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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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湿地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468）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草调查规划院、北京中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北

京林业大学、内蒙古大兴安岭林业生态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宏伟、陈康娟、景谦平、张莹、吴栋栋、韦贵红、张熙、邵毅、

张颖、闫平、邓立斌、涂琼、邹全程、孔凡利、慕晓炜、徐健楠、卓凌、杨永峰、廖成章、

王嘉夫、包国庆、杨胜涛、栾奎志、张晓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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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到 2020年构建起由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空间规划体系、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和生

态补偿制度、环境治理体系、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体系、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

追究制度等八项制度构成的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

体系，推进生态文明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

代。

湿地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丰富和生产力较高的生态系统，被称之为“地球之肾”，是人类

最重要的自然资源和生存环境之一。本技术规范以服务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为目标，遵循联合

国 2012年环境经济核算体系的理念，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规范了湿地资源资产评估和资本

核算（包括湿地经济资产核算和湿地生态系统核算）相关概念及其方法体系。由于计量方法

和相关数据获取的局限性，技术规范只纳入了国内外相对成熟、应用普遍、具有可操作性并

与国际标准接轨的评估（核算）内容、指标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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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资源资产评估和资源核算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是自然资源资产评估和资源核算技术规范系列标准之一，规定了湿地资源经济资

产评估、湿地资源经济资产核算和湿地资源资本核算的相关概念、工作程序、指标体系及技

术方法等。

本文件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各种类型湿地资源经济资产评估、湿地资源经济资

产核算、湿地资源非经济资产核算和湿地资源资本核算行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标注日期的版

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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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35 《国家重要湿地确定指标》

《全国湿地资源调查与监测技术规程（试行）》 林湿发〔2008〕265号（国家林业局）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湿地资源 wetland resources

由生物和非生物组成部分共同构成的生物物理环境，可为人类带来利益的湿地空间区域。

3.2

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wetland ecosystem services

湿地生态系统对人类利益的贡献。其价值包括供给服务价值、调节服务价值和文化服务

价值，通常以一个年度为计算期。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核算是从生态系统视角核算湿地资

源价值的前提。

3.3

湿地资源经济资产 wetland resource economic assets

在现有认识水平和科技条件下，由特定主体拥有或控制，通过交易或经营利用，能够或

预期能够为其带来经济利益、具有经济资产属性的湿地资源。通常称为资产的湿地资源均指

湿地资源经济资产。

3.4

湿地资源非经济资产 wetland resource non-economic assets

不具有经济资产属性、但能够为人类贡献利益的湿地资源，其价值是湿地生态系统在未

来持续为人类提供除经济利益以外的其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加总。

http://www.baidu.com/link?url=lZbp52IZthl6nlY-aLnvksA-e6lmo3uBkc4RyCPWT87hzldDcwI0E8S3Pe024UBJ_bl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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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湿地资源资本 wetland resource capital

即湿地生态系统资产，是涵盖湿地资源全部要素的某一时点价值，是湿地资源经济资产

和湿地资源非经济资产的总合。从两个视角对其进行计量，一个视角是为经济活动提供物资

和空间，另一个视角则涵盖生态系统。其价值是湿地资源在未来持续提供一系列湿地生态系

统服务的价值加总。

3.6

湿地资源资产评估 wetland resource assets evaluation

评估人员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对具有经济资产属性的湿地资源经济资产在评估

基准日特定目的下的价值进行分析、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的行为和过程。

3.7

湿地资源核算 wetland resource accounting

基于服务非市场交易行为，对湿地生态系统服务流量和湿地资源存量价值进行分析、估

算并发表专业意见的行为和过程。根据核算目的的需要，按其核算对象范畴，分为湿地生态

系统服务核算、湿地资源经济资产核算、湿地资源非经济资产核算和湿地资源资本核算。

3.8

湿地资源清单 wetland resource list

湿地资源评估（核算）时，由评估（核算）委托人（政府、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

向评估（核算）机构提交的需要评估（核算）的全部湿地资源在评估（核算）有效期内的权

属、数量、质量和空间分布情况的详细材料。

3.9

湿地资源核查 wetland resource verification

在进行湿地资源评估（核算）前，对委托人提交的湿地资源清单所列示的湿地资源各要

素进行调查复核确认的过程。

3.10

价值类型 value type

人们对评估结果价值属性的定义及其表达方式。湿地资源资产评估中价值类型包括市场

价值和市场价值以外的价值类型（市场价值以外的价值类型包括投资价值、在用价值、清算

价值等）。

3.11

市场价值 market value

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的情况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

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3.12

投资价值 investment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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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对象对于具有明确投资目标的特定投资者或者某一类投资者所具有的价值估计数

额。

3.13

在用价值 value in use

将评估对象作为企业组成部分或者要素资产按其正在使用方式和程度及其对所属企业

的贡献的价值估计数额。

3.14

清算价值 liquidation value

在评估对象处于被迫出售、快速变现等非正常市场条件下的价值估计数额。

3.15

残余价值 scrap value

评估对象因灾害清理和更新采伐时，林木变现价值估计数额。

3.16

基准日 benchmark date

评估（核算）结论开始成立的一个特定时日，在形成评估（核算）结论过程中所选用的

各种标准、依据和取价均要在该时点有效。

4 评估（核算）目的和程序

4.1 评估目的

指各种不同的经济行为对评估结果的特定用途。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应唯一，评估

报告只能在特定的评估目的下具有有效性。经济行为主要指湿地资源的有偿使用、抵押质押

及投融资等。评估对象包括湿地资源资产所有权以及湿地资源资产使用权（包括景观资源经

营权）价值。

4.2 核算目的

指核算结果的特定用途，核算报告只能在特定的目的下具有有效性。具体用途主要包括：

湿地资源资产清查统计、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领导干部离任审计、生态文明绩效评价

考核、国土空间规划土地利用类型调整评价、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和司法诉讼等。在实际应用

中，应根据不同的目的和相关规定选择恰当的核算指标，应用本标准的方法体系进行核算。

4.3 评估（核算）程序

湿地资源评估（核算）业务应履行下列基本程序：

a)明确评估（核算）基本事项，包括目的、对象、范围、基准日以及报告使用者等；

b)签订业务合同；

c)委托人提交相关资料；

d)湿地资源资产核查；

e)收集评估（核算）相关资料；

f)评定估算；

g)编制和提交评估（核算）报告，评估（核算）报告的相关内容应参照附录 B；
h)工作底稿归档。

5 湿地资源核查

5.1 核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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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湿地权属，湿地类型，所属流域、湿地面积，空间位置与分布，植被类型及面

积，优势和濒危保护物种、数量、质量等。

5.2 核查方法

湿地资源核查依据《全国湿地资源调查与监测技术规程》（林湿发〔2008〕265号）中

的方法对相关因子进行核查，达到《全国湿地资源调查与监测技术规程》“第七章 质量管

理”要求的湿地资源清单确认可用。

6 湿地资源资产评估方法

6.1 市场法

选取三个以上与拟评估湿地资源资产相同或类似的湿地资源资产流转交易案例，以其市

场交易价格作为比较基础，通过客观分析参照案例的代表性、适宜性后，采用简单算术平均

法、加权算术平均法、中位数法、众数法、综合分析法等方法估算拟评估湿地资源资产评估

价值，通常采用简单算术平均法。其计算公式为：

� = �
� �=1

� ���� × ��� × ��� ………………………………………………（1）

式中：

E—湿地资源资产评估值，单位为元；

Kjzi—第 i个参照交易案例综合调整系数；

Kbi一第 i个参照交易案例物价调整系数；

Ji一第 i个参照交易案例市场价格，单位为元每公顷（元／hm2）；

S一拟评估湿地资源资产面积,单位为公顷（hm2）；

N—参照案例个数，单位为个。

6.2 收益法

6.2.1 收益现值法

将拟评估湿地资源资产在未来经营期内各年的净收益按一定的投资收益率折为现值，并

累计求和得出湿地资源资产评估价值的方法。其计算公式为：

� =
�=1
� ��

1+� �+1� …………………….………………………..（2）

式中：

E—湿地资源资产评估值，单位为元；

Ai—第ｉ年的净收益，单位为元；

u—使用权有效期，单位为年；

p—投资收益率，投资收益率的确定应参照附录 A，下同。

6.2.2 年金资本化法

在湿地资源实现永续利用的前提下，将被评估湿地资源资产每年的稳定净收益作为资本

投资的效益，按适当的投资收益率估算湿地资源资产评估价值的方法。其计算公式为：

� = �
�
…………………………………………………………（3）

式中：

E—湿地资源资产评估值，单位为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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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年平均净收益，单位为元每年（元／a）；

p—投资收益率。

在有限经营期条件下，其公式为：

� = �
�
× 1 − 1

1+� � ………………………………………….（4）

式中：

n—经营期。

6.2.3 模拟开发法（又称假设开发法）

模拟开发法测算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开发与发展阶段，二是稳定经营阶段。在开发与发

展阶段，逐年计算其投资成本、经营成本及投资利润，并将其折为现值；在稳定经营阶段，

利用年金资本化法公式将其超额利润折为现值，将两个阶段的折现值之和作为该湿地资源景

观资产的评估价值。其计算公式为：

� =
�=1
� ��−��−��

1+� � +
��

� 1+� �� ………………………………………（5）

式中：

E—湿地资源资产评估值，单位为元；

Ai—第 i年的预期经营收入，单位为元；

Ci—第 i年的投资与经营成本，单位为元；

Fi—第 i年的投资利润，单位为元；

AI—景区开发建设成熟后，收益稳定阶段年净收益，单位为元每年（元／a）；

m—景区开发建设和收益不稳定期，单位为年；

p—投资收益率。

在有限经营期条件下，其公式为：

� =
�=1
� ��−��−��

1+� � +
��

� 1+� �� 1 − 1
1+� �−� …………………………….（6）

式中：

n—经营期。

6.3 重置成本法

按现时工价及生产水平，将重建或者重置与被评估湿地资源资产相类似的湿地所需要的

成本费用，作为被评估湿地资源资产评估价值的方法。其计算公式为：

� =
�=1
� �� × 1+ � �−�+1� ……………………………………….（7）

式中：

E—湿地资源资产评估值，单位为元；

Ci—第ｉ年以现时工价及生产水平为标准计算的建造成本，单位为元；

n—建设年限，单位为年；

p—投资收益率。

7 湿地资源资产评估综合调整系数

7.1 生产能力调整系数 Kj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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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
� ��×���

�=1
� ���×����

× ��
�
………………………………………………（8）

式中：

Kj1—生产能力调整系数；

Qi—拟评估湿地资源第 i种产品产量，单位为千克每年（kg／a）；

Ji—拟评估湿地资源第 i种产品市场交易价格，单位为元每千克（元／kg）；

S—拟评估湿地资源面积,单位为公顷（hm2）；

n—拟评估湿地资源产品种类，单位为个；

Qci—参照交易案例湿地资源第 i种产品产量，单位为千克每年（kg／a）；

Jci—参照交易案例湿地资源第 i种产品市场交易价格，单位为元每千克（元／kg）；

Sc—参照交易案例湿地资源面积，单位为公顷（hm2）；

m—参照交易案例湿地资源产品种类，单位为个。

7.2 经营条件调整系数 Kj2

��2 = �=1
� （��−��）×���

�=1
� （���−���）×����

× ��
�
………………………………………（9）

式中：

Kj2—经营条件调整系数；

Ji—拟评估湿地资源第 i种产品市场交易价格，单位为元每千克（元／kg）；

Ci—拟评估湿地资源第 i种产品生产成本，单位为元每千克（元／kg）；

Qi—拟评估湿地资源第 i种产品产量；

Jci—参照交易案例湿地资源第 i种产品市场交易价格，单位为元每千克（元／kg）；

Cci—参照交易案例湿地资源第 i种产品生产成本，单位为元每千克（元／kg）；

Qci—参照交易案例湿地资源第 i种产品产量；

n—拟评估湿地资源与参照交易案例湿地资源同类产品种类数量，单位为个；

S—拟评估湿地资源面积,单位为公顷（hm2）；

Sc—参照交易案例湿地资源面积,单位为公顷（hm2）。

7.3 综合调整系数 Kjz

��� = ��1 × ��2………………………………………………….（10）

8 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核算

8.1 指标框架

湿地生态系统服务核算指标框架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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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湿地生态系统服务核算指标框架

8.2 供给服务价值

8.2.1 食物

湿地生态系统为人类贡献的各种食物（动物、植物）价值，其计算公式为：

�食物 =
�=1
� �� ×� ��………………………………………….（11）

式中：

U食物 —食物价值，单位为元每年（元／a）；

Gi—第i种食物产量，单位为千克每年（kg／a）；

Ji—第i种食物价格，单位为元每千克（元／kg）；

n—食物种类。

8.2.2 饲料

湿地生态系统为人类贡献的各种饲料（动物、植物）价值，其计算公式为：

�饲料 =
�=1
� �� ×� ��…………………………………………..（12）

式中：

U饲料 —饲料价值，单位为元每年（元／a）；

Gi—第i种饲料产量，单位为千克每年（kg／a）；

Ji—第i种饲料价格，单位为元每千克（元／kg）；

n—饲料种类。

8.2.3 原材料

湿地生态系统为人类贡献的各种原材料（动物、植物，林木除外）价值，其计算公式为：

�原材料 =
�=1
� �� ×� ��…………………………………………….（13）

式中：

U原材料 —原材料价值，单位为元每年（元／a）；

Gi—第i种原材料产量，单位为千克每年（k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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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第i种原材料价格，单位为元每千克（元／kg）；

n—原材料种类。

8.2.4 林木

湿地生态系统为人类贡献的各种林木价值，其计算公式为：

�林木 =
�=1
� �� ×� ��………………………………………….（14）

式中：

U林木 —林木价值，单位为元每年（元／a）；

Gi—第i种林木生长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年（m3／a）；

Ji—第i种林木价格，单位为元每立方米（元／m3）；

n—林木品种。

8.2.5 淡水

湿地生态系统储存和保留水分，为人类提供淡水的价值，其计算公式为：

�淡水 = � × �水价……………………………………………………（15）
式中：

U 淡水 —淡水价值，单位为元每年（元／a）；

G—淡水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年（m3／a）；

J 水价 —水资源交易价格，单位为元每立方米（元／m3）。

8.3 调节服务价值

8.3.1 调节气候

8.3.1.1 固碳

湿地生态系统每年的固碳服务价值，其计算公式如下：

�固碳 = 24.5 × ���4
+���2
+���2

× � × � ………………………..（16）
式中：

U固碳 —固碳价值，单位为元每年（元／a）；

MCH4—湿地CH4的净交换量，单位为吨每公顷（t/ hm2）；

MCO2—湿地CO2的净交换量，单位为吨每公顷（t/ hm2）；

S—湿地面积，单位为公顷（hm2）；

J—碳交易价格，单位为元每吨二氧化碳（元/t）。

（式中以增温趋势（GWP）将1 kg的CH4产生的温室效应等同于24.5 kg的CO2产生的温

室效应。）

8.3.1.2 释氧

湿地生态系统每年向大气释放氧气的服务价值，其计算公式如下：

�释氧 = 1.19 ×� × � × �……………………………………（17）
式中：

U释氧 —释氧价值，单位为元每年（元／a）；

W—湿地的植物生物量，单位为吨每公顷（t/ hm2），植被每积累1g干物质释放1.19g的
氧气；

S—湿地的面积，单位为公顷（hm2）；

J—氧气价格，单位为元每吨（元/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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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调节水文

8.3.2.1 增湿

湿地生态系统每年旱季对环境增湿的服务价值，其计算公式如下：

�增湿 = �1 × �1 + �2 × �2+ �2 × �2 × 10 × �气价 …………………..（18）
式中：

U增湿 —对环境增湿的年服务价值，单位为元每年（元／a）；

Q1—湿地水面蒸发量，单位为毫米每年（mm/a）；

Q2—湿地植被蒸发量，单位为毫米每年（mm/a）；

S1—湿地水面面积，单位为公顷（hm2）；

S2—湿地植被面积，单位为公顷（hm2）；

J气价—空气增湿的成本，单位为元每吨（元/t）。

8.3.2.2 调洪蓄水

湿地生态系统通过减弱洪峰和蓄积地表水实现水资源的再分配，从而减轻旱涝灾害的服

务价值，其计算公式为：

�调蓄 = �1 − �2 + � × � × �造价 + �维护 …………………………(19)
式中：

U调蓄 —调蓄洪水的年服务价值，单位为元每年（元／a）；

Q1—湿地最高水位时蓄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Q2—湿地最低水位时蓄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H—湿地平均水深，单位为米（m）；

S—湿地面积，单位为公顷（hm2）；

J造价 —水库造价年金价值，单位为元每立方米（元/m3）；

J维护 —水库维护费用，单位为元每立方米年（元/m3·a）。

8.3.2.3 补充地下水

湿地生态系统通过渗漏等过程补充地下水的服务价值，其计算公式为：

�补水 = �1 + �2 × �水价………………………………………………(20)

式中：

U补水 —补给地下水年服务价值，单位为元每年（元／a）；

Q1—湿地地表水渗漏量，单位为立方米（m3）；

Q2—湿地地下水出流量，单位为立方米（m3）；

J水价 —水资源交易价格，单位为元每立方米（元/m3）。

8.3.3 降解污染物

湿地生态系统通过生态过程对水体污染物的降解，即净化水质的服务价值，其计算公式

为：

�净化 =
�=1
� �� × �� × ��价格………………………………………….(21)

式中：

U净化 —降解污染物或净化水质的服务价值，单位为元每年（元／a）；

Qi—每年排入湿地第i种污染物含量，单位为千克每年（k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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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湿地污染物平均处理率，单位为百分率（%）；

Ji价格 —处理排入湿地中第i种污染物费用，单位为元每千克（元／kg）；

M—污染物的种类。

8.3.4 防止土壤侵蚀

湿地生态系统提供的减缓降水对表土冲击和地表径流侵蚀的服务价值，其计算公式如下：

�防止土壤侵蚀 = �2−�1 ×�×�土 �……………………………(22)
式中：

U防止土壤侵蚀 —湿地年保持土壤价值，单位为元每年（元／a）；

X1—有湿地植被土壤侵蚀的模数，单位为毫米每年（mm/a）；

X2—无湿地植被土壤侵蚀的模数，单位为毫米每年（mm/a）；

S—湿地总面积扣除水域面积（最低水位时），单位为公顷（hm2）；

J土 —挖取和清运单位体积土方成本，单位为元每立方米（元/m3）；

ρ—土壤容重, 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3）。

8.3.5 消浪护岸

湿地植物对岸线的保护，从而减轻灾害的服务价值，其计算公式为：

�护岸 = � × �工程年金 + � ………………….…….………(23)
式中：

U护岸 —湿地消浪护岸的价值，单位为元每年（元／a）；

L—湿地植物的岸线长度，单位为千米（km）；

J工程年金 —消浪护岸工程造价年金，单位为元每千米（元／km）；

C—消浪护岸工程年维护费，单位为元每千米每年（元／km·a）。

8.3.6 物种保育服务

湿地生态系统为生物物种提供生存与繁衍的场所，从而对其起到保育作用的价值，其计

算公式为：

�物种保育 = 1+
�=1

� ��� × 0.1 +
�=1

� ��� × 0.1 +
�=1

� ��� × 0.1 × �物种保育 × �……………..(24)

式中：

U物种保育 —物种保育价值（元/a1）；

Em—物种m的濒危物种指数分值；

Bn—物种n的特有物种指数分值；

Ol—林分内物种l的古树名木指数分值；

x—计算濒危物种指数物种数量；

y—计算特有物种指数物种数量；

S物种保育 —单位面积物种保育价值量（元/hm2·a1）；

S—湿地面积（hm2）。

根据 Shannon-Wiener指数计算物种保育价值，共划分为 7级，2019年价格参数：

当Shannon-Wiener指数＜1时，S物种为 4500元/公顷·年；

当 1≤指数＜2 时，S物种为 7500元/公顷·年；

当 2≤指数＜3 时，S物种为15000/公顷·年；

当 3≤指数＜4 时，S物种为30000元/公顷·年；



LY/T XXXX - XXXX

11

当 4≤指数＜5 时，S物种为45000元/公顷·年；

当 5≤指数＜6 时，S物种为60000元/公顷·年；

当指数≥6 时，S 物种为 75000元/公顷·年。

表1 濒危物种指数体系

濒危指数 濒危等级 物种种类

4 极危

参见《中国物种红色名录》
3 濒危

2 易危

1 近危

表2 特有物种指数体系

特有物种指数 分布范围

4 仅限于范围不大的山峰或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下分布

3 仅限于某些较大的自然地理环境下分布的类群，如仅分布于较大的海岛（岛屿）、

高原、若干个山脉等

2 仅限于某个大陆分布的分类群

1 至少在2个大陆都有分布的分类群

0 世界广布的分类群

表3 古树名木指数体系

古树年龄 指数等级 来源及依据

100~299年 1 参见全国绿化委员会、国家林业局文

件《关于开展古树名木普查建档工作

的通知》

300~499年 2

≥500年 3

9 湿地资源经济资产核算

9.1 市场法

选取三个以上与拟核算湿地资源经济资产相同或类似的湿地资源经济资产核算案例，以

其价格作为比较基础，通过客观分析参照案例的代表性、适宜性后，采用简单算术平均法、

加权算术平均法、中位数法、众数法、综合分析法等方法估算拟评估湿地经济资产价值，通

常采用简单算术平均法。其计算公式为：

�经济 = �
� �=1

� ���� × ��� × ��� ………………..………………….(25)

式中：

E 经济 —湿地资源经济资产核算价值，单位为元；

Kjzi—第 i个参照案例综合调整系数；

Kbi—第 i个参照案例物价调整系数；

Ji—第 i个参照案例价格，单位为元每公顷（元／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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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拟评估湿地资源的面积,单位为公顷（hm2）；

N—参照案例个数，单位为个。

9.2 收益法

9.2.1 收益现值法

将被核算湿地资源经济资产未来各年的预期收入按一定的投资收益率折为现值，并累计

求和得出湿地资源经济资产价值的方法。其计算公式为：

�经济 =
�=1
� ��

1+� �+1� ……………………………………………(26)

式中：

E 经济 —湿地资源经济资产核算价值，单位为元；

Ai—第ｉ年的预期收入，单位为元；

u—经营期，单位为年；

p—投资收益率。

9.2.2 年金资本化法

在湿地资源实现永续利用的前提下，将湿地资源经济资产的稳定年收入作为资本投资的

效益，按适当的投资收益率估算湿地资源经济资产价值的方法。其计算公式为：

�经济 = �
�
…………………………………………………..(27)

式中：

E 经济 —湿地资源经济资产核算价值，单位为元；

A—年收入，单位为元每年（元／a）；

p—投资收益率。

在有期限条件下，其公式为：

�经济 = �
�
× 1 − 1

1+� � ………………………………………（28）

式中：

n—经营期。

9.2.3 模拟开发法

模拟开发法测算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开发与发展阶段，二是稳定经营阶段。在开发与发

展阶段，逐年计算其投资成本、经营成本及投资利润，并将其折为现值；在稳定经营阶段，

利用年金资本化法公式将其扣除投资及其合理利润的收益折为现值，将两个阶段的折现值之

和作为该湿地景观资产的价值。其计算公式为：

�经济 =
�=1
� ��−��−��

1+� � +
��

� 1+� �� …………………………………..（29）

式中：

E 经济 —湿地景观资产核算价值，单位为元；

Ai—第 i年的预期收入，单位为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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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第 i年的投资，单位为元；

Fi—第 i年的投资利润，单位为元；

AI—景区开发建设成熟后，收益稳定阶段年收益，单位为元每年；

m—景区开发建设和收益不稳定期，单位为年。

p—投资收益率。

9.3 重置成本法

按现时工价及生产水平，重新建造与被核算湿地资源相类似的湿地所需要的成本费用，

作为湿地资源经济资产价值的方法。其计算公式为：

�经济 =
�=1
� �� × 1+ � �−�+1� …………………………………..（30）

式中：

E 经济 —湿地资源经济资产核算价值，单位为元；

Ci—第ｉ年以现时工价及生产水平为标准计算的建造成本，单位为元；

n—建设年限，单位为年；

p—投资收益率。

10 湿地资源非经济资产核算

从生态系统的视角，根据湿地资源非经济资产的内涵，其核算宜选用收益现值法。根据

湿地生态系统状况，分为生态系统不稳定的调整期和生态系统稳定期两个阶段进行计算，调

整期应根据湿地资源非经济资产实现稳定持续利用时所需要的年限确定。其计算公式为：

�非经济 = ��� × �=1
� ��

1+� � +
��

� 1+� �� ………………………………..（31）

式中：

E 非经济 —湿地资源非经济资产核算价值，单位为元；

Ksz—综合调整系数；

m—将湿地生态系统调整到稳定状态时所需的时间，单位为年；

Ai—湿地生态系统调整期第 i年提供的除经济利益以外的其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单位

为元每年（元/年）；

AI—湿地生态系统稳定期年提供的除经济利益以外的其他生态系统服务，单位为元每

年 （元/年）；

p—投资收益率。

11 湿地资源资本核算

湿地资源资本核算就是对湿地生态系统资产的核算，其价值为湿地资源经济资产核算价

值和湿地资源非经济资产核算价值的加总。其计算公式为：

� = �经济 + �非经济………………………………………….（32）
或

� = ��� × �=1
� �供给�

1+� �+1 + ��� × �=1
� �调节�

1+� �+1� +
�=1
� �文化�

1+� �+1�� ……………………（33）

式中：

E—湿地资源资本核算价值，单位为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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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经济 —湿地资源经济资产核算价值，单位为元；

E 非经济 —湿地资源非经济资产核算价值，单位为元；

A 供给 i—第 i年湿地生态系统资产提供的供给服务，单位为元每年(元/年)；
A 调节 i—第 i年湿地生态系统资产提供的调节服务，单位为元每年(元/年)；
A 文化 i—第 i年湿地生态系统资产提供的文化服务，单位为元每年(元/年)；
m—核算期，单位为年；

p—投资收益率。

12 泥炭价值核算

泥炭是湿地在过去长期吸收、沉积碳的产物，对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的降低具有重要影响，

必须维持其稳定性，一旦被破坏，对环境带来的损害应予以核算。其计算公式为：

�泥炭 = �碳×�碳
0.2727

……………………………………………（34）

式中：

E 泥炭 —泥炭价值，单位为元；

V 碳 —炭储量，单位为吨；

J 碳 —碳交易价格，单位为元每吨二氧化碳（元/t），0.2727为碳和二氧化碳的分子量

之比，作为碳和二氧化碳的价格转换系数。

13 湿地资源核算综合调整系数

13.1 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调整系数 Ks1

湿地生态系统健康是指生态系统随着时间的进程有活力并且能维持其组织结构及自主

性，在外界胁迫下容易恢复。

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等级的基本特征为：

a)很健康：自然状态良好，活力极强，结构合理，功能完善；

b)健康：自然状态较好，活力较强，结构较合理，功能较完善；

c)亚健康：自然状态改变，具备一定活力，结构发生变化，功能尚能发挥；

d)一般病态：自然状态破坏，活力较低，结构出现缺陷，功能退化；

e)疾病：自然状态严重破坏，活力极低，结构极不合理，功能严重退化。

��1 = 1 + ��…………………………………………….（35）
根据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等级确定 Ri值：

a)当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等级为很健康时，Ri为 1.00；
b)当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等级为健康时，Ri为 0.75；
c)当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等级为亚健康时，Ri 为 0.50；
d)当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等级为一般病态时，Ri为 0.25；
e)当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等级为疾病时，Ri为 0。

13.2 生态区位调整系数 Ks2

生态区位重要性从高到低依次划分为国际重要湿地、国家重要湿地、省级重要湿地和一

般湿地4个等级，生态敏感性从高到低依次划分为脆弱区、亚脆弱区、亚稳定区和稳定区4
个等级。根据生态区位重要性和生态敏感性的等级划分结果，组合成不同的生态保护等级。

注：国家重要湿地的确定应符合GB/T 26535中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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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等级表

根据生态保护等级确定R值：

a) 当保护等级为1级时，R为1.0；
b) 当保护等级为2级时，R为0.8；
c) 当保护等级为3级时，R为0.6；
d) 当保护等级为4级时，R为0.4；
e) 当保护等级为5级时，R为0.2；
f) 当保护等级为6级时，R为0.0。

��2 = 1 + �…………………………………………（36）
13.3 经济区位调整系数 Ks3

经济区位是反映湿地所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用人均 GDP来反映。

��3 = 1 + ���� ����………………………………….（37）
式中：

KS3—经济区位调整系数；

GDPe—湿地所属区域上年单位面积 GDP；
GDPo—全国上年单位面积 GDP。

13.4 综合调整系数 Ksz

��� = ��1 × ��2 × ��3……………………………….（38）

国际重要湿地 国家重要湿地 省级重要湿地 一般湿地

脆弱区 1 2 3 4

亚脆弱区 2 3 4 5

亚稳定区、稳定区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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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投资收益率 p值的确定原则

A.1 湿地资源资产评估中投资收益率 p值的确定原则

投资收益率由无风险利率和风险利率构成。由于湿地资源的特殊性，湿地资源资产经营

的收益水平会有很大差异，因此评估人员应根据湿地资源资产的特点、经营类型等相关条件，

参考行业投资收益率合理确定不同类型评估项目的投资收益率。

A.2 湿地资源资本核算中投资收益率 p值的确定原则

湿地资源经济资产核算中投资收益率的确定，参考湿地资源资产评估投资收益率的确定。

湿地资源非经济资产核算中投资收益率的确定。维护湿地生态系统的稳定能够维持其提

供生态系统服务的能力，风险较低，故其投资收益率不考虑风险利率，参考长期国债利率确

定。同时，较低的投资收益率更加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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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评估报告

B.1 主要内容

评估报告应包括标题及文号、声明、摘要、正文和附件。

B.2 声明的内容

评估报告声明应包括：

a) 评估人员恪守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遵循有关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的规定，

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b) 提醒评估报告使用者关注评估报告特别事项说明和使用限制；

c) 其他需要声明的内容。

B.3 报告摘要

应提供评估业务的主要信息及评估结论。

B.4 报告正文

评估报告正文应包括的内容：

a) 评估委托方、产权持有者和评估委托方以外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b) 评估目的；

c)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d) 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e) 评估基准日；

f) 评估依据；

g) 评估方法；

h) 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i) 评估假设；

j) 评估结论；

k) 特别事项说明；

l) 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m) 评估报告日；

n) 评估人员签字，评估机构加盖公章。

B.5 报告使用者

评估报告使用者包括评估委托方、评估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和国家法律、

法规规定的评估报告使用者。

B.6 载明的评估目的

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应唯一，表述应明确、清晰。

B.7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评估报告中应载明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应具体描述评估对象的基本情况，通常包括湿

地资源基本状况、法律权属状况和经济状况等。

B.8 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评估报告应明确价值类型及其定义，应说明选择价值类型的理由。

B.9 评估基准日

评估报告应载明评估基准日，应与业务约定书约定的评估基准日保持一致。评估报告应

说明选取评估基准日时重点考虑的因素。评估基准日可以是现在的时点，也可以是过去或者

将来的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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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0 评估依据

评估报告应说明评估遵循的法律依据、标准与准则依据、权属依据及取价依据等。

B.11 评估方法

评估报告应说明所选用的评估方法及其理由。

B.12 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评估报告应说明评估程序实施过程中现场调查、资料收集与分析、评定估算等主要内容。

B.13 评估假设

评估报告应披露评估假设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B.14 评估结论

评估报告应以文字和数字形式清晰说明评估结论。评估结论应是确定的数值，经与评估

委托方沟通，评估结论也可使用区间值表达。

B.15 特别事项说明

评估报告特别事项说明应包括的内容：

a) 产权瑕疵；

b) 未决事项、法律纠纷、林业政策重大事项等不确定因素对评估结果的影响；

c) 重大期后事项；

d) 引用其他机构出具的资源资产核查报告时，应对资产核查的数量、核查方式、核查

技术方法、核查结论等的合理性做出必要的判断和披露，并说明承担引用不当的相关责任；

e) 特别事项可能对评估结论产生的影响，并提示评估报告使用者予以关注。

B.16 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应包括的内容：

a) 评估报告应唯一用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

b) 评估报告应由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报告使用者使用；

c) 未征得出具评估报告的评估机构同意，评估报告的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披露于

公开媒体，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d) 评估报告的使用有效期；

e) 因评估程序受限造成的评估报告的使用限制。

B.17 评估报告日

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报告日应为评估人员形成最终专业意见的日期。

B.18 附件

评估报告应包括的附件：

a) 评估对象所涉及的主要权属证明资料；

b) 评估对象涉及的湿地资源资产评估明细表和湿地资源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c) 评估对象所涉及范围的各种图面资料；

d) 其他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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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资源资产评估和资源核算技术规范》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湿地资源资产评估和资本核算技术规范》标准任务来源于国家

林业局科技司。根据《国家林业局关于下达 2017 年度林业行业标准

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林科发[2017]88 号），《自然资源（湿地）

资产评估技术规范》标准列入 2017 年林业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项

目编号 2017-LY-008 。

（二）起草单位和主要起草人员

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查规划设计院牵头编制。

本标准起草单位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草调查规划院、北京中林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北京林业大学、内蒙古大兴安岭林业生态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宏伟、陈康娟、景谦平、张莹、吴栋栋、

韦贵红、张熙、邵毅、张颖、闫平、邓立斌、涂琼、邹全程、孔凡利、

慕晓炜、徐健楠、卓凌、杨永峰、廖成章、王嘉夫、包国庆、杨胜涛、

栾奎志、张晓云。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均为自然资源核算、生态学、生态修复和资源

监测的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具有长期从事湿地生态状况调查、监测、

评价、生态系统价值核算的实践经验。以上人员参与了本标准的技术

研究、国内外资料收集整理、野外调研、标准的起草、编写和修改等

工作。

（三）主要工作过程

编制《自然资源（湿地）资产评估技术规范》标准任务下达后，

在国家林业局相关司局的指导下，由从事湿地资源研究、生态环境、

资产评估和国民核算等工作的相关专家组成了《自然资源（湿地）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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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评估技术规范》编制组。

编制组成立后，进行了广泛调研，收集整理了国内外自然资源价

值核算方面的大量案例和相关资料，在总结目前自然资源资产价值核

算存在的目的不明确、概念混乱、资产内涵不清等问题的基础上，结

合我国湿地资源的特点，参考现有相关行业标准形成了标准编写的初

步框架。根据初步框架在编写《自然资源（湿地）资产评估技术规范》

征求意见稿过程中，恰逢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公布，成立了自然资源部，

标准的原定名称就不能沿用。另外，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进行标准整合，

要求编制综合标准，根据标准编制的目的，经认真研究讨论，按照《标

准化工作导则》的要求和专家意见，以问题为导向，服务目的为目标，

对文本结构做出较大调整，并将服务于市场和非市场两大方面、三个

层次的内容，即资产评估、经济资产核算和资本核算整合到同一个标

准中，标准名称变更为《湿地资源资产评估和资源核算技术规范》。

征求意见稿首先于 2020 年 6 月小范围征求专家意见；其次根据

专家意见修改后于 2020年 10月中旬在全国范围内征求意见；三是全

国范围征求意见修改后又于 2021 年元月在全国湿地保护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征求意见，截止 2021 年 3 月底，共征集到意见 139 条，其中

采纳 88 条，部分采纳 16 条，占意见总数的 75%；未采纳 35 条，占

25%。意见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对评估、核算等经济概念的异议，

另一方面是对核算范围的确定。编制组对修改意见进行了认真的研究

和分析，与相关专家反复多次研讨，并按照国际核算标准和我国国民

经济核算体系、运用资产评估理论与方法、根据我国湿地资源情况，

最终修改完善形成送审稿。

2021 年 12 月 7 日，由全国湿地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中国

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中国林科院、西南林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国家林草局中南院、中国林科院湿地所的 7 位

专家对包括本标准在内的几项标准进行审定，《湿地资源资产评估和

资源核算技术规范》标准起草小组根据审定意见再次进行修改，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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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批稿。

二、国家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一）编制原则

本标准以适应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为目标，以价值为依托，遵循环

境经济核算体系的理念，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坚持目的导向，制

定的标准应具有科学性、实用性和较强的可操作性，起到指导与规范

湿地资源资产评估和资源核算行为的作用。

1. 实用性

评价方法的选定，参考现有相关行业标准，紧密结合湿地资源的

特点，选用国内外相对成熟、应用普遍、具有可操作性和国际可比性

的评价内容、指标和方法。

2. 可操作性

评价体系和方法符合资产作价/国民核算理论，方法具有操作简

便、内涵明确、易于掌握、涉及到的指标可以度量等特点。

3. 系统性

评价方法能够全面系统覆盖湿地资源资产评估和资本核算需求，

符合国际上关于生态系统评价的理念，与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相衔接，

具有系统性、科学性和完整性。

（二）编制依据

标准编写的依据及参考资料：

（1）《全国湿地资源调查与监测技术规程（试行）》（林湿发

[2008]265号）国家林业局

（2）《湿地生态系统服务评估规范》LY∕T 2899

（3）《国家重要湿地确定指标》 GB/T 26535

（4）《湿地分类》 GB/T 24708

（5）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6）United Nations, European Commission, Food and Agriculture

http://www.baidu.com/link?url=lZbp52IZthl6nlY-aLnvksA-e6lmo3uBkc4RyCPWT87hzldDcwI0E8S3Pe024UBJ_bl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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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World

Bank. System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ccounting 2012 Central

Framework [M].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14.

（7）United Nations, European Commission,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World Bank Group. System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ccounting 2012 Experimental Ecosystem

Accounting [M].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14.

（8）United Nations, European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World

Bank. Handbook of National Accounting: 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ccounting 2003(Final draft circulated for information prior to

official editing) [Z].

（9）United Nations. Technical Recommendations in support of the

System of Environmental-Economic Accounting 2012– Experimental

Ecosystem Accounting [M].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17.

（10）国家林业局全国林业发展区划办公室. 中国林业发展区划

[M]. 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 2011.

（11）《湿地生态风险评估技术规范》（GB/T 27647-2011）

（12）《红树林湿地健康评价技术规范》（LY/T 2794—2017）

（13）《国家湿地公园评估评分标准》（林湿综字[2018]2 号）

（14）《湿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指标体系》（LY/T 1707—2007）

（15）《重要湿地监测指标体系》（GB/T 27648—2011）

（16）《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技术规范》（LY/T 2407-2015）

（17）《自然资源（森林）资产评价技术规范》（LY/T 2735-2016）

（18）邱琼, 施涵. 关于自然资源与生态系统核算若干概念的讨

论[J]. 资源科学，2018，40(10)：1901-1914.

http://www.baidu.com/link?url=vdbsjMZ8eaipPFUe8Qn50QtU2nLhZODAQ3CuLNPArv7wt_uN_UfYYM6jzaWxGNky_bl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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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王宏伟, 侯元兆, 霍振彬. 对中国自然资源评估相关概念探

讨[J]. 林业资源管理， 2015(1)：17-22.

（20）王宏伟，刘建杰，景谦平，崔雪晴. 森林资源价值核算体

系探讨[J]. 林业经济，2019(8)：62-68.

（三）主要内容

本标准共分十四个部分，并包含规范性附录和资料性附录各一

个：

（1）范围：明确了本标准适用范围包括各种类型湿地资源经济

行为的湿地资源资产评估、国民经济核算中的湿地资源资产核算和环

境经济核算中的湿地生态系统核算；

（2）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和定义：梳理了评估和核算的相关概念，规范了湿地

资源经济资产、湿地资源非经济资产和湿地资源资本等相关概念；

（4）评估（核算）目的和程序：根据湿地资源资产评估和湿地

资源核算的目的，明确了评估和核算结果的不同用途；

（5）湿地资源核查：对湿地资源数量、质量、空间位置与分布

及权属的核实等；

（6）湿地资源资产评估（资源核算）基本方法：市场法、收益

法和成本法等三大方法；

（7）湿地资源资产评估具体方法；

（8）湿地资源资产评估调整系数：包生产能力和经营条件 2 各

调整系数；

（9）湿地生态系统服务核算；

（10）湿地资源经济资产核算；

（11）湿地资源非经济资产核算；

（12）湿地资源资本核算；

（13）泥炭价值核算；

（14）湿地资源核算调整系数：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生态区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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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区位 3 各调整系数。

附录：规范性附录 A：投资收益率 p值的确定原则；资料性附录

B：评估报告。

本标准规定了湿地资源经济资产评估、湿地资源经济资产核算和

湿地资源资本核算的相关概念、工作程序、指标体系及技术方法等，

能有效指导不同目的的湿地资源资产价值家评估、核算的行为，推动

湿地资源有偿使用相关经济行为发展，同时能够服务于湿地资源管

理，提高管理效能。

三、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从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

布局，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以来，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始终被给予高

度的重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发〔2015〕12号）

提出，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

系，引导、规范和约束各类开发、利用、保护自然资源的行为，用制

度保护生态环境。《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发〔2015〕25号）

明确提出到 2020 年，构建起由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国土空间开

发保护制度、空间规划体系、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资源有

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环境治理体系、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体

系、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等八项制度构成的产权清

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推进

生态文明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

态文明新时代的目标要求。科学、规范地评价自然资源价值是其中必

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指出加快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

改革，要按照成本、收益相统一的原则，充分考虑社会可承受能力，

建立自然资源开发使用成本评估机制，将资源所有者权益和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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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等纳入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构建反映市场供求和资

源稀缺程度、体现自然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

度，着力解决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偏低、生产开发成本低于社会成

本、保护生态得不到合理回报等问题。

2019 年 4 月 14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重申要开展自

然资源统一调查监测评价；研究建立自然资源资产核算评价制度，开

展实物量统计，探索价值量核算，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建立统

一权威的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信息发布和共享机制；促进自然资源

资产集约开发利用，完善自然资源资产分等定级价格评估制度。并把

开展自然资源资产价值研究问题作为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

度改革实施保障措施中要深入开展的重大、重点问题。

2017 年 12 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

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意见》对国有自然资源报告的重点提出了明

确要求，针对提高报告质量提出“加快编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和自然

资源资产负债表”。2019年 5 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国务院向全国人

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意见五年规划（2018－2022）》

提出到 2021 年，人大常委会将听取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

专项报告的要求。规范自然资源价值评估工作迫在眉睫。

2012年 3 月，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第四十三届会议通过了第一个环

境经济核算的国际统计标准《2012 年环境经济核算体系——中心框

架》（SEEA CF）；2013年 2 月，联合国环境经济核算委员会主持完

成了《2012年环境经济核算体系——实试验性生态系统核算》（SEEA

EEA），鼓励各国加以实践，2017 年又发布了《SEEA EEA 技术建议》

白皮书，今年 3月《实试验性生态系统核算》也已上升为国际标准。

这些文件是当前自然资源价值评估领域最为权威的文献，为进一步完

善自然资源评价体系奠定了基础。

湿地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丰富和生产力较高的生态系统，被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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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地球之肾”，是人类最重要的生存环境和自然资源之一，湿地资

源价值评价是自然资源价值评价的重要内容和有机组成部分。近年来

我国在湿地资源价值评价方面的研究层出不穷，但由于缺乏规范性依

据，普遍存在概念不清晰、目标不明确、评价体系混乱等问题。因此，

以服务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为目标，依据联合国 2012 年环境经济核算

体系标准，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规范了湿地资源经济资产评估、湿地

资源经济资产核算和湿地资源资本核算的相关概念、工作程序、指标

体系及技术方法等，能有效指导不同目的的湿地资源资产价值评估、

核算的行为，推动湿地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的建立，同时服

务于湿地资源管理，提高管理效能，着力解决湿地资源及其产品价格

偏低、保护生态得不到合理回报等问题。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本标准是在借鉴和吸收国内外相关行业标准基础上，结合我国湿

地资源价值评估现状而制定的。本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国内首次发

布。

五、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无冲突。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在审查阶段，有关专家提出本标准与《湿地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技

术规程》需要衔接。

国家林草局全国湿地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组织《湿地生

态系统服务评估技术规程》、《湿地资源资产评估和资源核算技术规

范》2 个标准的起草项目组、局湿地司相关部门及专家对两个标准的

协调统一、指标计算方法等进行了审查、论证，形成的修改意见为《湿

地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技术规程》、《湿地资源资产评估和资源核算技

术规范》2 个标准中评估指标相同的，价值计算方法依据《湿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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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和资源核算技术规范》进行统一。

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湿地资源资产评估和资源核算技术规范》为行业推荐性

标准。

八、实施标准的要求和措施的建议

标准的使用者具有一定的专业背景，需根据不同目的，恰当地选

择和运用本标准的具体方法和指标体系。为有利于本标准的贯彻实

施，结合本标准的内容和标准使用对象的实际情况，提出以下建议：

（一）相关行业管理部门应通过举办培训班、讲座等形式，进行

标准的宣传和培训，帮助标准使用者明确理解标准的基本内容及技术

方法。

（二）以归口的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为依托，开展标准的宣传贯彻，

组织相关管理、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学习，提高标准实施效果。

（三）标准编制的主管部门应开展对标准实施情况的跟踪调查，

要求标准执行部门提出反馈意见，帮助进一步修改完善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湿地资源资产评估和资源核算技术规范》标准起草小组

2022 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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