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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资产负债核算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生态环境核算的技术要求，包括总体要求、指标体系、实物量核算方法、价值量核

算方法、表式结构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以省域、市域及县域为单元的生态环境资产负债核算。其他级别行政辖区或一定地

理空间单元范围内的生态环境资产负债核算可参照执行，适用于无法合理确定生态和环境资产或损害

数额的情形。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

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4721-2010 林业资源分类与代码  森林类型 

GB 18599-2020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T 21010-2017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环境核算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通过科学调查评估并建立一系列模型方法，对一定时间和空间内人类活动产生的环境污染物给自

然环境和人类生活造成的损害进行核算，包括实物量核算和价值量核算两个部分。 

3.2  

生态核算  ecological accounting 

通过一定的指标体系、模型方法，对人类活动造成生态破坏或恢复导致的一定空间和时间内生态

系统功能的变化进行核算的过程，包括实物量核算和价值量核算两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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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虚拟治理成本  imputed abatement cost 

目前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按照现行的治理技术和水平全部治理所需要的支出。 

3.4  

化学需氧量（COD）chemical oxygen demand (COD) 

测量有机和无机物质化学分解所消耗氧的质量浓度的水污染指数。 

3.5  

涵养水源 water conservation 

指生态系统（如森林、草地等）通过其特有的结构与水相互作用，对降水进行截留、渗透、蓄

积，并通过蒸散发实现对水流、水循环的调控，主要表现在缓和地表径流、补充地下水、减缓河流流

量的季节波动、滞洪补枯、保证水质等方面。 

3.6  

保育土壤 conservation of soil 

包括固土、保肥两个方面。指生态系统通过截留、吸收、下渗等作用以及植物根系的固持作用，

减少土壤肥力损失以及减轻河流、湖泊、水库淤积的重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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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体要求 

4.1   生态环境负债核算宜采用分类编制和综合集成的方式，先进行实物量核算，再进行价值量核

算。 

4.2   生态环境核算范围应包括行政区域内的环境质量与生态功能。其中，环境核算重点包括水环

境、大气环境和土壤环境；生态核算主要包括森林生态系统、草地生态系统和湿地生态系统。生态

环境资产负债核算工作程序见图 1。 

4.3   生态环境核算宜采用表式结构设计、资料收集、实物核算、价值核算的技术流程。 

4.4   生态环境核算应根据核算区域的实际情况，结合核算重点，合理确定指标体系、表式结构、

技术流程。 

4.5   在参考国内外环境核算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核算重点内容和现有核算体系经验，设计核算

报表，实物账户和价值账户两个部分。 

4.6   实物核算宜通过对现有基础数据的分析和归纳，按照既定核算方法，对账户中各项内容进行

计算，并根据结果填制表格。 

4.7   价值量核算应是在实物核算的基础上定量计算各类污染的基准价值量和当期价值量，建立各

种污染的价值账户。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其变化纳入生态环境核算体系，建立不同时期耕地、林

地、草地等生态的实物账户，在此基础上定量计算生态系统保护与破坏的基准价值量和当期价值

量，分类建立生态的价值账户。生态环境负债核算宜采用分类编制和综合集成的方式，先进行实物

量核算，再进行价值量核算。 

 

 

图 1 生态环境资产负债核算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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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环境核算 

5.1 水环境核算 

5.1.1 一般规定 

水环境核算应包括第一、二、三产业水污染实物量核算和价值量核算。水环境核算中，核算系数

需要通过参数估计的方法从现有统计数据中分析、推算获得。为提高核算准确度，在参数估计过程

中，应因地制宜，对核算地区情况进行深入了解，对现有研究的参数设置进行仔细分析甄别，不宜照

搬其他地区的相关成果。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经过推算获得的数据应与其他经实地测量或现有统计渠

道的数据相互印证，避免因参数设置错误而产生核算误差过大的情况。 

5.1.2  实物量核算 

5.1.2.1 第一产业废水污染实物量核算方法 

5.1.2.1.1 种植业废水产生量、排放量和排放未达标量 

种植业废水产生量计算见公式 1；废水排放量和排放未达标量的计算见公式 2。 

                 𝑇𝑤 = 𝑉𝑖 × (1 − 𝜔𝑝) ....................................................................... (1) 

式中： 

𝑇𝑤——废水产生量，万 t； 

𝑉𝑖——灌溉用水量，万 m3； 

𝜔𝑝——种植业的生产耗水系数，根据核算区域情况获得。 

                    𝐸𝑤 = 𝐸𝑑 = ∑ (𝜆𝑖 × 𝑇𝑤𝑖)2
𝑖=1  ............................................................... (2) 

式中： 

𝐸𝑤——废水排放量，万 t； 

𝐸𝑑——废水排放未达标量，万 t； 

𝜆𝑖——i 类农田的废水流失系数，根据核算区域情况获得 

𝑇𝑤𝑖——i 类农田的废水产生量，万 t。 

5.1.2.1.2 种植业废水污染物的排放量 

污染物排放量的计算见公式 3，种植面积按旱田和水田分类统计，污染物包括氨氮、总氮和总磷。 

                  𝐸𝑝 =  𝛼 ×  ∑ (𝜆𝑖 ×  𝐴𝑖)
2
𝑖=1  .................................................................. (3) 

式中： 

𝐸𝑝——污染物排放量，万 t； 

𝜆𝑖——i 类农田的废水流失系数； 

𝐴𝑖——不同类型农田的播种面积，千 hm2； 

𝛼——农田的污染物源强系数，在标准农田污染物源强系数的基础上进行修正，计算方法见公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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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𝛼 =  𝛼𝑠 × 𝛿𝑠 ×  𝛿𝑝  ×  𝛿𝑓 ×  𝛿𝑓𝑠 ............................................................. (4) 

式中： 

𝛼——污染物源强系数； 

𝛼𝑠——标准农田源强系数；  

𝛿𝑠——土壤类型修正系数，根据土壤成分中的粘土和砂土比例进行分类，可将农田土壤分为砂土、

壤土和粘土，根据核算区域耕地基本情况选择修正系数； 

𝛿𝑝——降雨量修正系数：根据核算区域年降雨量选择系数； 

𝛿𝑓——化肥施用量修正系数：根据核算区域单位面积耕地施用化肥量选择系数； 

𝛿𝑓𝑠——化肥施用结构修正系数：根据核算区域化肥施用结构选择系数。 

5.1.2.2 第二产业工业废水污染物实物量核算方法 

工业废水实物量数据直接来自于核算区域水资源公报及水资源年鉴用表。 

5.1.2.3 城市生活废水污染物实物量核算方法 

5.1.2.3.1城市生活废水产生量、排放量、排放达标量 

城市生活废水产生量、排放量、排放达标量核算方法见公式 5 和公式 6。 

         𝑇𝑤 = 𝐸𝑔   ..................................................................................... (5) 

式中： 

𝑇𝑤——废水排放量，万 t； 

𝐸𝑔——废水产生量，万 t，数据直接来自于《核算区域水资源公报》及水资源年鉴用表。 

          𝐸𝑞 = 𝑇𝑤 × 𝑟𝑤  .................................................................................. (6) 

式中：  

𝐸𝑞——废水排放达标量，万 t； 

𝑇𝑤——废水排放量，万 t； 

𝑟𝑤——废水处理率，%，计算方法见公式 7。 

         𝑟𝑤 = 𝑃𝑤 𝑇𝑤⁄   ..................................................................................... (7) 

式中： 

𝑟𝑤——废水处理率，%； 

𝑃𝑤——废水处理量，万 t； 

𝑇𝑤——废水排放量，万 t。 

5.1.2.3.2生活和第三产业废水污染物的产生量、排放量与去除量 

废水污染物的产生量、排放量计算见公式 8；城市生活废水中第三产业和生活用水废水污染物去除

量计算见公式 9 和公式 11。 

 𝑃𝑝 = 𝐸𝑝 + 𝑅𝑡 ................................................................................... (8) 

式中： 

𝑃𝑝——污染物产生量，万 t； 



XXXX - XXXX 

6 

𝐸𝑝——污染物排放量，万 t； 

𝑅𝑡——污染物去除量，万 t。 

 𝑅𝑠 = (𝑅𝑡 − 𝑅𝑖) × 𝑝𝑠𝑤 ........................................................................... (9) 

式中： 

𝑅𝑠——城市废水中第三产业废水污染物去除量，万 t； 

𝑅𝑡——污染物去除量，万 t； 

𝑅𝑖——城市废水中工业废水的污染物去除量，万 t； 

𝑝𝑠𝑤——第三产业用水比例，%，计算见公式 10。 

 𝑝𝑠𝑤 = (𝑉𝑝 + 𝑉𝑓)/(𝑉𝑝 + 𝑉𝑓 + 𝑉𝑑) ................................................................. (10) 

式中： 

𝑝𝑠𝑤——第三产业用水比例，%； 

𝑉𝑝——公共服务用水，万 t； 

𝑉𝑓——消防及其他用水，万 t； 

𝑉𝑑——居民家庭用水，万 t。 

 𝑅𝑑 = (𝑅𝑡 − 𝑅𝑖) × 𝑝𝑑𝑤 .......................................................................... (11) 

式中： 

𝑅𝑑——城市废水中生活废水污染物去除量，万 t； 

𝑅𝑡——污染物去除量，万 t； 

𝑅𝑖——城市废水中工业废水的污染物去除量，万 t； 

𝑝𝑑𝑤——生活用水比例，%，计算方法见公式 12。 

 𝑝𝑑𝑤 = 𝑉𝑑/(𝑉𝑝 + 𝑉𝑓 + 𝑉𝑑) ...................................................................... (12) 

式中： 

𝑝𝑑𝑤——生活用水比例，%； 

𝑉𝑑——居民家庭用水，万 t； 

𝑉𝑝——公共服务用水，万 t； 

𝑉𝑓——消防及其他用水，万 t。 

5.1.3 价值量核算 

5.1.3.1  种植业废水污染治理成本 

种植业废水污染虚拟治理成本计算见公式 13。 

 𝐶𝑣 = ∑ 𝐸𝑝 × 𝑃𝑓 × 𝜇5
𝑖=1  ......................................................................... (13) 

式中： 

𝐶𝑣——虚拟治理成本，万元； 

𝐸𝑝——污染物排放量，万 t； 

𝑃𝑓——当年化肥市场价格，元/t； 

𝜇——污染物修正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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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2 工业废水污染治理成本法 

工业废水污染虚拟治理成本和地区污染治理成本计算见公式 14 和公式 15。 

 𝐶𝑣 = ∑ 𝐸𝑝 × 𝑝𝑣 × 𝑟𝑣
5
𝑖=1  ......................................................................... (14) 

式中： 

𝐶𝑣——虚拟治理成本，万元； 

𝐸𝑝——某种污染物排放量，万 t； 

𝑝𝑣——污染物虚拟单位治理成本，元/t； 

𝑟𝑣——污染物虚拟去除率，%。 

 𝐶𝑡 = 𝐸𝑝/𝐸𝑝𝑡 × 𝐶𝑡𝑖 ....................................................................................... (15) 

式中： 

𝐶𝑡——地区污染治理成本，万元； 

𝐸𝑝——某种污染物排放量，万 t； 

𝐸𝑝𝑡——污染物排放总量，万 t； 

𝐶𝑡𝑖——按行业核算的污染物总治理成本，万元/t。 

5.1.3.3 城市生活废水污染治理成本法 

城市生活废水污染治理成本、城市生活废水虚拟治理成本以及第三产业废水虚拟治理成本计算分

别见公式 16、公式 17、公式 18。 

 𝐶𝑤𝑣 = ∑ 𝐸𝑝 × 𝑝𝑣
2
𝑖=1 ............................................................................ (16) 

式中： 

𝐶𝑤𝑣——城市废水虚拟治理成本，万元； 

𝐸𝑝——污染物排放量，万 t； 

𝑝𝑣——污染物虚拟单位治理成本，元/t。 

 𝐶𝑑𝑣 = 𝐶𝑤𝑣 × 𝑝𝑑𝑤 .............................................................................. (17) 

式中： 

𝐶𝑑𝑣——城市生活废水虚拟治理成本，万元； 

𝐶𝑤𝑣——城市废水虚拟治理成本，万元； 

𝑝𝑑𝑤——生活用水比例，%。 

 𝐶𝑠𝑣 = 𝐶𝑤𝑣 × 𝑝𝑠𝑤 .............................................................................. (18) 

式中： 

𝐶𝑠𝑣——第三产业废水虚拟治理成本，万元； 

𝐶𝑤𝑣——城市废水虚拟治理成本，万元； 

𝑝𝑠𝑤——第三产业用水比例，%。 



XXXX - XXXX 

8 

5.2 大气环境核算 

5.2.1 一般规定 

大气环境核算包括工业大气和生活大气污染物实物量和价值量核算。 

与水环境实物量核算相比，大气环境实物量核算与现行环境统计数据重合度较高，因此在数据收集

过程中，可采用现有统计年鉴数据。 

5.2.2 实物量核算 

大气环境实物量核算表宜以矩阵形式表达，统计核算区域内各产业部门的主要类型大气污染物产

生量、去除量和排放量。对经济活动中产生的大气污染物的生成、输入、输出、处理、排放等各个环节

进行核算。根据核算区域数据情况，应用相同方法整理相关年度的实物量账户。 

大气环境实物量核算主要数据来自相关统计年鉴，其中，工业部门氮氧化物排放由重点行业能源消

费量所产生氮氧化物系数计算。 

5.2.3 价值量核算 

5.2.3.1工业大气污染治理成本法 

工业大气污染虚拟治理成本核算见公式 19。 

             𝐶𝑣 = 𝐶𝑠𝑜2𝑣 + 𝐶𝑠𝑑𝑣 + 𝐶𝑛𝑜𝑥𝑣 ................................................................ (19) 

式中： 

𝐶𝑣——工业大气污染虚拟治理成本，万元； 

𝐶𝑠𝑜2𝑣——SO2虚拟治理成本，万元； 

𝐶𝑠𝑑𝑣——烟粉尘虚拟治理成本，万元； 

𝐶𝑛𝑜𝑥𝑣——NOX 虚拟治理成本，万元。 

公式 19 中 SO2 虚拟治理成本、烟粉尘虚拟治理成本和 NOx 虚拟治理成本计算分别见公式 20、公

式 21 和公式 22。 

        𝐶𝑠𝑜2𝑣 = 𝑅𝑠𝑜2𝑏 × 𝑝𝑠𝑜2𝑏 + 𝑅𝑠𝑜2𝑝 × 𝑝𝑠𝑜2𝑝 ................................................................. (20) 

式中： 

𝐶𝑠𝑜2𝑣——SO2虚拟治理成本，万元； 

𝑅𝑠𝑜2𝑏——燃烧过程 SO2排放量，万 t； 

𝑝𝑠𝑜2𝑏——燃烧过程 SO2单位治理成本，元/t； 

𝑅𝑠𝑜2𝑝——工艺过程 SO2排放量，万 t； 

𝑝𝑠𝑜2𝑝——工艺过程 SO2单位治理成本，元/t。 

 𝐶𝑠𝑑𝑣 = 𝐸𝑠𝑑 × 𝑝𝑠𝑑 × 𝑟𝑠𝑑 ................................................................................... (21) 

式中： 

𝐶𝑠𝑑𝑣——烟粉尘虚拟治理成本，万元； 

𝐸𝑠𝑑——烟粉尘排放量，万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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𝑝𝑠𝑑——烟粉尘单位治理成本，元/t； 

𝑟𝑠𝑑——烟粉尘虚拟去除率，%。 

 𝐶𝑛𝑜𝑥𝑣 = 𝐸𝑛𝑜𝑥 × 𝑝𝑛𝑜𝑥 × 𝑟𝑛𝑜𝑥 ..................................................................... (22) 

式中： 

𝐶𝑛𝑜𝑥𝑣——NOX 虚拟治理成本，万元； 

𝐸𝑛𝑜𝑥——NOX 排放量，万 t； 

𝑝𝑛𝑜𝑥——NOX 单位治理成本，元/t； 

𝑟𝑛𝑜𝑥——NOX 虚拟去除率，%。 

5.2.3.2生活大气污染治理成本法 

生活大气污染实际治理成本和生活大气污染虚拟治理成本计算见公式 23 和公式 24。 

        𝐶𝑎𝑝𝑎 = ∑ 𝑉𝑔 × 𝐶𝑔+𝐴ℎ × 𝐶ℎ
3
𝑖=1  ............................................................ (23) 

式中： 

𝐶𝑎𝑝𝑎——生活大气污染实际治理成本，万元； 

𝑉𝑔——燃气使用量，万 t； 

𝐶𝑔——燃气使用成本，元/t； 

𝐴ℎ——集中供热面积，m2； 

𝐶ℎ——集中供热成本，万元/ m2。 

               𝐶𝑎𝑝𝑣 = ∑ (𝑃𝑐 × (1 − 𝑟𝑐𝑔) × 𝑟𝑔 × 𝑣𝑔 × 𝐶𝑔) + (𝐴𝑟 − 𝐴ℎ) × 𝐶ℎ
3
𝑖=1  ........................... (24) 

式中： 

𝐶𝑎𝑝𝑣——生活大气污染虚拟治理成本，万元； 

𝑃𝑐——城市人口，万人； 

𝑟𝑐𝑔——城市气化率，%； 

𝑟𝑔——燃气使用比例，%； 

𝑣𝑔——人均燃气使用量，m3； 

𝐶𝑔——燃气使用成本，元/ m3； 

𝐴𝑟——年末实际住宅面积，m2； 

𝐴ℎ——集中供热面积，m2； 

𝐶ℎ——集中供热成本，万元/ m2。 

5.3 固体废物核算 

5.3.1 一般规定 

在调研和统计数据的基础上，以矩阵表达形式，编制固体废物实物量核算表。统计包括核算区域内

各产业部门的主要类型工业废物和生活垃圾的产生量、综合利用量、处置量、贮存量和排放量，具体定

义应遵守 GB 18599-2020 第 3 章的规定。 

固体废物实物量核算主要内容均可以从相关统计资料中直接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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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实物量核算方法 

根据 SEEA2012 的编制思路，对生产生活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的产生、输入、输出、处理、环境流

入等各个环节进行核算。根据核算区域数据情况，整理相关年度的工业废物和生活垃圾的产生量、综合

利用量、处置量、贮存量和排放量实物量账户。在此基础上定量对比分析本地区土壤环境实物量的变化

特征。 

5.3.3 价值量核算方法 

5.3.3.1固体废物污染 

5.3.3.1.1占地当年损失计算方法 

使用“机会成本法”计算固体废物占用土地当年造成的经济损失，见公式 25。其中土地分类依据GB/T 

21010-2017 执行。 

 𝐿ty = ∑ 𝐸𝑖 × 𝑆𝑖
n
𝑖=1 ....................................................................................... (25) 

式中： 

𝐿𝑡𝑦——固体废物占地当年造成的经济损失，万元； 

𝐸𝑖——第 i 种土地类型每年生产作物的经济价值系数，万元/hm2； 

𝑆𝑖——当年固体废物贮存、排放占用第 i 种土地类型的面积，hm2。 

5.3.3.1.2占地总损失计算方法 

固体废物占地损失的长期累积现值计算见公式 26。 

 𝐿𝑎𝑙𝑙 = 𝐿𝑡𝑦 +
𝐿𝑡𝑦

1+𝛾
+

𝐿𝑡𝑦

（1+𝛾）
2 + ⋯ … +

𝐿𝑡𝑦

（1+𝛾)∞ ....................................................... (26) 

式中： 

𝐿𝑎𝑙𝑙——固体废物占地损失的长期累积现值，万元； 

𝐿𝑡𝑦——固体废物占地当年造成的经济损失，万元； 

γ——贴现率，%。 

5.3.3.2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实际治理成本和虚拟治理成本计算见公式 27 和公式 32。 

 𝐶ℎ𝑤𝑎 = 𝐶𝑐𝑎 + 𝐶𝑙𝑎 + 𝐶𝑚𝑎 + 𝐶𝑏𝑎 .................................................................. (27) 

式中： 

𝐶ℎ𝑤𝑎——生活垃圾的实际治理成本，万元； 

𝐶𝑐𝑎——清运成本，万元； 

𝐶𝑙𝑎——卫生填埋垃圾的实际治理成本，万元； 

𝐶𝑚𝑎——堆肥的实际治理成本，万元； 

𝐶𝑏𝑎——无害化焚烧的实际治理成本，万元。 

公式 27 中清运成本、卫生填埋垃圾的实际治理成本、堆肥的实际治理成本以及无害化焚烧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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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成本计算见公式 28-31。 

 𝐶𝑐𝑎 = 𝑉𝑐𝑎 × 𝑝𝑐𝑎 ............................................................................... (28) 

式中： 

𝐶𝑐𝑎——清运成本，万元； 

𝑉𝑐𝑎——实际清运量，t； 

𝑝𝑐𝑎——单位垃圾清运成本，万元/t。 

 𝐶𝑙𝑎 = 𝑉𝑙𝑎 × 𝑝𝑙𝑎 ............................................................................... (29) 

式中： 

𝐶𝑙𝑎——卫生填埋垃圾的实际治理成本，万元； 

𝑉𝑙𝑎——实际填埋量，t； 

𝑝𝑙𝑎——垃圾填埋单位处理成本，万元/t。 

 𝐶𝑚𝑎 = 𝑉𝑚𝑎 × 𝑝𝑚𝑎 ............................................................................. (30) 

式中： 

𝐶𝑚𝑎——堆肥的实际治理成本，万元； 

𝑉𝑚𝑎——实际堆肥量，t； 

𝑝𝑚𝑎——堆肥单位处理成本，万元/t。 

 𝐶𝑏𝑎 = 𝑉𝑏𝑎 × 𝑝𝑏𝑎 .............................................................................. (31) 

式中： 

𝐶𝑏𝑎——无害化焚烧的实际治理成本，万元； 

𝑉𝑏𝑎——实际无害化焚烧量，t； 

𝑝𝑏𝑎——单位无害化焚烧单位处理成本，万元/t。 

 𝐶ℎ𝑤𝑣 = 𝐶𝑠𝑡𝑣 + 𝐶𝑠𝑑𝑣 + 𝐶𝑠𝑜𝑣 ...................................................................... (32) 

式中： 

𝐶ℎ𝑤𝑣——生活垃圾的虚拟治理成本，万元； 

𝐶𝑠𝑡𝑣——实际简易处理垃圾的虚拟治理成本，万元； 

𝐶𝑠𝑑𝑣——无序堆放垃圾的虚拟治理成本，万元； 

𝐶𝑠𝑜𝑣——有序堆放垃圾的虚拟治理成本，万元。 

公式 32 中实际简易处理垃圾的虚拟治理成本、无序堆放垃圾的虚拟治理成本以及有序堆放垃圾的

虚拟治理成本计算见公式 33-35。 

 𝐶𝑠𝑡𝑣 = 𝑉𝑠𝑡𝑎 × (𝑝𝑏𝑎 − 𝑝𝑠𝑡) ....................................................................... (33) 

式中： 

𝐶𝑠𝑡𝑣——实际简易处理垃圾的虚拟治理成本，万元； 

𝑉𝑠𝑡𝑎——实际简易处理量，t； 

𝑝𝑏𝑎——单位无害化焚烧单位处理成本，万元/t； 

𝑝𝑠𝑡——简易处理单位治理成本，万元/t。 

 𝐶𝑠𝑑𝑣 = 𝑉𝑠𝑑𝑎 × (𝑝𝑐𝑎 + 𝑝𝑏𝑎) ......................................................................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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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𝐶𝑠𝑑𝑣——无序堆放垃圾的虚拟治理成本，万元； 

𝑉𝑠𝑑𝑎——实际无序堆放量，t； 

𝑝𝑐𝑎——单位垃圾清运成本，万元/t； 

𝑝𝑏𝑎——单位无害化焚烧单位处理成本，万元/t。 

 𝐶𝑠𝑜𝑣 = 𝑉𝑠𝑜𝑎 × 𝑝𝑏𝑎 ............................................................................. (35) 

式中： 

𝐶𝑠𝑜𝑣——有序堆放垃圾的虚拟治理成本，万元； 

𝑉𝑠𝑜𝑎——实际有序堆放量，t； 

𝑝𝑏𝑎——单位无害化焚烧单位处理成本，万元/t。 

5.4 环境综合核算 

环境综合核算包括水环境、大气环境、固体废物核算三个部分，具体表式结构如表 1 所示，其各项

指标值来源于具体的水环境、大气环境和固体废物评价结果。 

表 1 环境综合核算表                          单位为万元 

污染物 指标 期初（1） 期末（2） 
变化量 

（3）=（2）-（1） 

水污染 

重金属    

氰化物    

COD    

石油烃类    

氨氮    

合计    

大气污染 

SO2    

烟粉尘    

NOx    

合计    

固废污染 

工业固废    

生活垃圾    

合计    

6 生态核算 

6.1 森林生态系统核算 

6.1.1 涵养水源 

涵养水源实物量根据森林区域水量平衡法计算，见公式 36。其中森林类型按 GB/T 14721-2010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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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的规定执行。 

 𝑀𝑤 = (𝑆1 × U1 + 𝑆2 × U2) × 10−8 ............................................................... (36) 

式中： 

𝑀𝑤——涵养水量，亿 t； 

𝑆1——有林地面积，km2； 

U1——有林地单位面积涵养水源量，t/(km2﹒a)； 

𝑆2——灌木林地面积，km2； 

U2——灌木林地单位面积涵养水源量，t/(km2﹒a)。 

价值量采用影子工程法进行核算，见公式 37。 

 𝑉𝑤 = 𝑀𝑤 × 𝛾1 × 104 .......................................................................... (37) 

式中： 

𝑉𝑤——涵养水源价值量，万元； 

𝑀𝑤——涵养水量，亿 t； 

 𝛾1——水库建设单位库容投资，元/t。 

6.1.2 保育土壤 

保育土壤包括固土保肥两个方面。固土实物量以土壤保持量表示，见公式 38。 

                 𝑀𝑠 = (𝑆1 × (𝐷0 − 𝐷1) + 𝑆2 × (𝐷0 − 𝐷2)) × 10−6 ......................................... (38) 

式中： 

𝑀𝑠——土壤保持量，万 t； 

𝑆1——有林地面积，km2； 

𝐷0——无林地侵蚀模数，t/(km2﹒a)； 

𝐷1——有林地侵蚀模数，t/(km2﹒a)； 

𝑆2——灌木林地面积，km2； 

𝐷2——灌木林地侵蚀模数，t/(km2﹒a)。 

固土的价值量核算采用市场价值法计算，见公式 39。 

                          𝑉𝑠 = (𝑀𝑠/ρ) × 𝛾2 .............................................................. (39) 

式中： 

𝑉𝑠——固土价值量，万元； 

𝑀𝑠——土壤保持量，万 t； 

ρ——核算区域土壤密度值，g/cm3； 

𝛾2——挖取单位体积土方费用，元/m3； 

保肥实物量基于固土实物量计算，见公式 40。 

                     𝑀𝑜𝑖 = 𝑆1 × (𝐷0 − 𝐷1) × 𝐶𝑖1 + 𝑆2 × (𝐷0 − 𝐷2) × 𝐶𝑖2 ................................... (40) 

式中： 

i=1,2,3,4； 

𝑀𝑜𝑖——保肥量，万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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𝑆1——有林地面积，km2； 

𝐷0——无林地侵蚀模数，t/(km2﹒a)； 

𝐷1——有林地侵蚀模数，t/(km2﹒a)； 

𝐶11——有林地土壤有机质含量，k/kg； 

𝐶21——有林地土壤氮含量，k/kg； 

𝐶31——有林地土壤有效磷含量，mg/kg； 

𝐶41——有林地土壤有效钾含量，mg/kg； 

𝑆2——灌木林地面积，km2； 

𝐷2——灌木林地侵蚀模数，t/(km2﹒a)； 

𝐶12——灌木林地土壤有机质含量，k/kg； 

𝐶22——灌木林地土壤氮含量，k/kg； 

𝐶32——灌木林地土壤有效磷含量，mg/kg； 

𝐶42——灌木林地土壤有效钾含量，mg/kg。 

保肥价值量基于保肥实物量和相应营养物质的市场价格计算，见公式 41。 

                      𝑉𝑜1 = 𝑀𝑜1 × 𝛾3 ................................................................... (41) 

式中： 

𝑉𝑜1——有机质价值量，万元； 

𝑀𝑜1——有机质实物量，万 t； 

𝛾3——有机质价格，元/t。 

                   𝑉𝑜2 = (𝑀𝑜2/0.14) × 𝛾4 ................................................................ (42) 

式中： 

0.14 为磷酸二铵含氮量，14%； 

𝑉𝑜2——氮肥价值量，万元； 

𝑀𝑜2——磷酸二铵实物量，万 t； 

𝛾4——磷酸二铵化肥价格，元/t。 

                    𝑉𝑜3 = (𝑀𝑜3/0.15) × 𝛾5 ............................................................... (43) 

式中： 

磷酸二铵含磷量，15%； 

𝑉𝑜3——磷肥价值量，万元； 

𝑀𝑜3——磷酸二铵实物量，万 t； 

𝛾5——磷酸二铵化肥价格，元/t。 

                    𝑉𝑜4 = (𝑀𝑜4/0.5) × 𝛾6 ................................................................ (44) 

式中： 

氯化钾含钾量，50%； 

𝑉𝑜4——钾肥价值量，万元； 

𝑀𝑜4——氯化钾实物量，万 t； 

𝛾6——氯化钾化肥价格，元/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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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固碳释氧 

实物量采用净生产力换算法，见公式 45 和 46： 

                𝑀𝑐 = (S1 × 𝐶𝑑1 + 𝑆2 × 𝐶𝑑2) × 1.63 × 0.2727 ×

105 (45)               𝑀𝑜 = (S1 × 𝐶𝑑1 + 𝑆2 × 𝐶𝑑2) × 1.19 ×

105 (46) 

式中： 

𝑀𝑐——固碳量，万 t； 

𝑀𝑜——释氧量，万 t； 

𝑆1——有林地面积，hm2； 

𝐶𝑑1——有林地干物质生产量，t/hm2； 

𝑆2——灌木林地面积，hm2； 

𝐶𝑑2——灌木林地干物质生产量，t/hm2。 

价值量核算采用影子工程法计算，见公式 47： 

                     𝑉𝑐 = 𝑀𝑐 × 𝛾7 ......................................................................... (47) 

式中： 

𝑉𝑐——固碳价值量，万元； 

𝑀𝑐——固碳量，万 t； 

𝛾7——固碳价格，元/t。 

                    𝑉𝑜 = 𝑀𝑜 × 𝛾8 ........................................................................ (48) 

式中： 

𝑉𝑜——释氧价值量，万元； 

𝑀𝑜——释氧量，万 t； 

𝛾8——制造氧气价格，元/t。 

6.1.4 净化大气 

实物量根据单位林地净化能力核算，见公式 49 和公式 50： 

                 𝑀𝑠 = (𝑆1 × 𝐶𝑠1 + 𝑆2 × 𝐶𝑠2) × 10−3 ........................................................... (49) 

                   𝑀𝑧 = (𝑆1 × 𝐶𝑧1 + 𝑆2 × 𝐶𝑧2) × 10−4 .......................................................... (50) 

式中： 

𝑀𝑠——吸收 SO2量，t； 

𝑀𝑧——滞尘量，万 t； 

𝑆1——有林地面积，hm2； 

𝐶𝑠1——有林地吸收 SO2 能力，kg/(hm2﹒a)； 

𝑆2——灌木林地面积，hm2； 

𝐶𝑠2——灌木林地吸收 SO2能力，kg/(hm2﹒a)； 

𝐶𝑧1——有林地滞尘能力，t/(hm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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𝐶𝑧2——灌木林地滞尘能力，t/(hm2·a)。 

价值量核算采用恢复成本法计算，见公式 51。 

                    𝑉𝑠 = 𝑀𝑠 × 𝛾9 × 10−2 ................................................................. (51) 

式中： 

𝑉𝑠——吸收 SO2价值量，万元； 

𝑀𝑠——吸收 SO2量，t； 

𝛾9——单位 SO2治理费用，元/kg。 

                     𝑉𝑧 = 𝑀𝑧 × 𝛾10 × 103 ................................................................ (52) 

式中： 

𝑉𝑧——滞尘价值量，万元； 

𝑀𝑧——滞尘量，万 t； 

𝛾10——单位降尘清理费用，元/kg。 

6.2 湿地生态系统核算 

6.2.1 涵养水源 

以土壤蓄水表征湿地的涵养水源，基于单位面积土壤调蓄能力和湿地面积计算，见公式 53。 

 𝑊𝑤 = 𝑍 × 𝑉 × 10−8................................................................... (53) 

式中： 

𝑊𝑤——涵养水量，亿 m3； 

𝑍——湿地面积，hm2； 

𝑉——单位面积土壤调蓄能力，m3/hm2。 

价值量采用影子工程法进行核算。 

 𝑉𝑤 = 𝑊𝑤 × 𝛿1 ....................................................................... (54) 

式中： 

𝑉𝑤——涵养水源价值量，万元； 

𝑊𝑤——涵养水量，亿 m3； 

𝛿1——水库建设单位库容投资，元/t。 

6.2.2 调蓄洪水 

以地表滞水表征湿地的调蓄洪水，见公式 55。 

        𝑊𝑡 = 𝑍 × (𝐶𝑓 − 𝐶𝑏) × 10−4 ................................................................ (55) 

式中： 

𝑊𝑡——调蓄洪水量，亿 m3； 

𝑍——湿地面积，hm2； 

𝐶𝑓——滞水深度，m； 

𝐶𝑏——丰水期水位，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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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量采用影子工程法计算，见公式 56。 

   𝑉𝑡 = 𝑊𝑡 × 𝛿1 ............................................................................... (56) 

式中： 

𝑉𝑡——调蓄洪水价值量，万元； 

𝑊𝑡——调蓄洪水量，亿 m3； 

𝛿1——水库建设单位库容投资，元/t。 

6.2.3 保育土壤 

固土实物量基于土壤侵蚀差异量与湿地面积计算，见公式 57。 

        𝑊𝑔 = 𝑍 × 𝛿 × 𝜌 × 10−3 ................................................................. (57) 

式中： 

𝑊𝑔——土壤侵蚀减少量，万 t； 

𝑍——湿地面积，hm2； 

𝛿——侵蚀差异量，mm/a； 

𝜌——土壤容重，g/cm3。 

固土的价值量核算采用市场价值法计算，见公式 58。 

          𝑉𝑔 = (𝑊𝑔/𝜌) × 𝛿2 ............................................................................... (58) 

式中： 

 𝑉𝑔——固土价值量，万元； 

𝑊𝑔——土壤侵蚀减少量，万 t； 

𝜌——核算区域土壤密度值，g/cm3； 

𝛿2——挖取单位体积土方费用，元/m3。 

保肥实物量基于固土量和土壤中有机质及氮、磷、钾的含量计算，见公式 59。 

                             𝑊𝑙 = 𝑊𝑔 × 𝐶𝑖 .................................................................................. (59) 

式中： 

𝑊𝑙——保肥实物量，万 t； 

𝑊𝑔——固土量，万 t； 

i=1,2,3； 

𝐶1——土壤氮含量，%； 

𝐶2——土壤磷含量，%； 

𝐶3——土壤钾含量，%。 

保肥价值量基于保肥实物量和相应营养物质的市场价格计算，见公式 60。 

 𝑉𝑔1 = 𝑊𝑔1 × 𝛿3 ............................................................................... (60) 

式中： 

𝑉𝑔1——有机质价值量，万元； 

𝑊𝑔1——有机质实物量，万 t； 

𝛿3——有机质价格，元/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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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𝑉𝑔2 = (𝑊𝑔2/0.14) × 𝛿4 ....................................................................... (61) 

式中： 

磷酸二铵含氮量，14%； 

𝑉𝑔2——氮肥价值量，万元； 

𝑊𝑔2——磷酸二铵实物量，万 t； 

𝛿4——磷酸二铵化肥价格，元/t。 

  𝑉𝑔3 = (𝑊𝑔3/0.15) × 𝛿5 ....................................................................... (62) 

式中： 

磷酸二铵含磷量，15%； 

𝑉𝑔3——磷肥价值量，万元； 

𝑊𝑔3——磷酸二铵实物量，万 t； 

𝛿5——磷酸二铵化肥价格，元/t。 

  𝑉𝑔4 = (𝑊𝑔4/0.5) × 𝛿6 ........................................................................ (63) 

式中： 

氯化钾含钾量，50%； 

𝑉𝑔2——钾肥价值量，万元； 

𝑊𝑔2——氯化钾实物量，万 t； 

𝛿6——氯化钾化肥价格，元/t。 

6.2.4 净化水质 

净化水质实物量基于单位湿地净化氮、磷的能力和湿地面积计算，见公式 64 和 65。 

  𝐺𝑠 = 𝑍 × 𝐶𝑠 × 10−2 .......................................................................... (64) 

 𝐺𝑧 = 𝑍 × 𝐶𝑧 × 10−2 ........................................................................... (65) 

式中： 

𝐺𝑠——氮净化量，t； 

𝐺𝑧——磷净化量，t； 

𝑍——湿地面积，hm2； 

𝐺𝑠——氮净化能力，t/km2； 

𝐺𝑧——磷净化能力，t/km2。 

净化水质价值量核算基于实物量和单位氮、磷的处理费用计算，见公式 66。 

  𝑉𝑠 = 𝐺𝑠 × 𝛿7 × 10−5 .......................................................................... (66) 

式中： 

𝑉𝑠——氮净化价值量，万元； 

𝐺𝑠——氮净化量，t； 

𝛿7——单位氮的处理费用，元/kg。 

   𝑉𝑧 = 𝐺𝑧 × 𝛿8 × 10−5 ......................................................................... (67)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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𝑉𝑧——磷净化价值量，万元； 

𝐺𝑧——磷净化量，t； 

𝛿8——单位磷的处理费用，元/kg。 

6.3 草地生态系统核算 

6.3.1 涵养水源 

实物量采用水量平衡法进行核算，见公式 68。 

 𝐺𝑤 = 𝐴 × ((1 − 𝜃) × 𝑅−ET) × 10−7 ............................................................. (68) 

式中： 

𝐺𝑤——涵养水量，亿 m3； 

𝐴——草地面积，hm2； 

𝜃——多年平均地表径流系数； 

𝑅——多年平均降水量，mm； 

𝐸𝑇——多年平均蒸散发，mm。 

价值量采用影子工程法进行核算： 

 𝑉𝑤 = 𝐺𝑤 × 𝛽1 × 103 ........................................................................... (69) 

式中： 

𝑉𝑤——涵养水源价值量，万元； 

𝐺𝑤——涵养水量，亿 m3； 

𝛽1——水库建设单位库容投资，元/t。 

6.3.2 保育土壤 

固土实物量计算，见公式 70。 

 𝐺𝑠 = 𝐴 × (𝐷1 − 𝐷2) × 10−6 ..................................................................... (70) 

式中： 

𝐺𝑠——土壤侵蚀减少量，万 t； 

A——草地面积，km2； 

𝐷1——潜在侵蚀模数，t/(km2﹒a)； 

𝐷2——现实侵蚀模数，t/(km2﹒a)。 

固土价值量核算采用市场价值法，见公式 71。 

 𝑉𝑠 = (𝐺𝑠/ρ) × 𝛽2 ............................................................................. (71) 

式中： 

𝐺𝑠——固土价值量，万元； 

𝐺𝑠——土壤侵蚀减少量，万 t； 

ρ——核算区域土壤密度值 2.65g/cm3； 

𝛽2——挖取单位体积土方费用，元/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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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肥实物量，见公式 72。 

 G𝑜 = 𝐺𝑠 × 𝐶𝑖 ................................................................................ (72) 

式中： 

G𝑜——保肥实物量，万 t； 

𝐺𝑠——固土量，万 t； 

i=1,2,3,4 

𝐶1——土壤有机质含量，%； 

𝐶2——土壤氮含量，%； 

𝐶3——土壤磷含量，%； 

𝐶4——土壤钾含量，%； 

保肥价值量，见公式 73。 

 𝑉𝑜1 = 𝐺𝑜1 × 𝛽3 .............................................................................. (73) 

式中： 

𝑉𝑜1——有机质价值量，万元； 

𝐺𝑜1——有机质实物量，万 t； 

𝛽3——有机质价格，元/t。 

 𝑉𝑜2 = (𝐺𝑜2/0.14) × 𝛽4 ........................................................................ (74) 

式中： 

磷酸二铵含氮量，14%； 

𝑉𝑜2——氮肥价值量，万元； 

𝐺𝑜2——磷酸二铵实物量，万 t； 

𝛽4——磷酸二铵化肥价格，元/t。 

 𝑉𝑜3 = (𝐺𝑜3/0.15) × 𝛽5 ........................................................................ (75) 

式中： 

磷酸二铵含磷量，15%； 

𝑉𝑜3——磷肥价值量，万元； 

𝐺𝑜3——磷酸二铵实物量，万 t； 

𝛽5——磷酸二铵化肥价格，元/t。 

          𝑉𝑜4 = (𝐺𝑜4/0.5) × 𝛽6...................................................................... (76) 

式中： 

氯化钾含钾量，50%； 

𝑉𝑜4——钾肥价值量，万元； 

𝐺𝑜4——氯化钾实物量，万 t； 

𝛽6——氯化钾化肥价格，元/t。 

6.3.3 固碳释氧 

实物量采用干物质量换算法计算，见公式 77 和公式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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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𝐺𝑐 = 𝐴 × 𝐶𝑒 × 1.63 × 0.2727 × 10−4 ............................................................. (77) 

  𝐺𝑜 = 𝐴 × 𝐶𝑒 × 1.19 × 10−4 ..................................................................... (78) 

式中： 

𝐺𝑐——固碳量，万 t； 

𝐺𝑜——释氧量，万 t； 

A——草地面积，hm2； 

𝐶𝑒——草地干物质生产量，t/hm2。 

价值量核算采用影子工程法计算，见公式 79。 

 𝑉𝑐 = 𝐺𝑐 × 𝛽7 ................................................................................. (79) 

式中： 

𝑉𝑐——固碳价值量，万元； 

𝐺𝑐——固碳量，万 t； 

𝛽7——固碳价格，元/t； 

 𝑉𝑜 = 𝐺𝑜 × 𝛽8 ................................................................................. (80) 

式中： 

𝑉𝑜——释氧价值量，万元； 

𝐺𝑜——释氧量，万 t； 

𝛽8——制造氧气价格，元/t。 

6.3.4 净化大气 

净化大气实物量根据单位草地净化能力核算，见公式 81 和公式 82。 

 𝐺𝑠 = 𝐴 × 𝐶𝑠 × 10−2 ........................................................................... (81) 

 𝐺𝑧 = 𝐴 × 𝐶𝑧 × 10−4 ........................................................................... (82) 

式中： 

𝐺𝑠——吸收 SO2量，t； 

𝐺𝑧——滞尘量，万 t； 

A——草地面积，hm2； 

𝐶𝑠——草地吸收 SO2能力，kg/(hm2﹒a)； 

𝐶𝑧——草地滞尘能力，t/(hm2·a)。 

价值量核算采用恢复成本法计算，见公式 83。 

 𝑉𝑠 = 𝐺𝑠 × 𝛽9 × 10−2 ........................................................................... (83) 

式中： 

 𝑉𝑠——吸收 SO2价值量，万元； 

𝐺𝑠——吸收 SO2量，t； 

𝛽9——单位 SO2治理费用，元/kg。 

 𝑉𝑧 = 𝐺𝑧 × 𝛽10 × 102 ..........................................................................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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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𝑉𝑠——滞尘价值量，万元； 

𝐺𝑧——滞尘量，万 t； 

𝛽10——单位滞尘清理费用，元/kg。 

6.4 生态综合核算 

生态综合核算全面体现了核算期内区域生态质量，反映资源开发利用来来的生态效应，包括森林生

态系统、草地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调节服务功能三个部分，其实物量和价值量表式结构表 2 所示，

其各项指标值来源于具体的森林生态系统、草地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调节服务功能评价结果。 

表 2 生态综合核算表                         单位为万元 

生态功能 期初（1） 期末（2） 

变化量 

（3）=（2）-（1） 

森林 

涵养水源    

保育土壤    

固碳释氧    

净化大气环境    

合计    

草地 

涵养水源    

保育土壤    

固碳释氧    

净化大气环境    

合计    

湿地 

涵养水源    

调蓄洪水    

保育土壤    

净化水质    

合计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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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生态环境资产负债核算模型参数表 

生态环境资产负债核算使用的模型参数见表 A.1。 

表 A.1 生态环境资产负债核算模型参数 

核算内容 参数 推荐值 

环境核算参数 

种植业的生产耗水系数 0.655 

废水流失系数（水田） 0.2 

废水流失系数（旱田） 0.05 

废水处理率 79%-88% 

污染物修正系数 氨氮：1.875、总氮：9.4286、总磷：4.2581 

固土平均密度值 2.65g/cm3 

挖取单位体积土方费用 63.0 元/m3 

固碳价格 48.18 元/t 

制造氧气价格 1108 元/t 

单位 SO2 治理费用 1.55 元/kg 

单位降尘清理费用 0.19 元/kg 

水库建设单位库容投资 6.1107 元/t 

磷酸二铵化肥价格 3300 元/t 

氯化钾化肥价格 2800 元/t 

生态核算参数 

水库建设单位库容投资 6.1107 元/t 

土壤密度值 2.65g/cm3 

挖取单位体积土方费用， 63.0 元/m3 

固碳价格 48.18 元/t 

制造氧气价格 1108 元/t 

单位 SO2 治理费用 1.55 元/kg 

单位降尘清理费用 0.19 元/kg 

磷酸二铵化肥价格 3300 元/t 

氯化钾化肥价格 2800 元/t 

单位氮的处理费用 1.5 元/kg 

单位磷的处理费用 2.5 元/kg 

单位 SO2 治理费用 1.72 元/kg 

单位降尘清理费用 0.19 元/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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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生态环境产负债核算报告编写提纲 

生态环境产负债核算报告编写提纲可参考《XX 省（区、市）XX县生态环境产负债核算报告》。 

XX省（区、市）XX县生态环境产负债核算报告 

前言 

介绍工作背景、主要目标、基本原则等。 

1 区域概况 

1.1 自然地理概况 

1.2 经济社会概况 

1.3 生态环境系统状况 

1.4 主要生态环境问题 

2 生态环境产负债核算报告编制概述 

2.1 总体目标 

2.2 基本原则 

2.3 基本概念 

2.4 框架体系 

3 环境核算 

3.1 水环境核算 

3.2 大气环境核算 

3.3 固体废物核算 

3.4 环境综合核算  

4 生态核算 

4.1 森林生态系统核算 

4.2 草地生态系统核算 

4.3 湿地生态系统核算 

4.4 生态综合核算  

5 对策与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