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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条件价值法（CVM）评估洪泽湖生物多样性3种非使用价值（选择价值、遗产价值、存在价值）.选取洪泽湖周边3个县市（洪泽、

盱眙、泗洪）共发放问卷 520份，回收有效问卷484份.统计结果显示，公众评估的生物多样性非使用价值（214万元/a）是洪泽湖周边 3个县市

2007年GDP总和的 1/23.同时，公众的支付意愿随着受访者年龄的增加而减少，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另外，相比较那些怀疑政府环境政策

执行效果并对环境保护漠不关心的人，其他公众的支付倾向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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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  （CVM）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nonuse vaIue of the Hongze Lake's

biodiverSity.The nOnUSe vaIUe inCIUdeS OptiOn valUe，beqUeSt valUe and exiStenCe valUe.The study waS baSed on a SurVey

in whiCh 520 questiOnnaires was distribUted in the three COUntieS：Hongze，Xuyi，and SihOng and 484 were retum aS valid

OneS.The StatiStiCal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non-uSe valUe  Of  biodiverSity  waS 2.14  milliOnRM B  per  year  WhiCh  waS abOut

4.35%  of  the total GDP of  the th玎ee counties in 2007.The willingness to pay（WTP）  of  the respondents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ageS，and went up With the inCreaSe of inC0me.At the Same time，it playd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WTP

矗Or reSpOndents to improve their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and their beIief in the enfOrCement of environmental

pOIiCieS.The higher the enVirOnmentaI C0nSCioUSneSS waS，the mOre they were willing tO pay.The mOre COnndent On the

pOIiCy enfOrCement，the mOre they were willing tO pay.

Key words：  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  （CVM）：  willingness to pay（WTP）；biodiversity；  non.use vaIue：Hongze Lake

    目前生物多样性保护是世界各国热切关注

的全球三大环.境 问题之一Il七J.由于缺少对生物

多样性整体价值的定量研究，关于生物多样性经

济价值的评估，实际上只是某些生物资源的市场

价值评估，完全忽略了那些未纳入实际市场交易

的生物资源 的非效用价值，如社会文化研究价

值、基因库资源价值、遗产价值和存在价值等‘31.

因此在生物多样性价值评估领域对其非效用价

值的评估已成为研究热点.

  洪泽湖位于淮河中游地区，是江苏省北部地

区的重要水源地和渔业养殖产业基地，承接上下

游 15.8×l04knA2面积的来水141.除了强大的供水和

渔业生产功能外，洪泽湖还有着复杂的生态环境

调节功能，同时湖区内的国家级泗洪洪泽湖湿地

自然保护区，不但为各种珍贵的鱼类和鸟类提供

栖息地，其湿地保护区 内的核心水域 、滩涂湿地

也是 自然生态系统重要的生物资源基因库.然而

随着我 国整个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洪泽湖也遭

受了大规模掠夺性开发和不合理利用，导致湖泊

生态系统遭受严重的破坏.1994年、2004年 、2005

年的洪泽湖重大水体污染事故，不仅导致巨大的

直接经济损 失，也造成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和严

重的生态灾难151.但 是 由于生态环境资源 的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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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价值 的特殊属性，绝大部分的损 失还不能直接

通过市场经济交换的形式表现 出来，如生物多样

性遗产价值和存在价值等非使用价值.

    条件价值法（CVM）作为唯一能够获得 与环

境物 品相关的全部价值，尤其是非使用价值的方

法K1.通过构建假想市场来调查人们对生态环境

物 品变化 的支付意愿（WTP）或补偿意愿（WTA）.

该方法最初 由美 国经济学家 Davis在  1963年首

次实际应用于评估美 国一个海岸森林地带的娱

乐价值"】，而完善后的 CVM现 已被美 国政府相关

部 门使用并推荐为评估特定环境效益和损失的

一种科学的方法【8】，并作 为生态环境物品或服务

价值研究领域 的权威研 究方法.CVM 早期的应

用 主要集 中在 美 国和 欧洲 国家 p】，我 国学 者对

CVM 的应用起始于上世纪 90年代末llol.目前 国

内学者应用 CVM 评估的领域广泛，如环境物 品

价值‘11—14】、公共政策‘151和经济文化【161等领域 的

研究.而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 CVM 方法

本身进行深入的探究【1卜18】.本研究应用 CVM 研

究洪泽湖生态系统 修复工程 中公众对恢复生物

多样性非使用价值（包括选择价值 、遗产价值和

存在价值）的支付意愿，得 出湖泊 生态环境保护

和修复的公众意见和价值评估，为政府湖泊生态

环境改善和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1  研究方法

1.1  问卷和调研设计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手段，以洪泽湖水污

染事故和蓝藻爆发后的损失为背景，对洪泽湖周

边地区公众展开对湖泊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非

使用价值评估支付意愿调查.为了获得受访者支

付意愿的准确数值，支付意愿问卷设计和实施完

全按照美国海洋与大气管理署（NOAA）提出的

CVM 问卷设计的 15项原则‘191.而CVM 问卷中的

诱导方式参考国外研究的结果选用简单明了、实

施方便的支付卡形式‘20】.考虑到问卷设计的质量

直接影响到受访者提供信息的准确性【211，为保证

本次调研的质量，问卷的质量由 2  名有经验的心

理学专业老师把关和修改来降低问卷测试偏差，

另外本研究在 100份问卷预调研的基础上对问卷

进行了最后的修改和完善.在正式调研的过程中，

为使本次研究中受访对象能够尽量代表全社会

各个层次的人群，在样本选择时既包括城市居民

中的高、中收入人群（如个体经商人员、企业员

工、政府公务员、教师），也包括收入较低的人群

（如下岗人员和无业人员），同时本研究也将受访

对象扩展到农村居民；而受访人群根据其收入特

征的不同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选择.在调研

过程中采用面对面访谈式调查，当受访者有不清

楚或不明白的问题时，调研人员可以即时进行说

明和讲解.为使调研样本能够覆盖洪泽湖周边地

区，正式调研中的调查地点选择为洪泽湖周边的

洪泽、泗洪和盱眙 3县，而调查对象包括居住在洪

泽湖周边的居民和景点游客，共发放问卷 520份.

    问卷设计主要由 4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对

洪泽湖地区生态环境现状及洪泽湖生态系统恢

复项 目进行介绍：第二部分是调查公众对环境保

护的态度，具体包括公众对洪泽湖生态系统变化

的了解以及对环境保护的态度；第三部分是问卷

的核心内容，即湖泊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非使用

价值保护的支付意愿问题：最后是调查对象的社

会经济情况和个人特征.同时在预调研支付意愿

问题的研究基础上，将支付卡的支付范围定为

0～500元以上/月，最小为0元/月（表示不愿支付），

最大支付金额则可高于 500元/月.

1.2 WTP数据处理模型

    在有效问卷样本处理过程中，根据不同数据的

处理需要，选用不同的软件和计算公式.为得到各

种因子对公众支付意愿的影响程度，选用回归分析

的方法.借鉴前人对 WTP回归分析的经验【22】，选用

2  步分析方法，第一步，使用 Logit模型分析影响公

众是否愿意支付的因素（式 1）：第二步，使用 Linear

模型分析公众在愿意支付的前提下，得出影响公众

支付意愿高低的因素（式2）.在Logit模型中，自变量

是 WTP不为零的概率（O—1），而因变量是各种已设
定的影响因子（性别、年龄、收入、教育程度、家

庭人口、对待环境保护的态度、对政府的信任程

度、对生物多样性非使用价值恢复的信心等）；在

Linear模型中，自变量是非零 WTP的对数值，而因

变量同Logit模型（各个 自变量的定义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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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别 （gen）

  年龄 （age）

教育程度 （edu）

家庭成员 （￡am）

收入 【ln（inc）】

信任程度 （tru）

态 度 （att）

信心 （con）

虚拟变量，受访者的性别：男性为1，女性为0

连续变量，受访者的年龄（年）

连续变量，受访者的受教育年限（年）

连续变量，受访者的家庭人口（人）

连续变量，受访者的家庭年收入的ln函数值（万元）

有序变量，受访者对待政府制定的环境政策及其执行力度的信任程度
（非常信任=l  ；信任=2；中立=3；怀疑；4；非常怀疑=5）
有序变量，受访者对待环境保护的态度，问题设计为：不管对环境的损害多大我们都应该开发自然资源来增加

工作岗位和收入，你是否认同？

（强烈反对=l；反对=2；中立=3；同意；4；强烈同意=5）
有序变量，受访者对待湖泊恢复计划能够恢复湖泊生态系统的信心

（非常相信=1；相信=2；中立=3；怀疑=4；强烈怀疑=5）

    Logit  尸  =屁 +届age+尾edu+屈ln（inc）  +

    履 ￡am+Z岛5gen+孱 tru+岛att+

    届8con+  甩    （1）

Ln（WTPorWI'A）  =  ao+  口l age+  口2 edu+

    鸭ln（inc）  +  a4￡am+  口5gen+

    口6tru+  口7att+  魄con+  ”    （2）

式 中：P为居 民愿 意支付 的概 率（O～1）；风 及 仅o

为常数项 ；房及  af为方程 回归系 数（卢1～8）；  n为

随机项.

2  洪泽湖生态系统非使用价值评估

2.1  问卷抽样调查结果

    本次支付意愿问卷调查共发放 520份，排除
答案有明显错误（如前后矛盾）和回答不完整的

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484份，其中受访人群中本地
常住居民占大多数（84%），而外地暂住和游客则

是少数（分别为 8%）.问卷调查结果基本信息可见
表 2  和表 3，而非零支付问卷所占比例较低，为
44%，这个非零支付率相比较其他研究低‘23—261.

受访者零支付率（56%）呈现较高比例，其不愿支
付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公众对政府部门的

不信任和缺乏信心（45.11%），二是公众自认为收
入低无法负担保护生物多样性非使用价值的费

用（25.57%）.

    表2  问卷基本信息统计

    Table 2 The basic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Of the

    queStiOnnaire

    分类  分类频率    总频率
问卷 统计  分类    总频 数
    频数    （%）    （%）

    WTP=0    284    56.68
有效问卷  484    93.08
    WTP>0    200    43.32

无效问卷    36    6.92
    .  一。
合 计    520    100.OO

    表3  零支付意愿原因统计

  Table 3 The StatiStiCaI Summary of  the reasonS矗Or the

    WTP=O

    不愿支付的原因    频数    频率（%）
    无直接利益关系    3l    lO.03
    政府的事情    6l    l9.74
    不相信专款专用    97    3l.79
    对恢复计划没有信心    41    1 3.32
    收入低    79    25.57

合计     284    lOO.OO

2.2  洪泽湖生物多样性价值评估

  所有有效访问问卷中（484份），受访公众对 3
种生物多样性非使用价值中选择价值、遗产价值

和存在价值保护的非零支付意愿投标概率分别

为38.22%、39.46%、36.1 6%（表4）.在所有非零支

付意愿的问卷（200份）中，对 3种非使用价值保护
的支付意愿投标最小值都为 1  元/月，而最大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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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一致，其中对选择价值和遗产价值保护的

支付意愿投标最大值为1 000元/月，对存在价值保

护的支付意愿最大值则为400元/月.另外，对 3种

非使用价值保护的非零支付意愿均值统计结果

显示，对选择价值保护的支付意愿为 45.73元/月，

遗产价值保护的支付意愿为 49.19  元/月，存在价

值保护的支付意愿为34.68元/月.

    表4  非零支付意愿问卷信息统计

    Table 4 The Summary infOrmation of  the WTP>0

。。。。，.，。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支付率
～ — —一  （元，月）    （元，月）    （元/月）    （%）

遗产价值    I  .00    lOOO.00 49.19    39.46
存在价值  1.00  枷 .00  34.68  36.16

  对已有的非零支付意愿数据整理（200  份），得

到公众对生物多样性非使用价值保护支付意愿的

投标分布图（图 1）.由图 l  可见，公众对 3种非使用

价值的投标趋势完全一致，只是在具体支付金额方

面有细微的差异，即公众的支付意愿金额主要集中

分布在 50元以下，其中 l～5元、lO—l5  元、20—25

元、50元是公众选择支付的集中金额.而公众这样

的支付选择完全符合社会大众日常支付的心理，即

受访者对捐赠活动集中趋向于较低支付的心理.同

时公众较倾向于选择流通货币中常见的面值，如 1

元、5元、10元、20元和50元.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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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生物多样性 3种非使用价值支付意愿投标额分布

Fig.1  Biding diStribUtion of  the WTP  fOr the 3 nOn.USe

    valUe Of  biodiverSity

    根据前人关于应用CVM评估环境物品的研

究结果，环境物品的评估价值主要依靠通过问卷

样本调查的人均支付意愿与调查区域的人 口总

量【251.在洪泽湖生物多样性 3  种非使用价值评估

的案例中，选取的洪泽湖周边 3个县市r洪泽、盱

眙、泗洪）人口总量为 214.86万.根据调查样本统

计的支付意愿均值和调查区域人口，得出 3  种非

使用价值保护价值的具体数据（表5）.生物多样性

非使用价值的总价值大约为 12.74亿元/a，这个数

据是 3个县市当年 GDP总和的 1/23.统计数据

也明确表明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在人类社会经

济活动中的重要性，而生态系统的本身的价值是

不可估量的，人类 自己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应当

尽量避免对 自然生态系统的不合理利用，减少不

可恢复的生态破坏.

    表5  生物多样性非使用价值统计与比较

Table 5  StatiStiCS and COmpariS0n of  the nOn.USe value Of

    the biOdiverSity

  生物多样性非使用价值分类  选择价值  遗产价值  存在价值

  总样本均值【元以人.J J）】    l7.48    19.4l    l2.54

    总值沅川） -    37557528 41704326 26943444
    总价值（元，a）    l 274463576
    GDP8  （元/a）    24244000000
  调查地区人口总量“（人）    2148600

  注：8  .6数据来源为江苏省2008年统计年鉴86I

3  洪泽湖生物多样性非使用价值影响因素分析

    由于本研究中受访公众对湖泊生物多样性
非使用价值保护 的支付意愿投 标率较低

（41.32%），为使有效问卷得到有效的分析，采用

Logit模型和Linear模型对有效问卷进行两步回
归分析，得出具体影响公众是否支付和支付意愿

强弱的影响因素，结果见表 6和表 7.对全部有效

问卷（484份）进行 Logit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共
有 4个变量的系数估计显著不为零，收入、对政
府的信任以及对环境保护的态度系数为正，而年

龄的影响系数为负.这表明公众愿意支付的倾向
随着收入的增加、对政府信任程度的增加，以及
对环境保护态度的增加，更加愿意为保护生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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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性非使用价值进行支付.而随着年龄的增加支
付倾向有减少的趋势.

表6  支付意愿Logit模型回归结果

Table 6 ReSUltS 0f  the Logit RegreSSion MOdel abOUt

    WTP

注：I tru1等变量前的“I”表示这个变量是分类变量：⋯、“和‘，
    —— —— J— _—

    表示系数的显著性，分别是0.01，0.05和0.1

    在使用 Linear模型分析愿意支付的有效问

  卷（200份）后，结果显示共有5个变量的系数估计
  显著不为零，受访者的家庭人口、教育程度、收
  入以及对政府恢复生物多样性工程的信心的影

  响为正，而受访者的年龄的影响为负.这说明支付

  意愿随着家庭人口、教育程度、收入和对保护工
  程的信心的增加而呈现支付更多的倾向，而随着

  受访者年龄的增加而减少.通过 2步回归分析得
  出，不管是支付倾向还是支付意愿高低，都随着受

  访者年龄的增加而减少，随着收入水平的升高而
  增加.由统计分析和回归分析的结果可见收入水
  平的限制以及公众对政府缺乏信任是直接且主

  要制约公众积极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之中的主

  要因素.同时可知，青年人以及收入较高的人群是
  对生物多样性非使用价值保护的主要人群.

    因此政府在做环境保护教育宣传的时候应
  该着重考虑“环保进社区”、“经济环保的生活方

-  式”等宣传活动.在实际宣传保护工作种可以通
  过“环保进社区”等活动的宣传，让老年人以经常

  能看到、听到的方式关注环保，而“经济环保的生

活方式”等活动能让低收入人群在经济节约的生
活中做到环境保护.具体到洪泽湖生物多样性非

使用价值保护的案例中，政府可以把生物多样性
的美学、基因资源、药用、以及实际生产生活中

的重要意义以图片、影片等形式来宣传.

表7  支付意愿Linear模型回归结果

Table 7 ReSUltS Of  th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abOut

    WTP

注同表6

    通过与前人的研究进行 比较，发现本研究 中

支付意愿影响因素与国内外其他学者运用 CVM

评估野生动物价值 的支付意愿影响因素大致相

同，如在宗雪等‘27】、肖建红等‘28]、苏铁等‘29】、周

学红等[30]，以及 国外研究学者对 CVM 评估野生

生物的案例‘31—33】.从众多的 CVM 研究案例中可

以看 出，公众 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是影响支付意

愿的正相关显著性 因子，教育对公众参与 CVM

调查 的积极影响可以理解为：接受教育更多的人

则能够接受更多环境保护方面 的知识且更能理

解 生态环境对人类的重要性，同时也希望拥有更

好的生态环境：收入成为显著性影响因子可以解

释为：与私人物 品中正常消费相似，收入越高的人

越有能力投入到物品消费 中.而保护环境更是体

现 了这个原理，收入低 的人可能将更多的资金用

来维持 自己的基本生产生活，而收入高的人则会

更关注生活质量和居住环境.

    另外，通过对 3种生物多样性非使用价值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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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支付意愿的影响因子分析，3种价值既有共同

的影响因子，也有其各自独特的影响因子（表 6，表

7）.选择价值和遗产价值恢复的支付意愿主要受
到公众对政府环境政策及其执行力度的影响；而

存在价值则受公众对环境保护态度的影响.由于

生物多样性价值的区别而引起公众对其保护的

支付投资的不同，可以理解为：由于生物多样性选

择价值和遗产价值的保护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影

响到公众及其后代的福利，而公众对涉及到自身

利益的环境物品的投资直接取决于投资后能够

得到的收益，因此政府作为公众环境投资的管理

者，其在环境管理方面的成绩（环境管理政策及

其执行力度的绩效）会直接影响公众的环境投资

（即支付意愿）.因此公众对选择价值和遗产价值

的支付意愿较高，且明显受到对政府的信任度的

影响.而公众在对待不涉及 自身利益的环境物品

（如生物多样性的存在价值）的投资时，公众本身

对待环境保护的态度则成为直接影响公众对环

境物品投资的重要因素.

4  结论

4.1  应用 CVM 评估洪泽湖生物多样性非市场
价值为12.74亿元/年（约为调查地区GDP总和的

1/23），并得出受访者的年龄、教育程度和收入以
及对环境保护的态度显著性影响他们支付倾向

和支付意愿.公众对 3  种非使用价值保护意愿的

排序为：生物多样性遗产价值>选择价值>存在
价值，而这样的排序结果可能出自于公众对自身

和子孙后代实际利益的考虑.

4.2  年老的人、收入低、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群
对环境保护的态度明显较其他人群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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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酸化是否会破坏食物链？

    全球海洋酸化已经导致珊瑚礁被破坏并可能引发其他无法预期的化学或生物影响.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人员

研究发现，低 pH值将降低浮游植物吸收铁元素的能力（该元素是植物生长和进行光化学作用的重要营养物质）.研究

表明，海洋酸化可能会对单细胞微型值物产生畦大影响，而这些植物往往位于整个食物链的最底层，并成为鱼类的主

要食物来源，并最终影响到捕渔业的发展.    .

    当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被海水大量吸收后，就会被转化成碳酸类物质并最终导致海洋酸化.海洋酸化的速度非常

快.根据国家海洋和大气协会（位于北加利福尼亚州波夫特市）的化学家 William Sunda的研究，海洋表层水体中的氢

离子浓度（可以反映pH值）目前约是200年前的30%，而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则升高了38%.目前大部分研究主要

集中在海洋酸化对海洋生物的不利影响，例如软体动物和珊瑚礁，这些生物的外壳或外骨骼都是由钙离子碳化形成

的.但是很少有研究关注海洋酸化对食物链底层生物的化学和生物影响.

    在普林斯顿大学开展的这项研究中，DaIin Shi、Fracois M.M.MoreI  及其同事分析了4种深海浮游植物的铁离

子吸收能力。当研究人员将测试水槽中的海水pH值从8.7降低到7.7之后，他们发现所有物种的铁离子吸收能力都

有了明显的下降趋势.当研究人员将这 4  种浮游值物置于采自新泽西海岸和百慕大群岛的天然海水中时，也出现了

类似的现象.当处于天然海水的最高和最低 pH值下，铁离子的平均吸收能力下降了10%～20%.“天然海水的平均pH

值一般为8.8.”  Shi  指出.

  蔡文洁 译 自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April：1 57，（20lO）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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