。应建立完善的绿色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机制，落实

补偿政策措施，切实维护绿色创新主体的利益。除了高校、科研院所及绿色科技创新产业园区外，加大

支持企业及社会公益团体建立绿色技术孵化基地及协同创新基地。制定对待特定对象采取专项政策机制，

扶持初创企业及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的绿色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支持建设“绿色技术创新 + 项目”模式，

利用项目中的资源优势，深度挖掘绿色技术创新的应用成果，探索绿色技术创新与项目驱动协同发展路

径，实现绿色技术创新成果的高质量转化。围绕市场及生产实践需求的绿色技术，联合多部门共建共享

绿色技术创新资源，促进形成人力资本及技术资源的集聚效应，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成果的使用效率。构

建绿色技术创新的一体化综合性服务模式，加快绿色技术创新成果转化速度。借助平台资源培育绿色技

术交易市场，并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规范普及关于绿色技术创新的法律法规，为绿色技术创新交易和

转化纠纷提供协调桥梁。 

5.4. 提升“双碳”目标对绿色技术创新驱动 

实施“双碳”目标，即中国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该目标是我国生态

文明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实现“双碳”目标必然需要绿色技术支持，而当前我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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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技术创新主要集中在绿色制造企业，而“双碳”目标可以为绿色技术创新领域和应用指明方向。“双

碳”目标任重道远，挑战与机遇并存，挑战在于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时间紧任务重，

机遇在于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将会涌现大量具有“绿色化”属性的新技术创新。明确“双碳”目标的阶段

性任务与绿色技术创新任务对接，将“双碳”目标中需要的前沿减排技术需求通过公开招标形式，驱动

绿色技术创新意愿。目前，碳减排最具前沿的技术为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聚集了成本低及效

益高的双重优势。应将该项技术运用在碳减排难度较大的企业，并配套相应的资金和绿色技术创新人才

资源，深入探索优化该项技术，并在实践应用中取得新突破。聚合现有的碳减排先进前沿技术优势，构

建满足“双碳”目标需求的技术群，有效驱动绿色技术创新。 

5.5. 强化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绿色技术创新推力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是智慧经济时代的必然产物，对中国经济的绿色转型和新旧动

能转化具有重要意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涉及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诸多领域，以技术创新为核心，

以智慧城市建设为重点，多产业链驱动绿色技术创新。新基建背景下，专业技术人才——智能建造师应运

而生，为绿色建筑技术创新提供了新型高度融合型人才支持。引领 5G 网络、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在千行

百业中的绿色技术创新兴起，实现绿色发展的常态化模式。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具有综合性强、动态性大的

特点，对绿色技术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利于推动绿色技术创新的“赋能聚力”和“量质双升”。加

快推进新基建领域的新技术与绿色技术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低碳技术创新范式。充分对接

“十四五”规划中对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低碳发展目标，驱动绿色技术创新领域的全覆盖。 

6. 总结 

通过对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基础条件及绿色技术驱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作用机制分析，为本文的

研究提供了实践和理论基础。提出了绿色技术创新驱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四大路径，最后，结合中国

绿色技术创新及生态产品价值现状，提出如下对策建议：加大绿色技术创新的引导与监管力度、激发绿

色技术创新的市场需求活力、推动绿色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率、提升“双碳”目标对绿色技术创新驱动及

强化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绿色技术创新推力，以期为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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