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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资产保值增值视角下超特大城市中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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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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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然资源资产保值增值的视角出发，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依据自然资源资产核算结果呈现的特征和存在的问题，对标国

内外先进地区的相关案例，以实现自然资源资产保值增值为目标，从自然资源数量、质量和空间3个维度，提出促进超特大城市中

心区生态空间保护利用的规划策略。一是要结合超特大城市中心区生态空间内自然资源的主导特征，提高主导自然资源的数量；

二是要提高自然资源的质量等级；三是要优化生态空间保护利用分区，对自然资源资产价值高的地区做好生态保育，对价值低的

地区开展生态修复工作，并提高生态空间内的设施配套水平和景观环境品质。最后以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为例进行实证研究。

Taking account of the perspective of natural resources assets preservation and appreciation, problem orientation and goal 

orientation,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accounting results of natural resource assets, 

benchmarking relevant cases at home and abroad.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planning suggestions to promot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he ecological spac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quantity, quality and space of natural resources. The first is to 

consider the leading characteristics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the ecological space of megacity centers to improve the quantity of 

leading natural resources. The second i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level of natural resources. The third is to optimize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zones of ecological space, carrying out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in areas of high-value natural resource assets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n low-value areas, and improve the supporting level of facilities and environmental landscape 

quality of ecological space. Finally, the paper takes Guangzhou Haizhu National Wetland Park as an empirical 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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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

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已经成为这一矛盾的

重要方面。城市作为人口集聚的主要载体，其

内部的生态空间成为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

境需要的重要空间依托，对城市生态空间的

关注和重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话题。目前，关

于城市生态空间的相关研究集中在城市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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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的范围和边界识别[1-2]、演化和动力机制

研究[3-4]、生态环境效应研究[5]、保护利用和规

划管控策略[6-7]等方面，而对城市生态空间的

保护利用研究则聚焦在城市规划[8]、生态学[9]、

风景园林[10]等学科，从自然资源学科，尤其是

从自然资源资产保值增值角度开展的相关研

究较少[11]。

依据国家自然资源部于2020年初印发的

《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总体方案》，自然资源主

要包括土地（耕地）、矿产、森林、草原、水、湿

地、海洋等。自然资源资产则是附着在自然资

源上的各种有形服务和无形服务，包括产品

服务、生态服务和社会服务[12]11-12。产品服务

指的是自然资源产生的各种农副产品，以有

形服务为主；生态服务主要包括自然资源所

承载的生态系统产生的生态调节服务和生态

支持服务，兼顾有形服务和无形服务；社会服

务则是由自然资源所衍生出的休闲旅游、科

普教育等服务，以无形服务为主。自然资源资

产价值即是将自然资源产生的各种有形服务

和无形服务折算为货币价格（经济价值），相

应可分为产品服务价值、生态服务价值和社

会服务价值。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自然资源作

为生态产品是有价值的。2021年4月中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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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建立健

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和实现机制做出顶层部

署和谋划。超特大城市中心区的自然资源和

生态空间相对稀缺，市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

需求相对更旺盛，加快推进超特大城市中心

区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更显出其必要性、重要

性和紧迫性，因而对超特大城市中心区生态

空间的保护利用显得非常关键和重要。

本文选择从自然资源资产保值增值角度

切入，为践行“两山理论”下的超特大城市

中心区生态空间保护利用和生态产品价值转

化实践提出新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同时，

以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为例，对其按本文

提出的规划策略实施后的自然资源资产保值

增值情况进行估算和验证。

1   自然资源资产保值增值视角下超特大

城市中心区生态空间保护利用的总体

思路

1.1   核算超特大城市中心区生态空间的自

然资源资产价值

（1）核算思路

学术界对自然资源资产的价值量构成和

评估方法已形成共识[13]，包括实物量评估和

价值量评估。其中，实物量评估包括数量和

质量评估，并确定不同自然资源的质量等级

结构和相应的质量调整系数，作为价值量加

权的依据[12]47。价值量评估分为全球、洲际、

国家等大尺度和都市圈、城市、片区等小尺

度，分别以谢高地[14]1243和欧阳志云[15]6747的

相关研究成果为代表。本文的研究尺度属于

小尺度，采用欧阳志云等人的研究成果：基

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量的多少和每类功能量

的单位价格核算得到单项价值，需要对每个

小项的价值进行测算，分别汇总形成生态服

务价值、产品服务价值和社会服务价值，最

后加总得到总价值量。具体的核算方法可以

分为3种类型：市场价格法、影子工程法和支

付意愿法[15]6750（见表1）。

（2）核算方法

参照国家自然资源部《全民所有自然资

源资产清查试点技术指南》、广东省《森林与

湿地资源生态价值核算方案》等上位技术指

南，生态服务价值包括调蓄洪水/涵养水源价

值、水质净化价值、固碳释氧价值、气候调节

价值、大气净化价值、固土保肥价值和生物多

样性价值，产品服务价值包括水资源价值、水

产品价值、林地价值、林木价值、林产品价值、

耕地价值和农产品价值；社会服务价值包括

科研教育价值和休闲游憩价值。按照上位技

术指南对自然资源资产核算的相关要求和核

算方法，对每项具体价值进行核算，最后加总

得到生态服务价值、产品服务价值、社会服务

价值以及总价值量，具体的核算公式、参数含

义和参数来源详见表2。

（3）价值量空间化表达

根据谢高地等[14]1248的相关研究结果，森

林、耕地的资源价值与植被覆盖程度呈正相

关，湿地、水体价值与生物多样性（水质、水

量）呈正相关，可以利用这些相关变量近似

表达价值量的空间呈现，形成自然资源资产

价值空间分布图。

以林地资源为例，计算林地的归一化植

被指数（以下简称“NDVI”，反映农作物长

势和营养信息的重要参数之一，是监测植被

覆盖度的重要手段，NDVI指数可以用来表征

森林、耕地、草原等自然资源的质量等级空间

分布情况），并利用线性方程将林地资源的资

产价值映射到空间格网上。

 

   

式中，Pi为第i个单元的资产价值；NDVIi

为该单元的NDVI值，NDVIt为林地区域内

NDVI值总和，Pt为林地资产价值总量。

同理计算水资源、湿地资源、耕地、公园绿

地的质量指数，并进行价值量空间化，最后集

成得到自然资源资产价值的空间化表达结果。

1.2   识别超特大城市中心区生态空间内自

然资源资产价值的特点和问题

自然资源资产价值受到资源数量和质量

的双重影响，一般而言，自然资源数量越大，

方法名称 含义阐述 评估对象

市场价格法 利用产品的市场价值乘以产品的产量，计算得到产品
的直接价值

林木价值、水产品价值、农产
品价值等

影子工程法 将生态服务价值转化为由人工工程实现同等功能需要
的费用

涵养水源价值、固碳释氧价值、
气候调节价值、固土保肥价值等

支付意愿法 根据问卷调查，访谈得到服务对象所接受的货物和服
务愿意支付的费用 休闲游憩价值等

表1  自然资源资产评估的主要方法

Tab.1  The main methods of natural resources assets evaluation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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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等级越高，价值量越大；价值量在空间上

也呈现异质性分布的特征，与不同类型自然

资源的空间分布相关[12]36。

在核算出超特大城市中心区生态空间自

然资源资产价值的基础上，对核算结果进行

分析，对标国内外先进地区的类似案例，分

别从数量、质量和空间3个维度进行深入分

析。一是数量方面，一方面侧重分析自然资

源类型比较价值量、单位面积价值量的关

系、特点和问题，另一方面侧重从价值结构

构成角度，分析产品服务价值、生态服务价

值和社会服务价值的结构是否合理，并深

入分析3大类价值内部的各类小项价值的

特点和存在问题。二是质量方面，着重分析不

同自然资源的质量等级情况和存在问题并找

出差距。三是空间方面，着重分析价值量空间

分异的总体情况，以及不同类型自然资源资产

价值的空间分异情况和存在问题。

1.3   研判自然资源资产保值增值视角下超

特大城市中心区生态空间保护利用的

目标方向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

要已经成为这一矛盾的重要方面。纵观国内

外先进城市，如纽约（中央公园）、伦敦（伦

敦湿地公园）、新加坡（双溪布洛湿地公园）、

香港（香港湿地公园）、杭州（西溪湿地公

园），纷纷在城市内部建设以休闲游憩为主的

城市（湿地）公园，增加自然资源的资产价

值，推进生态产品价值的转化和实现，满足市

民的休闲游憩需求。尤其是对超特大城市中

心区而言，生态资源相对稀缺，更加迫切需要

为市民提供更多的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其

对优美生态环境日益增长的需求。

因此，从超特大城市中心区生态空间保

护利用的需求看，一方面以自然资源为主的

生态空间归根到底是为人服务的，需要不断

强化其社会服务功能，提高社会服务价值；另

一方面是需要改善自然资源质量，不断提升

生态服务功能，提高生态服务价值，两者的目

类型 指标 子指标 公式 参数含义 参数来源

生态服
务价值

调蓄洪水 / 涵
养水源价值 — E=C×A×（P-B-F） C：单位水库造价；A：资源面积；P：单位面积年降水量；

B：单位面积年蒸散量；F：年地表径流量
C：参考文献 [15]6752
P、B、F：城市水资源公报

水质净化价值 — E=A×S A：资源面积；S：单位面积水质净化价值 S：参考文献 [12]62

固碳释氧价值
固碳价值 E=A×Q×P A：资源面积；Q：单位面积固碳量；P：碳税价格 Q：参考文献 [12]63

P：参考文献 [12]63释氧价值 E=A×Q×P A：资源面积；Q：单位面积释氧量；P：工业制氧价格

气候调节价值 — E=K×A×ρ×L×Q×D K：生态系统能量转化效率；A：资源面积；ρ：焦耳和度转换系数；
L：水蒸气汽化热量；Q：单位面积的年蒸发量；D：用电价

K：参考文献 [12]63
Ρ、L、Q: 参考文献 [15]6752
D：城市供电局

大气净化价值
生产负离子 E=A×Q×P A：资源面积；Q：年产生负离子个数；P：人工产生负离子单价 Q 和 P：参考文献 [12]64

吸收污染物 E=A×Q×P A：资源面积；Q：单位面积年净化某种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氟化物、滞尘）数量；P：人工处理某种污染物价格

Q：参考文献 [12]63
P：城市发改部门指导价

固土保肥价值
固土价值 E=A×Q×P A：资源面积；Q：单位面积年固土量；P：人工固土成本 Q：参考文献 [12]62

P：中国水利年鉴

保肥价值 E=A×Q×P A：资源面积；Q：单位面积年保肥量；P：肥料平均价格 Q：参考文献 [12]62-63
P：城市农业农村部门指导价

生物多样性
价值

湿地
E=A×S A：资源面积；S：单位面积生物多样性维持价值 S：参考文献 [16]森林

耕地

产品服
务价值

水资源价值 — E=Q×P Q：年供水量；P：自来水平均价格 Q：城市水务部门
P：城市自来水公司

水产品价值 — E=Q×P Q：年水产品产量；P：水产品平均价格 Q 和 P：城市农业农村部门

林地价值 — E=A×P/30 A：林地面积；P：林地价格，按 30 年分摊 P: 城市园林部门

林木价值 — E=Q×P/10 Q：蓄积量；P：木材价格，按 10 年分摊 Q 和 P：城市园林部门

林产品价值 水果价值 E=Q×P Q：年水果产量；P：水果平均价格 Q 和 P：城市农业农村部门

耕地价值 — E=A×P/30 A：资源面积；P：耕地占补价格，按 30 年分摊 P：城市自然资源部门

农产品价值 — E=∑Qi×Pi Qi：i 类农产品产量，Pi：对应市场价格 Qi 和 Pi：城市农业农村部门

社会服
务价值

科研教育价值
湿地

E=A×S A：资源面积；S：单位面积科研文化价值 S：参考文献 [12]98
森林（果园）

休闲游憩价值
免费区价值 E=C×P C：年均游客数；P：虚拟门票价格 C：景区官方；P：问卷

收费区价值 E=C×P C：年均游客数；P：门票价格 C 和 P：景区官方数据

表2  自然资源资产价值核算一览表

Tab.2  Accounting of natural resources assets value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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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终都是实现自然资源资产价值的保值增

值[17]。以上两个方面的改善和优化，与自然资

源的数量、质量和空间分布紧密相关。因而，

笔者认为，自然资源资产保值增值视角下，

超特大城市中心区生态空间保护利用的目标

和方向是要通过调整自然资源内部的类型结

构、提高质量等级、优化空间布局，着重提升

生态服务价值和社会服务价值，进而实现超

特大城市中心区生态空间内自然资源资产价

值的保值增值。

1.4   提出自然资源资产保值增值视角下

超特大城市中心区生态空间保护利用

的规划策略并进行估算验证

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以超特大城

市中心区生态空间的自然资源资产价值核算

结果为基础，以核算结果呈现出的自然资源

资产价值特点和存在问题为依据，以实现自

然资源资产价值的保值增值为目标，对标国

际国内先进地区的类似案例，分别从提高主

导类型自然资源的数量、提高质量等级、优化

生态空间保护利用分区并提出差异化的分区

管控策略等3个方面，提出自然资源资产保值

增值视角下超特大城市中心区生态空间保护

利用的规划策略，并估算按规划策略实施后

的自然资源资产保值增值情况。

2   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的实证研究

2.1   自然资源资产价值核算过程

（1）案例概况

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是广州市城市中

心区重要的湿地公园，其前身是广州万亩果

园，以湿地资源和森林（果园）资源为主，被

誉为“广州绿心”。2015年12月31日通过原

国家林业局试点验收，成为广州第一个国家

湿地公园。其中，西侧的海珠湖于2009年开

挖，2010年建成，2011年开放，形成“一湖

六脉”的格局；2012年和2015年分别建成、

开放海珠湿地一期工程和二期工程；从2019

年起开展海珠湿地品质提升工作，规划到

2025年将其打造成为具有国际示范引领力的

高质量发展的最美城市中央湿地。

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面积869 hm²，

2019年开展的相关自然资源专项调查显示，

自然资源总占地面积约755 hm²，其中湿地资

源①面积约217 hm²，占资源面积约29%，主要

分布在海珠湖、主干河流以及万亩果园南部

和东部支涌密集的地区；林地（园地）资源

面积约528 hm²，占比约70%，以果园为主，遍

布整个湿地公园；耕地资源约10 hm²，占比约

1%，零星分布（见图1）。

（2）核算结果

按照前述核算方法，经核算广州海珠国

家湿地公园2019年自然资源资产价值约6.34

亿元（见表3）。其中，生态服务价值约4.88亿

元，产品服务价值约0.45亿元，社会服务价值

约1.02亿元，三者比例为77:7:16。

2.2   自然资源资产价值的主要特点

（1）湿地资源的单位面积价值量最高

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内自然资源资产

价值量以湿地资源为主，占比65%，单位面积

湿地资源价值为189万元/hm²，林地资源的资

产价值较小，70%的资源面积只贡献了34%

的价值量，主要原因是林地资源以果园为主，

相比以乔木林为代表的森林资源价值较低，

单位面积资产价值（42万元/hm²）远低于湿

地资源（见表4）。

图1  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自然资源分布图

Fig.1  The natural resources distribution map of 
Haizhu National Wetland Park in Guangzhou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类型 指标 子指标 核算结果

生态服务价值

调蓄洪水 / 涵养水源价值 — 15 632.00
水质净化价值 — 1 432.00

固碳释氧价值 固碳价值 2 149.00
释氧价值 909.00

气候调节价值 — 12 341.00

大气净化价值 生产负离子 405.00
吸收污染物 122.17

固土保肥价值 固土价值 8 703.00
保肥价值 5 459.00

生物多样性价值
湿地 1 085.00
森林 528.00
耕地 0.62

小计 48 765.79

产品服务价值

水资源价值 — 354.00
水产品价值 — 325.00
林地价值 — 132.00
林木价值 — 219.00

林产品价值 水果价值 3 024.00
耕地价值 — 259.00

农产品价值 — 163.00
小计 4 467.00

社会服务价值

科研教育价值 湿地 1 289.00
森林（果园） 314.00

休闲游憩价值 免费区价值 7 000.00
收费区价值 1 600.00

小计 10 203.00
合计 63 435.79

表3  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自然资源资产价值核算一览表（单位：万元）

Tab.3  The results of natural resources assets value of Guangzhou Haizhu National Wetland Park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核算结果整理。

① 本文采用《国际湿地公约》对湿地的定义：不论其为天然或人工、常久或暂时的沼泽地、泥炭地或水域地带，带有静止或流动的淡水、半咸水或咸水水体，包括低

潮时水深不超过6 m的水域。据水文资料显示，海珠湿地的河流水面、坑塘水面和沟渠等水深都不超过6 m，可全部认定为湿地资源（河流水面和沟渠对应河流湿地，

坑塘水面对应湖泊湿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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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态服务价值突出

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的生态服务价值

占总价值量的77%，生态服务价值相对较突

出。其中涵养水源价值每年约1.6亿元，相当

于涵养了2 500万吨水产生的生态服务价值；

固土保肥价值每年约1.4亿元，固土能力相当

于保护海珠区8公分土壤免受水土流失，保肥

能力相当于保护海珠区耕地土壤肥力1.6公

分免受侵蚀；气候调节价值每年约1.2亿元，

相当于可供广州全市常住人口空调开2天所

产生的费用②。

（3）价值量空间分布不均衡

整体上西部海珠湖、中部万亩果园核心

区的自然资源资产价值较高，其余地区相对

较低，主要原因是与资源类型的空间分布、资

源质量等级和资源对外开放利用程度相关。

湿地的价值整体较高，但湿地一期和二期的

现状湿地功能不突出，湿地水体质量等级不

高（五类水）、部分水道不连通、林相单一、动

植物生境被破坏，与海珠湖相比仍有价值提

升空间。东部区域开放程度较低，社会服务价

值尚未完全凸显（见图2）。

2.3   存在问题

（1）湿地资源的规模不够

湿地应该作为湿地公园的主导资源，然

而目前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由于湿地规模

不够，现状湿地面积217 hm²，湿地率仅25%

（湿地面积÷湿地公园总面积），低于国家标

准（30%③），远低于杭州西溪湿地（湿地率

70%），导致在食物和水源、栖息地、隔离人为

干扰、关键物种恢复等生物多样性方面仍然

面临不少问题（见表5），亟需得到改善。

（2）湿地资源的质量等级有待提高

相关文献表明，湿地资源的质量等级与生

物多样性直接相关，与水质也有较强的关系[18]。

根据核算结果，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的现状

生物多样性价值很低，仅为1.6万元/hm²（表4

中的湿地价值量÷湿地面积），还不到杭州西

溪湿地（25.4万元/hm²④）的1/15；现状水质

较差，目前断面水质（见图3）主要为四类水

（占42%）和五类水（占42%），导致水质净

化价值不高，仅为1.8万元/hm²，与杭州西溪

湿地（2.8万元/hm²⑤）存在较大差距。因此，

从生物多样性和水质净化功能看，广州海珠

国家湿地公园的湿地资源质量等级还有较大

的提升空间。

 （3）社会服务价值有提升空间

目前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对外开放

比例与国内外类似地区相比较低（见表6），

为市民提供休闲游憩和科普教育的空间受

限，导致单位面积社会服务价值也较低，仅

13.4万元/hm²，与杭州西溪湿地（57.2万元/

hm²⑥）存在较大差距，社会服务价值显化能

力有待提升。

2.4   自然资源资产保值增值视角下促进广

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生态空间保护利

用的规划策略

（1）数量上：结合万亩果园建设果基湿

地，增加湿地数量和生物多样性

湿地资源的生物多样性是最丰富的，通

过增加湿地面积（如滩涂/浅水水草等），即

湿地率，可以提升生物多样性价值。结合广州

海珠国家湿地公园拥有万亩果园的良好现状

生态本底，应逐步改造湿地南部现有的果园，

建设果基湿地，规划新增果基湿地面积约100 

hm²（现状无果基湿地），规划实施后湿地面

积由现状的217 hm²增加到317 hm²，湿地率

由现状的25.0%上升到36.5%（达到国家湿

地公园的标准）。扩大湿地连片性，规划新增

果基湿地位于南部集中连片地区，通过丰富

食物和水源来源、提供差异化的栖息地环境、

建设隔离带减少人为干扰等多种措施，提高

湿地公园内部不同类型自然资源的生物多样

性（见表7）。

（2）质量上：改善湿地水生态和水环境

质量，提高湿地资源质量等级

针对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现状河流湿

地水质较差、生物多样性不高等问题，应实施

表4  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自然资源的资产价值量情况

Tab.4  The asset value of natural resources of Guangzhou Haizhu National Wetland Park

资源类型 价值量 / 万元 价值量占比 /% 面积 /hm² 面积占比 /% 单位面积价值 /
（万元 /hm²）

湿地资源 41 058 65 217.00 29 189
森林资源 21 915 34 527.98 70 42
耕地资源 472 1 9.87 1 48

合计 63 445 100 754.85 100 84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核算结果整理。

图2  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自然资源资产价值

空间分布示意图（10 m×10 m栅格）
Fig.2  The asset value distribution map of natural 
resources of Guangzhou Haizhu National Wetland 
Park (raster of 10 m×10 m)

资源来源：笔者自绘。

资源类型 食物、水源 栖息地 人为干扰 关键恢复物种
湖泊湿地 缺乏小型水生生物 缺乏高大阔叶林 无隔离带 鹭类
河流湿地 缺乏水生植物 缺乏停歇点 无隔离带 海鸥（红嘴鸥）
滩涂湿地 缺乏水生植物 缺乏浅滩及开阔水面 无隔离带 鸻鹬类、野鸭类

乔木林 林分结构单一，缺乏足够
的食物和水源

缺乏混交林和复层林，多样
性不足 无隔离带 一般鸟类

果园 植物种类单一，水源不充足 植物群落结构简单，无多样性 无隔离带 （雀形目）林鸟与松鼠

表5  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在生物多样性方面面临的问题

Tab.5  Problems in biodiversity of Guangzhou Haizhu National Wetland Park

资料来源：笔者实地调查访谈整理。

② 按照广州市2019年统计公报1 490万常住人口约465万户算，每户每天开1台空调耗电20度算。

③ 《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2017）》的相关规定，“国家湿地公园的湿地面积原则上不低于100公顷，湿地率不低于30%”。

④根据参考文献[18]中关于杭州西溪湿地的数据，并考虑时间贴现到2019年的估算数据。

⑤同④。

⑥同④。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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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策略，提高湿地资源质量等级，提升生态

服务功能和价值。一是开展水系连通工程，形

成“一湖、三片”的河涌水系格局（见图4），

即海珠湖（一湖六脉）和万亩果园水网片区、

石榴岗涌水网片区、共和围水网片区的水网

格局，通过打通主干河涌、支涌来畅通水质循

环。二是通过水系修复及补偿、整治河涌、强

化引水调水等工程措施，恢复广州海珠国家

湿地公园河涌原貌，改善水生态，提高水质环

境，规划近期水质由现状的四类和五类水为

主提升为优于五类，远期控制在三类至四类，

力争远景稳定在三类水标准。

 （3）空间上：优化生态空间保护利用分

区，提升设施配套和景观环境品质

结合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现状生态本

底和正在开展的海珠湿地品质提升等相关工

作，依据自然资源资产价值现状空间分布情

况，在空间上进一步优化功能分区，将湿地公

园分为5类功能分区，通过格局优化、设施升级

和品质提升来提高其社会服务功能和价值。

①对价值量高的地区进行生态保护，即

将海珠湖和万亩果园价值量较高的片区划定

为生态保育区，在生态保育区内除开展必需

的、与湿地和果园保护监测等有关的保护管

理活动外，不得建设任何基础设施，更不得发

生有损于区内河流湖泊水文循环、森林生态

系统结构和破坏生物资源与生境的行为。

②对价值量较低的地区实行生态修复，

主要包括价值量相对较低的现状河流湿地，

因此将主要的河流划定为生态修复区，通过

多种工程和生物技术措施来提高水生态环境

和水质。

图3  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水质监测点信息（2018—2019年度）

Fig.3  The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point information of Guangzhou Haizhu National Wetland Park (2018-2019)
资料来源：根据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官网数据整理。

表6  国内外先进城市的湿地公园对公众开放情况

Tab.6  The opening of wetland parks in cities at home and abroad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互联网公开信息整理。

分区 开放比例 /% 备注

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 42.1 完全开放的仅 10.9%（海珠湖），其余 31.2% 为限制开放区域（湿
地一期和二期工程）

杭州西溪湿地国家公园 58.5 58.5% 为全开放区域，剩余 17.7% 为一定年限保育后可开放
伦敦湿地公园 70.0 分为 6 个区域，其中有 3 个开放区域，面积占约 70.0%

新加坡双溪布洛湿地公园 75.0 分为 6 个区域，其中 2 个区域为保育区域，面积约占 1/4

资源类型 面积 /hm² 食物和水源 栖息地 人为干扰

湖泊湿地 72 良好的觅食区域，且与
其栖息地距离＜ 500 m 郁闭度＞ 0.5 的针阔混交林

人行道与鹭鸟主要
活动区距离应＞ 20 
m，且需有隔离带

河流湿地 145 水生生物如鱼、虾、昆虫、
水生植物

水面漂浮物；繁殖期需要在芦苇或
草丛

繁殖期人行道与巢
穴的距离应＞ 10 m

乔木林 429 蜜源性植物、昆虫、水果、
嫩叶等

郁闭度＞ 0.2 的混交林、复层林，下
层要有灌木、杂草，水位在 0.5—1 m；
水源距离 30—50 m，灌木距离＜ 5 m

一般鸟类：人为干
扰距离 5—10 m

果基湿地 100 蜜源性植物、昆虫等；
果树、昆虫、嫩叶等

乔木，地下要有杂草、灌木，水位
在 0.2—0.5 m；郁闭度良好、水源
距离 10—30 m，灌木距离＜ 2 m

松鼠：人为干扰距
离 10—20 m

表7  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不同类型自然资源的生物多样性提升策略

Tab.7  The strategies of improving biodiversity for different types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Guangzhou Haizhu 
National Wetland Park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图4  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水网格局优化示意图

Fig.4  The sketch map of water network pattern 
optimization of Guangzhou Haizhu National Wetland 
Park

资源来源：笔者根据相关资料修改而成。

图5  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生态空间保护利用分

区示意图

Fig.5  The sketch map of ecological spac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zoning of Guangzhou Haizhu National 
Wetland Park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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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在南部果园集中连片和水网密布地区

恢复重建果基湿地系统，划定为恢复重建区，

重建片区内部生态系统。

④针对土华社区和小洲社区所在的东片

区景观品质不高、设施配套明显不足的现状

调查结果，未来应提高其配套设施，加大对市

民的开放力度，不断提高湿地公园的社会服

务价值。

⑤将湿地一期和二期所在区域纳入景观

提升区，考虑连片性同步将环城高速两侧的

果园一并纳入，结合海珠湿地品质提升工作，

提升片区的景观和环境品质。

 （4）小结

按照前文提出的从数量、质量、空间3个

维度实施规划策略后，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

园的自然资源资产价值得到保值增值（见表

8）。数量上，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的湿地

面积增加了约100 hm²，林地面积减少了约

99 hm²，耕地减少了约1 hm²。质量上，广州海

珠国家湿地公园的湿地水质提高到远景的三

类水标准，通过丰富食物和水源来源、提供差

异化的栖息地环境、建设隔离带减少人为干

扰等多种措施，提高了湿地公园内部不同类

型自然资源的生物多样性。空间上，价值分布

较为均衡，南部和东部的价值提升较为明显。

规划新增东部片区为开放区域，开放率提高

到65.8%。价值量上，总价值提高到9.03亿元

（增加了约42%），其中，生态服务价值提高了

2.11亿元（增加了约43%），产品服务价值微

增到0.46亿元，社会服务价值提高到1.58亿

元（增加了约55%）。生态服务价值、产品服

务价值、社会服务价值三者的比例从现状的

77:7:16优化为76:5:19，体现出在以生态服务

价值主导的前提下社会服务价值得到进一步

优化的趋势，符合超特大城市中心区自然生

态空间的保护利用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市民对

优美生态环境日益增长的需求这一初衷。湿

地资源、林地资源、耕地资源的价值比重由现

状的65:34:1优化为79.6:20.0:0.4，进一步体

现了湿地公园中湿地资源的主导价值。

3   结语

本文从自然资源资产保值增值的视

角，依据自然资源资产核算结果呈现的特

征和存在的问题，对标国内外先进地区的

相关案例，以实现自然资源资产保值增值

为目标，尝试从自然资源数量、质量和空间

3个维度提出相关规划策略的分析框架，以

促进超特大城市中心区生态空间的保护利

用。一是数量上要结合超特大城市中心区

生态空间内的自然资源的主导特征，提高

主导类型自然资源的数量和生物多样性；

二是质量上要注重提高质量等级，强化生

态服务功能；三是空间上要优化生态空间

保护利用分区，对自然资源资产价值高的

地区做好生态保育，对价值低的地区开展

生态修复工作，并提高生态空间的设施配

套水平和景观环境品质。

本文以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为例，只

是对超特大城市中心区生态空间保护利用研

情景 数量 质量 空间 价值

现状核算结果
湿地 217 hm²，
林地 528 hm²，
耕地 10 hm²

湿地的水质以四类水和五类水为主。在食物
和水源、栖息地、隔离人为干扰、关键物种
恢复等生物多样性方面仍然面临不少问题

整体上西部海珠湖、中部万亩
果园核心区的资产价值较高，
其余地区相对较低。
现状开放率 42.6%

总价值约 6.34 亿元，其中生态服务价值
4.88 亿 元、 产 品 服 务 价 值 0.45 亿 元、
社会服务价值 1.02 亿元。湿地资源价值
4.11 亿 元， 林 地 2.19 亿 元， 耕 地 0.05
亿元

3 大规划策略实
施后估算结果

湿地 317 hm²，
林地 429 hm²，
耕地 9 hm²

湿地的水质提高到远景的三类水标准。通过
丰富食物和水源来源、提供差异化的栖息地
环境、建设隔离带减少人为干扰等多种措
施，提高湿地公园内部不同类型自然资源的
生物多样性

价值分布较为均衡，南部和东
部的价值提升较为明显。规划
新增东部片区为开放区域，开
放率提高到 65.8%

总价值⑦约 9.03 亿元，其中生态服务价
值 6.99 亿元⑧、产品服务价值 0.46 亿元⑨、
社会服务价值⑩ 1.58 亿元。湿地资源价值
7.19 亿 元， 林 地 1.80 亿 元， 耕 地 0.04
亿元

表8  自然资源资产保值增值视角下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生态空间保护利用规划策略实施前后的对比情况
Tab.8  Comparison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ecological spac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planning strate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intaining and 
increasing the value of natural resource assets of Guangzhou Haizhu National Wetland Park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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