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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方法（试行）

一、相关概念

水土保持生态产品。指通过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实现流域、

区域等的生态系统质量和功能提升而提供的优质生态产品

或服务“增量”，能够反映水土保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且具备“商品和服务”的一般特征，具有自然属

性和社会属性，包括物质供给、调节服务、文化服务三类。

物质供给。在不损害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

通过因地制宜实施水土保持工程、植物、农业耕作等措施，

从生态系统直接利用或转化利用获得的物质惠益，包括农业

产品和林业产品。

调节服务。在不损害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

通过因地制宜实施水土保持工程、植物、农业耕作等措施，

提升水土保持功能和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促进提供改善人类

生存环境与生活条件的享受性非物质惠益，包括水源涵养、

土壤保持、物种保育、气候调节、固碳增汇、释氧、减轻面

源污染、洪水调蓄等。

文化服务。在不损害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

通过因地制宜实施水土保持工程、植物、农业耕作等措施，

紧密结合水系综合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水环境水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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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水利遗产保护等，为提高人民生

活质量提供更多更优质旅游康养服务、人居环境改善、景观

美学体验、丰富文化体验等惠益，包括旅游康养、休闲游憩

和宜居环境等。

水土保持生态产品功能量。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域、流

域范围内，通过水土保持提升水土保持生态产品和功能服务

的增加量。

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量。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域、流

域范围内，通过水土保持提升水土保持生态产品和功能服务

增加量的货币价值量。

水土保持生态产品分类表

类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物质供给

农业产品

种植业产品

畜牧业产品

水产品

林业产品
木（竹）质林产品

非木质林产品

调节服务

水源涵养 水源涵养

土壤保持

减少土壤侵蚀

减少泥沙淤积

保持土壤肥力

物种保育 物种保育

气候调节 植物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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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固碳增汇

森林及灌丛土壤固碳

草地土壤固碳

湿地土壤固碳

农田土壤固碳

释氧 释氧

减轻面源污染 减轻面源污染

洪水调蓄

植被洪水调蓄

库塘洪水调蓄

湿地洪水调蓄

文化服务

旅游康养 旅游康养

休闲游憩 休闲游憩

宜居环境 宜居环境

二、不同类别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方法

水土保持生态产品基线值与现状值的核算方法是一致

的，因此除土壤保持和减轻面源污染两类产品价值核算结果

即为差值，其余产品价值需根据核算方法分别计算现状值与

基线值，然后再计算差值。

（一）物质供给

1.农业产品

农业产品是指在采取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措施后，借助

农业资源或农业活动，增加的种植业产品、畜牧业产品及水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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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种植业产品

种植业产品包括粮食及其副产品、油料及其副产品、果

品、蔬菜及其制品、香辛料、食用菌及其制品、饮料作物产

品、糖料及其制品、纺织用植物原料、烟草、饲用和绿肥作

物、不另分类的种子、种苗及繁殖材料及其他种植业产品等1。

功能量：用种植业产品产量作为功能量化指标，采用统

计法计算，具体方法如下：

���� =
�=1

�
������ （公式 1 − 1）

式中，����为第 i类种植业产品的总产量，单位根据产

品的计量单位确定，如 t/a；�����为核算范围内第 i类种植业

产品第 j位农户产量，单位根据产品的计量单位确定，如 t/a；

n为农户数量。

价值量：种植业产品价值采用市场价值法进行核算，具

体方法如下：

��� =
�=1

�
���� × �� × �� − �� （公式 1 − 2）�

式中，���为核算范围内种植业产品总价值，单位元/a；

��为第 i类种植业产品公布价格，单位根据生态农产品具体

类型确定；��为第 i类种植业产品的溢价系数，为实际市场

价格与公布价格之比，默认为 1；��为第 i类种植业产品的人

工维护和投入成本，单位元/a；m为核算范围内种植业产品

1《农产品分类与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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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2）畜牧业产品

畜牧业产品包括家畜类、家禽类、特种经济动物类和其

他畜牧业产品等1。

功能量：用畜牧业产品产量作为功能量化指标，采用统

计法计算，具体方法如下：

���� =
�=1

�
������ （公式 1 − 3）

式中，����为第 i类畜牧业产品的总产量，单位根据产

品的计量单位确定，如 t/a；�����为核算范围内第 i类畜牧业

产品第 j位养殖户产量，单位根据产品的计量单位确定，如

t/a；n为养殖户数量。

价值量：畜牧业产品价值采用市场价值法进行核算，具

体方法如下：

��� =
�=1

�
���� × ��� × ��� − ���� （公式 1 − 4）

式中，���为核算范围内畜牧业产品总价值，单位元/a；

���为第 i类畜牧业产品公布价格，单位根据畜牧业产品具体

类型确定；���为第 i类畜牧业产品的溢价系数，为实际市场

价格与公布价格之比，默认为 1；���为第 i类畜牧业产品的

人工维护和投入成本，单位元/a；m为核算范围内畜牧业产

品类型。

（3）水产品

1《农产品分类与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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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品包括鱼、虾、蟹、贝、藻类和不另分类的水产品

等1。

功能量：用水产品产量作为功能量化指标，采用统计法

计算，具体方法如下：

���� =
�=1

�
������ （公式 1 − 5）

式中，����为第 i类水产品的总产量，单位根据产品的

计量单位确定，如 t/a；�����为核算范围内第 i类水产品第 j

位养殖户产量，单位根据产品的计量单位确定，如 t/a；n为

养殖户数量。

价值量：水产品价值采用市场价值法进行核算，具体方

法如下：

��� =
�=1

�
���� × ��� × ��� − ��� （公式 1 − 6）�

式中，���为核算范围内水产品总价值，单位元/a；���

为第 i类水产品公布价格，单位根据水产品具体类型确定；���

为第 i类水产品的溢价系数，为实际市场价格与公布价格之

比，默认为 1；���为第 i类水产品的人工维护和投入成本，

单位元/a；m为核算范围内水产品类型。

2.林业产品

（1）木（竹）质林产品

木（竹）质林产品指依托森林资源（森林、其他林地和

1《农产品分类与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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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以外的林木）中获得的原木、竹材以及以木材、竹材为

原料的加工产品1。

功能量：用产品产量作为功能量化指标，采用统计法计

算，具体方法如下：

����� =
�=1

�
������� （公式 2 − 1）

式中，�����为第 i类木（竹）质林产品的总产量，单位

根据产品的计量单位确定，如 m3/a；������为核算范围内第 i

类木（竹）质林产品第 j位农户产量，单位根据产品的计量

单位确定，如 m3/a；n为农户数量。

价值量：木（竹）质林产品价值采用市场价值法进行核

算，具体方法如下：

���� =
�=1

�
����� × ����� × ����� − ����� （公式 2 − 2）�

式中，����为核算范围内木（竹）质林产品总价值，单

位元/a；�����为第 i类木（竹）质林产品公布价格，单位根

据木（竹）质林产品具体类型确定；�����为第 i类木（竹）

质林产品的溢价系数，为实际市场价格与公布价格之比，默

认为 1；�����为第 i类木（竹）质林产品的人工维护和投入

成本，单位元/a；m为核算范围内木（竹）质林产品类型。

（2）非木质林产品

非木质林产品指依托森林资源（森林、其他林地和森林

以外的林木）、湿地资源和荒漠资源生产的除木材、竹材和

1《林业及相关产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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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动物以外其他所有的有形生物产品及其加工品，包括植

物类产品及其加工品，陆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和加工品1。

功能量：用产品产量作为功能量化指标，采用统计法计

算，具体方法如下：

������ =
�=1

�
������� （公式 2 − 3）�

式中，������为第 i类非木质林产品的总产量，单位根

据产品的计量单位确定，如 t/a；�������为核算范围内第 i类

非木质林产品第 j位农户产量，单位根据产品的计量单位确

定，如 t/a；n为农户数量。

价值量：非木质林产品价值采用市场价值法进行核算，

具体方法如下：

����� =
�=1

�
������ × ������ × ������ − ������� （公式 2 − 4）

式中，�����为核算范围内非木质林产品总价值，单位

元/a；������为第 i类非木质林产品公布价格，单位根据非

木质林产品具体类型确定；������为第 i类非木质林产品的

溢价系数，为实际市场价格与公布价格之比，默认为 1；

������为第 i类非木质林产品的人工维护和投入成本，单位

元/a；m为核算范围内非木质林产品类型。

（二）调节服务

1.水源涵养

指在采取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措施后，流域或项目区内

1《林业及相关产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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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通过其特有的结构和功能与水相互作用，对降水进

行截留、渗透、蓄积，并通过蒸散发实现对水流、水循环的

调控，主要表现在减少地表径流、补充地下水、调节河流流

量等功能，最终实现增加可利用水资源量的过程。

功能量：用水源涵养量作为功能量化指标，可采用以下

两种方法进行计算。

方法一：水量平衡法1表示如下：

��� =
�=1

�
��� × (��� − �� − ���) × 10−3 （公式 3 − 1）

式中，���为水源涵养量，单位 m3/a；���为产流降雨量，

单位 mm/a；��为地表径流量，单位 mm/a；���为蒸散发量，

单位 mm/a；��为 i类生态系统的面积，单位 m2；i为生态系

统类型；n为生态系统类型总数。

方法二：水量供给法2表示如下：

��� = (��� − ���) + (��� − ���) × (1 − �)（公式 3 − 2）

式中，���为水源涵养量，单位 m3/a；���为核算区内

的用水量，单位包括工业、生活用水量，单位 m3/a；���为

跨流域净调水量，单位 m3/a；���为区域出境水量，单位 m3/a；

���为区域入境水量，单位 m3/a；δ为区域产流径流系数。

价值量：水源涵养价值采用市场价值法（替代工程法）

1《陆地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技术指南》《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试行）》《山东省生态产品总

值（GEP）核算技术规范 陆地生态系统（试行）》《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技术规范生态功能评价(试行)》。

2《陆地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技术指南》《生态产品总值核算技术规范》《山东省生态产品总值（GEP）

核算技术规范 陆地生态系统（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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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行核算：

��� = ��� × ��� （公式 3 − 3）

式中，���为水源涵养价值，单位元/a；���为核算区内

总的水源涵养量，单位 m3/a；���为水资源交易市场价格，

单位元/m3；当交易市场未建立时，以水库建设的工程及维护

成本或水资源影子价格替代，水库单位库容的工程造价及维

护成本，单位元/m3。

现也有计算方式考虑到了水库单位库容的年运营成本、

水库单位库容的工程造价和水库年折旧率等指标2，计算如下：

��� = ��� × (��� + ��� × ��) （公式 3 − 4）

式中，���为水源涵养价值，单位元/a；���为水源涵养

量，单位m3/a；���为水库单位库容的年运营成本，单位元/m3；

���为水库单位库容的工程造价，单位元/m3；��为水库年折

旧率。

2.土壤保持

土壤保持指在采取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措施后，新的生

态系统通过林冠层、林下植被、枯落物层、根系等各个层次

消减雨水对土壤的侵蚀程度，从而增加土壤抗蚀性、减少表

层土壤流失、保持甚至提升土壤性质的功能，包括减少土壤

侵蚀、减少泥沙淤积和保持土壤肥力等。

（1）减少土壤侵蚀

1《陆地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技术指南》《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技术规范生态功能评价(试行)》。

2《生态产品总值核算技术规范》《山东省生态产品总值（GEP）核算技术规范 陆地生态系统（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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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土壤侵蚀指在采取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措施后，坡

面等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地区减少的土壤损失量。

功能量：减少土壤侵蚀功能量可根据实测数据或以下公

式计算：

��� = � × � × � × � × � × � × � （公式 4 − 1）

式中，���为土壤侵蚀量，单位 t/(km2·a)；R为降水侵蚀

力因子，单位 MJ·mm/(km2·h·a)；K为土壤可侵蚀性因子，

单位 t·h/(MJ·mm)；L为坡长因子；S为坡度因子；B为生物

措施因子；E为工程措施因子；T为耕作措施因子，横坡耕

作取值 0.5，顺坡耕作取值 1。

价值量：减少土壤侵蚀的价值量用替代成本法表示1，具

体方法如下：

��� = ��� × �� ÷ � × �� （公式 4 − 2）

式中，���为减少的土壤侵蚀的价值量，单位元/a；��

为减少的土壤侵蚀的面积，单位 km2；�为土壤容重，单位 t/m3；

��为减少侵蚀的土壤的价格，若采用工程用土价格，则需计

算“保持土壤肥力”项，若采用种植土价格，则已考虑土壤

肥力价值，无需计算“保持土壤肥力”项，单位元/m3。

（2）减少泥沙淤积

减少泥沙淤积指在采取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措施后，某

一河段减少的外来（上游等）的泥沙淤积量。

功能量：减少泥沙淤积功能量可根据实测数据或以下公

1《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技术规范生态功能评价(试行)》《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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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计算：

��� = � × � × � × � × � × � × � × ��� × ���（公式 4 − 3）

式中，���为减少泥沙淤积量，单位 t/(km2·a)；R为降水

侵蚀力因子，单位 MJ·mm/(km2·h·a)；K为土壤可侵蚀性因

子，单位 t·h/(MJ·mm)；L为坡长因子；S为坡度因子；B为

生物措施因子；E为工程措施因子；T为耕作措施因子，横

坡耕作取值 0.5，顺坡耕作取值 1；���为坡面泥沙输移比；���

为沟道泥沙输移比；���和���具体数值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率

定。

价值量：减少泥沙淤积的价值量用替代成本法表示1，具

体方法如下：

��� = ��� × ��� × ��� ÷ � （公式 4 − 4）

式中，���为减少泥沙淤积的价值，单位元/a；���为土

壤侵蚀流失泥沙淤积于水库、河流、湖泊，需清淤作业的比

例，通常取 24%；���为水库工程清淤平均费用，单位元/m3；

�为土壤容重，单位 t/m3。

（3）保持土壤肥力

保持土壤肥力指在采取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措施后，土

壤受生态系统影响，恢复其化学性质，改变土壤中有机质和

氮磷钾含量的功能。

功能量：保持土壤肥力用土壤肥力提升量为功能量化指

标，可根据实测数据或以下公式计算：

1《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技术规范生态功能评价(试行)》《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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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公式 4 − 5）

�� = �� × ��� （公式 4 − 6）

�� = �� × ��� （公式 4 − 7）

��� = �� × ���� （公式 4 − 8）

式中，��、��、��和���分别指土壤保持区内土壤中

N、P、K和 OM的质量，单位 t；��指土壤保持区内土壤的

质量，单位 t；���、���、���和����为土壤中 N、P、K

和 OM的纯含量，单位%。

价值量：用市场价值法进行核算，公式如下：

�� = �� × �� （公式 4 − 9）

式中，��为保持土壤肥力的价值，单位元；��为相应土

壤用作肥料的价格，与��、��、��和���大小有关，单位

元/t。

3.物种保育

物种多样性保育对人类生活或生存非常重要，其具体指

在采取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措施后，改善流域或项目区内生

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植物、动物等）的功能。

功能量：用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作为功能量

化指标，用于测量群落的异质性1。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

数计算公式如下。

1《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技术规范生态功能评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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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ln �� （公式 5 − 1）�

式中，��为第 i个物种个体数占物种总数的比例。

价值量：物种保育价值采用替代市场法进行核算，核算

方法按照 Shannon-Wiener指数分级计算：

��� = ���� × ���� （公式 5 − 2）�

式中，���为物种多样性价值，单位元/a；����为各级

Shannon-Wiener指数对应的单位面积价格，单位元/(hm2·a)，

����为各级 Shannon-Wiener指数对应的面积，单位 hm2。其

中 Shannon-Wiener 指数等级划分及保育价格参照 GB/T

38582—2020《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执行1。

4.气候调节

指在采取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措施后，流域或项目区内

生态系统通过植被蒸腾作用吸收太阳能，从而调节温度、湿

度、改善人居环境舒适程度的功能，即生态系统降低温度、

增加湿度所对应的人工调节措施（使用空调）的耗能量。

功能量：植被生态系统蒸腾消耗能量的具体计算方法如

下2：

�� =
���� × �� × ��
�� × 3600 （公式 6 − 1）

式中，��为植被生态系统蒸腾耗能，单位 kW·h/a；����

为不同植被生态系统单位面积蒸腾消耗的热量，单位

1《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

2《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技术规范 陆域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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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J/(m2·d)；��为不同植被生态系统的面积，单位 m2；ER为

空调效能比，无量纲；D为空调开放天数，取值 90d/a；系数

3600为单位转化系数，即 1kW·h = 3600kJ。

价值量：植物蒸腾价值量用替代成本法表示，方法如下1：

��� = �� × �� （公式 6 − 2）

式中，���为植物蒸腾价值，单位元/a；��为电价，单位

元/kW·h。

5.固碳增汇

指在采取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措施后，流域或项目区内

生态系统通过植物和动物通过生物过程吸收大气中二氧化

碳合成有机物，将碳固定在植物或土壤中的功能，包括森林

及灌丛土壤固碳、草地土壤固碳、湿地土壤固碳和农田土壤

固碳。

功能量2：

���2 = ��� + ���� + ��� + ���� （公式 7 − 1）

式中，���2为生态系统固碳总量，单位 tC/a；���为森

林（及灌丛）土壤固碳量，单位 tC/a；����为草地土壤固碳

量，单位 tC/a；���为湿地土壤固碳量，单位 tC/a；����

为农田土壤固碳量，单位 tC/a。

（1）森林及灌丛土壤固碳功能量

��� = ���� × ��� × (1 + �) （公式 7 − 2）

1《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技术规范》。

2 《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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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为森林及灌丛土壤的固碳速率，单位

tC/(ha·a)；���为森林及灌丛面积，单位 ha；�为森林及灌丛

土壤固碳系数。

（2）草地土壤固碳功能量

���� = ��� × ��� （公式 7 − 3）

式中，���为草地土壤的固碳速率，单位 tC/(ha·a)；���

为草地面积，单位 ha。

（3）湿地土壤固碳功能量

��� =
�=1

�
������ × ��� × 10−2 （公式 7 − 4）

式中，�����为第 i类水域湿地土壤的固碳速率，单位

gC/(m2·a)；���为水域湿地的面积，单位 ha。

（4）农田土壤固碳功能量

���� = (��� + ����� + �� × �����) × ���（公式 7 − 5）

式中，���为无固碳措施条件下的农田土壤固碳速率，

单位 tC/(ha·a)；�����为施用化学氮肥和复合肥的农田土壤

固碳速率，单位 tC/(ha·a)；�����为秸秆全部还田的农田土

壤固碳速率，单位 tC/(ha·a)；��为农田秸秆还田推广施行率，

单位%；���为农田面积，单位 ha。

��� = ��� × � × ℎ × 0.1 （公式 7 − 6）

式中，���为无化学肥料和有机肥料施用的情况下，我

国农田土壤有机碳的变化，单位 gC/(kg·a)；�为各省土壤容

重，单位 g/cm3；h为土层厚度，单位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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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化学氮肥和复合肥的农田土壤固碳速率：

东北农区：����� = 1.7385 × ��� − 104.03 （公式 7 − 7）

华北农区：����� = 0.5286 × ��� + 1.5973 （公式 7 − 8）

西北农区：����� = 0.6352 × ��� − 1.0834 （公式 7 − 9）

南方农区：����� = 1.5339 × ��� − 266.7 （公式 7 − 10）

式中，���为单位面积耕地化学氮肥、复合肥总施用量，

单位 kgN/(ha·a)，计算公式如下：

��� = (�� + �� × 0.3) ÷ �� （公式 7 − 11）

式中，��和��为化学氮肥和复合肥施用量，单位 kgN/a；

��为耕地面积，单位 ha。

秸秆还田的农田土壤固碳速率：

东北农区：����� = 40.524 × �� + 340.33 （公式 7 − 12）

华北农区：����� = 40.607 × �� + 181.9 （公式 7 − 13）

西北农区：����� = 17.116 × �� + 30.553 （公式 7 − 14）

南方农区：����� = 43.548 × �� + 375.1 （公式 7 − 15）

式中，��为单位耕地面积秸秆还田量，单位 t/(ha·a)。

计算方法如下式所示：

�� =
�=1

�
���� × ���� ÷ �� （公式 7 − 16）

式中，���为作物 j在当年的产量，单位 t；��为耕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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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单位 ha；����为作物 j的草谷比。

价值量：森林及灌丛土壤固碳、草地土壤固碳、湿地土

壤固碳和农田土壤固碳的价值量计算方法一样，具体方法如

下1：

��� = ���2 × �� （公式 7 − 17）

式中，���为生态系统固碳价值，单位元/a；��为碳减排

交易价格，单位元/t。

6.释氧

指在采取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措施后，流域或项目区内

自然生态系统通过植物光合作用释放氧气，维持大气氧气稳

定的功能。

功能量：采用治理后流域或项目区内氧当量作为功能量

指标，计算方法如下2：

��� = ��2/���2 × ���2 （公式 8 − 1）

式中，���为生态系统释氧量，单位 t/a；��2/���2 = 32/

44 为 CO2转化为 O2的系数；���2为生态系统固碳量，单位

tC/a。

价值量：生态系统释放的氧气多用替代市场法3作为核算

基础。具体表示如下：

1《陆地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技术指南》。

2《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技术规范》《陆地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技术指南》《山东省生

态产品总值（GEP）核算技术规范 陆地生态系统（试行）》。

3《陆地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技术指南》《山东省生态产品总值（GEP）核算技术规范 陆地生态

系统（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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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 （公式 8 − 2）

式中，���为生态系统释氧价值，单位元/a；���为生态

系统氧气释放量，单位 t/a；��2为工业制氧价格，单位元/t。

7.减轻面源污染

指在采取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措施后，流域或项目区内

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灌丛生态系统、草地生态系统、

农田生态系统等）在减少水土流失量的同时，拦截的土壤中

氮、磷等物质形成面源污染的量。

功能量：减少的污染物总量计算方法如下1：

���� =
�=1

�
���� × �� （公式 9 − 1）

式中，����为减少面源污染量，单位 t/a；���为土壤保

持量，单位 t/a；n为土壤中物质种类总量；i为土壤中氮、

磷等物质种类数量，i = 1, 2, …, n；��为土壤中第 i种物质的

纯含量，单位%。

价值量：

���� =
�=1

�
������ × �� （公式 9 − 2）

式中，����为生态系统减少面源污染价值，单位元/a；

�����为第 i类面源污染物的减少量，单位 t/a；��为第 i类面

源污染物单位处理成本，单位元/t；n为面源污染物数量。

8.洪水调蓄

指在采取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措施后，自然生态系统依

1《生态产品总值核算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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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其特殊的生态结构和水文物理性质，通过吸纳大量的降水

和过境水，蓄积洪峰水量，削减并滞后洪峰，以缓解汛期洪

峰造成的威胁和损失的功能。洪水调蓄分为植被洪水调蓄、

库塘洪水调蓄和湿地洪水调蓄。

功能量：

��� = ��� + ��� + ��� （公式 10 − 1）

式中，���是洪水调蓄量，单位 m3/a；���为植被洪水调

蓄量，单位 m3/a；���为水库防洪库容，单位 m3/a；���为湿

地洪水调蓄量，单位 m3/a。

（1）植被洪水调蓄

指在采取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措施后，森林、灌丛、草

地等通过其生理功能吸收水分，减少洪水流量，并在蒸散发

作用下适时排出水分，以调节水分的能力。

具体表示如下1：

��� =
�=1

�
�ℎ − ��� ×� ��� × 10−3 （公式 10 − 2）

式中，�ℎ为大暴雨产流降雨量，单位 mm；���为第 i种

生态系统产生的地表径流深，单位 mm；���为第 i种自然植

被生态系统的面积，单位 km2；i为自然植被生态系统类型，

i = 1, 2, ..., n；n为自然植被生态系统类型数量。

（2）库塘洪水调蓄

指在采取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措施后，项目区内水库及

1《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技术规范 陆域生态系统》《陆地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技术指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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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塘利用其库容（蓄积量），在降水等事件发生时减少的洪

水流量和增加的常水流量。具体表示如下1：

方法一：

��� = 0.35 × �� （公式 10 − 3）

式中，��为水库总库容，单位 m3。

方法二：

��� = �� − �� （公式 10 − 4）

式中，��为洪水期水库进水总量，单位 m3/a；��为洪水

期水库出水总量，单位 m3/a。

（3）湿地洪水调蓄

指在采取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措施后，新生态系统内湿

地通过暂时蓄积洪峰水量，而后缓慢泄出，削减并滞后洪峰，

从而减轻河流水系洪水威胁的能力。具体表示如下2：

��� = ���� + ��� （公式 10 − 5）

���� = �� × �� × �� × �� − �� × 106 ÷ ��（公式 10 − 6）

��� = � × ��� × 106 （公式 10 − 7）

式中，����为湿地土壤蓄水量，单位 m3/a；���为湿地地

表滞水量，单位 m3/a；��为湿地总面积，单位 km2；��为湿

地土壤蓄水深度，单位 m；��为湿地土壤容重，单位 g/cm3；

1《陆地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技术指南》。

2《陆地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技术指南》《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技术规范 陆域生态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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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水的密度，单位 g/cm3；��为湿地土壤饱和含水率，无

量纲；��为湿地洪水淹没前的自然含水率，无量纲；�为湿

地总面积，单位 km2；���为湿地地表滞水高度，单位 m。

价值量：洪水调蓄作为纯公益性功能产出，无法用市场

交易进行定价，因此洪水调蓄价值量采用替代市场法进行核

算。植被洪水调蓄、库塘洪水调蓄和湿地洪水调蓄的计算方

法相同，具体表示如下1：

��� = ��� × ��� （公式 10 − 8）

式中，���为洪水调蓄价值，单位元/a；���为水库单位

库容的工程造价和运营成本，单位元/m3。

（三）文化服务

1.旅游康养

指以水系、村庄和城镇周边为重点，依托绿水青山、田

园风光、乡土文化、水利遗产等优势条件，因地制宜实施小

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效，促进生态旅游、休闲康养等乡村特

色产业发展，增加经济社会效益的功能。

功能量：用游客人次作为功能量化指标，具体计算如下2：

� =
�=1

�
�� （公式 11 − 1）�

式中，�分别为游客、康养总人次，单位万人次/a；��

为旅游景区、农家乐、游乐场的游客人次，单位万人次/a；n

1《陆地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技术指南》《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技术规范 陆域生态系

统》。

2《生态产品总值核算技术规范》《山东省生态产品总值（GEP）核算技术规范 陆地生态系统（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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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核算范围内旅游景区、农家乐、游乐场数量。

价值量：生态旅游价值用旅行费用法核算，有两种计算

方法，分别如下：

方法 11：

�� =
�=1

�
��� × ��� × ��� （公式 11 − 2）

��� = （��� × �� + ���） × �� × � + �� （公式 11 − 3）

�� = ���,� × �� + ���,� + ���,� + ��,� （公式 11 − 4）

式中，��为被核算地区的旅游康养价值，单位元/a；��

为 j类游客的总人次，单位人次/a；j为一类型可根据消费类

型或客源地划分，如按照游客来源区域划分，j = 1, 2, …, n；

���为 j类游客的平均旅行成本，单位元/人次；���为 j类游

客的平均旅行成本中对自然景观倾向度，单位%，值域[0,100]；

���为 j类游客用于抵达核算地的旅途平均时间，单位 d/次；

���为 j类游客用于核算地点旅游的平均时间，单位 d/次；��

为 j类游客的平均工资，单位元/人天；�为工作工资与休闲

时间成本的折算系数，值域为(0,1]；��为抽样调查中，自然

景区中 j类游客此行的平均时间分担率，单位%，值域[0,100]，

100%代表仅以此自然景区为旅游目的地；��为 j类游客花费

的平均直接旅行费用，其中包括 j类游客到核算区域的旅途

交通费用���,�、景区内食宿花费���,�、景区门票和交通费用

���,�和旅游带动的购物、娱乐等延伸相关花费��,�，单位均为

1《生态产品总值核算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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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次；�为游客类型数量。

方法 21：

�� =
�=1

�
��� × ��� （公式 11 − 5）

��� = �� × �� + �� （公式 11 − 6）

�� = ���,� + ���,� + ���,� + ��,� （公式 11 − 7）

式中，��为旅游康养价值，单位元/a；��为 j地到自然

景区旅游的总人数，单位人次/a；j为到自然景区的游客所在

区域，j = 1, 2, …, n；���为来自 j地的游客的平均旅行成本，

单位元/人次；��为来自 j地的游客用于旅途和在自然景区旅

游的平均时间，单位天/次；��为来自 j地的游客的当地平均

工资，单位元/人天；��为来自 j地的游客花费的平均直接旅

行费用，单位元/人次，其中包括游客从 j地到自然景区的交

通费用���,�、食宿花费���,�、门票费用���,�和旅游带动的购物、

娱乐等延伸相关花费��,�，单位均为元/人次。

2.休闲游憩

指以水系、村庄和城镇周边为重点，统筹实施水土流失

综合治理、流域水系整治等，因地制宜发挥水利遗产等优势，

为周边人群提供休闲活动型自然空间和美学体验、精神愉悦

等服务。

功能量：治理后流域或项目区内休闲活动型自然空间的

1《山东省生态产品总值（GEP）核算技术规范 陆地生态系统（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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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游憩总人时，公式如下1：

��� =
�=1

�
����� （公式 12 − 1）

式中，���为休闲游憩总人时，单位人·时/a；����为第 i

区休闲游憩总的人时数，单位人·时/a。

价值量：运用替代成本法核算治理后流域或项目区内休

闲游憩服务价值，公式如下2：

��� = ��� × ��� （公式 12 − 2）

式中，���为休闲游憩服务价值，单位元/a；���为当地单

位时间人均工资，单位元/（人·时）。

3.宜居环境

指以水系、村庄和城镇周边为重点，统筹实施水土流失

综合治理、流域水系整治、生活污水和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改善流域或项目区内农村人居环境，因地制宜结合水利遗产

保护等，为周边人群提供美学体验、精神愉悦等服务，从而

提高周边土地、房产价值。

功能量：治理后流域或项目区内人居环境改善的情况，

具体通过调查计算流域或项目区内自住房面积，公式如下 1：

��� =
�=1

�
���� （公式 13 − 1）

式中，���为获得增值的自住房面积，单位 m2/a；���为

第 i区获得增值的自住房面积，单位 m2/a。

1《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试行）》。

2《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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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量：运用市场价值法核算宜居环境的溢价价值，公

式如下 1：

��� = ��� × �� × � × �� （公式 13 − 2）

式中，���为宜居环境价值总量，单位元/a；��为区域现

有自住房的平均价格，单位元/m2；�为区域自住房折旧率；��

为自有住房价值的景观溢价系数。

三、规范性引用文件

（一）国家、行业及地方标准

GB 3095—2012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838—2002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T 38582—2020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

GB/T 28058—2011 海洋生态资本评估技术导则

GB/T 20465—2006 水土保持术语

GB/T 15774—2008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效益计算方法

SL/T 534—2023 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技术规范

SL 395—2007 地表水资源质量评价技术规程

NY/T3177—2018 农产品分类与代码

LY/T2987—2018 林业及相关产品分类

HJ 1142—2020 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技术规范生态功能评

价（试行）

DB11/T 2059—2022 生态产品总值核算技术规范

DB 3410/T 12—2021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技

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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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 33/T 2274—2020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技

术规范 陆域生态系统

陆地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技术指南

山东省生态产品总值（GEP）核算技术规范 陆地生态系

统（试行）

（二）相关文件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时代水土

保持工作的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

修复的意见》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统计局《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

（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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