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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南与其他地区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比较研究

靳沅瑛

陕西理工大学，陕西 汉中 723000

摘要：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有效路径，对促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主要以陕南汉中市与浙江丽水市为研究对象，对 2023 年两市物质产品的生态价值数据进行了核算，

重点对比两地中药材、畜禽产品、茶叶、林产品的生态价值差异，通过数据的定量分析，对两地的差异进行了分

析并给出相应的建议。研究表明：汉中市在中药材与畜禽产品上有规模优势，但单价较低；而丽水的茶叶和林产

品单价显著高于同类产品，但其产量却有限。两地需结合自身特点，推动生态产品价值转换。

关键词：生态物质产品；价值核算；汉中市；丽水市

中图分类号：X22;F327

引言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重要理念的基础上进行的一项制度创新，目的

在于唤醒沉睡的自然资源、打破“靠山吃山，靠水吃

水”的现实困境，实现生态价值向经济效益的转变，

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1]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建

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完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2]
。

为此，2023 年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联合印发《生态产

品总值核算技术规范》，进一步细化核算方法，强调

需结合地域特色分类施策。在这一背景下，具有不同

发展方式且拥有丰富生态资源的地区如何进实现价值

转化，成为了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问题。

汉中和丽水同作为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均承载着

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重使命，但两地在生态产品

的开发路径上却呈现出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为探究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多元模式提供了天然样本。物质

产品是目前生态价值核算中市场化程度最高、数据可

得性最强的领域，并且我国发改委在 2023 年的《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中明确将“物质供给类产品”

列为重点突破目标。基于此，本文将选择陕南汉中市

和浙江丽水市作为研究对象，对其物质产品的生态价

值进行核算，通过跨区域的对比研究，为国家制定差

异化政策提供依据，并为两地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提

供相应建议。

1 研究地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1.1 陕南地区——以汉中市为例

陕南地区是指陕西省的南部地区，包括汉中、安

康、商洛三个地级市。本文选择以汉中市为代表进行

主要研究。汉中位于陕西省西南部，下辖 2 区 9 县，

土地总面积 27246 km
2
。汉中北依秦岭，南频巴山，中

间为汉中平原，这里是中国南北气候分界线、江河分

水岭，四季分明、气候温润、冬无严寒、夏无酷暑，

并因此造就了物种的多样性。

1.2 江浙地区——以丽水市为例

丽水市是浙江省辖陆地面积最大的地级市，位于

浙江省西南部，下辖 1区 7县，土地总面积 17298 km
2
。

丽水气候温和，冬暖春早，雨量丰沛，属中亚热带季

风气候区。丽水自然资源较为丰富，生态环境优越，

植物种类丰富，生物物种多样化，因此区域内生态产

品具有多层次、多种类特征
[3]
。

1.3 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从物质产品方面对陕南汉中市、浙江丽

水市的生态产品价值进行核算。数据主要来源于《汉

中市统计年鉴》（2024 年）、《丽水市统计年鉴》（2024

年）以及其他相关部门的专项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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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2.1 指标选取

物质产品测算主要纳入农业、渔业、林业、畜牧

业产品，以及生态能源 5 类，其中生态能源以水资源

总量作为核算指标，通过测算生产用水、居民生活等

方面用水量的用水价格来指征生态能源价值。

3.2 核算公式

参考已有研究成果，本文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计

算公式为：

i

n

i
i PEV 

1

其中，V 表示生态物质产品总价值（元），Ei 为

第 i种产品的产量（吨），Pi 为第 i种产品的单价（元

/吨）。

3.3 生态物质产品价值核算类别

核算的农产品包括农、林、牧、渔及生态能源 5

大类。选取农业产品中的粮食作物、茶叶、中药材和

食用菌等；林业产品中的林产品、竹制品等；畜牧业

产品中的肉类、蛋奶等；渔业产品中的淡水产品和海

水产品，以及生态资源中以农业、工业及生活用水为

指标，并根据产品市场价格，采用市场价值法进行核

算。

3 两市生态物质产品价值核算

3.1 汉中市生态物质产品价值核算

表 1 汉中与丽水市生态物质产品价值核算比较

数据来源：汉中市统计年鉴、水资源公报

注：合计为农林牧渔以及水资源的产值合计，但因篇幅作省略

4 两地结果对比分析

从表上数据来看，汉中市的中药材产值为 51.7 亿

元。占比 14.03%，远远高于丽水市产值 7.8 亿元

（6.10%）；畜禽类产品也是如此，以产值 124.2 亿元、

33.68%的占比，遥遥领先于丽水的同类产品。反观丽

类别 汉中市 丽水市

产值（万元） 产量（万吨） 单价（元/吨） 产值（万元） 产量（万吨） 单价（元/吨）

中药材 517,455 29.4 17,618.49 78470 1.95 40241.0

畜禽产品 1242000 31.6 39,341.15 11692 1.23 9505.7

茶叶 486076 5.9 82,948.12 286693 4.62 62,054.8

林产品 62,466 7.9 7,897.09 151894 9.48 16,022.6

合计 3687671 1,287,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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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茶叶和林产品则体现出差异化的发展路径。丽水

茶叶产值（28.7 亿元）虽不及汉中，但其 22.27%的占

比却体现出茶叶在地方农业中的主导地位；林产品方

面，丽水的产值达 10.2 亿元，占比 11.80%，也远远高

于汉中 1.69%的占比。因此，下文选择用中药材、畜禽

类产品、茶叶和林产品对两地的差异进行具体分析
[4]
。

4.1 汉中中药材：规模优势与产品附加值瓶颈

从表中的数据来看，汉中市的中药材产值为 51.7

亿元，总产量 29.37 万吨，每千克价格 1.8 元，相较

于丽水市的同种数据而言，汉中市的中药材行业具有

明显的规模优势，但是汉中中药材价格只有丽水价格

的 43.8%。这主要是因为汉中的中药材产品主要以原料

为主，深加工比重偏低，目前天麻和杜仲等中药材大

多以干制品形式外销，缺乏高附加值的提取物和中成

药。丽水的中药材价格较高主要得益于其灵芝孢子粉

和铁皮石斛口服液的开发与推广。汉中的品牌建设虽

然有“秦巴药库”的天然优势，但是缺少相应的国家

地理标志品牌，丽水依靠“浙八味”等品牌及电商，

在市场上获得了较高的溢价。另外，汉中的中药材种

植、生产仍以传统的生产模式为主，标准化基地覆盖

率较低，造成了药材质量的不稳定。但丽水经过良好

农业规范（GAP）认证、产学研合作，使产品的质量得

到保证的同时有了很大的提升。

4.2 汉中畜禽产品：规模化养殖与品牌短板

表格中数据显示，汉中市的畜禽产品产值为 124.2

亿元，总产量为 31.57 万吨，平均每千克 3.93 元，无

论是规模还是单位价格都远高于丽水。汉中地处秦巴

山地区，有明显的草场优势，在此条件下，汉中以规

模化养殖为基础，形成了规模化的生猪和肉牛养殖集

群。如西乡县采用“公司+合作社”的经营方式，使农

户的生产成本明显下降。汉中畜牧业产值虽高，但主

要以活禽交易、深加工等形式为主，高附加值的产品

种类不多。丽水畜牧产业虽不大，但以处州白莲花鸭

为代表，已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品牌，提升了产品的

附加价值。

4.3 丽水茶叶：品牌溢价与产量瓶颈

丽水茶叶产值 28.7 亿元，产量 4.62 万吨，单价

6.21 元/公斤，主要依托“丽水香茶”品牌占据高端市

场，丽水市百分之六十的茶叶通过电商和专卖店售卖，

且其茶叶有机认证比例达 35%。虽然汉中茶叶的实际单

价更高，但汉中茶叶仍以传统的批发市场为主，认证

率低，所以丽水茶叶单价更具含金量
[5]
。

4.4 丽水林产品：竹木经济与生态协同

丽水林产品产值 15.2 亿元，单价 16802 元/吨，

远超汉中（7897 元/吨），丽水林产品的销售成功主要

依靠其对竹木制品的深、精加工，将毛竹转化为竹地

板、竹纤维等产品，大大提升了其本身的价值，以庆

元县竹制品为例，庆元县的竹木制品企业年产值高达

50 亿元，占全国竹产业份额的 20%。并且丽水市通过

“林药”“林菌”复合经营，开发了铁皮石斛仿生种

植、灵芝孢子粉采集等模式，单位林地产值高达汉中

的 2~3 倍。丽水依托“中国天然氧吧”品牌，将林区

转化为生态旅游度假区，实现生态旅游赋能，也间接

拉动了林产品的销售。

5 差异成因与优化建议

5.1 差异成因分析

5.1.1 资源禀赋与区位条件

汉中市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垂直气候特征为当地中

药材的种植和畜禽养殖创造了优越的自然条件；丽水

市为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山地地形非常适合竹林和茶

园的生长，为其林业产品的高生态溢价提供了强有力

的支持。丽水地处长三角城市群，上海和杭州等区域

的辐射范围在 2小时之内就能到达，而汉中地处山区，

交通条件差，运输成本高于其它平原地区。例如从汉

中到成都，公路运输价格为每公里 0.8 元，丽水到上

海每公里 0.5 元，制约着高附加值商品的物流效率。

5.1.2 政策与产业导向

政策方面，陕西省“十四五”规划将汉中定位为

“陕西绿色循环发展核心区”，重点支持生猪、中药

材等大宗农产品的产能提升。浙江省出台全国首个省

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方案》，丽水率先建

立 GDP 与 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双考核机制。丽水

设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基金”，重点支持茶叶、竹

木制品品牌建设。两地政府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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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进一步扩大了差异。

5.1.3 技术创新与人才储备

汉中和丽水虽然都属于生态功能区，但是两市在

创新要素分配上存在着结构上的差别，这就导致了两

市在生态产品增值空间上存在着明显差距。汉中市在

技术创新投资的力度上，与丽水市相比相差甚远，这

种不足直接导致了秦巴山区中药主要产区产业升级的

滞后，西洋参和天麻等道地药材的生产还停留在“靠

天吃饭”的状态。产学研体系的断层作用更加明显
[6]
。

5.2 建议

5.2.1 汉中：从“规模扩张”到“价值提升”

汉中市应以“补链强链”为核心，突破传统生产

方式的桎梏。中药材方面急需由规模化向高附加值方

向发展，可建立 GAP 标准化种植基地，引入龙头企业，

将天麻、杜仲等原材料转化成高附加值的天麻素注射

液、杜仲胶等，实现原辅料天麻、杜仲等高附加值制

品的生产，提高原材料精深加工比例。同时，充分发

挥“秦巴药库”的优势，申请国家地理标志，并与抖

音电商合作开设“秦药”网络专区，为产品打出品牌

知名度。畜禽产业方面可以固建立智能化冷库，配套

GPS 温度控制的物流车队，以减少产品损失；也可研发

像黑猪脯、杜仲蛋等的功能性预制食品，实现“活体

输出”向“品牌即食”的转变。

5.2.2 丽水：从“精品化”向“规模化”

丽水市要想解决“产”与“效益”的矛盾，就要

不断强化“品牌”与“科技”双重驱动。茶叶行业应

充分发挥“丽水香茶”这一地域标志的优势，加大有

机茶园建设，引入区块链技术实现“一饼一码”的溯

源，并开发交叉产品如茶多酚面膜、茶香精油等。在

林产品方面要大力推进竹业的科技创新，在此基础上

对毛竹碳汇交易途径进行研究。通过 5G 技术对“智慧

林场”进行试验，对其生长环境进行实时监测并对其

进行温度、湿度和光照强度的精确控制，提高单位产

量，实现生态与经济共赢。

5.2.3 区域协同发展建议

在区域协同发展方面需要建立省际间的协作机制，

发挥区域间的生态资源一体化作用。可联合汉中和丽

水建立“秦浙生态商品交易中心”，引入期货、拍卖

等金融工具，推动汉中中药材与丽水茶、林产等农产

品在区域内的流通，减少中间环节的物流成本。此外，

定期举办生态经济论坛，吸引各个大学的科研人员到

两地进行交流，推动两地科研成果的转化。为确保绩

效目标的实现，两地都应该强化风险管理，以大数据

为基础，建立中药材价格波动、竹林病虫害等风险因

子的预警平台，利用大数据对其发展趋势做出预测，

并提出防治对策。

在此基础上，汉中可以打破“大而不强”的产业

困局，丽水可以充分发挥“小而精”的品牌能量，使

两市的生态商品价值实现优势互补，并为我国的生态

功能区建设提供可借鉴的范例。

总结

汉中与丽水在资源、政策、技术等各方面都有不

同程度的不同，其原因有多种。要实现从“绿水青山”

向“金山银山”的转变，必须从产业链的升级、科技

的创新、区域的协同合作的角度来实现。该项目的研

究成果，既可为两地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提供现

实借鉴，又可为我国生态功能区价值评估和产业发展

提供理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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