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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生态系统n 一、生态经济效益的概念

n （一）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是指通过商品和劳动的对外交

   换所取得的社会劳动节约，即以尽量少的劳动

   耗费取得尽量多的经营成果，或者以同等的劳

   动耗费取得更多的经营成果。

第一节 生态经济成本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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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生态系统n 一、生态经济效益的概念

n （二）生态效益

生态效益是指人们在生产中依据生态平衡规律，

    使自然界的生物系统对人类的生产。生活条件

    和环境条件产生的有益影响和有利效果。它 关

   系到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

 

 

        

第一节 生态经济成本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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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生态系统n 一、生态经济效益的概念

n （三）生态经济效益

    生态经济效益是指在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

    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和一定的生态效益的综合

   与统一，在人类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要求在获

   取最佳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保持生

   态平衡和充分发挥生态效益，即取得最大的生态经济效益。

 

 

 

        

第一节 生态经济成本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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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二、生态经济效益的测度与指标

第一节 生态经济成本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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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二、生态经济效益的测度与指标

第一节 生态经济成本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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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二、生态经济效益的测度与指标

第一节 生态经济成本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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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生态经济成本效益分析

n 二、生态经济效益的测度与指标

生态经济效 
益的指标体 

系

成果指标体系

消耗指标体系

效益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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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旅 游 生 态 经 济 核 算 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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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n 一、国民经济核算与环境

 （一）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弊端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是它没有反映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贡 

献和生态资源的巨大经济价值。2、是它没有反映生态环境恶化带来的 

经济损失。3、是它没有反映自然资源的耗减与折旧。4、是它没有真

     实反映生态保护费用的支出，现行的TWM指标只反映人类经济活动中 

造福的一面而没有反映其造祸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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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n 一、国民经济核算与环境

n （一）自然资源核算
1.自然资源核算的内容

n      自然资源核算包括3部分内容：基于环境经济和经济分类
的物理量核算，严格按照国民经济账户体系SNA数据，连接
物理量账户和经济（货币）流量的混合核算，考虑SNA核算
准则差异的货币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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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n 一、国民经济核算与环境

n （一）自然资源核算
2.自然资源核算的发展

n   1953年     提出了国民经济账户体

    1973年     提出了物质产品平衡表体

n   1980年     自然资源、环境核算理论方法的研究

    1992年     建立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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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一、国民经济核算与环境

n （一）自然资源核算
3.现阶段自然资源核算的优先研究问题

n （1）自然资源种类和性质多样且相互联系，需要评估哪些自然
资源或环境类型；

n （2）在自然资源物理量核算的基础上，自然资源价值化方法如
何统一规范；

n （3）自然资源核算账户如何设计才能更好地与国民经济核算账
户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n （4）不同区域自然资源禀赋差异巨大，自然资源价值量核算如
何构建合理评估指标体系。

第二节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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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n 一、国民经济核算与环境
n （一）自然资源核算

n 4.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的框架

n自然资源资
产负债表编
制的框架

从自然资源平衡表到自然资源资
产负债表

从资产负债表到自然资源资产负
债表

从自然资源账户到自然资源资产
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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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生态系统
n 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

n （一）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概念

n        旨在以原有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为基础，将资源环境因素
纳入其中，通过核算描述资源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提供
系统的核算数据，为可持续发展的分析，决策和评价提供依
据。

第二节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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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生态系统
n 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

n （二）绿色GDP核算体系

第二节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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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n 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

n （三）净经济福利指标

n 20世纪70年代初，经济学家就从经济福利的角度，认识到有关传统总量核算
指标的不足,1963年—1973年美国提出建立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生活等
各项指标在内的新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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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生态系统
n 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

n （四）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
n       该指标是国际上第一次进行多指标评价的尝试，这套指标在1989年

发表后，1994年这两位经济学家又对这套指标进行了修改，ISEW 不仅
具有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意义，而且有社会公平的含义。该指标包含了一
些过去没有被尝试的东西考虑了社会因素所造成的成本损失，如财富分
配不均!失业率、犯罪率等对社会带来的危害‘而且它更严谨地区分了经济
活动中的成本与效益，如医疗支出!超时工作等属于社会成本#不能算成
对经济的贡献。

第二节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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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生态系统
n 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

n （五）国内生产净值指标

n       它是目前对自然资源耗损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关系最重要

的研究成果之一，他们认为经济开发活动中的石油耗损，木
材量减少，因伐木引起的土壤流失等。都应该作为财富的损
失从GDP中扣除。这些指标未来使用的难点就是如何涵盖更
多的自然资源指标，并且对资源进行定价。

第二节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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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n 三、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
n （一）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的提出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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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三、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

（二）SEEA的核算方法与基本框架

1.核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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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生态系统
n 三、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
（二）SEEA的核算方法与基本框架

n 2.基本框架

第二节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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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n 三、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
（三）SEEA的特点与弊端

1.SEEA的特点

    资产的范围扩大

    提出了环境成本的概念，并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环境成本

n 在考虑虚拟环境成本的条件下，SEEA对SNA中的国内生产
净值指标进行了修正,提出了生态国内产出指标

n 对货币化环境核算的资本积累内容进行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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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n 三、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
（三）SEEA的特点与弊端

1.SEEA的弊端

n 所提出的环境与资源核算范围太大，核算程序复杂，数据质
量要求过高，实施难度很大。

n 对环境费用的处理遵循了自然资产折旧的原则，仅仅对国内
生产净值指标进行了环境因素的调整。

n 尽管建议对各部门用于环境保护的实际支出予以外部化，以
反映其防治污染的实际投入情况，但由于这部分费用是防护
性的，并不能带来社会福利水平的真正增加。

n 将自然资产的耗减和降级作为资产折旧来处理，即将经济部
门对自然资产的使用与对固定资产的使用同等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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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生态足迹核算理论

一、生态足迹理论的提出

         1996年，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Wiliam 
rees和Mathis Wackernagel教授创造了一套(生态足
迹的计算方法,对综合承载力的计算难题作出了相当
大的贡献,后来生态足迹理论就成为比较有代表性的
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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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生态足迹核算理论

二、生态足迹的概念

n       生态足迹也称为生态空间占用，是一种衡量人
类对自然资源利用程度以及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的生
命支持服务功能的方法，是一种计量人类对生态系
统需求的指标，计量的内容包括人类拥有的自然资
源，耗用的自然资源，以及资源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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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生态足迹核算理论

三、生态足迹的指标体系

n生态足
迹的指标
体系

生态容量与生态承载力

人类负荷与生态足迹

生态赤字与生态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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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生态足迹核算理论

四、生态足迹的计算方法

生态足迹
的计算方
法

生物生产面积类型及其均衡化处
理

计算人均生态足迹分量

计算生态足迹

计算生态承载力

计算生态盈余或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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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生态足迹核算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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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旅游生态足迹理论与方法

一、旅游生态足迹的概念与发展

研究对象

旅游产业生态足迹

旅游部门生态足迹

旅游目的地生态足迹

旅游企业生态足迹

旅游产品生态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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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旅游生态足迹理论与方法

二、旅游生态足迹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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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旅游生态足迹理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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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旅游生态足迹理论与方法

三、旅游生态足迹的特征

旅游生态足
迹的特征

生态消耗性

主体确定性

标准统一性

时空有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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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旅游生态足迹理论与方法

三、旅游生态足迹的功能

旅游生态足
迹的功能

测度旅游业的功能

评价旅游产品的生态性功能

测度旅游目的地的功能

评价旅游企业的功能

对旅游者的生态教育功能

对大众旅游的评价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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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思考与练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