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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生态产品作为“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关键，其价值实现机制

备受关注。自然保护地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保护生物多样性、保存自然遗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生态旅游作为自然保护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途径，能够正向影响生态保护，促进经济增长、提升

社区福祉和增强公众意识。因此，本文聚焦于生态旅游导向下自然保护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机理与路

径。鉴于自然保护地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本文将研究置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中，从生

态旅游的保护性、可持续性和科普性三个独特性出发，探究自然保护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机理与路径。

研究首先明确了生态产品的分类，随后探讨了通过生态旅游开发促进自然保护地生态产品多维度价值实

现的路径，根据实现路径及实现过程中涉及的各利益主体，探讨生态旅游导向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机

理，旨在促进自然保护地的生态保护与发展双赢，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自然保护地生态产品的可

持续利用和价值最大化提供理论和实践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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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nation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ecological products, as the key to trans-
forming “green mountains and clear waters” into “golden mountains and silver mountains”, have at-
tracted much attention to their value realization mechanism. Nature reserv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maintaining national ecological security, protecting biodiversity, and preserving natural heritage. 
Ecotourism, as an important way to realize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products in nature reserves, can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ecological protection,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enhance community well-
being, and strengthen public awareness. Therefor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mechanism and path of 
realizing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products in nature reserv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ecotourism. Given 
that nature reserves are complex ecosystems, this article places the study within a social economic 
natural complex ecosystem, exploring the mechanisms and pathways for realizing the value of ecolog-
ical products in nature reserves from the three unique aspects of ecotourism: conservation, sustaina-
bility, and popularization. The study first clarified the classific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s, and then 
explored the path of promoting the multidimensional value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s in na-
ture reserves through ecotourism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and the various 
stakeholders involv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the mechanism of realizing the value of ecolog-
ical products under the guidance of ecotourism was explored, aiming to promote a win-win situation 
between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in nature reserves, achiev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sustainable uti-
lization and value maximiz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s in nature reser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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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日益引发广

泛关注。《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明确给出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时

间表和路线图，到 2025 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制度框架初步形成，到 2035 年完善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机制全面建立。生态产品作为生态系统为经济活动和其他人类活动提供且被使用的货物与服务贡献，能

够有效并顺畅地实现其价值，是加快生态文明建设与推动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关键。另外，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预计到 2035 年，中国将初

步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以保护自然、

服务人民、永续发展为宗旨，旨在维护生态系统健康稳定，提高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同时为社会提供如

科研、教育、体验、游憩等优质的生态产品和公共服务，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永续发展[1]。 
生态旅游是自然保护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途径，不仅能正向影响生态保护，还在促进经济增

长、提升社区福祉、增强公众对自然保护的意识和参与度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现有研究较少从生

态旅游的角度探寻自然保护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而生态旅游相较于大众旅游有其独属的特性，是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方式，其独特性恰好对应社会、经济与自然三个维度，又鉴于自然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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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具有诸多相关的利益主体，因此，本文将研究置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

态系统中，从生态旅游的角度探究自然保护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机理与路径。 
因此，本文尝试通过生态旅游导向探究自然保护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运行机理，解析生态旅游的

保护性、可持续性以及科普性三个独特性，将其置于自然保护地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中。基

于这一复合系统，本文分析自然保护地发展生态旅游过程中各利益主体间的协调与互动，设计不同类型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旨在促进自然保护地的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

标，为实现自然保护地生态产品的可持续利用和价值最大化提供理论和实践的有效借鉴。 

2. 生态旅游 

2.1. 生态旅游的独特性 

“生态旅游”这一术语最早是 1983 年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特别顾问 Ceballos Lascurain 提出

的，1992 年“联合国世界环境和发展大会”在世界范围内提出并推广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原则后，生态

旅游作为旅游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形式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地研究和实践[2]，并于 20 世纪 90 年代

被引入中国，既担当多重具有价值导向的角色，亦肩负双重实践重任的责任[3]。相较于大众旅游，生态

旅游强调对生态吸引物的研究和保护，强调生态旅游者、当地居民、旅游开发商、政府部门等关系的和

谐共生[4]，强调对生态理念的科普教育。 
生态旅游的核心在于通过旅游活动促进生态保护并提高旅游者对于自然环境的认识与尊重。首先，

生态旅游的对象是自然生态及人文生态[5]。生态旅游对象不仅仅局限于自然生态系统，同时涵盖了自然

区域中蕴含地域特色的人文生态系统。其次，多方主体共同承担生态旅游责任。一方面，所有参与方之

间建立基于相互尊重和支持的关系网络，确保旅游活动对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的干扰是可控的；另一方

面，各方应承担保护环境和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福祉的提升的责任。最后，重视科普教育功能。

生态旅游要能提高甚至改变旅游者的环境资源观和生活方式[5]，它鼓励旅游者深入体验当地的文化和自

然美景，激发人们保护环境的责任感，实现旅游业与自然环境、当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相较于大众旅游，生态旅游更突出三方面价值：首先在生态上有利于保护资源和环境，促进

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二是经济上有助于确保可持续的地方景区开发和管理，同时也是促进居民可持续生

计的有效工具；三是在社会和文化上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和科普教育功能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2.2. 自然保护地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 

尽管社会、经济、自然这三个系统各自独立存在并发展，但它们之间仍然相互依存并相互制约。复

合生态系统由社会、经济、自然三个子系统耦合构成[6]，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种形态[7]，是生态整

合[8]，是关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理论[9]。社会子系统是指以人为核心而构成的观念、体制和文化[8]，由

社会的科技、政治、文化等要素耦合构成。经济子系统是指人类为生存和发展而组织的生产、流通、消

费、还原及调控等活动，以人类的物质能量转换与利用活动为主体[8]，由商品流和价值流所主导。自然

子系统指人类周围的自然界，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空间条件，由环境要素和资源要素组成

[10]。三个子系统相生相克、相辅相成，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行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

与公平，促进经济发展、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创造出超过单一系统总和的协同效应，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长远目标。 
自然保护地作为生态建设的核心载体，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和美丽中国的重要象征，还在维

护国家生态安全中居于首要地位[11]，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自然保护地也是生态旅游发展的重

要依托，其本质上是一个自然–经济–社会复合地域系统。通过合理规划与管理，生态旅游能够在不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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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自然环境的前提下，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同时增强公众的环保意识与参与度，实

现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赢。 
因此，将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理念结合生态旅游的实践应用于自然保护地的管理中，

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提供了可行路径。 

3. 自然保护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前提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首先要对生态产品进行有效识别与分类，有助于复合生态系统的平稳运行和健康

发展，从而更好地管理和保护自然保护地生态资源[12]；第二要明确自然保护地生态产品的产权，实际上

是对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中生态资源的确权，明确涉及有关利益相关者；最后，实现自然保护地生态产

品价值。 

3.1. 自然保护地生态产品分类 

生态产品是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提出的一个独创性概念，体现了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价

值取向[13]。目前学术界在生态产品的定义上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生态产品”概念最早见于 2010 年 12 月国务院发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定义为维系生态

安全、保障生态调节功能、提供良好人居环境的自然要素，如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和宜人的气候等，

涵盖物质产品、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三类。国家统计局指出，“生态产品”多见于国内政策文献和学术

研究中，国际上类似概念为联合国等组织提出的“生态系统服务”。《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提出的生态

产品概念引起了学术界广泛关注，被视为狭义上的生态产品定义。 
广义的生态产品不仅包括上述自然要素，还包括人类付出劳动参与生产的具有生态特性的产品[14]。

如那些通过节约资源和有利环境方式生产出的有机农产品、生态工业品等环境友好型产品、生态标签产

品[15]，以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方式供给的物质和文化产品[16]。 
本文在狭义的生态产品概念基础上论述自然保护地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问题，采纳《生态产品总值

核算规范(试行)》中的生态产品定义：生态系统为经济活动和其他人类活动提供且被使用的货物与服务贡

献，包括物质供给、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三类，因此，根据自然资源资产的利用方式将自然保护地生态

产品分为供给服务产品、调节服务产品和文化服务产品。 
供给服务产品主要指自然生态系统为人类社会提供的物质产品包括农产品、生物医药原料、天然纤

维和木材等。调节服务产品主要指气候调节、水源涵养、防风固沙等服务，调节服务产品通常与整体系

统联系紧密，难以单独分割独立交易，其价值实现需要依附于整个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实现[17]。文化服

务产品主要指人们从自然生态系统中获得的精神愉悦、知识学习、主观体验、休闲娱乐和美学欣赏等非

物质利益，包括休闲娱乐活动、文化用途及科研价值等。自然保护地通过合理开展自然教育、科研考察

和生态旅游等活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如表 1 所示。 
 
Table 1. Classific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s 
表 1. 生态产品分类及阐释 

生态产品类型 主要阐释 产品示例 

供给服务产品 指自然生态系统为人类社会提供的物质产品 农产品、生物医药原料、天然纤维

和木材 

调节服务产品 指生态系统提供的涵养水源、土壤保持、气候调节等产品 气候调节、水源涵养、防风固沙等 

文化服务产品 
指人们从自然生态系统中获得的精神愉悦、知识学习、主观

体验、休闲娱乐和美学欣赏等非物质利益，包括休闲娱乐活

动、文化用途及科研价值等产品 

典型的自然景观与野生动物观赏；

康养休闲等娱乐活动；科研、科普

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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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自然保护地生态产品产权明晰 

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依赖于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众多利益相关方的协同合作。基于利益相关者

的视角，识别各利益相关方及其利益诉求，并清晰界定其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是关键[18]。由于自然生态系

统服务具有纯公共物品的特性，通过明确所有权、用益权与转让权，可以使“公共物品”私有化，进而实

现生态资源使用外部效应的内部化[19]。因此，明确自然生态资源的产权界定，方能区分各类生态产品的

供需方，进而构建合理的供需桥梁。可以通过对利益相关主体的多重安排，综合平衡各个利益相关者的

利益要求[20]，使各利益相关者在资源环境保护中达成多利益维度的均衡[21]。 
自然保护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利益相关者是在自然保护地生态产品保护和开发过程中存在直接或间

接影响的组织或个人，主要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加挂国家公园管理局牌子)、特

许经营企业、科研机构、社会组织、原住居民等。其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负责自然保护地的设立和

管理，承担维护国家及地方生态安全屏障的生态保护修复支出责任[22]，追求自然保护地生态产品可持续

发展以及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最大化；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加挂国家公园管理局牌子)负责拟订各类自然

保护地规划和相关国家标准、国家公园设立、规划、建设和特许经营等工作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工

作[23]，协调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实现自然保护地生态产品高质量供给；特许经营企业利用自然保

护地生态资源开展生态旅游、生态康养等生态产品开发活动，实现自然保护地生态产品经济效益；科研

机构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生态环境监测和科学研究等工作，为自然保护地生态产品的管理和保护提供

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社会组织开展宣传教育、监督评估、生态保护修复等活动，提高公众生态认知水

平，参与自然保护地生态产品的管理和保护；原住居民参与自然保护地生态产品保护与开发工作，通过

其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丰富自然保护地生态产品的生态文化服务产品价值。 

3.3. 自然保护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自然保护地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保存自然遗产、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等方面发挥

着关键作用，确保重要自然生态系统、遗迹、景观和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提升生态产品供给能力，

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生态支撑[11]。《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办法(试行)》规定，生态保护红线原则上按

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活动，严禁任意改变用途。由此可

见，自然保护地作为生态产品可持续且稳定的供给源，其供给主体通过获得“生态红利”，有效激发了

生态保护的内在动力[24]。 
我国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指引下开展了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的广泛实践，提出了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这一创新性战略举措[25]。作为中国化的理念和实践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强调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促进生态价值显化、增值[26]，使自然生态系统的诸多有形和无形利益变

现为社区居民收入和社会福利，形成社区内生发展的长效机制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利益导向机制[27]。 
国务院办公厅在 2016 年印发的《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提出，要完善生态产品价格形

成机制，使保护者通过生态产品的交易获得收益。其主要目标是实现生态产品的有效供给，保护生态系

统完整性和功能性[14]。单一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是由交易双方通过交易，将生态产品的使用价值转化为

交换价值的过程[25]，本质上是通过多种政策工具的干预真实反映生态产品的价值，通过已有或新建的交

易机制进行交易[14]，解决生态保护的外部性问题，以市场化机制使原住民、社区、地方政府作为生态物

质[21]，建立“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长效机制。 

4. 生态旅游导向下自然保护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前提下，充分利用生态资源，通过生态产业的开发，将生态资源转化为促进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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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动力，是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重要途径。然而，自然保护地作为一个复杂的复合系统，其管理和

保护工作面临着多维度的复杂挑战。因此，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路径选择，应当注重经济、社会与生态

效益的三重结合，促进自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和谐共生。 
2021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中自

然资源部分总结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政府路径、市场路径和政府与市场混合型路径三条路径。本文遵

从“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多方协作”的原则，根据“产品类型–实现机制–参与主体–实现路径”的逻

辑思路，探讨生态旅游导向下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Value realization paths of different ecological products under the guidance of ecotourism 
图 1. 生态旅游导向下不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4.1. 生态补偿 

生态补偿是由中央与地方政府主导，旅游企业与原住居民等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的实现生态产品价值

的主要路径，按照“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破坏者赔偿”的原则，确保生态系统的原真性与完整性，

协调保护与开发间的利益关系。 
在生态旅游中，社区原住居民提供的旅游资源经旅游企业开发转化为产品，游客通过体验和购买实现

生态服务付费，完成生态环境的补偿。旅游企业从中获取收益，并将部分收益回馈给社区居民以激励其保

护环境、提升产品质量。三方在购买交易的互动激励中实现生态补偿，最终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4.2. 权益交易 

生态权益交易指在明确生态系统服务和资源产权流转的生产消费关系基础上，产权所有者与受益方

通过市场化手段直接实现生态资产价值的过程。交易可采取货币支付、物质交换、租赁安排或技术援助

等完成直接交易[25]。 
在生态旅游中，社区居民拥有资源的使用权与经营权等权益，可以选择将资源产权通过租赁、转让、

托管或入股等形式交付给旅游企业，企业借助特许经营旅游产品与积极参与市场交易，实现调节服务产

品的价值提升与转化。不仅为社区居民带来稳定的经济收益，还有助于增强生态保护意识，形成生态保

护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的局面。 

4.3. 碳汇交易 

碳汇交易是指在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共同作用下，将自然保护地的碳汇产品及其衍生产品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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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有利于强化自然生态的基础质量及其自我恢复能力，并促进碳汇资源的合理配置与

高效应用。 
在生态旅游中，碳汇供给方通过碳汇项目向交易市场提供碳汇及相关衍生品，政府等碳汇需求方通

过在平台上购买所需产品，获取碳汇收益来抵消成本，实现碳汇价值有效转化。这种方式不仅促进了资

源的可持续利用，还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实际支持，企业也可通过付费购买碳汇产品，共同实现生态

产品价值。 

4.4. 生态标签 

生态标签是由市场主导，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多方主体共同参与，这种方式不仅促进生态产品的市

场认可度，还可以有效激励生产者采取更加环保的生产和经营方式，同时引导消费者选择更加绿色、健

康的产品。 
在生态旅游中，生态产品需要通过第三方机构对其生产、销售等环节进行监督与验证，获得代表具

有较高生态质量或者较低环境影响的生态认证标志，实现产品生态信息的透明化，提高游客对产品的信

任度。这类产品的价格通常高于未获得认证的产品，有利于减少市场摩擦，并通过提升生态产品的附加

值促进交易。 

4.5. 特许经营 

特许经营是指国家林业与草原局通过招投标等竞争性程序，将项目经营许可权利授予具备自然保护

地生态产品开发经营能力的营利性企业或社会组织。这些被授权的实体经过评估后，可以在政府的监管

下，合法有效地开展自然保护地全民所有资源资产的例如销售商品、科普教育等的有偿使用活动，有益

于促进社会参与，实现高质量生态产品的供给与资源的合理利用。 
在生态旅游中，根据不同旅游资源的特色，结合市场发展潜力，高质量开发自然保护地的生态旅游

产品，不仅可以将自然保护地丰富的生态资源转化为具有经济价值的旅游产品，还可以带动自然保护地

农业、林业、渔业等其他相关生态产业的发展，实现与一、二、三产业相关的生态产业融合发展，提供更

多元的生态产品。 

4.6. 品牌增值 

品牌增值是指依托自然保护地的生态环境和人文历史，塑造自然保护地品牌，开发具有核心竞争力

的生态产品，实现生态优势向价格优势的转变[28]。 
在生态旅游中，凡是取得自然保护地品牌认证资格的授权单位，均有权在指定产品的包装、标签、

说明书以及产品本身上施加或印制自然保护地的品牌标志，被允许在相关产品的媒体传播、广告宣传等

市场营销环节中使用。这些授权单位借助品牌加持，不仅可以推动生态产品增加市场认可度，拓展旅游

企业销路；还可以开展适度的自然教育研学等活动，增强生态产品的文化和教育价值。 

4.7. 生态溢价 

生态溢价是指将难以直接进行交易的生态产品的价值附加在工业、农业或服务业产品上，使被附载

体产品以高于原本的价格在市场中完成交易，实现产品价值[24]。在实现文化服务产品价值时一般采用间

接溢价模式。 
在生态旅游中，自然保护地充分利用优美的自然风光、独特的生态系统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等生态

资源，吸引企业产业入驻投资，打造核心竞争力，推动其开发的民宿、旅游纪念品等特许经营，再以高

于普通旅游产品的价格销售，实现生态溢价。 

https://doi.org/10.12677/mm.2025.155128


韩湘潞 
 

 

DOI: 10.12677/mm.2025.155128 65 现代管理 
 

5. 生态旅游导向下自然保护地价值实现机理 

本文基于自然保护地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结合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与相关利益者的

互动及博弈，秉持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兼顾原则，分析生态旅游导向下自然保护地生态产品实现运行

机理，如图 2 所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局面。 
 

 
Figure 2. Operating mechanism 
图 2. 运行机理 

5.1. 各主体在价值实现的角色与作用 

任何组织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多个利益相关主体投入与参与，在自然保护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

中存在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主体，通过他们各自的协调、博弈与利益再分配，达成各个主体的利益要求[29]。
根据他们在价值实现中发挥的作用分成自然保护地管理主体、自然保护地多元组织、游客与社区居民。

只有充分调动自然保护地各方的积极性，确保利益相关方在保护生态环境、提供生态产品的同时不吃亏、

有收益，才能真正可持续地实现生态产品价值。 

5.1.1. 自然保护地管理主体 
自然保护地管理主体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和国家林业与草原局，是自然保护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

主导者，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其中，中央政府负责国家公园等的设立和直接管理，维护国家生态安全

屏障；地方政府负责地方管理的自然保护地的设立和管理，负责地方生态保护修复支出，确保重要自然

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提升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国家林业与草原局负责自然保护地的总

体规划、布局和标准制定，指导和监督各地自然保护地的建设和管理，确保生态系统的健康稳定，推动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可持续利用。 
自然保护地管理主体通过制定特许经营政策与行业标准，并评估监管企业的能力与影响力，委托旅

游企业或社会组织运营生态旅游，并主导搭建生态产品交易平台以调控管理各方参与者；同时，管理主

体在生态产品开发过程中对生态环境与参与环境保护的社区居民进行生态补偿；此外，结合国家战略与

当地资源概况统筹规划生态旅游，引导其健康发展，实现自然资源资产合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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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自然保护地多元组织 
自然保护地多元组织包括旅游企业、社会组织和科研机构，是生态资源到生态产品的实施者与转化

者。其中，旅游企业负责将自然保护地生态资源开发为生态产品，通过市场运作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

为开发、保护与管理提供经济基础与活力源泉；科研机构负责生物多样性调研、生态环境监测及科学研

究等工作，为生态产品开发、保护与管理提供科学依据与技术支持；社会组织负责提升公众生态认知水

平及策划参与生态保护修护活动，为生态产品开发、保护与管理提供直接有效的途径。自然保护地多元

组织各司其职，相互协作，共同推动自然保护地的有效治理与可持续发展。 
自然保护地多元组织通过科学开发与多元化销售等方式将生态产品转化为经济价值，实现利润回报

和资源可持续利用；同时，通过生态产品将自然资源的底蕴与意义直接传递给游客；此外，多元组织通

过宣传教育、监测资源等手段保护并合理开发自然资源；另外，多元组织通过回馈当地居民所得利益、

遵循管理主体制定的政策准则有效联结了管理主体、社区居民与游客，共同促进自然保护地的可持续发

展。 

5.1.3. 游客 
游客是自然保护地生态产品的主要消费者，通过直接付费有效体现生态产品与服务的价值。在生态

旅游中，游客通过消费与体验生态产品来满足休闲与探索需求；同时，对旅游产品与其附加的生态价值

付费，完成生态补偿，弥补其在旅游活动中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此外，游客通过直接购买由社区居

民提供的旅游产品并享受讲解等服务，为社区居民带来部分收益，成为他们回馈的承担者。 

5.1.4. 社区居民 
社区居民是自然保护地生态产品的主要保护者与供给者，依托当地的生态资源和环境繁衍生息，既

承担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确保生计可持续，又通过参与生态产品开发，利用其传统文化和实践经验提升

产品价值，促进生态旅游发展；此外，他们通过市场交易与生态补偿获取利润回报、弥补经济损失，实

现利益协调。 

5.2. 各主体间的相互关系 

自然保护地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系统中三个子系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社会生态系统是核心角

色，其主体行为活动持续地对调节生态环境和发展经济态势产生影响。经济生态系统作为重要调节机制，

合理有序的经济活动有助于稳固社会系统运行并反哺自然生态系统。自然生态系统是发展基石，为经济

和社会系统的发展提供不可或缺的生态资源支持。三者交互调试，在冲突和平衡中共同推动整个系统的

发展，合力促进自然保护地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 
通过阐释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流程，可以看出各利益相关主体间的关系构成了一个闭环模型。此

闭环模型类似一个圆，其中内接正方形的四个顶点代表四类相关主体。每个主体可视为圆心，以其为

中心画圆，则能与其他两个主体相交。此模型具有动态性、弹性和包容性，每个主体既可视为过程起点

也可作为终点，彼此相互依存且相互影响。面对不可预见因素时，模型能够适当增减利益相关主体而

保持稳定，且适用于任何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系统的子系统，展现出灵活搭配、简洁明了的特点。因

此，在自然保护地中，通过合理布局和协同合作可以有效实现生态产品的价值，并维持系统的稳定与

发展。 

5.2.1. 各主体在社会生态系统 
自然保护地管理主体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与标准，促进区域的修复、保护与管理，为多元组织

开发推广生态产品提供了制度保障，支持其依托自然资源进行生态产品开发。并通过特许经营与社区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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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合作，向游客提供生态产品及科普教育，同时创造就业机会，提升居民福祉。游客在享受服务过程的

同时，进一步强化保护理念，其反馈有助于回馈给多元组织和社区居民，同时为管理主体提供政策修订

依据，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的优化升级。在此过程中，社区居民不仅为多元组织贡献劳动力，参

与生态产品的保护、开发与管理工作，还通过承担公益岗位为游客提供服务，与多元组织共同缴纳税款。

这一机制促进了自然保护地的保护与利用、民生长远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有助于提高各方对自然保护

地生态环境保护的认识与意识并协调各子系统的平衡，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Social ecosystem 
图 3. 社会生态系统 

 

 
Figure 4. Economic ecosystem 
图 4. 经济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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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Natural ecosystem 
图 5. 自然生态系统 

5.2.2. 经济生态系统 
自然保护地管理主体将部分自然资源的权益授予多元组织，由其负责评估、开发、运营、交易与监

测。通过生态旅游，多元组织向游客提供生态产品，社区居民则以独特的传统文化和实践经验丰富游客

体验。在此过程中，多元组织与社区居民共享收益，并将部分利润回馈给社区，协同政府实施生态补偿

措施。同时，双方缴纳的税款保障了资金的流动与平衡。经济生态系统的平稳运行推动经济发展和生态

保护实现双赢，不仅促进自然保护地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带动生态旅游等产业的发展，进一步推动生

态产品价值的实现，而且有助于维护自然保护地生态平衡和物种多样性。因此，该系统的运作不仅带动

了区域经济及相关产业的发展，还确保了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如图 4 所示。 

5.2.3. 自然生态系统 
自然保护地管理主体、多元组织、游客与社区居民共同肩负保护自然资源的重任，协同参与资源的

开发与管理。在自然生态子系统中，各主体以保护自然保护地为首要任务，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

展现出流动性特征。这种协作不仅有利于维护自然保护地的生态环境，还促进了自然资源有效转化为生

态产品，强调了各方在确保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关键作用，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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