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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

〔A类〕

〔公开〕

昆发改基础函〔2023〕35号

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昆明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 153266号建议答复的函

余艳红、丛静、严冰、杨菊芬、彭惠、邱淑莲、非绍坤、康焰、

铁程、李月英等代表：

您提出的第 153266号《关于践行“两山”理念 打造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西山样板”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载

体和实践抓手，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深层

次挺进的重要举措，也是培育绿色发展新动能、打通绿水青山转

化为金山银山的必然路径，做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对深入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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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规划政策引领

为系统谋划全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2022年 9月，市发

展改革委牵头编制、市人民政府印发实施《昆明市“十四五”长江

经济带发展规划》，统筹谋划建立健全绿色发展体制机制，推进生

态产品调查和价值评价、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完善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保障机制三大任务，引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为推进政府主导、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的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路径，逐步解决生态产品“难度量、难抵押、难交易、难变

现”等问题，增强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能力，市发展改革委

在充分学习借鉴江苏、浙江、福建等国内试点城市的经验和做法

基础上，牵头起草《昆明市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实

施方案》，《实施方案》从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 3个方

面，提出建立生态产品调查监测机制、建立生态产品价值评价机

制、开拓多元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保护

补偿机制、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保障机制 5大方面共 14项重点

任务。《实施方案》经十五届市人民政府第 15次常务会议、市委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近期将以市委办

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印发实施。

二、积极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争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试验区。2022年 4月，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云南省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实施

方案》（云办发〔2022〕25号），省级层面按照生态本底条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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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强、具备一定的生态产品市场认可度和市

场活力等标准和要求，选取普洱市、玉溪市澄江县、昭通市水富

市、红河州屏边县作为全省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范围。

昆明市经积极协调争取，暂无相关区域纳入省级试点范围。当前，

昆明市正在按照云南省九大高原湖泊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试点工作

要求，深入推进滇池、阳宗海试点核算，待滇池、阳宗海试点取

得成功经验后，昆明市将在国家、省级统一部署下，按照行政区

划开展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工作。机制建立方面，昆明市于 2018年

成立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由市委书记、市长担任双组

长，各县（市）区和市级各部门党政主要负责人为领导小组成员，

高位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长江经济带发展各项工作，建议中

提出的建立相关统筹推动方式，可在领导小组制度框架下进一步

健全和完善。

整合各类资金推进生态价值实现项目。为加大生态环境修复

力度，推动绿色生态产业发展，《昆明市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机制的实施方案》中明确提出“加大绿色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

领域资金，推进重点改革事项、示范试点创建和平台建设。鼓励

银行等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

加大对生态产品经营开发主体中长期贷款支持力度。”近年来，西

山区采取“政府引导、企业积极参与”的模式，争取社会资本参与

实施西山区团结乡磷矿矿区生态修复，由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后打

造为现代农业种植示范园，2022年示范园苹果综合产量约 500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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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产值 500万余元，年均增加周边农户就业约 500人次，带动

300余农户增收，户均增收 2200元/年。通过多年努力，昔日废弃

矿山转变为今天的绿水青山，黑色产业“退场”、绿色产业“接棒”，

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成为政府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生态

治理实现生态价值的成功案例。

打造生态产品公共品牌。为促进生态产品溢价增值，《昆明市

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实施方案》中明确提出“建立健

全生态产品质量认证标准体系，加强绿色有机农产品和地理标志

农产品认证和审批管理，积极打造有影响力的生态产品公共品牌，

培育一批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生态产品品牌。”通过努力，西山区

陆续打造出一批具有地域特色的区域公共品牌，“西山谷律花椒”

荣获地理标志产品称号，“西山区团结苹果”获准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

加大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近年来，昆明市不断加大

生态环境保护资金投入力度，2019年—2021年，共下达各地生态

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 7.72亿元，安排矿山生态治理修复资金 4.23

亿元。2022年，市级财政安排主城区雨污分流治理及排水管网改

造以奖代补专项资金 2.3亿元，争取到中央预算内排水设施建设

资金 1.35亿元，重点支持西山区等排水设施建设,其中，争取到中

央预算内资金 1000万元用于西山区二环内排水系统提升完善项

目建设。“十四五”期间，昆明市设立生态文明建设专项资金，针

对生态涵养区的自然生态保护和生态涵养、生态文明能力和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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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生态产业发展等予以资金支持。

增强智力保障支撑。为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创新发展，

《昆明市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实施方案》中明确提

出“强化智力支撑，依托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强化基础理论研究、

路径创新和人才培养。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整合资源，协同开展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研究及实践探索。”，下一步，市发展改革委

将会同市级有关部门，依托省会城市高校、科研院所众多等优势，

支持西山区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相关智库建设。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下一步，市发展改革委将会同市级有关部门，继续认真抓好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研究工作，持续关注西山区等生态资源禀

赋好、生态修复成效显著的区域，加强沟通衔接，争取将西山区

等纳入省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范围。同时，以提案建议

为导向，查找工作短板，细化工作措施，总结西山区废弃矿山生

态修复等成功经验，拓展应用到其它领域，不断探索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的路径方法，推动西山区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感谢您对发展改革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联系人及电话：杨永华，0871-63968976）

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3年 6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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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

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3年 6月 1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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