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购需求

一、项目背景

2021 年 4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

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对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进行了顶层设计，核算生态系统生态价值正是探索绿水青山转化为金

山银山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的基础和关键，同时也可为加强生态

系统保护提供决策依据。2021 年 12 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

会印发《“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对我国“十四五”时期数字化

转型及信息化发展作出明确部署安排，推进绿色智慧生态文明建设行

动，推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等动态监测网络和监管体系建设进一步

完善。通过开展该项工作，构建自然资源价值化核算的智能化体系，

实现对自然资源负债、生态资产价值、生态补偿标准、双 G 生态文明

发展指数等部分功能的可视化管理，积极响应国家关于自然资源和生

态环境的数字化转型和信息化发展的号召，推进白沙黎族自治县自然

资源暨生态数字化智能核算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数字化运行。

二、工作目标

完成《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生态综合补偿试点实施方案》关于

生态综合补偿机制创新研究，建设白沙县自然资源暨生态数字化智能

核算平台项目。

三、工作内容

本次主要包括如下 2个部分，共 10个方面的内容：

（一）生态综合补偿机制创新研究

1.提出“基础性补偿+激励性补偿”的流域水资源横向补偿综合

方案。



结合《海南省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实施方案》（琼府办

函〔2020〕383 号）等相关文件，对本县境内流域水资源的水量、水

质及环境保护工程进行调查，测算本县的水资源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和

所需投入。研究建立“基础性补偿+激励性补偿”的流域水资源横向

补偿方案，包括补偿标准及依据，补偿标准的可行性分析、补偿主体

和客体、补偿经费来源等。提出综合性的流域水资源横向补偿方案，

为智能核算平台提供所需核算参数。

2.提出《昌化江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的指标修订

方案

在 2019 年试行的《昌化江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

基础上，研究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提供给智能核

算平台进行历史数据模拟试算，形成正式补偿标准修订建议，上报省

政府有关部门。

3. 创新森林分类补偿方式，提出分级分类补偿方案

对处于生态红线范围内的国家和地方公益林，可适度开发的国家

二级保护公益林和地方公益保护林开展分类补偿机制研究，构建分类

补偿标准，提出森林分级分类补偿方案。

（二）生态补偿标准智能化核算平台建设

1.采用 GIS 软件平台开发自然资源价值化核算功能总框架。

开发基于 GIS 平台，构建白沙县自然资源暨生态数字化智能核算

底层核心平台，在满足白沙县自然资源生态价值核算需求的同时可以

保证嵌入模块的安全性、可用性和可靠性。

2.自然资源资产负债模块开发及嵌入

构建自然资源资产负债模块并嵌入平台，能够对白沙县主要自然



资源资产的存量及增减变化进行分类核算，可以客观地评估当期自然

资源产实物量和价值的变化，把握经济主体对自然资源产的占有、使

用、消耗恢复和增值活动情况，全面反映白沙县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

代价和生态效益。

3.生态资产价值模块开发及嵌入

构建生态资产价值模块并嵌入平台，核算白沙县能够带来直接、

间接或潜在经济利益的生态经济资源，对生态资产价值进行分析评估

和分类管理。

4.生态补偿标准模块开发及嵌入

根据本项目（一）生态综合补偿机制创新研究成果，构建生态补

偿标准模块并嵌入平台，实现白沙县生态补偿的标准化和规范化，通

过平台对其进行可视化管理。

5.双 G生态文明发展指数模块开发及嵌入

构建双 G 生态文明发展指数模块，反映每年白沙县双 G生态文明

发展指数的变化，实现可视化管理。

6.设立分级权限

设立平台用户权限的分级管理制度，对用户权限的分配和回收进

行统一和规范的系统化管理，在满足不同级别用户正常使用的基础上

保障系统运行和数据存储的安全性和保密性。

7.实现部分功能的可视化管理

通过该智能核算平台，让平台管理者能够有效掌握相关信息，实

现管理上的可视化，使管理效果能够渗透到各个环节，实现数据和信

息管理的透明化。

8．软硬件配置，包括防火墙、服务品、云空间等。



9．人员培训，为业主单位培训一名系统管理员。

10.提供系统数据接入、输入的功能和服务，为平台功能扩展提供

预留空间。

四、人员要求

为保证该数字化智能核算平台的研究和开发项目能够顺利进行，

需要组织一支具有丰富研究和开发经验的技术团队来开展此项目。要

求项目负责人能够熟练开发 GIS 软件并掌握相关的软件工程技能，同

时熟悉海南省生态系统状况，具备数学核算和研究方面能力，可以及

时掌握国内外最先进的相关核算方法和开发技术，分析各模块的参数

变化情况，保证功能模块开发的完整性和可用性，切实有效地推进白

沙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暨生态数字化智能核算平台的开发与使用。

五、项目预算

本项目总预算为 100 万元，其中（一）生态综合补偿机制创新研

究，预算 30 万，（二）生态补偿标准智能化核算平台建设，预算 70

万。

六、合同履行期限（服务期限）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

七、项目成果

1.生态数字化核算平台交付使用；

2.生态数字化核算平台与工作管理平台链接，形成数据互联互通；

3.3 年内核算平台的运行、维护与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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