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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如何真正变金山银
山？关键还要把生态资产放入广阔
市场，通过使用权交易流转，让它们
变现成为资金。

“交易过程中，撬动越多社会资
本，产业发展越有活力。”湖州市两山
公司负责人潘自敏说。但当前，市场
对生态产品尚未形成统一认识，尤其
是认可无形生态产品价值，尚需一段
时间。此外，各地对项目数量有考核
要求，“这使得无形资源转化，很难走
出县域。而有形资源转化时，国有资
本投资较大。”

这一判断，从多地两山公司交易情
况即可印证。最近，德清完成的全省首
笔湿地碳汇交易，虽说一定程度实现了
下渚湖湿地生态产品价值，但买主仍为
本地企业，象征意义大于市场意义。

此外，梳理各地项目也可发现，
国家电网、农发集团等各级国企，以
及两山公司自身，承担了大量生态产
品采购、闲置资产盘活等任务。比
如，淳安今年就要求，县级两山公司
承担建设未来乡村、“空心村”盘活等
项目5个以上。

“自己收储，自己投资，相当于甲
方乙方都做了，有重资产运行风险，
项目可持续运营效果也有待观察。”
郑启伟认为，各地有必要对两山公司
的预期进行理性分析，“若把两山公
司变成农村产权交易、项目投资平
台，路会越走越窄。”

受疫情、消费等因素影响，社会
资本投资文旅、农旅等项目的热情有
所下滑。越是这样的时刻，两山公司
越要起到“四两拨千斤”作用。

“该让市场做的事，放手让市场
去做，反而能激发社会投资活力，助
力产业持续健康发展。”采访中，常山
县两山公司负责人讲述了他们的“得
意之作”。

2015 年时，县里引进一家上海
企业，成立浙江柚香谷投资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专攻胡柚深加工。但农业
项目投资大、周期长，运行几年后，柚
香谷遇上资金瓶颈。“关键时刻，我们
收储 30 万株香柚树，返租给企业经
营。”该负责人说，2500万元资金，不
仅“救”了企业一命，还带动 5.7 亿余
元后续社会投资。

今年上半年，柚香谷双柚汁等饮
料订单量翻了数倍，常山胡柚深加工
产业产值达到10亿元。

据了解，为破解市场主体“不能
投”“不敢投”等问题，一年来常山还
在两山公司下设“农业产业投资”等
五个子平台，提供股权投资等服务，
支持项目落地。今年上半年，已累计
撬动社会资本28亿元。

目光来到千岛湖。至去年底，淳
安两山公司实施转化项目56个，投资
总额 19.98 亿元。其中，13.8 亿元为
社会投资，占比近75%。“我们的思路
也在转变。”两山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今年开始，除了看得见、摸得着
的项目，他们将着重在森林碳汇交易、
水权交易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

量虽不大，但无形生态资产的交
易试水，也为各地带来启示。

“在制定全市统一标准和制度基
础上，我们想以能耗指标为载体，探
索构建生态产品交易体系。将镇村
碳汇等生态产品，归集到市级数字平
台。企业购买后，按一定比例折算成
能耗指标。”潘自敏说，这一举措，既
能助力达成“双碳”目标，还将有效转
化生态产品价值。

对此设想，郑启伟表达了支持，
“作为一项生态产品，能耗指标有强
约束性。湖州若以此为突破口，率先
构建从平台收储到市场交易的市域
闭环，将为其他地方带来借鉴参考。”

让生态产品撬动更多社会资本

从试点到制定地方标准，“两山平台”路子越走越清晰

资源从农民手里来 资金到农民手里去
本报记者 沈晶晶 李世超 钱关键

近日，由湖州市县、浙江省标准化研究
院等联合起草的“两山平台”建设与运行管
理指南正式发布。

这是继4月底成立市级平台——湖州
市两山生态资源运营公司后，当地深化改
革迈出的又一步。目的是将试点经验升级
为地方标准，同时明确生态资源确权、收
储、交易等系列流程和要求。

一座山、一条溪、一亩竹林、一立方米
空气⋯⋯生态的价值，虽经生态系统生产
总值（GEP）核算等得以评估，但碎片化、
难抵押等现实问题，大大影响了产品变
现。为此，2020 年以来，安吉、淳安、开化
等地两山公司应运而生，成为绿水青山向
金山银山转化的一大平台。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当口，充分实
现生态产品价值，既是增加乡村居民财产
性收入、缩小区域和城乡差距的路径，也
是撬动全省山区特别是山区 26 县高质量
绿色发展的重要支点。这一平台如何发
挥更大能量？收储哪些资源，怎样撬动社
会资本，如何建立分配机制，是其中三个
关键问题。

这几天，安吉县山川乡马家弄村村民在农
技专家的指导下，对稻田进行拔草、除虫、施
肥。130亩荒废多年的田地，再次孕育生机。

一切，要归功于安吉两山公司。公司
副总经理王小刚介绍，年初开始，他们陆续
收储 1000 余亩抛荒地、“非粮化”整治地
等，招引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罗利军
团队，推广种植人工成本更低、农药化肥施
用更少的节水抗旱稻，“种子、肥料和技术
统一提供，稻谷成熟后回购，预计今年总产
量50万公斤，产值能达180万元。”

农田，不仅产出食物，还具备保持水土
等功能，是典型的生态资源。但与森林、滩
涂等相似，受地形、产业发展等影响，它们
有的散落城乡，有的难有收益。

两山公司成立的初衷，就是打造一个
平台——借鉴商业银行“零存整取”理念，
收储分散、零碎、闲置的低效生态资源，将
其“包装”成生态资产包或项目，再通过市
场交易等方式，充分实现资源价值。

以湖州为例，两年来，从安吉起步，当
地先后成立市县、乡镇级两山公司 23 个，
收储闲置土地2.4万亩、林地88万亩、农房
378幢，形成项目200余个。

“为什么我们要建市级平台？就是希
望能在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之间，搭起一
条标准化通道。”湖州市发改委资源节约处
处长汪明说，接下来，他们将把重心放到生
态资源认定标准、收储标准、产权制度、区
域碳汇结算制度等制定上，为规模化交易
做好准备。

“绝大多数生态资源集中在农村，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主战场也在农村。两
山公司作为我省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机制的主要抓手，应当首先厘清其功
能定位，不能偏离跑道。”浙江省发展规划
院首席专家郑启伟说。他参与了丽水、湖
州等地试点方案编制，还在持续跟踪安吉
改革进程。

在他看来，从收储资源开始，两山公司
就应明确运营范围——不能只考虑有形资
源，也不能把资产范围无限扩大，否则容易
与强村公司等既有平台“撞车”。

观察各地动向，不难发现，改变收储资
源内容和范围，正是深化改革的方向之
一。其中，碳汇，是大热门，也是突破口。

去年 12 月 28 日，安吉两山公司，率先
下设两山竹林碳汇收储交易中心，并争取
到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安吉县支行等四家机
构，共同授信 40 亿元，全面开始碳汇收
储。目前，总量已达2.5万吨。

山川乡大里村，吃到了首批螃蟹。
5425亩毛竹林的碳汇流转给中心后，收到
3 年一次性收储金 27.55 万元。“一旦有企
业购汇，中心还会将纯利润的 70%至 80%
返还给村里。”村党总支书记应忠东说，这
笔钱对村民来说是莫大激励。眼下，为提
升竹林固碳能力，不少村民重新背上砍刀、
修剪竹梢、养护毛竹。

资源收储范围，从有形向无形的变革，
还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平台不愿收储无形资源，有几个原
因。首要问题就在确权，比如碳汇，产权到
底属于谁，目前法律尚未明确。生态资产
进入市场，是否有溢价，如何定价，也很难
界定。”郑启伟分析。

没有先例可循，只能自己摸索。衢州
市发改局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处处长刘红
飞说，去年，他们以开化为试点，将地均
GEP纳入坑塘价值评价因子，“两村水质不
同，影响 GEP 高低。坑塘收储价格、清水
鱼定价等，就会相应波动。目前开化清水
鱼市场价每斤约40元，溢价率达300%。”

也就是说，凭借这一尝试，生态服务产
品被附着在有形产品之上，产权、溢价得以
同步明晰。

解决资源确权、核算
问题
解决资源确权、核算
问题

时值盛夏，清风伴着蝉鸣，拂过
青山。开化县音坑乡下淤村里的瓜
果，散发出了甜蜜气息。

“我们的葡萄很畅销。”村党支部
书记叶志廷带着记者走进占地百余亩
的现代化大棚，看见绿色藤蔓下挂着
一串串饱满的紫葡萄，他难掩喜悦。

一年来，县两山集团先后收储村
里 1407 亩山林、314 亩水域、620 亩
闲置土地。除了向村民支付固定“利
息”，他们还引入上海一家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打造钱江源未来农业示范
园。目前，园区累计提供上百个就业
岗位，每年为近百户农户带来30余万
元租金和分红收入。

“我们希望资源从农民手里来、资
金到农民手里去。避免交易红红火火，
老百姓却得不到实惠，或项目未能盈
利，收储资源打‘水漂’等情况发生。”刘
红飞说，纵观浙江各地，不管两山集团
如何发展，强村富民都是首位目标。

数据显示，仅衢州一地，今年前 5
个月，除去利息和项目分红，已带动
村集体增收 2943.5 万元，帮助农户增
收7376.6万元。

当然，社会投资不足、项目运营
不利形势下，要保障村集体和村民收
益，对各地两山公司来说，都是不小
压力。

如何借助金融手段，实现助农增
收，成为各地发力点。调研中，记者
发现，各地不仅有基于生态资源交易
价值和储蓄利息开发的金融产品，比
如德清“湿地碳汇共富贷”、安吉“碳
汇收储贷”、龙游水库“生态贷”等，安
吉等地还通过设立专项基金，为村集
体和农户融资贷款，提供担保支持。

“多亏‘空气’能‘卖钱’，申请到
了 50 万元贷款。”德清下渚湖街道和

睦村村民沈东，此前是青虾养殖户，
去年“退渔还耕”后，他转型成为种粮
大户。眼下，有了充足资金，他打算
再承包些地，尝试“稻虾共生”模式，
期盼水稻和小龙虾双丰收。

据悉，短短一个多月，德清推出
的“湿地碳汇共富贷”，已向农户授信
225 万元，为生态农业发展注入源头
活水。

不止如此，随着参与主体更加多
元，各地两山公司正探索建立更合理、
更长效的项目运营、收益分配机制。

行走安吉南溪畔，记者与潴口
溪、下汤、溪南、老石坎、横柏5村渐次
相遇。过去，这里修竹遍地、水杉如
画，却面临资源分布不均、规划欠缺
等困境，发展不温不火。

“我们沿 2.3 公里河岸，将五村生
态资源打包收储，聘请专业团队规划
设计。”安吉两山公司项目管理部负
责人潘振政说，之后，他们逐步建立

“两山公司+村集体+社会资本+银
行”开发模式——两山公司整合资
源、策划项目，将其推向市场；5 个村
集体，负责集体经营性资产确权、管
理等；社会资本，负责开发运营、导入
产业；银行以资产质押贷款等方式，
赋能项目建设。一年来，已有22个文
旅融合等项目成功转化，村集体经济
增收 2000 余万元。此外，还有 18 个
项目正在推进，建成运营后，预计年
营收超 3 亿元，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
超1600万元。

采访中，郑启伟透露，今年省里
还将出台相关文件，对两山公司建设
运营中的资源收储、金融风险、利益
共享等进行规范。人们期待，跑对跑
道的两山公司，能成为一把钥匙，解
锁更多“点绿成金”场景。

强村富民是首位目标

德清县下渚湖国家湿地公园 下渚湖街道供图

开化渔民幸福生活。 开化两山集团供图 安吉上墅乡刘家塘村发展林下经济，竹荪迎来丰收。通讯员 张卉 摄安吉上墅乡刘家塘村发展林下经济，竹荪迎来丰收。通讯员 张卉 摄

经安吉两山公司收储开发的漂流项目，吸引众多游客。 通讯员 洪芬 摄

游客在淳安千岛湖绿道骑行游客在淳安千岛湖绿道骑行。。 淳安县两山公司供图淳安县两山公司供图

周 膺

浙江两山转化平台建设，经过积
极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效，生态资源保
护、生态价值转化日益强化，业务范
围还拓展到文化服务资源，形成了较
为完整的自然和文化资源保护开发
机制。

其价值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一
是以非财政形式探索市场化生态付
费机制，使生态补偿更加充分；二是
对碎片化的生态资源进行集约化、规
模化开发，助力充分释放和实现生态
产品价值，推动农村农民增收致富；
三是使生态资源优化升级并实现创
意转化，推动创意农业、创意林业和
创意旅游业等产业发展。如衢州常
山县的两山转化平台，拥有生态安全
保障、生态资源储蓄、有效资产招商、
文化资源开发、有偿权项变现抵押等
功能，几乎涵盖了农村生产经营的方
方面面。此外，一些地区还以“生态
云脑”等方式，统筹农村数字化改革，
让农村经济工作的主要事权向平台
归集，完善其风险管控、保障体系。

在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背
景下，持续走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之路，应更好发挥平台转化作
用，使其逐步从1.0版迈向2.0版。目
前，一些地区正在国资控股为主体基
础上，探索引入社会资本、建立现代
企业制度，组建混合制两山公司，拓
展融资渠道，进行跨区域、多元化、多
形式经营。一些地区正尝试通过行政
许可等方式，以共同富裕为原则制定
完善政府、企业与农民（村集体）利益
分配机制，形成企业、集体、村民利益
共享机制，让老百姓真正享受生态保
护红利。这些都是改革深化的方向。

相信，未来它不仅是一个涵盖生
态价值核算、产权管理、信用管理、风
险预警、社会合作、利益分配、信息披
露、监管保障等于一体的综合平台公
司，更会是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群众
增收致富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成为浙
江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支点。

（作者系科创之江百人会成员、
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让平台作用
充分释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