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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对湿地重要性认识的加深 ,湿地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的成果可为制定惩处破坏者及补偿损失者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本
文在界定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价值之间关系的基础上 ,总结了当前湿地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价值评价的方法和应用特点 ,主要包括市场价格法、生产函数法、机会成本法、影子工程
法、生产力变化法、人力资本法、旅行费用法、享乐价值法、权变价值评估和生态价值法. 讨论
了影响评价结果的因素及相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并对今后的发展前景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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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 ith the recognition on the significance of wetland, wetland ecosystem service was come

under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and its valuation could give the policymakers a scientific support in

punishing wetland destroyers and compensating its losers.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definitions of
wetland ecosystem service, its function and value, summarized their valuation app roaches, inclu2
ding market value app roach, p roduction function method, opportunity cost app roach, shadow p ro2
ject app roach, p roductivity variety app roach, human cap ital app roach, travel cost app roach, hedon2
ic value app roach, contingent value app roach and ecological value app roach, and discussed the fac2
tors affecting the valuation results of these app roaches as well as the existing p roblem s in related re2
searches. The further research directions in these fields were also p ros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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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湿地指天然或人工、长久或暂时之沼泽地、泥炭

地或水域地带 ,带有或静止或流动或为淡水、半咸水

或咸水的水体 ,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 6 m的水域.

湿地生态系统是地球表面三大生态系统之一 ,位于

陆地与水体之间 ,兼有水、陆两者的生态功能. 随着

经济的快速发展 ,我国湿地面积日益缩小 ,污染加

重 ,生态功能减退 , 20世纪 50年代以来 ,仅长江中

下游地区就有 113 ×10
4

km
2 的湖泊消失 [ 23 ]

. 不断加

剧的人地矛盾使许多湿地被改变用途 ,由于缺乏科

学合理的评价手段 ,进行的土地补偿不具有权威性

和公信力 ,相关各方难以接受. 因此 ,根据经济学原

理对湿地服务价值进行科学评价 ,对公共决策和湿

地保护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通过具体的

价格配给标准 ,既可以对破坏、使用和占有湿地者进

行经济惩处或收费 ,也可对保护和恢复湿地者进行

补贴 ,最终提高湿地生态系统的防护效率.

2　研究简史

　　人类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经济评价的研

究始于 20世纪 60年代中期 ,并逐渐发展成为生态

学与生态经济学研究的分支 [ 2, 11 ]
. Daily

[ 7 ]领导的研

究小组于 1997年出版了《Nature’s Service: Societal

Dependence on Natural Ecosystem》,首次全面介绍了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概念、内涵、价值评估原则方法

和实例研究. Costanza等 [ 4 ]研究了生物多样性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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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关系 ,并对全球生态系统的经济

价值进行了初步评估. 在此基础上 ,许多学者对湿地

生态系统进行了拓展性的研究 ,成立了全球湿地经

济网络 ( GW EN ) ,并召开多次国际会议. 2000 年

《Ecological Econom ics》杂志以专辑形式出版了有关

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研究的最新成果 [ 28 ]
. 考

虑到诸多市场和社会因素以及评价方法的影响 ,当

前对评价有效性的探讨也日渐深入. de Groot等 [ 8 ]对

不同评价方法进行了分类和比较 ,建立了各项服务与

评价方法的对应有效性等级 ; Curtis
[ 6 ]应用市场价格

模型对生态系统进行了评价 ; A safu2Adjaye等 [ 1 ]在考

虑市场边际成本基础上用资源地价方法计算了资源

价值.

相对于欧美等国 ,我国对湿地评价的研究起步

虽晚 ,但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如陈仲新等 [ 3 ]较为完

整地研究了中国生态系统效益的价值 ,欧阳志云

等 [ 16 ]研究了中国陆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 ,更

多学者则对某一地区或某一类型生态系统的服务功

能价值进行了研究 [ 5, 18 ]
.

3　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价值

　　由于研究历史较短 ,目前还没有关于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和价值的统一认识. Daily
[ 7 ]把生态系统

服务定义为自然生态系统及其物种所提供的能够满

足和维持人类生活需要的条件和过程. 欧阳志云

等 [ 15 ]提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生态系统与生态过

程所形成及所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

与效用 ,即通过生态系统的功能直接或间接得到的

产品和服务 ,包括提供人类生活需用的产品和保证

人类生活质量的功能 [ 19 ]
. 因此 ,湿地生态系统服务

是指湿地生态系统及所属物种所提供的能够维持人

类生活需要的条件和过程 ,即湿地生态系统发生的

各种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为人类提供的各项服务.

它的功能是湿地生态系统所形成的自然环境和效

用. 而湿地生态经济价值评价是基于湿地生态系统

提供的服务 ,运用评价方法将抽象的服务转化为人

们能感知的货币 ,直观地反映湿地各项服务所创造

价值的评判过程. 湿地的“功能 ”强调的是过程 ,是

提供服务的基础和前提.“服务 ”是功能所导致的对

人类生存有益的结果 ,如较干净的水、较好的景观以

及人类健康风险的减小等 ,它突出了人的需要. 而湿

地的“价值”是严格的经济学术语 ,是所有人对湿地

所有服务的支付意愿的货币表达的总和 [ 20 ]
.

4　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内涵

　　根据 Costanza等 [ 4 ]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划分原

则 ,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的内涵可分为 5类 :

1)提供产品. 湿地生态系统能够为人类提供大

量的农产品和原材料 ,这里的农产品指大农业中的

农产品 ,包括种植业、林业、牧业和渔业等方面.

2)防洪减灾. 湿地是一个巨大的蓄水库 ,可储

存过量的降水、减弱洪水对下游的危害. 如广州南沙

地区山塘湿地及潮间湿地蓄水达 11 ×10
8

m
3 [ 18 ]

. 湿

地在蓄水的同时还培育和保护土壤 ,使径流中的泥

土在沼泽地里过滤沉淀下来 ,避免水土的直接流

失 [ 26 ] .

3)调节作用. 湿地在调节地表径流和净化水质

的同时还能调节区域气候以及沉淀、吸附、分解、转

化和吸收污染物. 如干旱、半干旱地区的湿地可调节

地表水量 ,其补给地下水的功能在干旱、半干旱地区

显得尤为重要 [ 21 ] ;红树林湿地能够促进污染物分

解、净化海水、维护河口海岸食物链 [ 12 ] ;泥炭湿地可

以降低大气中的 CO2 ,减缓温室效应的影响 [ 13 ]
.

4)保护生物多样性. 湿地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

性和巨大的基因库. 许多珍稀和濒危物种均以湿地

作为庇护、生存和繁衍的屏障. 如海南东寨港红树林

保护区是许多鸟类的重要栖息地 [ 31 ]
.

5)社会文化载体. 许多湿地已成为集航运、观

光和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优良景观 ,同时不少湿地

包含着的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具有科学研究及教

育价值. 如南洞庭湖湿地具有重要的文化遗产价

值 [ 22 ]
;南沙地区洪奇沥、蕉门等水道是珠江航运的

重要通道 [ 18 ]
.

5　湿地生态经济价值的分类和评价方法

　　生态系统的性质决定了生态系统价值估算不同

于一般商品 ,对系统的价值进行分类是进行有效经

济评价的前提. 众多学者就此在理论和实践运用上

做了有益的探讨 ,如崔丽娟 [ 5 ]、邓培雁等 [ 9 ]对湿地

价值的分类较相近 ,将湿地生态系统经济价值构成

分为 :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 其中使用价值包括直

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和备选、半备选价值 ;非

使用价值包括存在价值和遗产价值. 也有人认为上

述分类出现价值重叠 ,并提出了新的分类方法 [ 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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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大多数经济价值评估方法均为建立在市

场基础上的以价格为基本衡量单位的价值评价. 这

些方法既受到价值规律的作用 ,还受到消费者偏好

的影响. 结合生态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

湿地的主要评价方法可分为以下 5类 :

511　收益市场评价

收益市场评价指湿地产生的收益可以通过直接

或间接的市场交易获得评价 ,包括 :

1)市场价格法. 是对有市场价格的生态系统产

品和功能进行估价的一种方法 ,主要用于对生态系

统物质产品的评价. 如 1998年洞庭湖鱼产品价值为

1130 ×108 元 ,植物的年均价值为 6190 ×108 元 [ 29 ] ;

1997年盘锦湿地物质产品的价值为 7126 ×108

元 [ 27 ] .

2)生产函数法. 列出产出与不同投入水平的函

数关系. 其中 ,干物质与产出 CO2 之间的函数关系

在湿地评价中主要应用于使用碳税法估算固定 CO2

的价值 [ 14 ]
.

3)机会成本法. 指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 ,使用

一种方案则意味着必须放弃其它方案 ,而在被弃方

案中可能获得的最大利益就构成了该方案的机会成

本.韩维栋等 [ 10 ]应用该法计算出中国红树林保护年

保护土壤的价值为 1116 ×10
5 元.

4)影子工程法. 指某些环境效益和服务虽然没

有直接的市场可买卖交易 ,但这些效益或服务的替

代品具有一定的市场和价格 ,通过估算其替代品的

花费来确定某些环境效益或服务的价值. 如湿地固

定的 CO2 价值以人们造林所用的成本替代 ,湿地净

化水质的价值以人们为替代该功能而建造污水处理

厂的成本来计算 [ 17 ] .

512　受损市场评价

受损市场评价是通过估算补偿由于湿地受损应

付的代价间接获得其价值. 包括 :

1)生产力变化法. 又称生产效应法 ,指环境变

化可以通过生产过程来影响生产者的产量、成本和

利润 ,或者通过消费品的供给与价格变动影响消费

者福利. 如因湿地面积缩小导致渔业减产时 ,损失的

价值等于损失产量与单价之积.

2)人力资本法. 也称作疾病成本法 ,包括由人

的知识技能及健康创造的价值. 王艳等 [ 24 ]应用此方

法对山东省 2000—2002年由于大气污染造成的人

体健康损失进行了估价.

513　推断市场评价

推断市场评价是通过观察人们的市场行为 ,推

测因人们的环境偏好所形成的价值 ,包括 :

1)旅行费用法. 根据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所有

的支出和花费 ,对旅游地区的旅游价值进行估算的

方法. 有人认为 ,旅游价值 =旅行费用支出 +消费者

剩余 +旅游时间价值 +其他花费 [ 27 ]
;也有人认为 ,

旅游价值 =旅行费用支出 +旅行时间花费价值 +其

他费用 [ 25 ]
.

2)享乐价值法. 指由于人们购买的商品中包含

了湿地的某种生态环境价值属性 ,通过人们为此支

付的价格来推断湿地价值的方法 ,该法主要应用在

房地产领域.

514　假设市场评价

假设市场评价是因缺乏真实的市场数据甚至无

法通过间接观察人们的市场行为来定价 ,需建立假

想的市场 ,通过调查人们的意愿进行评价 ,从而确定

某种非市场性物品或服务的价值. 吴玲玲等 [ 25 ]采用

替代花费法和权变估值法估算了长江口湿地栖息地

价值.

515　生态价值法

生态价值法是将 Pearl的生长曲线与社会发展

水平以及人们的生活水平相结合 ,根据人们对某种

生态功能的实际支付来估算该生态服务价值的方

法 [ 27, 29 - 30 ] .

湿地服务功能价值的评价方法很多 ,人们对这

些方法的利用具有以下特点 :对湿地提供的能够直

接进入市场获得价格的资源 ,如各种农产品 ,大多采

用直接市场价值法. 该方法直观、便捷 ,然而价格受

地区经济状况影响较大. 对于部分缺失的服务 ,如湿

地破坏导致的生产力降低、人类健康受到的威胁等 ,

无法正面评价其价值时 ,常采用受损市场评价法. 该

方法强调了湿地受损前后各种服务的变化. 对于湿

地提供的大多数社会文化服务 ,其价值评价或者根

据市场行为推测 ,或者根据假设市场行为来判断. 评

价能使原来非物质的湿地服务获得市场价值 ,大大

提高其受重视程度 ,但主观因素常使评价结果差异

甚大. 在考虑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时 ,应用生态价值法

有较宏观的把握 ,然而不够精确.

如何在湿地的多项服务功能内涵和各种价值评

价方法之间建立起有效的对应关系 ,是决定评估结

果是否科学合理的一个重要环节 . 在不考虑市场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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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评价方法优劣比较及适用度
Tab. 1　Com par ison of d ifferen t va lua tion m ethods and the cred ible level
方 法
Method

优 势
Advantage

劣 势
D isadvantage

适用度 Credible level(1—3)

提供产品
Production
of goods

防洪减灾
Protection

against
flood

调节作用
Regulation

service

保护多样性
B iodiversity

社会文化
Socio2
culture

市场价格法
Market value app roach

直观 ,简便易行 ,可
以直接反映在国家
收益账目上

受到市场政策中工农产品价格
剪刀差的影响 ,实际的价值偏
低 ;药用产品价格不好估算

3 2 1 1 1

生产函数法
Production function method

能较好地反映动态
变化关系

变化控制过程中需大量数据 ;准
确性依赖于数据的真实性

3 2 1 1 1

机会成本法
Opportunity cost method

在资源短缺时可用
机会成本替代由此
而引起的经济损失

如何选择最大经济利益作为机
会成本 ;具体价值仍需要依靠其
他方法进行估算

3 2 3 1 2

影子工程法
Shadow p roject method

直观 ,通过替代工程
造价直接反映价值

提供服务的当量效果值较难确
定 ;各地生活、生产力水平发展
不均 ,不能反映真实花费

1 3 3 2 1

生产力变化法
Productivity variety ap2
p roach

较好地反映损失前
后的价值变化

变化差值的确定依赖于测量方
法的不同

3 2 2 1 1

人力资本法
Human cap ital app roach

损害引起的效果明
显 ,易受关注

隐性变化不易估算 ;各地健康观
念和医疗水平参差不齐 ,较难统
一

1 1 3 1 2

旅行费用法
Travel cost method

应用广泛 ,便于计算 旅游出发地没有统一划分标准 ;
受湿地开发、管理、规模等影响 ,
旅游效益差别大

1 1 1 2 3

享乐价值法
Hedonic value method

直观 ,便于计算 受房产所在地区整体经济状况
影响大 ;只适用于房地产开发区
的生态价值评价

1 1 3 2 3

权变价值评估
Contingent value method

是一种模拟市场技
术 ,是当前针对不能
通过现实市场行为
获得服务价值的最
佳衡量方法

主观性强 ,受人们价值观、审美
观等因素影响 ;工作量大 ,涉及
问卷调查的设计、统计数据分析
等 ,细节不易把握

1 1 2 3 3

生态价值法
Ecological value method

反映了生态价值认
识与经济水平的关
系 ;有现成数据

所得出的结果过于宏观 ,不易比
较不同湿地状况的细微差别

1 1 2 3 3

争的不完全性、补贴、利率及资源机会成本等因素影

响的前提下 ,各方法在使用过程中还是会表现出各

自相对的优势和劣势. 不同方法评价不同服务功能

的适用度见表 1. 表中所采用的适用度范围为 1—3.

适用度 3代表与服务功能特征相符的主要评价方

法 ,在实际评价中运用最多 ,评价结果也普遍被采

纳.适用度 2代表该方法在评估某项服务功能中有

辅助作用 ,可侧面补充说明主要方法的不足 ,实际评

价中很少单独使用 ,常与主要方法配合使用. 适用度

1代表该方法不符合该服务功能的主要特征 ,实际

评价过程中很少使用 ,形成的评价结果不能反映真

实情况. 如评价沿江湿地的防洪减灾服务功能时 ,适

用度最高的是影子工程法 ,其次是市场价格法、生产

函数法、机会成本法和生产力变化法 ,适用度最低的

方法为享乐价值法 ,它不符合评价防洪减灾服务功

能的需要 ,也从未有用其评价减灾价值的实例.

6　现有评价方法存在的问题及展望

　　当前 ,影响评价结果的因素主要有 : 1 )基础数

据的准确性. 对广大地区或生态系统而言 ,缺乏可靠

的基础数据 ,更缺少动态变化的资料 ; 2 )研究尺度

不同. 即使对于同一类型的生态系统 ,不同大小、结

构以及与其它生态系统的空间组合 ,其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均存在巨大差别 ; 3)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有重

复计算的部分. 生态系统的功能与服务之间存在着

对应关系 ,但不是一一对应的 ,部分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被重复计算.

以上主客观因素导致对湿地生态系统生态经济

价值的评价过程可能存在如下问题 : 1)评价方法的

适用性. 应根据生态系统的主要服务内涵选择评价

方法 ,受地域条件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 ,不同湿地

系统的服务内涵侧重不同. 如以资源保护为主的湿

地注重其提供产品的服务 ,以珍惜动植物保护为主

的湿地注重其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服务 ,沿海沿江以

防洪护堤为主的湿地注重其调节径流和防洪减灾的

服务. 2)评价的全面性. 由于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的

多重性 ,其服务既有正效应也有负效应 ,在评价时应

全面考虑. 如湿地保持土壤、淤积造地的同时也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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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蓄洪防洪功能的减弱 ;湿地吸纳和降解的污染物

有一定的容量限制 ,一旦超出可能导致地方性疾病

的产生 [ 30 ]
. 3)评价过程的法律依据. 我国现有法律

对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评价没有明确规

定 ,加之不同职能部门的多头管理造成评价成果差

别过大 ,缺乏权威性 ,不能落实.

根据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研究的现状 ,在今

后的工作中应加强对以下内容的研究 : 1)制订或增

加关于 (湿地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价的立法 ,

确保评价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2)生态系统功能与服

务具有复杂性 ,对生态系统所提供的各种服务功能

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为更加合理、精确的计算生态

系统价值提供依据. 3 )实际工作中 ,由于市场失效

及价格空缺等具体问题纷繁复杂 ,常常不能得出一

些与实际价值相符的结果 ,根据湿地生态系统的特

点 ,采取适当的价值核算方法 ,并注意应用条件集成

进行计算. 4 )现有研究多针对湿地的静态考察 ,动

态研究较少. 湿地生态系统对人类干扰活动的响应

相对滞后 ,传统的监测需要长时间积累而难以普遍

进行 ,应大力开发湿地系统动态模型乃至全球模型 ,

以便更好地监测湿地生态系统的动态变化. 5)随着

计算机和遥感技术的飞速发展 ,新技术新方法的应

用 ,如 3S( GIS、GPS、RS)技术、TM影像解译技术、统

计分析和空间分析等 ,使得对于湿地生态系统变化

动态的研究及其生态价值的动态评价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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