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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建设国家生态价值转化研究院
战略框架协议》签约仪式举行

11 月 11 日，“全国林业生态价值转

化研究实践研讨会”在广西南宁举行。

由中国诚通生态有限公司、中国林业产

业联合会、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

中国林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和企

业观察报社五方合作，共同建设国家生

态价值转化研究院的签约仪式同时举行。

该项合作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论断为指导，以研究探索生态

价值的转化和转化效益的实现为目标，

通过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探索

“绿水青山”的生态价值的实现方式途

径及其经济价值的核算与量化方法。

研究院将具体开展以下工作：

一、进行生态价值核算、评估和生

态价值转化运营机制研究。

1. 研究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标准、评估

机制和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结果应用机制，

研究生态产品质量认证机制，为生态价

值转化研究和成果应用提供依据。

2. 研究生态资源价值转化为生态产

品价值的实现路径，为生态价值转化研

究的实用性、可行性提供依据。

3. 研究生态价值转化资金、市场运

作机制和生态产品经营机制，为提升生

态价值转化的效果和生态产品效益提供

依据。

二、主动发挥研究院作为企业与政

府之间桥梁的作用，在生态价值核算、

评估的基础上推动国内“绿水青山”生

态价值市场交易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的

完善。

三、开展生态价值转化指数研究，

国投集团扶贫新主张：扶起新梦想

“孩子上学住校，一走一周，一

周带上几个馒头，到了周末，馒头硬

得根本啃不动。”这是前述国投集团

扶贫干部、国投创益基金经理李凯在

宁夏固原了解到的情景。

在多年的扶贫实践历程中，国投

集团坚持“输血式”民生扶贫和“造

血式”产业扶贫相结合的路径。在大

力度推动产业扶贫的同时，国投集团

在大力度实施民生工程，帮助贫困地

区补齐饮水、住房、通路、医疗和教

育等涉及民生福祉的短板问题。

据国投集团发布的《1995-2020

国投扶贫白皮书》，国投集团总体上

从基础设施、异地搬迁、支持教育、

基本医疗四个方面补齐贫困地区的民

生保障短板。

援建基础设施方面，国投集团将

其作为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之一，在

贵州、甘肃多地形成了“饮水工程 +

安居工程 + 村级阵地”的基础设施扶

贫模式。

异地搬迁方面，国投集团紧盯贫

困地区脱贫短板，因地制宜实施易地

搬迁扶贫，形成“建设安全房屋 + 发

展产业 + 完善配套设施”的易地搬迁

扶贫模式。

支持教育方面，国投集团高度重

视教育扶贫，在贫困地区大力推进教

育扶贫，形成“新长城自强班 + 结对

帮扶 + 教育慈善信托 + 修建校舍”

的教育扶贫模式，让贫困家庭的孩子

“有学上、上好学”，扶起贫困地区

孩子的新梦想。

基本医疗方面，长期以来，贫困

与疾病的恶循环是返贫致贫的痛点问

题。国投集团在贫困地区积极推进医

疗扶贫，形成“远程诊断平台 + 培训

医护人员 + 公益诊疗的医疗扶贫模

式”，补齐贫困地区医疗资源短板，

切实保障贫困人口“看得起病、看得

上病、看得好病”。

后 记

■  作者  齐观 定期发布以该指数研究为基础的各地区

生态价值转化成效排名。将集合一批生

态价值转化方面的行业专家，拟定一套

生态价值转化成果评价体系，对各地区

推进生态价值转化的工作成效进行动态

评估，并择机向社会发布。为生态价值

转化工作先进单位宣传成功经验及案例，

为生态价值转化工作较缓慢的地区提供

改善方案。

四、建设生态价值转化示范项目。

以研究院成员单位为依托，选择若干生

态环境较好的地点和单位作为研究示范

基地，通过示范基地的研究和建设，为

生态价值转化提供研究素材，也为生态

价值转化项目的实施提供示范。

五、为林业及其他行业的基层单位

实施生态价值转化项目提供咨询服务，

为林业及其他单位对生态价值转化的生

态产品进行市场推介。

六、共同承担部委相关标准制定、

研究、培训等工作。定期举办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生态价值转化成果论坛、成

果推介会以及跨领域跨学科研讨会，发

布相关领域报告。

签约仪式同时，中国林业职工思想

政治工作研究会发布了《关于践行“两山”

生态价值观  深入林业生态价值转化研究

实践的安排》，并现场授予东北林业大学、

西南林业大学为“全国林业生态价值转

化理论研究基地”，授予广西壮族自治

区国有高峰林场等 14 家林场为“全国林

业生态价值转化研究实践基地”。意在

通过各相关单位的合作和理论研究与实

践，共同形成林业生态价值观研究实践

体系，推出系列生态价值观和生态价值

转化研究成果，推动行业职工生态价值

观提高，为探索生态价值转化脱贫途径，

推进建立林区美好家园，发挥好基地研

究实践作用。

中国林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

常务副会长、秘书长管长岭，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华东调查规划设计院党委副书

记、副院长刘春延，中国林业职工思想

政治工作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纸业投资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国诚通生态有限

公司总经理梁明武，中国林业产业联合

会副秘书长李志伟等领导出席了研讨会

和签约、授牌仪式。

据逢亭镇副镇长欧天立介绍，百香果

进入丰产期后，全年亩产 3000 斤左右，

亩产值可达 1.5 万元以上，除去成本后，

一亩净赚 9000 元到 11000 元，经济效益

非常可观。

自 2013 年以来，国投在定点扶贫县

共投入产业扶贫资金 7300 多万元，扶持

产业项目 49 个，惠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超过 2.7 万人。畜牧养殖、中药材种植、

农业种植、手工刺绣、产品加工等一大

批产业，成为当地贫困户实现稳定增收

的重要途径。

国投集团帮扶贵州罗甸县种植发展

百香果产业

国投扶贫干部们的“烦恼”

“在实际中，产业扶贫并不像如今

看上去的这么容易。起初我们在工作中，

经常会遇到之前没有想到过的阻碍。”

国投集团的扶贫干部说，“比如，刚开

始有一些当地人不愿意配合我们的工作，

感觉像是我们在求着他们发展扶贫产业

项目。”

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经过不断的

尝试、努力和探索，愿“为大计仁”的

国投扶贫干部们总结出了很多经验。

其中一条就是，致富需要带头人，

培养本土人才是关键。蒿咀铺村位于黄

土高原腹地，是甘肃省庆阳市合水县出

了名的贫困村。2016 年，当地人全勇强

在外打工 7 年重返故乡，通过养殖肥牛，

已经脱贫致富。此时的家乡依然贫穷落

后，村里许多年轻人几乎连媳妇都娶不

到，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棍村”。

“光顾着自己发展还不行，只有村里

的乡亲们都富了，家乡才能变好，才是

真正的富了。”国投扶贫干部对全勇强说。

张元曾经是乡亲们口中的“混混”，

老父亲常年身体不好，哥哥离异在外地

打工，留下俩小孩在家由父亲抚养，家

里的窑洞破旧不堪。张元整天喝酒、打架、

游手好闲。

2018 年，国投投入 26 万元成立大山

养殖合作社，帮助全勇强带领村组里包

括张元在内的 26 个光棍一起摆脱贫困。

有了国投的帮扶，全勇强决定改良肉牛

品种，提高经济效益。一个好汉三个帮，

但全勇强苦于没有合伙人。

在国投的帮助下，张元住进了新房，

人也渐渐发生了变化，在国投的资助下

他学习了养殖技术培训，成为了合作社

的“合伙人”。

另外，在产业扶贫中，建立起多方

的利益联结机制，使群众脱贫无后顾之

忧至关重要。产业扶贫也需要创新，国

投集团和国投扶贫干部们经过实践探索，

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可落地的“产

业基金 + 龙头企业 + 贫困地区资源 + 合作

社 + 贫困人口”的产业扶贫模式。

例如在甘肃合水县，养羊是当地农民

的传统产业。国投集团为此引入了国家重

点龙头企业——甘肃中天羊业股份有限公

司在合水县投资设立了子公司，并共同为

合水县羊产业发展量身定制，采用“政府

+基金+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保险”

联结各方利益关系。通过种羊投放、技术

培训、保底回收、固定分红等一揽子产业

带贫方式，把扶贫优惠政策落在专业合作

社、建档贫困户，订合同保底服务，以“股

权”为纽带将农户自身的饲草、劳动力优

势和合作社、龙头企业的品种、技术、市

场优势有机结合，在模式和带贫效果上有

了显著提升。

截至 2019 年底，合水县 12 家合作社

引进优质种羊 8833 只，其中种公羊 377 

只，种母羊 8456 只，通过务工、分红带

动贫困户 688 户。经过一年多的繁育，

湖羊出栏及存栏养殖规模已达 2.4 万只，

并通过消费扶贫方式，摆上了国投集团

员工的餐桌，成为了黄土高原上贫困县

脱贫致富的“领头羊”。

扶上马，送一程

“那时的我，还并不懂得贫困是什

么，有多可怕。家庭资产不足 500 元，

当时说出来，我都觉得不敢想象。”这

是国投创益基金经理李凯第一次走访宁

夏固原时的感受，也是他第一次近距离

感受贫困。

李凯走进的这个家庭有 4 口人，妻子

多病，无法下地干活，两个孩子都在上学。

因为要照顾妻子和孩子，男主人无法像

村里其他人一样外出打工。

固原位于宁夏的六盘山区，是六盘山

连片特困地区的核心区，在 2015 年底，

该地区仍有超过 27 万人处在上述这种贫

困的境遇中。

被选派到六盘山区开展扶贫工作的

李凯，以“5+2、白加黑”的模式进行走

访和调研，但经过对六盘山区各个产业

的调研后，如何顺利投资却成了李凯犯

难的问题 :“贫困地区的中小微企业很难

满足基金投资要求，通过扶贫基金直接

进行股权投资的风险很大。”而这几乎

也是摆在所有国投扶贫干部面前的难题。

经过与固原市政府的沟通协调，国

投创益尝试了“扶贫基金 + 政府平台 +

中小微企业”的贫困地区投资中小微企

业产业基金扶贫模式。即“固原模式”，

对当地的新月养殖等 16 个企业进行债权

投资，妥善解决了上述问题。

“我们提出了应收账款质押、存货

质押等增信形式，解决了这些企业融资

难的问题，并有效控制了投资风险。”

李凯说，“如今的新月养殖，财务得到

了规范、现金流压力有效缓解、市场进

一步开拓，企业良性发展。我们做到‘扶

上马，送一程’，也就退出了。”

据了解，通过基金市场化运作，国

投创益在六盘山区直接或间接投资企业

18 家，为六盘山区孵化龙头企业、培育

优秀企业家埋下了可持续发展的“种子”。

“问题是，不是所有的贫困地区都

能找到像新月养殖这样的当地龙头企业，

大部分贫困地区还是存在产业发展落后、

人员匮乏、财务不规范等问题。”国投

创益董事长王维东说，“国投创益在早

期一年能收到上千个项目推荐，筛选调

研几百个项目之后，几乎全军覆没。”

“这些贫困地区本身有很多问题，

不是说你去帮忙就能解决的。”李瑞奇

在贵州省罗甸县挂职时也发现，在当地

找个合适的投资项目很难，“国投创益

管理的两只基金规模从 20 多亿增长到现

在的 300 多亿，但是如果没有用到真正

适合的贫困县项目上，这些钱还不够打

水漂的。”

国投集团的扶贫干部们认为，一味

在贫困地区选择当地中小微企业投资，

这样做风险很大，一旦后续经营管理不

规范，不仅会投资失败、造成国有资产

流失，更会造成当地百姓的返贫。

“我逐渐发现，哥们儿这条路走得

不太对啊。这条路可能会让你成为一个

道德上的圣人，但实际上你做投资是离

不开市场的，要沾烟火气的。”国投创

益投资团队负责人肖甫形象地比喻了选

择项目时遇到的困境。

300 多亿资金，如何既能帮助贫困地

区产业发展，又能遵守基金投资的有回

报、有收益原则，这道难题摆在了国投

创益的面前。“资金已经全部到位，贫

困地区产业还等着我们去发展、去投入。”

王维东说，“没有合适的项目，投不下去，

压力也越来越大。”

通过不断地探索与总结经验，国投

创益开始把目光投向了那些效益相对较

好的项目。王维东表示，要用基金撬动

和融合龙头企业的管理经验和销售渠道，

助力贫困县健康持续发展。国投创益开

始主动联系国有企业、大型民营企业谈

合作，让他们在贫困地区搞项目投资，

帮助贫困地区引进资源，带动当地经济

发展，并优先录用当地贫困人口。

另外，产业扶贫基金的性质要求其

既要注重社会效益，投资项目有扶贫效

应，符合国家产业方向，也要保证资金

安全，确保资金合理收益。那么，如何

平衡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实现基金的

滚动投资和可持续发展？这也一直是国

投创益在投资过程中时刻思考的问题。

“怎么平衡？组合投资。”王维东说。

为此，国投创益将基金投资分成了三类：

一是投资一批如江西奕方、乾信牧业等

扶贫效果显著但经济收益一般的中小项

目，扶植当地产业；

二是与央企、省属国企、大型民营

龙头企业合作投资的如德天瀑布、云南

铜业等一批扶贫效果好、收益有保障的

项目，吸引这些企业到扶贫县投资；

三是君乐宝、益客食品等一批收益

较高、产业带动能力强的证券化项目，

努力达到基金行业平均收益水平，实现

基金的持续发展。

“为了让贫困户的眼里不再看到失

落与无助，为了阻断绝望的鸿沟，我们

愿意为国家、为社会做一些事情。”以

李凯为代表的国投扶贫干部这样说。

国投集团是如何实现“脱真贫、真脱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