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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针对当前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党的十八大提出要

增强生态产品生产力，党的十九大强调要提供更多优

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

要。2021 年，《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的意见》进一步明确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

制。这些论述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生态产品的

现实需求，体现了生态产品在我国生态文明战略中的

重要意义和作用，特别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于推

动“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双向转化，对于推

动生态环境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如

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意义十分重大。因此本文聚

焦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这个概念破题，进一步厘清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意蕴、机制构成、矛盾问题与破

解路径。

1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内涵外延

1.1  生态产品

从现有研究来看，关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

内涵 [1,2]、机制构建 [3,4] 与路径选择 [5,6] 等方面已有较

多研究。但对以下几个问题仍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第一，生态产品的概念界定仍然存在较大差异，多数

学者从自然属性的角度对生态产品进行界定 [7-9]，但

生态产品若需要进入经济系统参与价值实现，就必

须同时考虑生态产品的经济属性、社会属性和文化属

性。第二，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机制构成缺乏统一

的分析框架，部分学者从政府和市场的主导作用角度

来讨论实现机制 [10-13]，部分学者从实现路径的角度

来讨论，如发展生态产业 [14]、实施生态补偿 [15]、完

善产权交易 [16]、生态价值评价 [17] 等，但在生态产品

价值来源尚未明晰的条件下，类似讨论的操作性往往

较低。第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选择缺乏针对

性，目前关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选择多采用个

别案例分析展开 [18]，对于一般性的理论提炼尚显不

足。本文从生态产品、生态产品价值和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三个概念的内涵外延进行阐释，全面论述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理论基础，提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微观

机制，认真分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存在的现实矛盾，

并围绕调查监测、价值评价、保护补偿和现实保障等

四个方面，针对性提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

国内关于生态产品的研究，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任耀武等 [19] 首次对生态产品概念进行

了定义，认为生态产品是采取生态方式生产的、不会

造成生态滞竭的、安全可靠无公害的高档产品。从这

一概念可以看出，农业和工业生产中产出的、不威胁

生态环境的产品都可称之为生态产品。但这一概念仅

从生态产品的生产角度对生态产品进行定义，没有揭

示出生态产品的供需对象与本质。21 世纪以来，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被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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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国务院发布《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明确指

出生态产品同农产品、工业品和服务产品一样，与人

类生存发展息息相关。随着研究深化，学界对生态产

品的定义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认为生态产品

作为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是能够维护生态安全、保

障生态功能、提供良好人居环境的自然要素，能够

提供供给、调节、文化等生态服务，并产生生态效

益 [20,21]；广义的认为生态产品还包括人类付出一定劳

动且参与生产的产品，如采取清洁生产、循环利用、

节能减排等方式生产的生态农产品、生态工业品等 [2]。

从定义来看，狭义的生态产品直接被等同为具有生态

功能的自然要素，突显了生态产品的自然属性；而广

义的生态产品则依赖人类劳动生产，是资源经过产业

化加工衍生出的产品，强调生态产品应该具有经济属

性 [1]。此外，廖茂林等 [11] 围绕生产、消费、表现形态

以及人类文明演化等方面，对生态产品内涵和分类特

征进行界定，赋予了生态产品更为丰富的内涵外延，

但仍然属于广义生态产品的分析范畴。本文认为生态

产品既具有自然属性，又具有经济属性，是自然生态

系统和人类社会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与农产品和工业

品并列的，能够满足人类美好生活需求的最终产品和

服务。

1.2  生态产品价值

生态产品具有多重价值属性，渗透于人类的生产

生活、经济发展、文化需求等方面 [3]。生态产品价值

主要通过其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三个方面

来展现，三者相互统一相互依存 [12]。具体来看，生

态产品的经济价值指生态产品直接参与市场交易所

形成的价值，是直接使用价值的体现；生态价值指生

态产品作为生态自然系统的构成要素，能够提供保持

水土、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等维持人类生存所必需的

环境价值，是间接使用价值的体现；社会价值指生态

产品在丰富人类精神文化、满足人类对美好生活环境

需要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价值，是非使用价值的具体

展示。

1.3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将生

态产品供给中的利益相关者的

分配关系，通过运用市场和政

府手段进行制度安排 [22] 的一种

方式。生态产品从消费特征来

分类，可分为生态私人产品、

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以及生态俱乐部产品等。具

有纯公共产品属性的生态产品（如森林、湿地、河流

等），具有非排他、非竞争性，主要由政府主导进行

保护和修复，可以丰富自然资源资产使用权类型，合

理界定出让、转让、出租、抵押、入股等权责归属，

进而开展生态产品价值评价，积极开展排污权、用能

权、用水权、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探索，培育绿色

交易市场机制，不断挖掘和实现生态产品的市场价

值。具有私人产品属性的生态产品，生产和消费对象

明确，包括生态农产品、工业品、服务业产品，企业

或个人为供给主体，市场价值可直接通过市场交易实

现。介于二者之间的准公共产品，涉及主体众多、利

益复杂，需要多元治理、协商共识，寻求利益最大公

约数。在确保生态产品生态价值的前提下，将生态资

源对接市场需求，将自然资本对接产业资本，可实现

生态资源增值，充分发掘生态产品带来的经济红利。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如图 1 所示。

2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解释和机制构成

2.1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解释

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将劳动划分为具体劳动和抽

象劳动，其中具体劳动与自然资源要素创造了商品的

使用价值；抽象劳动作为社会劳动的一种存在形式，

其组成了商品价值的实体，展示了商品生产所特有的

社会生产关系。

首先，自然生态系统提供具有使用价值的自然资

源，同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一样，是整个生态产品生

产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 [23]。人们有意识地对自

然资源进行改造，将自然资源凝结人类的劳动从而生

产出生态产品，使其具有了能够满足人类需求的资源

价值和经济价值 [24]。如果缺少了自然资源系统提供有

使用价值的自然要素，则人类无法将抽象劳动凝结在

其中，生态产品的价值则无法实现。

其次，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为了保护

自然生态系统所采取的生态产品生产、生态环境修复

和改善、生态环境经营与管理等手段同样也可以看成

图1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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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产品生产的组成部分，能够赋予生态产品价值。

换句话说，生态产品的价值既来自人类直接的抽象劳

动，又来自人们放弃生产、改善环境和经营管理等生

产行为 [3]。

因此，从劳动价值论来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

在自然资源系统提供有使用价值的自然要素的基础上，

由人类的抽象劳动所创造出来的，两者缺一不可。

2.2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解释

西方经济学主要从效用价值论和外部性理论出发

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进行分析。

一方面，西方经济学认为，商品之所以具有价值是

因为其本身的稀缺性，而从效用价值论来看，商品价值

的实现来自其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满足程度，其价值大

小取决于该商品给消费者带来的边际效用大小。由于生

态产品具有稀缺性 [25]，能够为消费者带来效用和满足

感，因此生态产品具有价值且在消费者的消费中能够实

现价值。人们对生态产品价值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过

程。早期，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不足，清

洁的水源、空气等自然资源要素稀缺性没有得以体现，

这些生态产品并不具有价值。随着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人类意识到原本丰富的自然资源开始具有稀缺性 [3]，此

时这类自然要素生态产品开始具有价值且更广泛地被人

类所接受。近年来，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环境的需求越

来越大，生态产品给人们带来的边际效用也越来越大，

因此生态公共产品也越来越具有价值，并且能够在人们

对生态产品的消费中实现价值。

另一方面，萨缪尔森认为外部性指一个经济主体

通过生产和消费的过程对其他经济主体产生的未在市

场交易中反映出的具有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之分的影

响。生态产品的外部性可以体现为生态产品从生产到消

费的过程中对他人产生的影响 [26]。从生态产品的外部

性来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微观机制可分为政府导向

型、市场导向型和混合导向型三类。第一，政府导向

型。如果生态产品产权不清晰、管理成本较大，则政府

供给生态产品是实现其价值最优的选择。政府应按照人

员的现实需求，通过科学合理的手段将生态产品供给给

人们。政府导向型生态产品实现的方式主要有转移支

付 [27]、征收环境保护税 [28]、生态补偿等。第二，市场

导向型。如果自然资源产权清晰并且价值明确，则可以

通过市场手段让自然资源保护者有收益，让受益者和干

扰者付出代价，从而形成生态产品货币化机制 [29]。市

场导向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方式主要有直接市场交

易、生态产品增值 [4]、完善产权交易制度 [30] 等。第三，

混合导向型。如果生态产品的产权和价值不够清晰明

确，或生态产品的现阶段价值相较管理成本偏少，则综

合政府和市场两种手段，采取设立环境保护公益基金、

土地休耕信托、生态信用奖惩等多种形式，实行政府、

企业和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管理模式。三种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的微观特征如表 1 所示。

3  当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存在的问题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突出问题：生

态产权界定不清、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方法不统一、生态产

品资金来源短缺、生态产品交易市场体系尚不健全。

（1） 生态产权界定不清。清晰的生态产权是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的前提。由于体制机制原因，现阶段我

国生态产品的产权，如碳排放权、排污权、集体林

权、用能权等自然资源要素产权界定仍然不够清晰，

在所有权、使用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等方面仍然存在

优化改进空间。

（2）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方法不统一。生态产品价

值核算是一项复杂的应用体系，需要政治学、经济

学、社会学、林学、生态学、统计学等多学科交叉融

合，需要坚持“可对比、可复制、可推广、可核验”

等基本原则，构建适合我国不同区域的核算体系，并

且根据实际不断完善核算方法和具体参数。目前生态

产品缺少统一的价值核算标准，且价值核算方法、内

容以及数据来源等存在较大差异，因此生态产品价值

难以量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

（3）生态产品资金来源短缺。生态产品的外部性

导致生态产品在资金来源渠道上不够多元。一方面，

表1  不同类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微观特征

机制类型 政府导向型 市场导向型 混合导向型

政府干预程度 高 低 中

政府制度要求 全面控制制度 引导性制度 引导性制度

主要机制举例 转移支付、征收环境保护税、生态补偿
市场经济交易、发展生态产业、完善 

产权交易制度

设立环境保护公益基金、土地休耕 

信托、生态信用奖惩

服务范围 普遍性服务 限于付费者 限于特定地区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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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风险大、收益周期长使得企业对生态产品的投资

动力不足。另一方面，政府财政投入资金有限，无法

满足生态产品的资金需求。此外，生态产品融资渠道

较少，生态金融体系不健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

绿色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以及社会资本

等融资渠道尚未建立。

（4）生态产品交易市场体系尚不健全。在科学核

算、系统的监测、有效的制度安排基础上，给生态产

品贴上“价格标签”，需要一方面培育生态产品市场

经营开发主体，一方面建设统一、高效、公平、权威

的生态产品交易市场体系，以推进生态产品供需精准

对接并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目前我国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以政府供给为主，市场手段运用相对较

少。亟须建立统一完整的生态产品交易市场，进而推

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4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选择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涉及生态产品生产者、消费者

以及广大人民的权益，需要围绕价值实现的各个方面

针对性制定破解路径，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全链

条闭环路径。

4.1  生态产品调查监测机制

一是弄清监测内容。生态产品监测首先就是弄清

楚我国各地区各类生态产品的数量、质量、分布特征

等基本信息。通过健全规范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制度，

有利于明确生态产品产权，确定生态产品受益主体，

进一步通过产权激励来增加生态产品供给，推进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

二是明确监测方法。由于我国生态产品分布具有

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因此对生态产品的监测要充分利

用我国的自然资源调查和生态环境监测体系，要以各

地区成熟的网格化监测手段为基础，动态监测各地区

自然资源、生态产品的分布特征与存量特征、生态产

品产权归属特征等，并形成能够全面反映我国各地区

生态产品状态的目录清单。同时，持续深化环境监测

体系改革，努力推进生态环境监测体系统一规范、统

一标准、统一监测、统一发布，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供全面、完整、准确、及时的数据支撑。

三是使用监测结果。构建生态产品调查监测机制

的最终目的在于调查数据的服务与应用，要建立完善

的生态产品开放共享信息平台，及时准确向全社会发

布生态产品动态监测情况，让人们更多地了解生态产

品的最新动态。

4.2  生态产品价值评价机制

生态产品价值评价机制，就是建立对生态产品进

行科学评判的制度措施，这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关

键。生态产品具有典型的外部性和区域异质性，且生

态产品价值维度多样复杂，导致对生态产品价值评价

具有困难 [26]。因此，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生态产品价

值评价机制迫在眉睫。

一方面，生态产品价值评价需要构建科学合理的指

标体系。目前，单项指标体系和多维支柱框架是生态产

品价值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最典型的两种方法 [17]。单项

指标体系是采用不同类型指数指标加总的方法，更加适

用于比较总体价值；多维支柱框架可用来评价生态产品

若干个属性的价值，适用于分项价值比较的情形。从现

有研究来看，生态产品价值评价体系指标的构建多数基

于多维支柱框架，根据生态系统的实际出发，围绕产品

供给、文化服务价值、调节服务价值以及支持服务价值

等方面，来构建生态产品价值评价指标体系 [18,31]。

另一方面，生态产品的价值评价要采用科学的评

价方法。生态产品价值评价常用的方法有直接市场法、

间接市场法和意愿调查法等 [17,27]。直接市场法指直接

采取市场交易的手段实现生态产品的价值，常用方法

包括成本法、生产率变动法、重置成本法和影子项目

法等。通常来说，对于产权清晰的私人生态产品而言，

可采用直接市场法进行交易。间接市场法又可称为替

代市场法，指需要通过找到某种有市场价格的替代物

来间接估价的方法，常见的方法包括成本旅行法、内

涵价格法和防护费用法等，可用来评价准生态公共产

品的价值。若价格数据难以获取，则通常采用意愿调

查法向被调查者询问有关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方式的意

愿，主要有投标博弈、权衡博弈、优先性评价等方法。

4.3  生态产品保护补偿机制

生态产品保护补偿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方

式，可以从三个方面发力：

一是完善纵向生态补偿制度，保障重要生态系统

和国家生态功能重要区域生态安全。纵向生态补偿制

度指对具有生态屏障重要功能的产品进行价值支付。

纵向生态补偿资金主要来自政府财政投入，其资金来

源稳定，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2]。

当前，我国已经开展了森林、草原、湿地等 7 类重点

领域和生态功能重要区域的生态保护补偿工作。

二是完善横向生态保护机制，促进不同区域间生

态环境协同发展。横向生态保护机制是我国生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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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机制的重要发展方向，其通过明确各个地区权责

关系的方式，形成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促使各个地区

协调发展。目前，我国正在推进长江全流域横向生态

保护补偿机制，在长江流域上享受优质水质和水量保

障的同时，要求其承担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而流域

下游则根据上游所提供的生态产品做出相应的补偿，

并同时享有对于水质恶化、上游用水过度的监督权

力。这种生态补偿机制以“成本共担、效益共享、合

作共治”为原则，有效提高了生态产品供给质量，促

进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三是完善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促进优质生态产

品供给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由于纵向生态补偿资金

主要依靠财政支付，市场化投入不足，因此健全市场

化生态补偿机制尤为重要 [33]。首先，要充分调动市场

的力量，构建多层次的生态产品市场体系 [34]。要着力

构建有形生态产品市场、无形生态产品市场以及权益生

态产品市场，完善生态产品市场交易机制，促进生态产

品产业的发展。其次，完善生态资源核算、生态产品议

价和交易、补偿资金筹措和使用、生态产业发展补偿、

公民收益补偿等制度，形成市场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体系 [15]，推动市场化条件下的生态产品保护。

4.4  生态产品经营开发机制

一是丰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在遵循严格保

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提倡通过多样化模式和路径来

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着眼原生态种养，立足现

有自然条件，采取人放天养、自繁自养等方式，不

断提高生态产品价值。积极延伸生态产品产业链和价

值链，通过精深加工等方式，不断提升生态产品附加

值。积极使用清洁水源、清新空气、适宜气候等自然

条件，适度发展环境敏感型产业，推动生态优势向产

业优势转变。充分发挥自然风光、历史遗迹等生态价

值，积极盘活废弃矿山、工业遗址、古旧村落等存量

资源，引进使用专业的设计、运维、服务团队，在尽

量减少人为扰动的条件上，打造旅游观光、娱乐休

闲、康养看护等一体融合发展的生态旅游模式。

二是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增值。将各类生态产品纳

入品牌范围，围绕特质特色打造品牌，建立规范生态

产品认证评价标准，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生态产品

认证体系，推动生态产品认证国际互认，提升生态

产品溢价。建立健全生态产品质量追溯、交易流通全

过程监督机制，使用区块链等新技术，实现生态产品

的信息倒查、质量追溯和责任检查。注重将生态环境

保护修复与生态产品经营开发统筹推进，在确保生态

效益、社会效益的基础上，在不违反相关规定的前提

下，对进行生态整治修复的社会主体，允许其使用适

当比例的土地来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推行农民

入股分红模式，积极保障参与生态产品经营农民的切

身利益。对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地区，地方

政府要注重帮扶，特别是加强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设施的支持力度。

三是推动生态资源权益交易。围绕森林资源、清

洁水源等，积极探索增量责任指标交易模式，着力推

进森林资源等权益指标交易。持续优化碳排放权交易

机制，遴选特点鲜明地区试点推进碳汇权益交易。坚

持排污权有偿使用，持续拓宽排污权交易相关的污染

物种类和交易地区，健全长江、黄河、淮河等重点流

域的水权交易制度。探索建立用能权交易机制，推进

各类能源的优化使用。

四是建立生态产品市场交易平台。明确交易制度，

建立反映供应成本、供需关系等要素价格的机制，对交

易主体、交易方式、交易行为以及市场监管等要素做出

要求，制定生态产品市场的交易管理办法。建立完善生

态产品交易注册登记系统、交易系统、结算系统，对交

易流程进行监管，保障生态产品交易有序进行。建设生

态产品交易市场的相关支撑系统，同时多渠道普及生态

产品交易市场相关知识，提升公众认知水平。基于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平台的生态产品交易模式如图 2 所示。

图2  基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平台的生态产品交易模式示意

4.5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保障机制

一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现代产权制度。围绕自然

资源所有权、使用权和监管权的主体范围，积极推进自

然资源产权制度改革，弄清楚生态产品“归谁有”“归

谁用”“归谁管”等问题，切实落实“谁开发谁保护、

谁破坏谁治理、谁受益谁补偿”基本原则 [34,35]。

二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支持。

由于生态产品在我国发展时间较短，相关法律法规尚

需进一步健全完善。当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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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重点围绕产品交易、产权界定、生态补偿等维度进行

完善 [30]。首先，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离不开市场，在生

态产品交易市场建设的过程中必须明确交易主体、交易

机制以及监管机制，从法律层面完善生态产品的市场

交易体系和监管体系。其次，要明确生态产品的产权归

属、生态产品供给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并围绕“谁来

补、补给谁、补多少、如何管”等内容明确产权，制定

生态产品补偿机制 [36]。此外，国家应进一步完善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全国层面的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规划蓝图，并指导各地区实施。现阶段，我

国没有针对生态产品形成系统的政策支持体系，多数

政策都是围绕着环境保护为主题，缺乏细致的政策路

径 [37]，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

三是多渠道的生态金融制度。由于生态产品具有

公共属性，其资金应多元化供给，而非单纯依靠政府

财政支持。建立由政府、企业、社会等多渠道共同投

入的生态金融制度，能够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相

应的资金保障 [30]。一方面，积极探索生态产品多元融

资渠道，更好地吸收社会资金，引导社会资金流向生

态产品领域 [35]。另一方面，扩展商业银行的业务范

围，为生态产品提供更便捷的融资渠道，实现精准放

贷。再一方面，对有条件的地区，要成立专门支持森

林、林木和草原抵押贷款的绿色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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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tacles,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of 
Diversified Financing of Watershe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ZHAO Jingjing, GE Yanxiang*, LI Yi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an 271018, China)

Abstract: “Where does the compensation fund come from” has become a prominent issue that restricts the sustainable operation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n the river basin. The temptation of “free-riding”, the unclear definition of the property rights of ecological 
elements, and the limitations of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roject itself hinder diversified financing, causing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of the river basin to face the “financing problem” of insufficient endogenous fund supply and limited external fund 
support growth. Use case analysis and induction methods to summarize the experience of foreig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financing 
and the use of compensation funds, so as to condense useful enlightenment. Based on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it has become 
inevitable to build a diversified financing system of river basi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with endogenous fund supply and external fund 
support. By optimizing the market-oriented operating environment for diversified financing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n the river basin, 
clearly defining the ownership of the ecological resources of the river basin, safeguarding the interests of diversified financing entities, 
building an endogenous fund supply chain for river basi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rojects and enriching financing to obtain external 
financial support methods, improving specific content and methods such as fund use assessment and credit system construction, to 
provide sustainable 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of the river basin.
Keywords: watershe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ultiple financing system; obstacle factor;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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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Implication, Mechanism Composition and Path Selec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Realization

QIN Guowei1*, DONG Wei2, SONG Malin3

(1.Forestry Administration of Anhui Province, Hefei 230001, China; 2.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3.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23303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existing studies and pilot cases, the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is elaborated from four aspects: 
Firstly,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three concepts of ecological product,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and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realization are deeply interpreted and analyzed. Secondly, it 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and Western economics, and clears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the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Thirdly, based current condition, it objectively analyzes the problems in the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Finally, it highlights the four aspects of investigation and monitoring, value evaluation, protection and compensation, practical 
protection, and comprehensively builds a closed-loop mechanism path of the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Keywords: ecological produce; value realization; mechanism;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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