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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决策要参
（2023 年第 2 期 总第 21 期）

四 川 农 业 大 学

四川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2023年 12月 12日

领导批示：

国内外经验对创新成都公园城市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机制的启示

【成果要点】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

区，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的重要

举措。创新成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对推进成都公园城

市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期《专报》借鉴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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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等国内外城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实践经验，提出创

新公园城市管理体制机制、提升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空间、推

进绿色金融改革、推行 EOD 与 POD 城市开发模式、建设公园

城市标准体系、与时俱进挖掘生态产品价值等对策建议。

四川农业大学冉瑞平教授等在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规

划专项重大项目《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促进公园城市

建设研究》（课题编号：2022A08)的支持下，借鉴国内外城

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实践经验，形成对完善成都公园城市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启示，提出以下观点：

一、国内外城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实践经验

（一）纽约中央公园的实践经验

一是创新“公-私合作”公园管理体制。经过多年探索，

纽约市建立了“公园管理局+中央公园保护协会”的“公-私

合作”公园管理体制，公园管理局保留重大决策及规则执行

的管控权力，参与公园规划制定、对资金用途具有建议和审

批权。非营利组织中央公园保护协会负责公园日常护理及特

殊活动维护，凭其提供的市政服务向市政府收取年费，既确

保公园发展方向，也解决公园运营资金难题。二是自然资本

对接产业资本实现生态产品保值增值。将碎片化的自然生态

资源收储整合形成优质高效的资源资产包，然后将自然资本

与其他生产要素或资本有机结合，把无法直接交易的生态产

品价值附加在工农业、地产或服务业产品上，使生态产品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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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产生乘数效应，实现生态产品增值，将不以营利为目的的

“准公共物品”城市公园发展成为纽约的“利润中心”。三

是成功创立 POD 模式促进公园与城市有机融合。探索创立了

以城市公园为导向的 POD发展模式，将公园与城市有机融合，

提升生活品质和居住环境，从而带动区域整体发展，将公园

发展成为整个纽约城市的“利润中心”、社区和企业的“好

邻居”，带动了城市开发与经济发展。中央公园还成立了城

市公园研究所为所有城市公园组织提供帮助，提升其建设和

维护运营大型公共空间的知识、经验、领导力。

（二）“花园城市”新加坡的实践经验

一是合理规划，促进生态修复成本内部化。综合运用土

地储备、片区综合开发等措施，在生态修复及周边区域配置

合理比例的商业、住宅等经营性用地，促进生态产品的价值

外溢，实现区域土地的经济增值和生态修复成本内部化。二

是依托生态修复项目，挖掘生态产品价值。依托加冷河修复

项目整治修复碧山宏茂桥公园，利用土壤生物工程技术巩固

河岸和防止土壤被侵蚀，将其改造为蜿蜒的天然河流，这为

动植物创造了栖息地。公园周边借此规划建设了集旅游、养

老、居住于一体的康养居住区，实现生态产品价值。三是追

求城市空间与生态空间的有机融合。新加坡国家公园体系对

绿色开放空间做了详细分类，设立多处主题不同的自然保护

区、自然区域，从而确保城市空间与生态空间的有机融合。

不仅保护了生物多样性，也为公众提供了高品质的生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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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商务和休闲场所。

（三）“绿色城市”波特兰的实践经验

一是依托良好生态本底，建立完善的绿色空间系统。整

合现有自然资源，建立“大尺度、大连接、大布局”的绿色

空间系统。该系统囊括开发边界内的公园绿地、开发边界外

的郊野生态空间、道路及水系两侧的绿道或游步道等，建立

全区绿色空间大格局，构建分级分类系统，在体系结构上实

现“大连接”。同时，在控制引导方面强调“大布局”，立

足城市本土区域特色，突出不同区域、层次的绿色空间功能

丰度、特色景观和文化主题。二是划定生态发展区，发展绿

色建筑。波特兰在内城划定生态示范区，集中实践绿色建筑

标准并促进混合土地利用，使内城成为艺术、文化与商业中

心，并利用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通过发展绿色建筑提高能源

使用效率，开启城市绿色生态产业发展之路，促进生态产品

经济价值的实现。三是建立“专项分工、部门协同、区域联

动”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协同机制。各区域、各部门鼓励发

展生态产业，协同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理论和技术体系研

究，联合开展沿江沿河和水源地周边的综合整治，协同提升

生态产业经营水平、构建城市公园体系，统一实施片区生态

产品价值调查、价值核算和考核。

（四）深圳的实践经验

一是强化生态保护监管。率先在城市开展陆域生态调查

评估，摸清城市生态系统格局、构成、功能，为城市生态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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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化监管奠定基础。建立自然保护地全覆盖遥感监测与问题

点位督促整改工作机制，促进问题整改。二是探索 GEP 核算

制度。率先建立完整的生态产品总值（GEP）核算制度体系

和 GEP“1+3”核算制度体系，将各区 GEP 变化情况纳入生态

文明建设考核，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新的“指挥棒”，

为高度城市化地区进行“两山”转化探索了新路。三是“两

山”基地创建。积极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

新基地创建，以生态建设为抓手，大力实施“净气”“保土”

“养水”“降噪”等工程，不断夯实绿色发展“家底”、塑

造全域生态格局，打造生态环保产业集群、培育环保产业特

色园区，助力“两山”基地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

二、对创新成都公园城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启示

（一）夯实生态空间本底，提升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空间

借鉴波特兰“大尺度、大布局、大连接”的发展经验，

合理规划城市空间，严格守护生态空间。以龙门山、龙泉山、

河网水系、环城生态区、城市绿道为核心骨架，向城市腹地

蔓延，串联主要的滨河公园、城市片区公园与街头绿地；加

强城市绿地修复与提质增效，鼓励屋面绿化、阳台绿化，实

现见缝插绿和垂直绿化；优化街区生态，增加口袋公园和小

微绿地，拓展城市绿色生态本底，促进生产空间、生活空间

与生态空间的城绿多维融合，有效改造城市景观空间，集聚

优质生产要素，有效发挥生态空间的多重复合功能价值，提

升其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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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新管理体制机制，充分挖掘社会潜力

探索创新城市公园建设与营运的体制机制，构建“政府

+市场+社会”资本联动方式，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的

作用，实现生态产品价值持续转化。建议成立推进公园城市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政府领导机构，明确职责职能，负责统

筹和协同，统筹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协同构建以推进节能、

减排、扩绿、增效为主线的“一盘棋”工作格局。效仿纽约

中央公园，构建“政府+市场”公私合作的管理体制机制，

完善“政府+平台公司+头部企业”合作制度。充分发挥政府

的主导作用，深化政企务实合作，实现优势互补，打造一个

涵盖生态价值核算、产权管理、信用管理、风险预警、社会

合作、利益分配、信息披露、监管保障等于一体的综合平台

公司；鼓励平台公司构建市场导向、商业逻辑的运营模式，

由平台公司收储生态产品资源，通过混合所有制、股份合作、

委托经营等方式，招商引资，撬动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

（三）大力推进绿色金融改革，提升绿色金融支持力度

完善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绿色发

展基金等政策，为绿色金融发展提供保障和指引。创新绿色

金融产品和服务，构建多层次绿色金融市场体系，加快公园

城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和平台建设，支持生态环境质量

提升及绿色产业发展。构建生态产品价值交易平台，完善生

态产品价值交易市场化规则的制定，创新以生态产品价值为

基础的投资、融资渠道，建立“资源资产+”绿色融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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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生态资源资产权益等质押融资模式；推进生态产品资产

证券化，积极争取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国家绿色发

展基金的支持，为绿色生态产业发展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

（四）推行 EOD、POD城市开发模式，建立 GDP和 GEP双

核算双运行双提升工作机制

积极推行 EOD、POD 模式，以“城绿融合，价值开发”

为导向，健全“土地增值，商业反哺”的投入产出“双平衡”

机制，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在公园城市综合开发中资本化，形

成“生态投入—环境改善—品质提升—价值反哺”良性循环。

构建具有成都特色的公园城市 GEP 核算体系和技术标准，构

建成都市 GEP 核算体系和平台，争取早日成为西部地区第一

个实施 GEP 核算的城市。加快建立 GEP 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方式的衔接，探索基于 GEP 核算的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路径。

（五）加强实践探索，建设公园城市标准体系

加强对模式、机制的总结和提炼，逐渐形成公园城市建

设标准体系，建议重点探索和总结公园城市规划设计、开发

建设、运营管理、价值转化、公共治理等领域的标准体系，

为公园城市建设提供“路线图”和“施工图”。同时开展公

园城市建设的教材、专著和宣传品出版，加强对公园城市建

设做法、经验和成效宣传、推介，加强对其他城市的辐射和

影响，形成公园城市建设的“成都高地”，把成都由公园城

市建设的首提地变成首创地、策源地和价值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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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顺应时代需求，与时俱进挖掘生态产品价值

成都公园城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要与城市的快速

发展契合。纽约中央公园在其 150年的发展历史中经久不衰，

最根本的原因是适应了各个时期纽约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需

求、纽约市民的生活需要。例如多个博物馆、运动场地及儿

童公园的新建，极大满足了各类人群的需求。成都公园城市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要与城市发展相适应，依据历史、文

化、地域以及场地实际情况适时改造和更新，使其顺应各时

期、各层次的不同需求，与时俱进。

（作者：冉瑞平、唐 宏、何慧芳、梁玲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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