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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域自然资源资产核算技术规范》
标准解读

《陆域自然资源资产核算技术规范》已于 2024 年 01 月

27 日发布，于 2024 年 03 月 01 日实施，现就编制背景、目

的意义、主要内容解读如下：

一、编制背景

国内外研究未体现完整的陆域自然资源资产价值，主要

以单个资源门类（森林、湿地）为主，未覆盖全部陆域资源

类型，缺乏资源整体性及关联性的考核。同时，现存的标准

中在评估范围适用性上存在一定局限性，无法满足深圳市自

然资源资产价值实现工作的需要。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发〔2015〕25 号）要求

“构建水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等的资产和负债核算方

法，建立实物量核算账户，明确分类标准和统计规范，定期

评估自然资源资产变化状况。”2019 年 4 月，中共中央、国

务院印发的《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指

导意见》再次提出“研究建立自然资源资产核算评价制度”。

2019 年 8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对深圳提出了“深化自然资

源管理制度改革，探索实施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核算制度”的

要求。故自然资源资产核算是当前自然资源管理的工作重点。

二、目的意义

本文件的制定可为陆域自然资源资产核算提供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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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方法，形成具有科学性的核算标准，有助于推进深圳市

全民所有陆域自然资源资产的精细化管理，促进“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价值转化；促进全面、科学、精确、及时

掌握自然资源资产家底，深化深圳市自然资源管理制度改革，

更好地服务于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考核评估等管理工作，

促进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同时，也

是落实中央自然资源改革和深圳建立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要求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自然资源精细化管理的关键抓手。

自然资源资产核算既包括实物量，也包括价值量，促进了自

然资源管理从实物资源向资产价值转变，是推进自然资源有

偿使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基础，同时也直接服务于

自然资源资产评价考核和资产平衡表的编制。

三、主要内容

本文件主要包括了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

基本原则、数据来源、核算流程、核算方法七个章节，主要

内容说明如下：

（一）范围

规定了本文件所适用的对象条件。本文件适用于土地、森

林、湿地、矿产、水、草地等陆域自然资源资产核算工作。

（二）规范性文件

列举了本文件所引用的相关文件信息。本文件主要引用了

《水资源公报编制规程》（GB/T 23598）、《水资源评价导则》

（SL/T 238）、《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TD/T 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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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程》（DB44/T 2149）中的相

关内容。

（三）术语和定义

给出了本文件涉及的术语和定义的情况。定义了自然资源、

自然资源资产、自然资源资产经济价值、自然资源资产生态价

值、土地、草地、湿地等 16 个术语和定义。

（四）基本原则

本章节规定了陆域自然资源资产核算遵循的基本原则，

包括科学性、可操作性和可比性原则。

（五）数据来源

本章规定了土地资源资产核算数据来源、矿产资源资产

核算数据来源、森林、湿地、草地等资源资产核算数据来源、

水资源资产核算数据来源。

土地资源资产核算数据主要采用自然资源部门土地相

关的年度更新数据，包含国土变更调查数据、不动产登记数

据、公示地价数据等。矿产资源资产核算数据主要采用广东

省矿产资源储量数据库管理系统储量数据和矿业权出让市

场基准价价格数据；部分缺失数据可通过市场调查获取。森

林、湿地、草地等资源资产核算数据主要采用自然资源部门

相关年度更新数据，包含国土变更调查数据、林业变更调查

数据、森林资源管理年度更新数据等，其他数据由野外生态

监测站点、野外样方实测、遥感监测、统计年鉴、统计公报、

搜集文献、市场调查等方式获取。水资源资产核算数据采用

水务、水利、水文部门及气象部门相关的年度更新数据，如



4

水务统计手册、水资源公报、统计年鉴、统计公报等。

（六）核算流程

本章规定了陆域自然资源资产核算流程图。陆域自然资

源资产核算流程包括：明确核算目的、明确核算范围、明确

核算指标、收集核算所需数据及资料、分别计算经济价值、

生态价值，最终得到陆域自然资源资产价值。

（七）核算方法

（1）陆域自然资源资产价值

陆域自然资源资产价值包括自然资源资产经济价值和

自然资源资产生态价值（社会价值核算方法当前暂未形成相

对一致的共识，因此，本文件暂不探讨自然资源资产社会价

值的核算）。

（2）经济价值核算

本节规定了陆域自然资源资产经济价值核算分类体系

结构、土地资产经济价值核算公式及参数设置及矿产、森林

和水资源资产经济价值核算公式及参数设置。因湿地和草地

地上物经济价值较低，且其土地经济价值核算方法尚未形成

统一认识，因此本标准未列其经济价值核算方法。可根据需

要参考土地资源资产经济价值核算方法和森林资源资产经

济价值核算方法。

a）土地资源。一是资源分类上，土地资源分类依据《国

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

二是土地价格数据上，根据深圳市实际情况，采用土地价格

数据包括基准地价成果和标定地价等成果，可根据核算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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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情况、应用方向等实际情况选择适用的价格数据进行价

值量核算。三是参数选择上，主要考虑对价格影响较大且容

易获取和量化的参数；

b）矿产资源。一是资源分类上，矿产资源分为固体矿

和水气矿，参考《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的附录《中国矿产

资源分类细目》。二是计算方法上，水气矿价值等于可采储

量乘以矿业权出让市场基准价乘以出让年限，固体矿产价值

等于矿业权出让市场基准价乘以储量。其中储量数据来源于

国家矿产资源储量数据库，矿业权出让市场基准价主要参考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公布的《广东省矿业权出让市场基准价》，

部分遗漏矿产参见周边邻近省市公布的矿业权出让市场基

准价，水气矿出让年限依据出让合同确定；

c）森林资源。一是资源分类上，森林资源分为林木产

品、古树名木、林地，具体分类参考《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

技术规程》（TD/T 1055）。二是计算方法上，林木产品的

计算方法参考《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技术规范》（LYT

2407—2015）；

d）水资源。一是资源分类上，按资源特征划分为地表

水和地下水，具体分类参考《水资源公报编制规程》（GB/T

23598）和《水资源评价导则》（SL/T 238）。二是数据获

取上，水资源的水价价格数据参考的《深圳市水资源公报》，

水量数据参考的《深圳市水务统计手册》。

（3）生态价值核算

本节规定了生态价值核算技术路线与具体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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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价值主要以自然基点反映。自然资源资产生态价值

核算具体实施技术路线为：

a）自然基点参数选取。运用专家打分法选取参数，应

选取自然资源最关键、最具生态服务能力代表性的属性因子，

作为自然基点参数；

b）自然基点参数标准化。基于数据统计分析，采用标

准化方法（如极差标准化、标准差标准化等）将自然属性参

数值标准化至[0,100]。其中，连续性定量参数采用标准化

方法至[0,100]，非连续性定量参数采用专家打分法标准化

至[0,100]，定性参数采用专家打分法标准化至[0,100]；

c）自然基点参数权重的确定。采用专家打分法确定参

数权重；

d）一级自然基点计算。计算一级自然基点，可了解核

算对象在资源内部提供生态服务能力的相对强弱，实现资源

内部生态价值可比；

e）资源可比系数的确定。资源可比系数采用专家打分

法确定；

f）二级自然基点计算。计算二级自然基点，可了解核

算对象在自然资源系统提供生态服务能力的相对强弱，实现

不同资源之间的生态价值可比。对一级自然基点进行资源可

比修正得到二级自然基点，资源可比系数运用专家打分法获

取；

g）自然基点货币化。“一级自然基点”和“二级自然

基点”均可货币化，自然基点货币化具体步骤为：根据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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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设置标准样地的精度和数量；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样地，

即标准样地，结合市场调查、专家咨询、功能价值核算等方

式核算标准样地货币化价值；推算其他任意地块的货币化价

值。

自然基点根据应用场景和价值内涵选择适当的货币化

方法，自然基点货币化方法主要分为：基于重置成本的货币

化方法，通过收集相关成本数据计算单位面积自然资源重置

成本，换算成生态资产价值。基于生态效益的货币化方法，

通过替代工程法评估单位面积自然资源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价值，换算成生态效益价值。

（八）附录 A

本章节为资料性附录，给出了自然资源经济、生态参数。

四、附则

本文件由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提出并归口，其起草

单位有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深圳市自然资源和不动产

评估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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