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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银行”在生态资源与

生态资产、资本之间架起桥梁，

推动了生态产品的规模化增值

及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为实

现“两山”转化闯出了一条好

路子。

“生态银行”借鉴了商业银

行模式，搭建起一个围绕自然

资源进行管理整合、转换提升、

市场化交易和可持续运营的平

台，运营管理生态资源的“权”

与“益”，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的市场化创新机制。

换句话讲，“生态银行”运

营管理平台通过对生态资源的

重新配置和生态资产优化利

用，为资源资本化搭建起中介

平台，提供一个多主体协同治

理的可持续发展体系，从而不

断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

态化。

近年来，福建、江西、浙江

等地对自然资源领域的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进行了有益探索。

2018 年以来，福建南平市开展

的“生态银行”实践以“生态银

行”理论为指导，创新生态资源

交易类型，为资本进入生态文

明建设领域打开了通道。

要更好实现生态产品价

值，需要有功能健全的生态资

源交易平台。浙江省借鉴“生

态银行”理论，开展“两山银行”

实践，通过以农业和林业资产经营公司、金融投资公司等

国有企业或社会企业等为主体，组建省、市、县（区）级“两

山银行”。浙江省常山县构建了集价值评估、信用评价、

资源收储、转让流转、抵押贷款、绿色金融等多功能为一

体的线上线下广域性生态资源交易平台，具有较强的创

意设计、咨询策划等综合服务能力，成为农村数字经济、

数字治理和智慧绿色乡村建设的核心。

要实现生态产品价值，还离不开金融赋能的长效机

制。江西省抚州市资溪县成立“两山银行”金融服务中

心，搭建涉及林业、旅游、自然资源、金融机构、市场主体

等多个领域的专业服务平台，既能整合运营生态资源，又

能提供绿色金融服务，在江西首创“景区收费权质押贷

款”“林权补偿收益权质押贷款”“竹木产业链融资”“林权

代偿收储担保”等经验做法，通过金融支持生态产业优化

升级，带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从三地的实践探索来看，福建南平市在前端自然资

源的确权、管控和收储上成效显著，并对各类生态资源类

别进行了模式探索，创新碳汇生态产品交易；浙江常山县

更加注重生态银行中端平台建设，规范、创新和运作平台

公司，构建了生态产品交易市场和交易机制，盘活了存量

生态资产；江西资溪县在生态银行后端发力，发挥金融支

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作用，创新林权代偿质押等

绿色金融。

立足本土，因地制宜，扎实稳健，生态惠民。相信不

远的将来，“生态银行”的“清泉活水”，将会在更多地方浇

灌生态发展的种子，唤醒更多山水林田之美，开拓更多生

态富民、乡村振兴之路！

（作者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生态文明治理现
代化研究院执行院长）

浙江常山浙江常山““两山银行两山银行””成了金钥匙成了金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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塌 陷 地 里 种 珍 珠
本报记者 王金虎

春光正好，行走在邹城

市太平镇采煤塌陷区，杨柳

吐翠、阡陌纵横，整齐划一的

现代化珍珠养殖基地坐落于

此。眼下，正是兖矿清湖生

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800 亩

新一茬珍珠收获的时候。

“这茬珍珠品相好，体量

和光泽达标的一颗能卖到一两千元，小的按斤卖，市场价基本

也在三四千元左右。”兖矿清湖生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职工陈

容迪对今年的收成充满信心。

山东最大的采煤塌陷区在邹城，塌陷水域达 2万亩。“原来

这片塌陷区臭水横流、杂草丛生，和现在真是天壤之别。”邹城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生态修复科科员张浩说，2013年，邹城启

动了塌陷水域生态修复，最初只是简单将积水浅的区域回填

复垦成耕地，积水深的区域则改造成鱼塘，承包给村民搞

养殖。

“这种修复方式经济效益低，水体还出现了富营养化加重

的趋势。”张浩说，为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多方调研，最终敲定

了“生物链治水·靶向珍珠养殖”的生态治理模式。

“我们刚到邹城时，很多养殖户都说这些塌陷地连鱼都养

不活，怎么能养出金贵的珍珠？”初到邹城，兖矿清湖生态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费林江也对项目进展感到担忧。带

着养殖户的疑问，通过实地走访，他们发现鱼常年养不活，主

要原因是养殖户投放肥料过度，造成了水体富营养化，导致生

态链失衡。

“邹城遇到的困境正是我们公司研究解决的方向。”费林

江表示，在来邹城之前，他们已经在杭州、绍兴等地积累了大

量成功利用养殖河蚌进行水体治理的经验。

“河蚌是一种水体滤食性环保动物，主要滤食浮游生物、

藻类、腐烂碎屑、细菌等，适温季节每只 3 龄河蚌一天能滤水

50 升，以 10 万只蚌为例，其滤水能力每小时可达 200 立方米，

可以说河蚌是一台‘活体纯净水制造机’。”费林江说。

2019年9月，浙江清湖集团带着“生物链治水·靶向珍珠养

殖”技术来到这里，启动了邹城塌陷区的生态修复治理工作，走

上了一条兼顾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采煤塌陷地治理道路。

兖矿清湖生态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技术负责人吴成华

介绍，所谓生物链治水就是

先将池底的黑臭水、有机质

抽到繁藻池，再通过微生物

技术把有机质转化成藻类可

以吸收的无机盐，进而培养

出适合投喂珍珠蚌的藻类。

该技术的特点是在水体治理过程中不添加任何化学试剂，在

水体建立一个稳定的纯生态食物链系统，从而达到生态治理

的目的。

“这一小瓶藻类在市场上起码能卖到 30元到 40元。为了

养出高品质珍珠，我们直接把它投喂给珍珠蚌。”吴成华说，他

们采取自动化管网格式养殖技术，在蚌壳适当位置钻孔并插

入滴管，通过类似“打点滴”的形式向河蚌精准输送藻类，并且

在喂食河蚌时给每一只河蚌留出饥饿空间，让河蚌发挥自身

可以过滤纳米级粒子的优势过滤池塘水体，从而改善水质。

据了解，目前该项目已挂养河蚌 100多万只，全部投产后，

年出产淡水珍珠 5000公斤，产值超千万元，围绕珍珠养殖形成

的服装、首饰、艺术品加工等产业，也在加速布局，昔日的塌陷

地摇身变成了当地发展的“聚宝盆”。该治理模式成功入选自

然资源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
本版编辑 陈莹莹 徐晓燕

本报北京讯（记者黄俊毅）记者从全国

“爱鸟周”40 周年纪念活动启动仪式上获

悉：通过加大打击力度、持续开展监督检

查，以及发动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加强巡查

巡护等一系列措施，我国野生鸟类得到有

效保护，野生鸟类资源实现不断恢复和

发展。

我国现有鸟类 1445种，其中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鸟类 394 种。在全球的 9 条候鸟

迁徙路线中，有 4 条贯穿我国全境，90%左

右的东亚-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上的鸻鹬

类途经我国东部沿海，几乎所有中亚迁徙

路线和西亚-东非迁徙路线上的水鸟都会

经停我国中西部地区的高原湖泊。

40 年来，我国持续加大鸟类保护力

度，朱鹮由发现之初的 7 只增长到 5000 多

只，白鹤由 210只增长到 4500余只，黑脸琵

鹭由 1000 只增长到 4000 余只。截至 2020

年，我国环志鸟类总数达 845 种 392 万只，

彩色标记鸟类达 278 种 12 万只，利用卫星

跟踪技术掌握了中华秋沙鸭、白鹤、大鸨等

60余种鸟类的迁徙规律，为科学开展野生

鸟类保护提供有力保障。

春季是候鸟大规模迁徙和集群活动的

主要季节，是加强候鸟保护的重点时段。

为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下发了《关于加强

春季候鸟等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通知》，要

求进一步加强鸟类等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确保候鸟迁徙和繁衍安全。

下 一 步 ， 国 家

林草局将在完善法

律法规制度、加

强 保 护 体 系 建

设、强化执法

监 管 等 方 面

下功夫，全

面 提 升 鸟

类 等 野 生

动物保 护

水平。

我
国
野
生
鸟
类
得
到
有
效
保
护

地处钱塘江源头的浙江省常山县，生态资源禀赋突出，森

林覆盖率达 71.55%，空气质量常年保持在二级以上。2020年 9

月，常山县开始实体化运作“两山银行”，在全省开了先河。由

常山县农投集团操盘运营的“两山银行”，对县域内碎片化资源

资产进行摸底、确权、评估后，统一收储打包入市变现，进而实

现生态资源向资产、资本的高水平转化。常山“两山银行”自成

立至今已累计授信 5756 万元，撬动资金投资 1.1 亿元，转化资

源总量价值11.3亿元。

绿水青山如何定价

在招贤镇山底村，村干部正忙着对一片区的土地进行丈

量。“这些零散闲置土地能够被大企业看中投资，多亏了‘两山

银行’。”村党支部书记徐先锋说，“两山银行”将闲置土地连片

收储，整体打包引进大项目，为村庄发展带来了更多动能。

常山县委书记潘晓辉说，常山生态资源得天独厚，但在价

值转化中存在低效闲置、沉淀资金无法激活、优质生态资源不

能盘活利用、招商开发难等四大困境。

“两山银行”是瞄准“两山”转化短板问题的创新实

践。2020年 9月，依托常山县农投集团有限公司旗下

的生态资源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两山银行”正式

挂牌，实行实体化运营。

要实现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转化，

收储是第一步。“两山银行”将农村闲

置抛荒或低效利用的“山水林田湖

草地房矿”进行标准化集中收

储，使碎片化资源成规模。比如农房原则上 5栋以上且相对连

片、宅基地原则上 5000平方米以上且相对连片、山塘水库须库

容 5 万立方米以上的可纳入存储，胡柚、油茶林等经济林原则

上100亩以上可纳入存储。

这些“商品”价值多少，还要由专业机构评估。常山“两山

银行”以农业产业投资银行、生态资源储蓄银行、低效资产招商

银行、文化资源开发银行、有偿权项变现银行“五大行”为目标

定位，搭建了资源集聚、资产交易、信用担保、招商对接、农业投

资、生态补偿“六大平台”，完善村级合作组织、评估机构、担保

机构等十大支撑体系，全面摸清生态资源“家底”。

资源进入“两山银行”后，通过定向化的分类开发，提升低

效资源的使用效益。常山对工业园区外所有“低小散”工业企

业进行收储，不适宜作为产业用地的进行建设用地复垦，可以

二次利用的则进行改造提升“退二进三”，目前已收储企业 57

家，其中复垦26家、二次利用31家。

截至目前，常山“两山银行”共投入 1.84 亿元，收储低效闲

置土地 1.71 万亩、民房 23 幢、企业 57 家，实现了低效闲置资源

资产集约利用，“风景”变“前景”的大门徐徐拉开。

存入资源如何变现

收储的目的是“变现”，变“活物”为“活钱”，变“资本”为“股

本”。“两山银行”所建立的增信体系，对生态资源主体的经营

权、生产资料等有偿取得权项进行了金融赋能，把农民从土地

上彻底“解绑”。

在常山青石镇的东方巨石阵景区，地震馆、台风馆、呐喊音

乐喷泉等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体验。“发展景区投资大，各

项设备需要维护，资金方面就有些困难。”景区负责人毛春财

说，虽然自己有很多景观石，在“玩家”眼中也很值钱，但因观赏

石不能确权登记、无统一市场评估价等因素，很多商业银行并

不会同意把石头当成抵押物。在“两山银行”的支持下，经评

估，“两山银行”承诺兜底收购景区内“诸葛八卦阵”景点的景观

石，帮助景区拿到300万元贷款，大大缓解了经营资金压力。

胡柚及香柚加工龙头企业浙江柚香谷公司，获得了“两山

银行”2000万元股权投资，用于建设农产品冷库、农产品检验检

测中心等农业产业公共服务项目。“有了这笔钱，公司计划今年

将香柚种植面积扩大到 1万亩，仅土地流转就能给百姓带来一

年 500 万元的收益，还能带动胡柚产业发展。”公司董事长宋

伟说。

奇石贷、胡柚贷、林权贷、民宿贷、苗木贷……由“两山银

行”增信，通过担保、承诺收购、优先处置等形式，激活变现沉淀

化资源。截至目前，“两山银行”已为 187 家经营主体增信，融

资10816万元。

生态红利如何增值

一手连线农民百姓，一手牵线资本市场。“两山银行”让生

态资源变成百姓红利，带动扶贫消薄、村集体增收，让“守着金

饭碗讨饭吃”这一现象得以根本改变。

走进芳村老街，山区乡镇特有的古朴风貌映入眼帘。尽管

古街已经对外营业，但仍存在资金薄弱、业态少、人气低的窘

境。为此，常山“两山银行”对芳村古街连片打包收储，以景区

托管方式招商后对古街进行二次改造提升。60余幢明清建筑

按照区位、造型等进行统一布局规划，弹棉花、编蓑衣、打铁、箍

桶、榨油等传统手工技艺也被“搬”进老街。

“我们希望挖掘这些‘藏在深山人未识’的老工艺、老传统，

做好传承发展的文章，打造一个集展示、观光、销售于一体的文

化创意产业园。”芳村镇镇长徐小灵介绍。

青石镇和招贤镇的 9000 亩低效闲置用地，通过“两山银

行”引进上市公司亿利集团与上海北禾，投资 5 亿元建设田园

综合体；新昌乡泰安村 15 幢闲置农房及古民居，通过“两山银

行”统一收储、集中修缮，打造“民宿+文创”综合体，未来通过参

股分红、溢价收储等方式，泰安村集体前 3 年每年可获得 30 万

元的固定收益……截至目前，“两山银行”已为 27 个村集体带

来经营性收益581万元。

“两山银行”正成为常山乡村振兴的金钥匙，绿水青山转化

为金山银山的助推器。2020年，常山县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增长7.7%，增速居浙江省26个加快发展县第一位。

濒危鸟类黑脸濒危鸟类黑脸

琵鹭琵鹭。。

冯尔辉摄

常山县“两山银行”推出以胡柚树为质押

的“胡柚贷”，为柚农提供便利高效低息的融

资产品。

李志强摄（中经视觉）

重建的文昌阁矗立在常山秀丽的山

水间。

徐高禄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