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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办发〔2021〕56 号 

各市、县、自治县党委和人民政府，省委各部门，省级国家

机关各部门，各人民团体： 

《海南省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实施方案》已经省

委、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中共海南省委办公厅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 年 12 月 29 日 

(此件公开发布) 

海南省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机制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高质量推进国家生态文明

试验区建设，加快建立健全我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将绿水

青山、碧海蓝天的生态资源特色优势向绿色发展后发优势转化，

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

环境高水平保护，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结合海南实际，

制定本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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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目标 

到 2023 年，全省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全面完成，生态产

品价值核算体系基本建立，三亚、文昌、白沙、琼海等试点市县

依托各自独特禀赋，探索形成一定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和可

视化成果，生态产品“难度量、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等问

题取得突破，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初见成效。 

到 2025 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制度框架基本形成，生态

产品的调查监测、价值评价、经营开发、保护补偿机制持续完善，

保护生态环境的利益导向机制取得突破，企业、社会组织、个人

合力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海南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特色机制和模式基本形成，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的能力明显增强。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更加完善，生态产品“难度

量、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等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形成更多

经验和制度成果，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走在全国前列。 

到 2035 年，全面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制

度体系，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建立面向国际的生态产品

交易平台、认证体系和生态品牌，完善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

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形成一

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海南模式”“海南经验”，为建设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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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世界一流的自由贸易港提供有力支撑，为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

设目标贡献海南力量。 

二、重点任务 

(一)摸清资源家底，开展生态产品调查监测 

1.推进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健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制度规范，

查清全省自然资源状况。清晰界定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主体，划清

所有权和使用权边界。丰富自然资源资产使用权类型，合理界定

出让、转让、出租、抵押、入股等权责归属，依托自然资源统一

确权登记明确生态产品权责归属。到 2022 年底，基本完成全省

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 

2.开展生态资源调查监测。精准识别海南供给服务类、调节

服务类和文化服务类特色生态产品，依托海南自然资源和生态环

境调查监测体系，在查清全省自然资源的现状及其变化情况的基

础上，开展全生态产品调查监测。2022 年在昌江率先开展生态产

品调查监测试点，摸清当地生态产品数量分布、质量等级、功能

特点、权益归属、保护和开发利用情况等，形成生态产品目录清

单。开展海南岛及近岸海域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建立覆盖陆海

的生物多样性基础数据库和监管制度，2022 年在万宁、海口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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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示范。建立生态产品动态监测制度，及时跟踪掌握生态产品

信息变化情况。 

(二)科学量化评估，建立生态产品价值评价制度 

3.建立具有海南特色的生态产品核算机制。2022 年，继续开

展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区域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推进近岸海域、典

型城市等重点区域、重点资源类型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试点。以

试点核算为基础，充分考虑不同类型生态系统功能属性，研究建

立陆海统筹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2023 年前出台海南省生态

产品价值核算技术规范。探索将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基础数据纳入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适时开展常态化核算，深入调查甄别高价值

区域优势生态产品，深度挖潜生态产品价值转换能力。 

4.推动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结果应用。推进生态产品价值核算

结果进决策、进规划、进项目、进考核。强化生态产品价值核算

在政府决策中的作用。在编制规划、开展项目建设时，探索评估

生态产品价值影响，确保生态产品保值增值。探索将生态产品价

值核算结果应用于生态保护补偿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在具备条

件的前提下，适时将生态产品总值指标纳入市县高质量发展综合

考核指标。将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结果作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

离任审计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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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挖掘生态价值，将生态环境资源转化为特色产业优势 

5.聚焦热带雨林。培育和引进高山种植特色农产品，大力发

展林下经济。在最大限度减少人为扰动前提下，积极发展生态游

赏、雨林探险、低碳休闲、森林康养、科普宣教等多元化雨林旅

游，打造“森呼吸”特色品牌。依托中部区域奇峰、田园、雨林、

温泉等丰富资源，发展高端度假民宿等新业态。积极推动“山海

联动”“海陆互通”模式，实现海洋资源与热带雨林资源的整合

发展，念好海南“山海经”。做好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

天然基因宝库文章，挖掘生物基因资源，适度发展特色食品加工、

生物制药、林药开发、园艺育种以及保健品、化妆品等产业。 

6.发展海洋经济。提升碧海旅游产品质量，培育引进高品质

国际滨海度假旅游项目，推进近海低碳生态休闲游，引导滨海观

光向滨海度假、滨海康养发展，探索发展远海观光游。加快培育

深海科技产业，发展深海资源开发利用、海洋工程装备、深远海

探测以及海洋生物医药等。推进渔业现代化绿色转型升级，支持

发展生态型、高产值深远海装备养殖。在文昌、东方、临高重点

建设一批产业特色鲜明、科技含量较高、生态环境友好、综合效

益显著的水产养殖产业园区。以蜈支洲岛海域国家级海洋牧场、

乐东龙栖湾智慧海洋牧场、临高头洋湾海洋牧场建设为抓手，探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103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