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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府办〔2024〕13号

东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东源县生态

系统生产总值核算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单位：

现将《东源县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

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县发

展和改革局反映。

东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11 月 21 日

东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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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源县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

发广东省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河

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河源市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文件要求，加快建立健全我县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机制，根据《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规范（试行）》要求，

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体制机

制改革创新为核心，以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为关键，推进生态产业

化和产业生态化。充分挖掘东源县绿色生态价值和禀赋优势，加

快完善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机制的“东源模式”。

二、工作目标

（一）建立东源县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数据库

东源县是广东省河源市生态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为牢固树

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切实保护好东源县的各项自

然资源，准确掌握本县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现状，针对核算框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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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级指标涉及的核算参数进行数据采集工作，建立东源县生态

系统生产总值数据库。

（二）东源县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与报告编制

基于数据采集结果，根据东源县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技术

方案，开展东源县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分别运用模型计算、

系数校正、结果校核等方法，核算出森林、草地、农田、湿地、

城市等 5类生态系统生物质供给、水源涵养、土壤保持、防风固

沙、洪水调蓄、空气净化、水质净化、固碳、局部气候调节、噪

声消减、旅游康养、休闲游憩、景观增值等 14项生态服务价值，

并形成核算成果表。对单项生态服务价值进行加和得到生态系统

生产总值，初步分析东源县“两山”建设成效，查找不足，总结

经验，为下一步工作提供依据。

（三）为其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工作提供基础支撑

通过采集东源县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相关数据，建立东源县生

态系统生产总值数据库，全面掌握东源县生态系统生态产品的本

底数据。逐步探索推进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结果在政府决策、

考核评价、规划编制、项目建设、财政转移支付、生态保护补偿、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资源权益交易、经营开发融资等方面的

应用，为东源县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工作提供基础支撑，引导产业

绿色化特色化发展，实现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

展。

三、工作原则



— 4 —

（一）科学性原则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指标相关的基础数据的采集、整理和归类

工作必须依据科学的采集、整理方法实施，确保数据的有效性和

准确性。数据必须能够表征生态产品总值的特征和全面反映各类

生态产品的数量与质量，且其考量方式具备较强的科学依据。

（二）全面性原则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工作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既要包括

生产总值指标的各项指标，又要考虑到生态系统生态服务功能的

各个因子。

（三）简明性原则

繁杂的生产总值指标会给数据收集和价值核算工作带来极

大的麻烦，而且核算因子过多还可能会导致所涵盖内容发生重

叠，使得数据被重复计算，出现最终价值结果不准确的情况。因

此，在设计核算指标和核算因子时，必须使得各指标、因子间不

存在很强的相关性，以确保每个指标都能明确地评估，不存在异

议。

（四）可操作性原则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数据采集指标的设置应通俗易懂、易于操

作，而且要尽量选取可通过日常监测或实际勘测获得数据的项

目；核算方法要比较容易操作。

四、实施步骤

2024 年 11 月 10 日前，编制东源县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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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方案，明确核算框架、核算指标、核算方法、数据采集方法

等。

2024 年 11 月 20 日前，编制东源县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

工作方案，细化分解指标，明确各部门收集材料清单，召开东源

县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工作启动会，推动各部门合力开展数据

收集，为核算工作打下基础。

2024 年 11 月底前，开展数据收集和模型运算，对有疑问的

数据开展部门调研，确保数据的科学准确性。

2024年 12月底前，完成东源县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与评

估报告的编制，组织专家评审。

2024 年 12 月底前，提交项目成果，完成项目验收。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依据《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试行）》

（以下简称《规范》）《河源市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实施方案的通知》等文件精神，成立以县政府分管领导为组长，

县发改局、市生态环境局东源分局、县自然资源局、县统计局等

部门为成员的东源县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设在县发改局。协同多部门力量，深入研究《规范》内容，确

定生态系统类型、分布及区域范围，为核算工作提供有力的组织

保障。

（二）明确工作职责。各责任单位要指派专门的工作人员，

作为本单位数据采集录入工作的专职联络员，并将分管领导及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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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员的联络方式报送东源县发改局（附件 3）。各乡镇、县直有

关部门具体职责分工如下：

1.县直有关部门

县发改局：负责组织、协调、指导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指标基

础数据采集与核算评估工作，定期组织召开工作会议，协调解决

数据采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协调数据采集的日常工作。

新丰江林管局、县林业局：负责我县生态系统植被蒸腾量、

生物量、森林覆盖率、森林各类物资产品获取量等数据的采集；

负责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逐步形成现代林权制度；因地制宜

推动林业资源化提升，加快国家储备林建设，精准提升森林质量。

县农业农村局：负责我县各类生态系统（森林、农田、草地、

城市）土壤容量、各类作物产量、草谷比等数据的采集；负责推

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培育生态种养循环模式；重点围绕“八大

特色产业”做好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县气象局：负责我县降水量、蒸散发量、各类生态系统单位

面积蒸散发消耗热量等数据的采集；负责开展气候生态资源摸底

普查并加强成果应用；加强气候生态资源潜力评估；推动核算结

果在重大规划、重点产业发展、生态保护补偿、生态文明建设目

标评价考核方面得到应用。

市生态环境局东源分局：负责我县空气污染物排放量分区、

空气质量监测均值数据表、各类水体 COD 净化能力等数据的采

集；探索开展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异地开发补偿模式；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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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生态修复+资源利用+产业融合”的综合生态修复利用模式。

县水务局：负责我县区域入/出境水量、湖泊入/出湖流量、

沼泽土壤容重、沼泽土壤饱和含水率等数据的采集；探索开展绿

化增量责任指标、清水增量责任指标等指标交易；完善用水权，

资源要素交易。

县文广旅体局：负责我县自然景区名录、各自然景区年旅游

收入、各自然景区年旅游收入等数据采集；大力发展生态文化旅

游，构建乡村特色文化体验，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大力培育发

展生态康养新模式；以环境资源优势为特色，发展生态康养旅游

业；发展“森林+”康养、旅游等新业态。

县自然资源局：负责我县各类生态系统分布矢量数据/土地

利用现状分布矢量等数据采集；推进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探

索三维自然资源确权登记，逐步建立全县自然资源地籍调查和确

权登记数据库。

县财政局：负责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工作经费保障工作。

县有关单位：配合东源县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工作领导小

组做好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工作。

2.各乡镇

负责配合好本辖区内所涉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数据采集

工作，履行属地管理职责，做好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相关工作。

（三）加强宣传发动。各相关部门要加强生态系统生产总值

核算数据采集工作的宣传发动，通过媒体加大宣传力度；采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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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形式大力推进环境教育的社会化；组织社区、学校积极开展宣

传活动。

（四）做好工作协同。核算机构要严格执行 GEP核算标准，

按照《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试行）》要求，规范核算过程，

保持第三方独立性、客观性、公正性；县直相关部门及各乡镇要

配合做好 GEP 核算相关工作。

附件：1.东源县生态系统分类表

2.东源县 2021—2023 年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数据

采集任务分工表

3.各部门分管领导及工作联络员名单

4.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生态产品

总值核算规范（试行）》的通知

（联系人：吕斌；8831384）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县委各部委办，县人大办，县政协办，县纪委办，县武装部，

县法院，县检察院，新丰江林管局，县各群团组织。

东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11月2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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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东源县生态系统分类表

I级分类 Ⅱ级分类 Ⅲ级分类 指标说明

森林生态系统

阔叶林
常绿阔叶林 自然或半自然常绿阔叶乔木植被，H=3-30m,C>20%，常绿，阔叶

落叶阔叶林 自然或半自然落叶阔叶乔木植被，H=3-30m,C>20%，落叶，阔叶

针叶林
常绿针叶林 自然或半自然常绿针叶乔木植被，H=3-30m,C>20%，常绿，针叶

落叶针叶林 自然或半自然落叶针叶乔木植被，H=3-30m,C>20%，落叶，针叶

针 阔 混 交

林
针阔混交林 自然或半自然阔叶和针叶混交乔木植被，H=3-30m,C>20%,25%<F<75%

稀疏林 稀疏林 自然或半自然乔木植被，H=3-30m,C=4-20%

灌丛生态系统

阔叶灌丛
常绿阔叶灌木林 自然或半自然常绿阔叶灌木植被，H=0.3-5m,C>20%，常绿，阔叶

落叶阔叶灌木林 自然或半自然落叶阔叶灌木植被，H=0.3-5m,C>20%，落叶，阔叶

针叶灌丛 常绿针叶灌木林 自然或半自然针叶灌木植被，H=0.3-5m,C>20%，常绿，针叶

稀疏灌丛 稀疏灌木林 自然或半自然灌木植被，H=0.3-5m,C=4-20%

草地生态系统 草原

温带草甸
分 布 在 温 带 地 区 的 自 然 或 半 自 然 草 本 植 被 ， K>1.5， 土 壤 水 饱 和 ，

H=0.03-3m,C>20%

高寒草甸
分布在高寒地区（海拔>3000 米）的自然或半自然草本植被，K>1.5，土壤水饱

和，H=0.03-3m,C>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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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级分类 Ⅱ级分类 Ⅲ级分类 指标说明

草地生态系统

草原

温带草原 分布在温带地区的自然或半自然草本植被，K=0.9-1.5,H=0.03-3m,C>20%

高寒草原
分 布 在 高 寒 地 区 （ 海 拔 >3000 米 ） 的 自 然 或 半 自 然 草 本 植 被 ，

K=0.9-1.5,H=0.03-3m,C>20%

温带荒漠草原 分布在温带地区的自然或半自然草本植被，H=0.03-3m,C=4-20%

荒漠草原 高寒荒漠草原 分布在高寒地区（海拔>3000米）的自然或半自然草本植被，H=0.03-3m,C=4-20%

草丛
温性草丛 分布在温带地区的自然或半自然草本植被，K>1.5,H=0.03-3m,C>20%

热性草丛 分布在热带与亚热带地区的自然或半自然草本植被，K>1.5,H=0.03-3m,C>20%

湿地生态系统

沼泽

森林沼泽 自然或半自然乔木植被，W>2 或湿土，H=3-30m,C>20%

灌丛沼泽 自然或半自然灌木植被，W>2 或湿土，H=0.3-5m,C>20%

草本沼泽 自然或半自然草本植被，W>2 或湿土，H=0.03-3m,C>20%

湖库
湖泊 自然水面，静止

水库/坑塘 人工水面，静止

河流
河流 自然水面，流动

运河/水渠 人工水面，流动

农田生态系统

耕地
水田 人工植被，土地扰动，水生作物，收割过程

旱地 人工植被，土地扰动，旱生作物，收割过程

园地
乔木园地 人工植被，H=3-30m,C>20%

灌木园地 人工植被，H=0.3-5m,C>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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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级分类 Ⅱ级分类 Ⅲ级分类 指标说明

城市生态系统

（建成区）

居住地 居住地 人工硬表面，居住建筑

城市绿地

乔木绿地 人工植被，人工表面周围，H=3-30m,C>20%

灌木绿地 人工植被，人工表面周围，H=0.3-5m,C>20%

草本绿地 人工植被，人工表面周围，H=0.03-3m,C>20%

城市水体 城市水体 自然或人工水面

工矿交通
工业用地 人工硬表面，生产建筑

交通用地 人工硬表面，线状特征

其他陆域

冰川/永久

积雪
冰川/永久积雪 自然，水的固态

裸地
裸岩 自然，坚硬表面

裸土 自然，松散表面，壤质

注：1，来源于《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试行）》；

2，C:覆盖度/郁闭度；H: 植被高度（m）;F:针叶树与阔叶树的比例；W:一年中被水覆盖的时间（月）；K:湿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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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东源县 2021—2023 年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数据采集任务分工表

（注：请提供 2023 年数据，如无请提供 2021、2022 年数据）

责任单位
一 级 类

别
二级类别 核算指标 所需数据

数据文

件格式
数据单位

数据重

要性
备注

新 丰 江 林

管局、县林

业局

通 用 基

础数据

通用基础

数据
—

森林、湿地等生态系统

面积；林地一张图矢量

数据；湿地分布矢量数

据

GIS 图

层
核心

若无森林、湿地等生态系统面

积数据，提供东源县土地利用

现状矢量数据。

通 用 基

础数据

通用基础

数据
— 生物量

GIS 图

层
吨/公顷 核心

生物量指某一时刻单位面积

内实存生活的有机物质（干

重，包括生物体内所存食物的

重量）总量，可通过生物量因

子法、遥感解译和根冠比结合

等方法确定。

通 用 基

础数据

通用基础

数据
— 植被覆盖度

GIS 图

层
% 核心

植被覆盖度指植被在地面上

的垂直投影面积与土地总面

积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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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
一 级 类

别
二级类别 核算指标 所需数据

数据文

件格式
数据单位

数据重

要性
备注

新 丰 江 林

管局、县林

业局

实物量 物质供给
生 物 物 质

供给

森林各类物质产品获

取量
文本 吨 核心

森林各类物质产品指从森林

生态系统获取的各类物质产

品（如木材、竹材、非木质林

产品等）的数量。

实物量 物质供给
生 物 物 质

供给

其他野生动植物和生

物质经济产量
文本 吨 核心

实物量 调节服务
局 部 气 候

调节

单位面积森林、灌丛、

草地蒸腾吸热量
KJ·m-2·d-2 核心

实物量 文化服务 旅游康养 自然景区名录 文本 — 核心

价值量 调节服务 固碳 造林成本 核心

县 农 业 农

村局

实物量 调节服务 洪水调蓄 沼泽土壤容重 文本 吨/立方米 核心

土壤容重指一定体积的土壤

（包括土粒及粒间的孔隙）烘

干后质量与烘干前体积的比

值。

实物量 调节服务 固碳

有无肥料施用情况下

农田土壤有机碳的变

化

文本
g· C(Kg·

a)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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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
一 级 类

别
二级类别 核算指标 所需数据

数据文

件格式
数据单位

数据重

要性
备注

县 农 业 农

村局

实物量 调节服务 固碳

各类生态系统（森林、

农田、草地、城市）土

壤容重

文本
克/立方厘

米
核心

土壤容重指一定体积的土壤

（包括土粒及粒间的孔隙）烘

干后质量与烘干前体积的比

值。

实物量 调节服务 固碳 土壤厚度 文本 厘米 核心

实物量 调节服务 固碳 各类作物产量 文本 吨 核心 指各类经济作物产量数据。

实物量 调节服务 固碳 各类作物草谷比 文本 % 一般

作物草谷比指农作物地上茎

秆产量与作物经济产量（即有

经济价值的农作物主要产品

的产量）之比。

若无东源县草谷比监测数据，

可提供省、市或国家公布的农

作物草谷比参考数据。

实物量 调节服务 固碳
农田秸秆还田推广施

行率
文本 % 核心

若无农田秸秆还田推广施行

率数据，提供秸秆全部还田的

农田面积数据。

实物量 调节服务 固碳
化学氮肥和复合氮肥

施用量
文本 吨 核心



— 15 —

责任单位
一 级 类

别
二级类别 核算指标 所需数据

数据文

件格式
数据单位

数据重

要性
备注

县 农 业 农

村局

实物量 调节服务 固碳
单位耕地面积秸秆还

田量
文本 吨/公顷 核心

指辖区秸秆还田总量与耕地

总面积比值。若无单位耕地面

积秸秆还田量数据，请提供辖

区秸秆还田总量、辖区耕地总

面积数据。

价值量 物质供给
生 物 物 质

供给

用于燃料的秸秆和薪

柴产值
核心

价值量 物质供给
生 物 物 质

供给
用于饲料的秸秆产值 核心

县气象局

通 用 基

础数据

通用基础

数据
— 降水量

GIS 图

层
毫米 核心

通 用 基

础数据

通用基础

数据
— 蒸散发量

GIS 图

层
毫米 核心

实物量 调节服务 土壤保持 站点逐日降雨量 文本 毫米 核心

实物量 调节服务 土壤保持 站点逐日温度数据 文本 摄氏度 核心
逐日温度数据包括日最高温

度及最低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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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
一 级 类

别
二级类别 核算指标 所需数据

数据文

件格式
数据单位

数据重

要性
备注

县气象局

实物量 调节服务 洪水调蓄
年暴雨降雨量（站点逐

日降雨量）
文本 毫米 核心

提供各站点暴雨日降雨量数

据（日暴雨标准指 12 小时降

雨量大于等于 30mm或 24小时

降雨量大于等于 50mm）。

实物量 调节服务 洪水调蓄
年暴雨降雨量（年暴雨

降雨量空间分布图）*

GIS 图

层
毫米 核心

提供辖区年暴雨降雨量空间

分布图矢量。

实物量 调节服务
局 部 气 候

调节
水面蒸发量 文本 立方米 核心

实物量 调节服务
局 部 气 候

调节

各类生态系统单位面

积蒸散发消耗热量
文本 kJ/(m²·d) 核心

实物量 调节服务
局 部 气 候

调节
逐日平均温度 文本 ℃ 核心

实物量 调节服务
局 部 气 候

调节
逐日平均湿度 文本 % 核心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东 源

分局

实物量 调节服务 空气净化 SO₂排放量 文本 吨 核心 提供辖区大气污染物产排企

业的各类污染物排放量数据、

企业在线监测数据或环统数

据。

实物量 调节服务 空气净化 NOx 排放量 文本 吨 核心

实物量 调节服务 空气净化 粉尘排放量 文本 吨 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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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
一 级 类

别
二级类别 核算指标 所需数据

数据文

件格式
数据单位

数据重

要性
备注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东 源

分局

实物量 调节服务 空气净化
空气污染物排放量分

区

GIS 图

层
核心

空气污染物排放量分区矢量

图层。

实物量 调节服务 空气净化
空气质量监测均值数

据表
文本

微克/立方

米
核心

各空气质量监测站点位置、各

监测站点监测数据表。

实物量 调节服务 空气净化
各类生态系统净化 SO2

能力
文本

吨/平方千

米
一般

若无辖区各类生态系统净化

SO2 能力，可使用国家或省、

市推荐参考数值。

实物量 调节服务 空气净化
各类生态系统净化 NOx

能力
文本

吨/平方千

米
一般

若无辖区各类生态系统净化

NOx 能力，可使用国家或省、

市推荐参考数值。

实物量 调节服务 空气净化
各类生态系统净化粉

尘能力
文本

吨/平方千

米
一般

若无辖区各类生态系统净化

粉尘能力，可使用国家或省、

市推荐参考数值。

实物量 调节服务 水质净化 COD 排放量 文本 吨 核心 提供辖区水污染物产排企业

的各类污染物排放量数据、企

业在线监测数据或环统数据。

实物量 调节服务 水质净化 总氮排放量 文本 吨 核心

实物量 调节服务 水质净化 总磷排放量 文本 吨 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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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
一 级 类

别
二级类别 核算指标 所需数据

数据文

件格式
数据单位

数据重

要性
备注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东 源

分局

实物量 调节服务 水质净化 各类水体 COD净化能力 文本
吨/平方千

米
一般

若无辖区各类水体 COD净化能

力数据，可使用国家或省、市

推荐参考数值。

实物量 调节服务 水质净化
各类水体总氮净化能

力
文本

吨/平方千

米
一般

若无辖区各类水体总氮净化

能力数据，可使用国家或省、

市推荐参考数值。

实物量 调节服务 水质净化
各类水体总磷净化能

力
文本

吨/平方千

米
一般

若无辖区各类水体总磷净化

能力数据，可使用国家或省、

市推荐参考数值。

实物量 调节服务 噪声消减
绿化带道路内外侧噪

声差值
文本 分贝 核心

各类道路平均降噪分贝（绿化

带道路内外侧噪声监测值、绿

化带道路内外侧噪声差值）。

价值量 调节服务 土壤保持 单位污染物处理成本 一般

若无辖区各类污染物治理成

本数据，可使用国家或省、市

推荐参考数据，或使用国家、

省、市污染物排污费征收标准

价格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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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
一 级 类

别
二级类别 核算指标 所需数据

数据文

件格式
数据单位

数据重

要性
备注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东 源

分局

价值量 调节服务 空气净化
各类大气污染物的治

理成本
一般

若无辖区各类污染物治理成

本数据，可使用国家或省、市

推荐参考数据，或使用国家、

省、市污染物排污费征收标准

价格数据。

价值量 调节服务 水质净化
各类水体污染物的治

理成本
一般

若无辖区各类污染物治理成

本数据，可使用国家或省、市

推荐参考数据，或使用国家、

省、市污染物排污费征收标准

价格数据。

县水务局

实物量 调节服务 水源涵养 区域入境水量 文本 立方米/年 核心
入境水量是指上游区域产生

的河川径流量。

实物量 调节服务 水源涵养 区域出境水量 文本 立方米/年 核心

出境水量是指流经本地出境

断面以上的河川径流量（包括

入境水量和本地区间降水产

生的径流量）。

实物量 调节服务 水源涵养 跨区域调入水量 文本 立方米/年 核心 从辖区范围外调入的水量。

实物量 调节服务 水源涵养 区域用水总量 文本 立方米/年 核心 辖区范围各类用水量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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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
一 级 类

别
二级类别 核算指标 所需数据

数据文

件格式
数据单位

数据重

要性
备注

县水务局

实物量 调节服务 洪水调蓄 湖泊入湖流量 文本 立方米/秒 核心 各湖泊入湖流量。

实物量 调节服务 洪水调蓄 湖泊出湖流量 文本 立方米/秒 核心 各湖泊出湖流量。

实物量 调节服务 洪水调蓄 水库防洪库容 文本 立方米 核心

若无防洪库容数据，提供水库

库容数据，按国家推荐的水库

库容转换为防洪库容系数进

行计算。

实物量 调节服务 洪水调蓄 湖泊换水次数 文本 次 一般

若无湖泊换水次数监测，可提

供湖泊面积数据，使用国家推

荐湖泊换水次数模型计算。

实物量 调节服务 洪水调蓄 沼泽地表滞水高度 文本 米 一般

沼泽地表滞水高度指洪水期

沼泽地表滞水高度。若无沼泽

滞水高度监测数据，可使用国

家推荐沼泽滞水高度参考数

据。

实物量 调节服务 洪水调蓄 沼泽土壤蓄水深度 文本 米 一般

沼泽土壤蓄水深度指洪水期

沼泽土壤蓄水深度。若无沼泽

土壤蓄水深度监测数据，可使

用国家推荐沼泽土壤蓄水深

度参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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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
一 级 类

别
二级类别 核算指标 所需数据

数据文

件格式
数据单位

数据重

要性
备注

县水务局

实物量 调节服务 洪水调蓄 沼泽土壤容重 文本 吨/立方米 核心

土壤容重指一定体积的土壤

（包括土粒及粒间的孔隙）烘

干后质量与烘干前体积的比

值。

实物量 调节服务 洪水调蓄 沼泽土壤饱和含水率 文本 一般 若无沼泽土壤饱和含水率、沼

泽洪水淹没前含水率数据，可

使用国家、省、市推荐汛期前

后沼泽土壤含水率差值数据。

实物量 调节服务 洪水调蓄
沼泽洪水淹没前含水

率
文本 一般

价值量 调节服务
水 源 涵 养

洪水调蓄

水库单位库容建设成

本
元/立方米 核心

若无水库单位库容年运营成

本，提供各水库库容及各水库

建设投入总资金。

价值量 调节服务
水源涵养、

洪水调蓄

水库单位库容年运营

成本

元/（立方

米·年）
核心

若无水库单位库容年运营成

本，提供水库库容及各年度运

营投入总资金。

价值量 调节服务 土壤保持
水库单位清淤工程费

用
核心

若无水库单位清淤工程费用，

提供水库清淤工程量及投入

清淤工程的总资金。

价值量 调节服务
水源涵养、

洪水调蓄
水库年折旧率 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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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
一 级 类

别
二级类别 核算指标 所需数据

数据文

件格式
数据单位

数据重

要性
备注

县统计局

通 用 基

础数据

通用基础

数据
—

辖区历年常住人口数

据
文本 核心

提供辖区历年常住人口数据

（包括城镇常住人口、农村常

住人口）；辖区行政村数量（清

单）、各行政村常住人口。

实物量 物质供给
生 物 物 质

供给

农田各类物质产品获

取量
文本 吨 核心

农田各类物质产品主要包括：

1.从自然生态系统中获得的

野生初级农产品，如药材、蔬

菜、水果等；

2.从集约化种植的生态系统

中收获的初级农产品，如稻

谷、玉米、豆类、油料、棉花、

糖料作物、烟叶、茶叶、药材、

蔬菜、水果等。

实物量 物质供给
生 物 物 质

供给

草地各类物质产品获

取量
文本 吨 核心

利用放牧获得的牧产品，如

牛、羊、奶类、野生禽蛋、蜂

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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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
一 级 类

别
二级类别 核算指标 所需数据

数据文

件格式
数据单位

数据重

要性
备注

县统计局

实物量 物质供给
生 物 物 质

供给

森林各类物质产品获

取量
文本 吨 核心

森林各类物质产品主要包括：

1.从自然生态系统中获得的

林木产品、林产品以及与森林

资源相关的初级产品，如木

材、竹材、松脂、生漆、油桐

籽等。

2.从集约化管理的生态系统

中获得的林木产品、林产品以

及与森林资源相关的初级产

品，如木材、竹材、松脂、生

漆、油桐籽等。

实物量 物质供给
生 物 物 质

供给

水体各类物质产品获

取量
文本 吨 核心

水体各类物质产品主要包括：

1.在陆域自然水体中通过捕

捞获取的水产品，如鱼类、贝

类、其他水生动物等。

2.在人工管理的水生态系统

中，养殖生产的水产品，如鱼

类、贝类、其他水生动物等。

3.淡水资源供应量：生态系统

对人类淡水供应的综合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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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
一 级 类

别
二级类别 核算指标 所需数据

数据文

件格式
数据单位

数据重

要性
备注

县统计局

实物量 物质供给
生 物 物 质

供给

其他野生动植物和生

物质经济产量
文本 吨 核心

实物量 物质供给
生 物 物 质

供给

其他物质产品经济产

量
文本 吨 核心

如来自于生态系统的生物质

能（如秸秆、薪柴）等。

实物量 文化服务 旅游康养
各自然景区的年游客

人次
文本 人·次 核心

实物量 文化服务 景观增值
因生态景观受益的酒

店客房间数
文本 晚 核心

实物量 文化服务 景观增值
因生态景观受益的自

住房面积
文本 平方米 核心

价值量 物质供给
生 物 物 质

供给

农林牧渔业增加值核

算数据集
核心

价值量 物质供给
生 物 物 质

供给

农林牧渔业投入产出

数据集
核心

价值量 物质供给
生 物 物 质

供给

其他物质产品单价及

产值
核心

价值量 文化服务 休闲游憩
地区单位时间人均工

资
核心

价值量 文化服务 景观增值 酒店房间平均单价 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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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
一 级 类

别
二级类别 核算指标 所需数据

数据文

件格式
数据单位

数据重

要性
备注

县 文 广 旅

体局

实物量 文化服务 旅游康养 自然景区名录 文本 — 核心

实物量 文化服务 旅游康养
自然景区的年游客人

次
文本 人·次 核心

实物量 文化服务 景观增值
因生态景观受益的酒

店客房间数
文本 晚 核心

价值量 文化服务 旅游康养
各自然景区年旅游收

入
核心

价值量 文化服务 旅游康养

各自然景区游客人均

消费（吃、住、行、游、

娱、购）

核心

实物量 文化服务 景观增值
因生态景观受益的自

住房面积
文本 平方米 核心

价值量 文化服务 景观增值
酒店景观增值房间的

景观溢价系数
核心

县住建局、

县 城 管 综

合执法局

通 用 基

础数据

通用基础

数据
— 城市建成区范围

GIS 图

层
分贝 核心

实物量 调节服务 噪声消减
绿化带道路内外侧噪

声差值
文本 分贝 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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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
一 级 类

别
二级类别 核算指标 所需数据

数据文

件格式
数据单位

数据重

要性
备注

县住建局、

县 城 管 综

合执法局

实物量 调节服务 噪声消减 绿化道路长度 文本 千米 核心

实物量 文化服务 休闲游憩

休闲活动型自然空间

（公园、绿地、河湖周

边带等）名录

文本 核心

实物量 文化服务 休闲游憩

休闲活动型自然空间

（公园、绿地、河湖周

边带等）年游憩人时数

文本 人·时 核心

实物量 文化服务 景观增值
因生态景观受益的自

住房面积
文本 平方米 核心

价值量 文化服务 景观增值 自有住房服务价值 核心

价值量 文化服务 景观增值
自有住房服务价值的

景观溢价系数
核心

县 自 然 资

源局

通 用 基

础数据

通用基础

数据
—

各类生态系统分布矢

量数据/土地利用现状

分布矢量数据

GIS 图

层
核心

县 交 通 运

输局

实物量 调节服务 噪声消减 各级道路长度 文本 千米 核心

实物量 调节服务 噪声消减 绿化道路长度 文本 千米 核心

实物量 调节服务 噪声消减
绿化带道路内外侧噪

声差值
文本 分贝 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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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
一 级 类

别
二级类别 核算指标 所需数据

数据文

件格式
数据单位

数据重

要性
备注

县 交 通 运

输局

价值量 调节服务 噪声消减
单位长度隔音墙建造

成本
核心

若无单位长度隔音墙建造成

本数据，提供辖区已建隔音墙

总长度及隔音墙建造总投入

资金。

价值量 调节服务 噪声消减
单位长度隔音墙年维

护成本
核心

若无单位长度隔音墙建造成

本数据，提供隔音墙总长度及

年度维护投入总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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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各部门分管领导及工作联络员名单

单位 姓名 职务 电话

（分管领导）

（联络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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