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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南京市生态环境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南京市高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南京市高淳生态环境局、南京市高淳区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中国计量大学、南京大学、绍兴市上虞区标准化研究院、中科院南京地理湖泊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肖健、时小红、杨时平、张朋越、朱晓东、李凡、程玉娥、顾大正、范佳琪、

马嘉宇、羊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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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的核算指标体系、核算步骤和核算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南京市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的核算。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8582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  gross ecosystem product, GEP 

一定区域在一定时间内生态系统的产品与服务的价值总和，是生态系统为人类福祉提供的产品和服

务及其经济价值总量。 

3.2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  gross ecosystem product (GEP) accounting 

分析与评价生态系统为人类生存与福祉提供的产品与服务及其经济价值，包括生态功能量和价值量

核算，一般以一年为核算时间单位。生态系统生产总值包括生态物质产品价值、生态调节服务价值和人

居文化服务价值三类。 

3.3  

生态功能量 ecosystem amount 

人类从生态系统中直接或间接得到的最终产品与服务的物质量。 

3.4  

价值量核算 GEP  accounting 

在生态功能量核算的基础上，结合各类生态产品的参考价格，通过一定数学运算得到以货币化形式

呈现的生态产品价值的计算过程。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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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物质产品  ecological material products 

自然生态系统提供的可为人类直接利用的自然物质产品，如食物、木材、药材与其他物质产品。 

3.6  

生态调节服务  ecological regulation services 

生态系统提供改善人类生存与生活环境的惠益,如土壤保持、涵养水源、水质净化、固碳释氧、气

候调节等服务功能。 

3.7  

人居文化服务  human culture services 

包括生态文化和人居环境生态系统服务，其中生态文化指人类从自然生态系统获得具有精神感受、

休闲娱乐等的文化惠益。人居环境生态系统服务指通过生态建设和环境管理等手段实现人居生态环境维

护与改善，如，大气环境维持与改善、水环境维持等。 

3.8  

农林牧渔衍生产品  agriculture,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fishery derivative 

products 

从传统的农、林、牧、渔发展过程中，衍生出来的新产品，如豆油、菜油、特二粉等。 

3.9  

水资源产品  water resource products 

指地球上具有一定数量和可用质量能从自然界获得补充并可利用的水资源。 

3.10  

土壤保持  soil retention 

自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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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增加

土壤抗蚀性从而减少土壤流失、保持土壤的功能。 

3.11  

涵养水源  conserving water 

自然生态系统通过林冠层、枯落物层、根系和土壤层拦截滞蓄降水，增强土壤下渗、蓄积，从而有

效涵养土壤水分、调节地表径流和补充地下水的功能。 

3.12  

水质净化  water purification 

自然生态系统吸纳和转化水体污染物，从而降低污染物浓度，净化水环境的功能。 

3.13  

固碳  carbon sequestration 

自然生态系统通过植物光合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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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释氧  oxyen re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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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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净化大气  air purification 

自然生态系统吸收、过滤、分解降低大气污染物，从而有效净化空气，改善大气环境的功能。 

3.16  

调节气候  climate regulation 

自然生态系统通过植被蒸腾作用、水面蒸发过程吸收太阳能，从而调节气温、改善人居环境舒适程

度的功能。 

3.17  

洪水调蓄  flood regulation and storage 

自然生态系统依托其特殊的水文物理性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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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声环境服务价值  acoustic environmental service value 

声环境为人类提供舒适性服务的价值。 

3.19  

绿地环境维持与改善价值  greenbelt environment maintenance and improvement value 

通过外界作用力或人为努力，使城市公共绿地等绿色生态空间维持在良好状态以及改善所具有的价

值。 

4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指标体系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包括生态物质产品价值核算、生态调节服务价值核算、人居文化服

务价值核算三个部分。核算指标体系见表1，共包括3个一级指标，18个二级指标。 

表1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指标体系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核算内容 

1  

生态物质产品 

农业产品 农业产品价值 

2  林业产品 林业产品价值 

3  畜牧业产品 畜牧业产品价值 

4  渔业产品 渔业产品价值 

5  农林牧渔衍生产品 农林牧渔衍生产品价值 

6  水资源产品 水资源产品价值 

7  
生态调节服务 

土壤保持 保持土壤肥力价值和减轻泥沙淤积价值 

8  涵养水源 涵养水源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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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指标体系（续）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核算内容 

9  

生态调节服务 

水质净化 水质净化价值 

10  固碳释氧 固碳和释氧价值 

11  净化大气 
生产负离子价值、吸收 SO2价值、NOx价值、

滞尘价值 

12  调节气候 植物蒸腾和水面蒸发价值 

13  洪水调蓄 湖泊洪水调蓄和水库洪水调蓄价值 

14  

人居文化服务 

生态文化 观光旅游价值 

15  大气环境维持与改善 大气环境维持与改善价值 

16  水环境维持 水环境维持价值 

17  声环境服务 声环境服务价值 

18  绿地环境维持与改善 绿地环境维持与改善价值 

 

5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步骤 

5.1 确定核算地域范围 

核算地域范围按以下方式确定： 

a) 行政地域单元； 

b) 功能相对完整的生态系统地域单元（如一片森林、一个湖泊、一片沼泽或不同尺度的流域）； 

c) 由不同生态系统类型组合而成的特定地域单元。 

5.2 明确生态系统分布 

应根据调查分析，明确地域范围内自然生态系统的类型、面积和分布。 

5.3 编制核算清单 

5.3.1 为确保各区域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结果的准确性、可追溯性，应编制核算清单。 

5.3.2 核算清单包括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价值核算调查表（见附录 A）、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

核算基础数据清单及要求（见附录 B）。 

5.4 明确核算方法 

应按第6章的规定，分别采用适宜的方法核算生态物质产品价值、生态调节服务价值、人居文化服

务价值。 

5.5 核算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计算公式见式（1）： 

 HCSVERSVEMPVGEP   ............................. (1) 

式中： 

GEP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元/年； 

EMPV ——生态物质产品价值总量（见6.1.1），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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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SV ——生态调节服务价值总量（见6.2.1），元/年； 

HCSV ——人居文化服务价值总量（见6.3.1），元/年。 

6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方法 

6.1 生态物质产品价值核算方法 

6.1.1 生态物质产品价值总量核算方法 

生态物质产品价值总量，计算公式见式（2）： 

 wdmrfa EPVEPVEPVEPVEPVEPVEMPV   ................... (2) 

式中： 

EMPV ——生态物质产品价值总量，元/年； 

EPVa ——农业产品价值（见6.1.2），元/年； 

EPVf ——林业产品价值（见6.1.3），元/年； 

EPVr ——畜牧业产品价值（见6.1.4），元/年； 

EPVm  ——渔业产品价值（见6.1.5），元/年； 

EPVd ——农林牧渔衍生产品价值（见6.1.6），元/年； 

EPVw ——水资源产品价值（见6.1.7），元/年。 

6.1.2 农业产品价值核算方法 

农业产品价值采用市场价格法进行评估，计算公式见式（3）：  

 i

n

i

ia APPAPEPV  
1

.................................. (3) 

式中： 

EPVa  ——农业产品价值，元/年； 

APi   ——第i类农业产品产量，t/a； 

APPi  ——第i类农业产品的价格，元/吨。 

6.1.3 林业产品价值核算方法 

林业产品价值采用市场价格法进行评估，计算公式见式（4）： 

 



n

i

iif FPPFPEPV
1

 ................................. (4) 

式中： 

EPVf ——林业产品价值，元/年； 

FPi  ——第i类林业产品产量，株/年或t/a； 

FPPi ——第i类林业产品的价格，元/株或元/吨。 

6.1.4 畜牧业产品价值核算方法 

畜牧业产品价值采用市场价格法进行评估，计算公式见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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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i

iir RPPRPEPV
1

.................................. (5) 

式中： 

EPVr ——畜牧业产品价值，元/年； 

RPi  ——第i类畜牧业产品产量，头/年或只/年或t/a； 

RPPi  ——第i类畜牧业产品的价格，元/头或元/只或元/吨。 

6.1.5 渔业产品价值核算方法 

渔业产品价值采用市场价格法进行评估，计算公式见式（6）： 

 



n

i

iim MPPMPEPV
1

.................................. (6) 

式中： 

EPVm  ——渔业产品价值，元/年； 

MPi   ——第i类渔业产品产量，t/a； 

MPPi ——第i类渔业产品的价格，元/吨。 

6.1.6 农林牧渔衍生产品价值核算方法 

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的特色衍生产品采用市场价格法进行评估，计算公式见式（7）： 

 



n

i

iid DPPDPEPV
1

 ................................. (7) 

式中： 

EPVd ——农林牧渔衍生产品价值，元/年； 

DPi  ——第i类衍生产品产量，个/年或件/年或t/a； 

DPPi  ——第i类衍生产品的价格，元/个或元/件或元/吨。 

6.1.7 水资源产品价值核算方法 

水资源产品价值采用市场价格法进行评估，计算公式见式（8）： 

 



n

i

iiw WPPWPEPV
1

 .................................. (8) 

式中： 

EPVw ——水资源产品价值，元/年； 

WPi  ——第i类（Ⅰ类、Ⅱ类、Ⅲ类、Ⅳ类、Ⅴ类、劣Ⅴ类）水体体积，m³/a； 

WPPi ——第i类（Ⅰ类、Ⅱ类、Ⅲ类、Ⅳ类、Ⅴ类、劣Ⅴ类）水体单价，元/立方米。 

6.2 生态调节服务价值核算方法 

6.2.1 生态调节服务价值总量核算方法 

生态调节服务价值总量，计算公式见式（9）：  

 LRvwjcopwfn EEUEEEEERSV   ...................... (9) 

式中： 

D B
 3 

2 0
 1



DB3201/T 1041—2021 

7 

ERSV ——生态调节服务价值总量，元/年； 

Efn   ——土壤保持价值（见6.2.2），元/年； 

Ew   ——涵养水源价值（见6.2.3），元/年； 

Ep   ——水质净化价值（见6.2.4），元/年； 

Eco   ——固碳释氧价值（见6.2.5），元/年； 

Uj   ——净化大气价值（见6.2.6），元/年； 

Evw   ——调节气候价值（见6.2.7），元/年； 

ELR   ——洪水调蓄价值（见6.2.8），元/年。 

6.2.2 土壤保持价值核算方法 

6.2.2.1 土壤保持价值 

土壤保持价值包括保持土壤肥力价值和减轻泥沙淤积价值，计算公式见式（10） 

 nffn EEE   .................................... (10) 

式中： 

Efn  ——土壤保持价值，元/年； 

Ef  ——保持土壤肥力价值（见6.2.2.2），元/年； 

En  ——减轻泥沙淤积价值（见6.2.2.3），元/年。 

6.2.2.2 保持土壤肥力价值 

保持土壤肥力价值采用替代成本法进行评估，计算公式见式（11）：  

 i
j i

ijcj
j

fjf PCAEE    （i=有机C、N、P、K） ................. (11) 

式中： 

Ef  ——保持土壤肥力价值，元/年； 

Acj  ——第j类生态系统土壤保持量，t/a； 

Cij  ——第j类生态系统土壤中有机碳、氮、磷、钾的平均含量，g/kg； 

Pi  ——按照当地肥料价格折算的有机碳、氮、磷、钾单价，元/吨。  

6.2.2.3 减轻泥沙淤积价值 

减轻泥沙淤积价值采用替代工程法进行评估，计算公式见式（12）： 

 


C
AE cn  %24  .................................. (12) 

式中： 

En  ——减轻泥沙淤积价值，元/年； 

Ac  ——土壤保持量，t/a； 

C  ——建设单位水库库容的工程费用，元/立方米； 

ρ ——土壤容重，t/m
3
。 

6.2.3 涵养水源价值核算法 

6.2.3.1 涵养水源量采用水量平衡法进行评估，涵养水源价值采用替代工程法进行评估。 

6.2.3.2 涵养水源价值及涵养水源量计算公式分别见式（13）和（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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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WE fw   ..................................... (13) 

 wrwf OEIRW   ................................ (14) 

式中： 

Ew  ——涵养水源价值，元/年； 

Wf  ——区域内总的水源涵养量，m
3
/a； 

C  ——建设单位水库库容的工程费用，元/立方米 

R  ——年降水总量，m
3
/a； 

Iw  ——入境水量，m
3
/a； 

Er  ——区域内年蒸发量，m
3
/a；  

0w  ——出境水量，m
3
/a。 

6.2.4 水质净化价值核算方法 

水质净化价值采用市场处理污水价格法进行评估，计算公式见式（15）：  

 iip TIE  （i=工业废水、生活污水） ......................... (15) 

式中： 

Ep  ——水质净化价值，元/年； 

Ii  ——实际进入自然生态系统的工业废水或生活污水排放量，t/a；  

Ti  ——当地市场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净化处理价格，元/吨。 

6.2.5 固碳释氧价值核算方法 

6.2.5.1 固碳释氧价值 

固碳释氧价值包括固碳价值和释氧价值，计算公式见式（16）： 

 occo EEE   .................................... (16) 

式中： 

Eco  ——固碳释氧价值，元/年； 

Ec  ——固碳价值（见6.2.5.2），元/年； 

Eo  ——释氧价值（见6.2.5.3），元/年。 

6.2.5.2 固碳价值 

固碳价值采用替代成本法进行评估，计算公式见式（17）： 

 cj

n

j

pjc PANE  
1

62.1  ............................. (17) 

式中： 

Ec  ——固碳价值，元/年； 

Npj  ——第j类生态系统净初级生产力，g/(m
2
∙a)；  

Aj  ——第j类生态系统面积，km
2
； 

Pc  ——固碳价格，元/吨。 

6.2.5.3 释氧价值 

释氧价值采用替代成本法进行评估，计算公式见式（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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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j

n

j

pjo PANE  
1

20.1  ............................. (18) 

式中： 

Eo  ——释氧价值，元/年； 

Npj  ——第j类生态系统净初级生产力，g/(m
2
∙a)； 

Aj  ——第j类生态系统面积，km
2
； 

Po  ——工业制氧价格，元/吨。 

6.2.6 净化大气价值核算方法 

6.2.6.1 净化大气价值 

净化大气价值包括负离子价值、吸收污染物价值及滞尘价值，计算公式见式（19）： 

 DPAj UUUU   .................................. (19) 

式中： 

Uj  ——净化大气价值，元/年； 

UA  ——负离子价值（见6.2.6.2），元/年； 

Up  ——吸收污染物价值（见6.2.6.3），元/年； 

UD  ——滞尘价值（见6.2.6.4），元/年。 

6.2.6.2 负离子价值 

负离子价值采用替代成本法进行评估，计算公式见式（20）： 

 LQKHAU AAA /10256.5 15   ........................ (20) 

式中： 

UA  ——负离子价值，元/年； 

A  ——生态系统面积，hm
2
； 

H  ——植被高度，m/a； 

KA  ——负离子生产费用，元/个； 

QA  ——负离子浓度，个/立方厘米； 

L  ——负离子寿命，min。 

6.2.6.3 吸收污染物价值 

吸收污染物价值采用替代成本法进行评估，包括吸收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价值量，计算公式见式

（21）： 

 AQKQKU nnssp  )(  ............................. (21) 

式中： 

Up  ——吸收污染物价值，元/年； 

Ks  ——SO2治理费用，元/千克； 

Qs  ——单位面积吸收SO2量，kg/(hm
2
∙a)； 

Kn  ——氮氧化物治理费用，元/千克； 

Qn  ——单位面积吸收氮氧化物量，kg/(hm
2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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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生态系统面积，hm
2
。 

6.2.6.4 滞尘价值 

滞尘价值采用替代成本法进行评估，计算公式见式（22）： 

 AQKU DDD   ................................... (22) 

式中： 

UD  ——滞尘价值，元/年； 

KD  ——降尘清理费用，元/千克； 

QD  ——单位面积年滞尘量，kg/(hm
2
∙a)； 

A  ——生态系统面积，hm
2
。 

6.2.7 调节气候价值核算方法 

6.2.7.1 调节气候价值 

调节气候价值包括植物蒸腾价值和水面蒸发价值,计算公式见式（23）： 

 wvvw EEE   .................................... (23) 

式中： 

Evw  ——调节气候价值，元/年； 

Ev  ——植物蒸腾价值（见6.2.7.2），元/年； 

Ew  ——水面蒸发价值（见6.2.7.3），元/年。 

6.2.7.2 植物蒸腾价值 

植物蒸腾价值采用替代成本法进行评估，计算公式见式（24）： 

 eaav PHGE   ................................. (24) 

式中： 

Ev  ——植物蒸腾价值，元/年； 

Ga  ——植被覆盖面积，km
2
/a； 

Ha  ——单位绿地面积吸收的热量，kJ/km
2
； 

ρ  ——常数，1 kW∙h/3600 kJ； 

Pe  ——电价，元/千瓦时。 

6.2.7.3 水面蒸发价值 

水面蒸发价值采用替代成本法进行评估，计算公式见式（25）： 

 epaw PEWE    .............................. (25) 

式中： 

Ew  ——水面蒸发价值，元/年； 

Wa  ——水体面积，m
2
； 

Ep  ——年平均蒸发量，m/a； 

β ——蒸发单位体积的水消耗的能量，kJ/m
3
； 

ρ  ——常数，1 kW∙h/3600 kJ； 

Pe  ——电价，元/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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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 洪水调蓄价值核算方法 

6.2.8.1 洪水调蓄价值 

洪水调蓄价值包括湖泊洪水调蓄价值和水库洪水调蓄价值，计算公式见式（26）： 

 RLLR EEE   .................................... (26) 

式中： 

ELR  ——洪水调蓄价值，元/年； 

EL    ——湖泊洪水调蓄价值（见6.2.8.2），元/年； 

ER  ——水库洪水调蓄价值（见6.2.8.3），元/年。 

6.2.8.2 湖泊洪水调蓄价值 

湖泊调蓄价值采用替代工程法进行评估，计算公式见式（27）和（28）： 

 CLE pL  10000  ................................. (27) 

 
927.0)(83.134 ap LL   ................................ (28) 

式中： 

EL    ——湖泊洪水调蓄价值，元/年； 

Lp  ——湖泊可调蓄水量，10
4 
m
3
/a； 

C  ——建设单位水库库容的工程费用，元/立方米； 

La  ——湖面面积，km
2
/a。 

6.2.8.3 水库洪水调蓄价值 

水库洪水调蓄价值采用替代工程法进行评估，计算公式见式（29）和（30）： 

 CRE pR  10000  ................................. (29) 

 vvp STR   ..................................... (30) 

式中： 

ER  ——水库洪水调蓄价值，元/年； 

Rp  ——水库可调蓄水量，10
4 
m
3
/a； 

C  ——建设单位水库库容的工程费用，元/立方米； 

Tv  ——水库库容，10
4 
m
3
/a； 

SV  ——水库枯水期蓄水量，10
4 
m
3
/a。 

6.3 人居文化服务价值核算方法 

6.3.1 人居文化服务价值总量核算方法 

人居文化服务价值总量包括生态文化价值、大气环境维持与改善价值、水环境维持价值、声环境服

务价值及绿地环境维持与改善价值，计算公式见式（31）： 

 FVSVWVAVECVHCSV   ......................... (31) 

式中： 

HCSV ——人居文化服务价值总量，元/年； 

ECV  ——生态文化价值（见6.3.2），元/年； 

AV   ——大气环境维持与改善价值（见6.3.3），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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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V   ——水环境维持价值（见6.3.4），元/年； 

SV   ——声环境服务价值（见6.3.5），元/年； 

FV   ——绿地环境维持与改善价值（见6.3.6），元/年。 

6.3.2 生态文化价值核算方法 

生态文化价值以区域生态旅游收入近似代替估算，计算公式见式（32）： 

 



n

i

iNECV
1

7.0  .................................. (32) 

式中： 

ECV  ——生态文化价值，元/年； 

Ni   ——生态景区第i年的年旅游收入，元/年。 

6.3.3 大气环境维持与改善价值核算方法 

大气环境维持与改善价值采用替代工程法进行评估，计算公式见式（33）： 

 AAAPAV   .................................... (33) 

式中： 

AV  ——大气环境维持与改善价值，元/年； 

AP  ——单位面积大气污染治理维护成本，元/平方千米； 

AA  ——大气环境治理面积，km
2
/a。 

6.3.4 水环境维持价值核算方法 

水环境维持价值采用替代工程法进行评估，计算公式见式（34）： 

 LALPRLRPWV   .............................. (34) 

式中： 

WV  ——水环境维持价值，元/年； 

RP  ——单位长度河流治理成本，元/米； 

RL  ——河流长度，m/a； 

LP  ——单位面积湖泊治理成本，元/平方千米； 

LA  ——湖泊面积，km
2
/a。 

6.3.5 声环境服务价值核算方法 

声环境服务价值采用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评估，计算公式见式（35）、（36）和（37）： 

 SKSV   ..................................... (35) 

  MfK  ..................................... (36) 

 
ce

K
S

3396.0810132.21 
  ............................ (37) 

式中： 

SV  ——声环境服务价值，元/年； 

K   ——声环境创造的总价值，元/年； 

S   ——当声级为C 时的声污染损失值，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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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比例系数，城市居民可取f =1/20； 

M   ——区域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人； 

C   ——噪声源声级大小，dB； 

M ——表示该区域的居民收入，其值等于区域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以该区域人口。 

6.3.6 绿地环境维持与改善价值核算方法 

绿地环境维持与改善价值采用替代工程法进行评估,计算公式见式（38）： 

 FAFPFV   .................................... (38) 

式中： 

FV  ——绿地环境维持与改善价值，元/年； 

FP  ——单位面积绿地维护成本（维护包括日常人力保养和工程措施保护），元/平方千米； 

FA  ——区域公共绿地面积，km
2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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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调查表 

表A.1 生态物质产品价值核算调查表 

类别 名称 产量 单价 价值 数据来源及依据 

农业产品 

产品 1     

产品 2     

……     

林业产品 

产品 1     

产品 2     

……     

……      

汇总      

 

表A.2 土壤保持价值核算调查表 

项目 单位 
类型 

合计 数据来源及依据 
林地 草地 耕地 城镇用地 未建设用地 

生态系统类型面积 hm
2
        

保持

土壤

肥力 

土壤保持量 t/a        

土壤保持氮量 g/kg        

土壤保持磷量 g/kg        

土壤保持钾量 g/kg        

土壤保持有机碳含量 g/kg        

土壤保肥价值 元/年        

减轻

泥沙

淤积 

土壤容重 t/m
3
        

土壤含氮量 g/kg        

土壤含磷量 g/kg        

土壤含钾量 g/kg        

土壤有机碳含量 g/kg        

减少泥沙淤积价值 元/年        

 

表A.3 涵养水源价值核算调查表 

项目 单位 数值 数据来源及依据 

植被面积 hm
2
   

年降水量 mm/a   

年蒸发量 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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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 涵养水源价值核算调查表（续） 

项目 单位 数值 数据来源及依据 

年降水总量 m
3
/a   

年蒸发总量 m
3
/a   

入境水量 m
3
/a   

出境水量 m
3
/a   

水源涵养总量 m
3
/a   

水源涵养价值 元/年   

 

表A.4 水质净化价值核算调查表 

项目 单位 数值 数据来源及依据 

水质净化总量 t/a   

水质净化处理价格 元/吨   

水质净化价值 元/年   

 

表A.5 固碳释氧价值核算调查表 

项目 单位 
类型 

合计 
林地 草地 耕地 城镇用地 未建设用地 水域 

生态系统面积 km
2
        

生态系统净初级生产力 g/(m
2
∙a)        

年固碳量 t/a        

固碳价值 元/年        

年释氧量 t/a        

释氧价值 元/年        

 

表A.6 净化大气价值核算调查表 

项目 单位 
类型 

合计 
林地 草地 耕地 城镇用地 未建设用地 水域 

生态系统面积 hm
2
        

负离子平均浓度 个/立方厘米        

植被平均高度 m/a        

单位面积年吸收二氧化硫量 kg/(hm
2
∙a)        

单位面积年吸收氮氧化物量 kg/(hm
2
∙a)        

单位面积年滞尘量 kg/(hm
2
∙a)        

年吸收二氧化碳量 kg/a        

年吸收二氧化碳价值 元/年        

年吸收氮氧化物量 k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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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6 净化大气价值核算调查表（续） 

项目 单位 
类型 

合计 
林地 草地 耕地 城镇用地 未建设用地 水域 

年吸收氮氧化物价值 元/年        

年滞尘量 kg/a        

年滞尘价值 元/年        

 

表A.7 调节气候价值核算调查表 

项目 单位 数值 数据来源及依据 

生态系统面积 km
2
   

单位面积吸收的热量 kJ/km
2
   

生态系统年吸收的热量 kJ/a   

植物蒸腾价值 元/年   

水体面积 m
2
   

年平均蒸发量 m/a   

蒸发单位体积的水消耗的能量 kJ/m
3
   

水面蒸发价值量 元/年   

 

表A.8 洪水调蓄价值核算调查表 

项目 单位 湖泊（水库）1 湖泊（水库）2 …… 湖泊（水库）n 合计 

湖泊面积 km
2
/a      

水库总库容 10
4

 m
3
/a      

水库枯水期蓄水量 10
4

 m
3
/a      

湖泊（水库）可调蓄水量 10
4

 m
3
/a      

湖泊洪水调蓄价值 元/年      

水库洪水调蓄价值 元/年      

 

表A.9 生态文化价值核算调查表 

项目 单位 1 2 …… n 汇总 

公园名称 —      

公园面积 m
2
      

生态博物馆 —      

生态廊道名称 —      

生态廊道长度 m      

生态景区名称 —      

生态景区面积 m
2
      

生态景区旅游人次 人/年      

生态景区旅游收入 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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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0 大气环境维持与改善核算调查表 

项目 单位 1 2 …… n 汇总 

单位面积大气污染治理维

护成本 
元/平方千米 

     

大气环境治理面积 km
2
/a      

大气环境维持与改善价值 元/年      

 

表A.11 水环境维持核算调查表 

项目 单位 数值 数据来源及依据 

河流治理成本 元/米   

河流长度 m/a   

湖泊治理成本 元/平方千米   

湖泊面积 km
2
/a   

水环境维持价值 元/年   

 

表A.12 声环境服务核算调查表 

项目 单位 数值 数据来源及依据 

区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人   

区域噪声源声级 dB   

区域人口 万人   

声环境服务价值 元/年   

 

表A.13 绿地环境维持与改善核算调查表 

项目 单位 数值 数据来源及依据 

单位面积绿地维护成本 元/平方千米   

区域公共绿地面积 km
2
/a   

绿地环境维持与改善价值 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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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4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数据汇总表 

项目 功能量 价格 价值（亿元） 

生态物质产品

价值 

农业产品 

产品 1   

 ……   

产品 n   

林业产品 

产品 1   

 ……   

产品 n   

…… 

产品 1    

……    

产品 n    

水资源产品 

产品 1    

……    

产品 n    

生态调节价值 

土壤保持 
保持肥力 

N 含量    

P 含量    

K 含量    

有机碳含量    

减轻泥沙淤积    

涵养水源 涵养水源    

水质净化 水质净化    

固碳释氧 
固碳    

释氧    

净化大气 

生产负离子    

吸收污染物 
吸收 SO2    

吸收 NOx    

滞尘    

气候调节 
植物蒸腾    

水面蒸发    

洪水调蓄 
湖泊洪水调蓄    

水库洪水调蓄    

人居文化服务 

生态文化 观光旅游价值    

大气环境维持与改善 大气环境维持与改善价值    

水环境维持 水环境维持价值    

声环境服务 声环境服务价值    

绿地环境维持与改善 绿地环境维持与改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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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5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价格调查表 

核算指标 市场价格/替代价格 数据来源及依据 

生态物质产品 

农业产品 
玉米   

...   

林业产品 
普通成年树木   

...   

畜牧业产品 
家畜   

…   

渔业产品 
水产品   

…   

农林牧渔衍生产品 
特二粉   

…   

水资源产品 
淡水资源产品   

…   

生态调节服务 

土壤保持 
保持土壤肥力   

减轻泥沙淤积   

涵养水源 涵养水源   

净化水质 净化水质   

固碳释氧 
固碳   

释氧   

净化大气 

生产负离子   

吸收污染物   

滞尘   

调节气候 
植物蒸腾   

水面蒸发   

洪水调蓄 
湖泊洪水调蓄   

水库洪水调蓄   

人居文化服务 

生态文化 观光旅游   

大气环境维持与改善 大气环境治理维护   

水环境维持 水环境维持   

声环境服务 声环境服务   

绿地环境维持与改善 绿地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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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基础数据清单及要求 

表B.1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价值核算基础数据清单及要求 

类别 项目 所需数据 数据产生方式 数据来源 

生态物质产品 

农业产品 农业产品的产量 统计数据 建议由统计部门或主管部门提供 

林业产品 林业产品的产量 统计数据 建议由统计部门或主管部门提供 

畜牧业产品 畜牧业产品的产量 统计数据 建议由统计部门或主管部门提供 

渔业产品 渔业产品的产量 统计数据 建议由统计部门或主管部门提供 

农林牧渔衍生产品 农林牧渔衍生产品的产量 统计数据 建议由统计部门或主管部门提供 

水资源产品 水资源产品的产量 水文监测 
建议由水利部门、生态环境部门

提供 

生态调节服务 

土壤保持 

氮肥（主要成分为尿素）、

磷肥（主要成分为过磷酸

钙）、钾肥（主要成分为氧

化钾）、有机肥（主要成分

为有机质）的市场价格 

统计数据 

建议采用当地市场均价，若当地

肥料价格无法确定，则采用 GB/T 

38582 中肥料价格 

建设单位水库库容的工程

费用 
市场调查 

建议采用当地有关单位水库库容

工程建设投入费用，若无法确定，

则采用 GB/T 38582 中建设投入费

用 

各类生态系统面积 遥感监测 
建议由自然资源部门或权威机构

提供 

土壤容重 土壤监测 
建议由自然资源部门或权威机构

提供 

涵养水源 

年降水总量 气象监测 建议由气象部门提供  

入境水量 水文监测 建议由水利部门提供 

区域内年蒸发量 气象监测 

采用多年平均数据，建议由水利

部门提供，推荐采用 

水文资料整编成果 

出境水量 水文监测 建议由水利部门提供 

各类生态系统面积 遥感监测 
建议由自然资源部门或权威机构

提供 

水质净化 

进入自然生态系统的工业

废水或生活污水排放量 
环境统计 建议由生态环境部门提供 

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净

化处理价格 
环境统计 

建议由统计局或权威机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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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基础数据清单及要求（续） 

类别 项目 所需数据 数据产生方式 数据来源 

生态调节服务 

固碳释氧 

生态系统净初级生产力 遥感监测 
建议由自然资源部门或权威机构

提供 

各类生态系统面积 遥感监测 
建议由自然资源部门或权威机构

提供 

固碳价格 
市场调查或网

络查询 
建议通过市场调查确定固碳价格 

工业制氧价格 市场调查 建议通过市场调查确定 

净化大气 

各类生态系统面积 遥感监测 
建议由自然资源部门或权威机构

提供 

植被高度 遥感监测 

建议由自然资源部门或权威机构

提供，推荐采用南京市国土调查

成果数据或权威机构遥感分类数

据 

负离子生产费用 市场调查 
建议通过市场调查确定负离子生

产费用 

负离子浓度 资料文献 来源：GB/T 38582 

负离子寿命 资料文献 来源：GB/T 38582 

降尘清理费用 市场调查 建议通过市场调查确定 

单位面积年滞尘量 环境统计 建议由生态环境部门提供 

调节气候 

植被覆盖面积 遥感监测  

建议由林业部门或权威机构提

供，推荐采用南京市林业调查成

果数据或权威机构遥感分类数据 

单位绿地面积吸收的热量 生态监测 
建议由国家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网

络提供 

电价 市场调查 建议通过市场调查确定 

水体面积 遥感监测 
建议由自然资源部门或权威机构

提供 

年平均蒸发量 气象监测 

采用多年平均数据，建议由水利

部门提供，推荐采用水文资料整

编成果 

洪水调蓄 

湖面面积 遥感监测 
建议由自然资源部门或权威机构

提供 

湖泊可调蓄水量 水文监测 建议由水利部门提供 

水库库容 水文监测 建议由水利部门提供 

水库枯水期蓄水量 水文监测 建议由水利部门提供 

建设单位水库库容的工程

费用 
市场调查 建议通过市场调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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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基础数据清单及要求（续） 

类别 项目 所需数据 数据产生方式 数据来源 

人居文化服务 

生态文化 
生态景区每年的年旅游收

入 
统计数据 

建议由文化旅游、林业、农业农

村部门提供 

大气环境维持与改

善 

单位面积大气污染治理维

护成本 
市场调查 建议通过市场调查确定 

大气环境治理面积 遥感监测 
建议由自然资源部门或权威机构

提供 

水环境维持与改善 

单位长度河流治理成本 市场调查 建议通过市场调查确定 

单位面积湖泊治理成本 市场调查 建议通过市场调查确定 

河流长度 水文监测 建议由水利部门提供 

湖泊面积 遥感监测 
建议由自然资源部门或权威机构

提供 

声环境维持与改善 

区域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

入 
数据统计 建议由统计部门提供 

噪声源声级大小 环境监测 建议由生态环境部门提供 

区域人口 数据统计 建议由统计部门提供 

绿地环境维持与改

善 

单位面积绿地维护成本

（维护包括日常人力保养

和工程措施保护） 

市场调查 建议通过市场调查确定 

区域公共绿地面积 遥感监测 
建议由自然资源部门或权威机构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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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2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参数推荐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数值 来源及依据 

1  水质单价 元/立方米 

I 类、Ⅱ类水：3.10 

Ⅲ类水：3.04 

Ⅳ类水：2.92 

Ⅴ类、劣Ⅴ类水：

2.76 

采用实际水质相对于目标水质节省

的污染当量处理成本核算，即按照现

行的治理技术和水平去除水体中的

超标污染物所需的费用，来源：参考

文献[9]。其中化学需氧量、生化需

氧量和氨氮的水体污染物污染当量

值源自参考文献[7]，每污染当量价

格采用南京水污染物税额标准，为每

污染当量8.4元，来源：参考文献[8]。 

2  土壤含氮量 

g/kg 

林地：1.85 

草地：0.35 

耕地：1.26 

城镇用地：0.89 

未建设用地：0.89 

来源：参考文献[10]、[11]、[12]、

[13]，其中耕地含磷量采用水田和旱

地平均值，建设用地和未建设用地土

壤类型复杂，土壤含钾量以林、草、

耕三种用地类型平均值代替。 

3  土壤含磷量 

林地：0.70 

草地：0.90 

耕地：0.63 

城镇用地：0.81 

未建设用地：0.81 

4  土壤含钾量 

林地：18.35 

草地：16.80 

耕地：17.70 

城镇用地：17.62 

未建设用地：17.62 

5  土壤有机碳含量 10.66 

6  氮肥碳酰胺含氮量 % 46.67 化肥产品说明 

7  磷肥过磷酸钙含磷量 % 16~18 化肥产品说明 

8  钾肥氧化钾含钾量 % 57.0 化肥产品说明 

9  有机肥有机质含量 % 45 肥料产品说明 

10  有机质与有机碳换算系数 — 1.724 
有机质与有机碳转化的平均换算系

数 

11  单位水库库容建设工程费用 元/立方米 6.1107 来源：GB/T 38582 

12  降雨侵蚀力因子 
MJ∙mm/（hm

2

∙h∙a） 
6549.55 

来源：参考文献[14]  

13  土壤可蚀性因子 t∙h/（MJ∙mm） 0.025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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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参数推荐表（续） 

序号 项目 单位 数值 来源及依据 

14  地表植被覆盖因子 / 

林地：0.05 

草地：0.045 

旱地：0.1943 

水田：0.1 

城镇用地：0 

未建设用地：0 

来源：参考文献[14] 

15  土壤保持措施因子 / 1 

16  生态系统净初级生产力 t/(hm
2∙a) 

林地：3.71 

草地：2.79 

耕地：4.20 

水域：2.00 

来源：参考文献[15]、[16]、[17]  

17  固碳价格 元/吨 1200 
来源：参考文献[18]  

18  工业制氧价格 元/吨 1000 

19  植被高度 m 

林地：10.0 

草地：0.1 

耕地：1.0 

水域：0.5 

城镇用地：5.0 

未建设用地：0 

高淳区实际情况调研及网络资料调

查 

20  负离子寿命 min 20 来源：参考文献[19]  

21   负离子生产费用 元/个 5.8185×10
-18
 来源：GB/T 38582 

22  负离子浓度 个/立方厘米 

林地：3000 

草地：1000 

耕地：500 

水域：1500 

城镇用地：200 

未建设用地：0 

来源：参考文献[20]  

23  单位面积吸收二氧化硫量 

kg/(hm
2
∙a) 

林地：

75.48~215.60（可

取中间值 145.54） 

草地：279.03 

耕地：45.00 

城镇用地：88.65 来源：参考文献[21]、[22]、[23]  

24  单位面积吸收氮氧化物量 

林地：3.0~5.8（可

取中间值 4.40） 

草地：6.00 

耕地：33.50 

城镇用地：3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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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参数推荐表（续） 

序号 项目 单位 数值 来源及依据 

25  单位面积滞尘量 kg/(hm
2
∙a) 

林地：10100~32000

（可取中间值

26100） 

草地：1.20 

耕地：0.95 

城镇用地：10110 

来源：参考文献[21]、[22]、[23]、

[24]  

26  工业治理SO2的费用 元/千克 1.2 来源：GB/T 38582 

27  工业治理NOx的费用 元/千克 0.63 来源：GB/T 38582 

28  工业削减粉尘的费用 元/千克 0.15 来源：GB/T 38582 

29  单位面积绿地吸收的热量 kJ/(km
2
∙a) 8.11×10

6
 来源：参考文献[25]  

30  蒸发单位体积的水消耗的能量 kJ∙m
3
 2.43×10

6
 来源：参考文献[25]  

31  
单位面积大气污染治理维护成

本 
元/平方千米 3×10

6
~4×10

6
 高淳区提供 

32  单位长度河流治理成本 元/米 1000~1300 高淳区提供 

33  单位面积湖泊治理成本 元/平方千米 2.3×10
5
~3×10

5
 高淳区提供 

34  单位面积绿地维护成本 元/平方千米 5×10
6
~1.05×10

7
 高淳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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