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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的价值与生态服务功能

蒋志刚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北京 100080)

摘要;野生动物是生态系统中活跃的‘引人注日的组成部分，野生动物作为生物多样栓的 一部分，具有内典价道和利川价

值。同时，野生动物的价值也取决于人们的视角、即人们自身的利益、野生动物服务功能的实现离不开自然生态系统 在

人类文明的早期.人类利用野生动物果腹御寒。那时 人们利用的是野生动物的直接价俏。现代.野't动物的直接价仇下

降，野生动物的间接价值，如生态价值、文化价值却在上升1野生动物能够提供巨大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1995年.炙国

人与野生动物直接有关的消费达1012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国民总产值的、。%以上 在东部和南部非洲.野生动物观光

也是 一项重要的产业、这种生态服务功能带动了第止产业的发展，直接推动了地区性的国民经济发展。有效的野生动物

资协管理离不开控制野生动物的数量 以野生动物产业的收人养野生动物是美国野生动物保护的特色 中国的野生动物

正处于利用过度期 中国野生动物提供的服务功能比美国的野生动物少得多 近年来。中fJA升展了野生动物战利品符指

中国对野生动物战利品狩猎的种类制定了限额.实行了严格的管那措施，以保证战利品狩猎不会影响种群的增长 事实

证明有限额的战利品狩猎能促进野生动物的饿保护 of前.我国的野咔功物管理应将保护黔生动物的M4息生境和扩增濒

危野生动物的种群为主要目的，我国的多数野生动物一H种群数最恢复，脱离濒危状态，那些野生动物的f态系统服务

功能将会对我国的国民经济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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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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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dlife is an

1917

active and appealing component in ecosystems. As a part of hindiversny. the

wildlife has both intrinsic and utility values. However, the value of wildlife also depends on the -wpolm

of human being, of which the economic interests of human make a great weight.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ect

logical service function of wildlife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natural ecosystems.

I- he civilization. people used the wildlife as, foods and - cloths, wildlife

exploited as

early stage of human

nanhr:d resource. Itmodern society. the importance of the direct value of wildlife is derreas

ing whereas the indirect values of wildlife .such .s ecological value, cultural value of wildlifear℃mounnn从

Wildlife canprovide us with numerous ecological service values. For example. the consumption of wildlife

service W as

yuicalent to

development

as high as 101. 2 billion U.5.do11ars in the United Stares of America in 1996. which w.. e

以

韶

about to环of the G DP of China. The ecological

of the third industry and the regional economy

service functions of wildlife push forward the

1n many countries.Fffectfve management

wildlife should control the population density。「wildlife.

well as a mean of regulating the game species populations

Thus. hunting is introducedas both a sport

The wildlife management In theUsited States

of America is characterized by using the funds generated from the wildlife related industries to manage the

wild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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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med ac the --unable using of wildlife re-urces, as well as generating revenue for loci,] copse-a-

twin. 'in" later 1980'x. China set up homing grounds for foreign trophy hunters. Tho- trophy hunting

arc managed by the central wildlife management authority and local wildlife management authority. For

examples. three international hunting grounds were created in the Gausu Province. Another three v.ere

created to Xing)iang. 'I-he Uonan International Hunting Ground is the first hunting ground in the Qinghai

Province. Overall the wildlife in China is overexploited. Vow. only.,.., ungulates arc humcd in the tro

phy hunting in western and northern China with quota. For art example. to harvest an arga{二()e，ts ant

..n,in. in an international hunting ground in China. the humor should pay 12 000 t.S. dollars hunting .'ee.

RMk3 I]]000 serves charge plus RMf3 } 12 000 conservation fee. The foods generated from trophy-hunt-

ing are allocated to the center forestry administration. local wildlife administrations and local community.

Some the wildlife trophies were collected for thepurpose of riemib, research. The下rophy-hunting i1n -

proved the conservation enthusiasm of local officer and local people according to reports.

    The trophy-homing quotas were set according to principle ofs natainside use of wildlife and of benefit

of the local community and local wildlife conservation. Normally, the trophies harvested were requester) be

equal to or less than the quota. Most caprinae species were managed by the trophy hunting system. how-

eter. except argalis. blue sheep and golden takin. other caparinse .species are only hunted for small nom

hen.

    The servire function provided by the wildlife in China is notch less than that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nrenca. 'I he management of wildlife in Cline, should put the stress on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wildlife

habitats and propagation of the endangered species. (lice the populations of most wildlife species recover

from the endangerment. the ecosystem serve offer by these wildlife will benefi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s

rtonal economy.

Key words:wildlife: ecosystem serves function; hunting, trophy-hunting; eco-tourism: hiodiver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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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生动物是生态系统中活跃的、引人注目的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木文将从野牛动物

的利用情况出发，探讨野生动物的价值与潜在生态服务价值，讨论野生动物利用与保护的醉证关系.我国

野生动物服务功能利用的前景

1 野生动物是自然生态系统的功能组分

    野生动物是自然生态系统的A机组成部分’。在自然生态系统中 野生动物是系统中的初级消费者.

如藏羚(Pmilhalops hodgsrml ),自唇鹿(Con、alb-t' )、托牛(Box grunncens),旱獭(Mmnnonr spp.)、大

熊猫〔Ailurnpoda melanoleuca)、竹鼠(Rhizomysspp. )等这类草食动物消耗生态系统的初级牛产草食动
物的啃食通常增加草地的物种多样性[z:野生动物也是系统中的次级消费者，如虎(P-th- ttgt)、云豹

(:\'eo加ic nehn[a.a),黄鼠狼(M-W, s+bir(aa)等，此类肉食动物以捕食草食动物为生。因此，野生动物是维
系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和物质循环的重要环节.是生态系统中的活跃部分。

    野牛动物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常常被人们所忽略口海獭(Enhydra lutris，是加利福尼亚海岸生态系统

的一员。为了获得海獭的皮张 人们曾 度几乎猎杀了所有的海獭，结果导致了加利福尼亚海岸生态系统

的巨大变化 原来.海獭上要捕食海1%..海w采食海藻 海獭消失后‘海星将海藻彻底破坏了。}是.人们不

得不禁1卜捕杀海獭，才使加利福尼亚海岸生态系统逐渐恢复原貌3 在奇瓦瓦荒漠中人们试图去除更格

卢鼠c D, p�d�m�, N. ) .结果导致荒漠中植物产量增加了3倍，荒漠的土壤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原来 更格

卢鼠在奇瓦瓦荒漠牛态系统,I，主要捕食植物种子.疏松土壤「‘〕

    人们往往等到一个物种从生态系统中绝火r很长时间以后，才对这个物种在自然牛态系统中的作用

洗然大悟 如北美的旅鸽(Ertnpisrv.} rnJQrrzt,niu})欧洲人刚到达美洲时，旅鸽可能是当时北美数量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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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类 人们估汁当时在北美有20--s。亿只旅鸽 成千卜万只旅鸽集群在空中>r过，这此旅鸽集群之大.当

它们从空中飞过时，人空会变暗数分钟之久 但是 由于猎杀和生境破坏，旅鸽在19曰年绝灭1 人们似乎

未能料到 一个曾经如此常见的物种会突然消失 人们更没有料到旅鸽绝火会导致生态系统结构的变化 直

到199R年.Block-,, 在Sri-, 上转文 推侧由于旅鸽的绝灭.可能导致了菜姆(Lyme)病的爆发 原来·

莱姆病的爆发可能与大家暇的种群爆发有关，大家鼠的种群爆发又与橡子的丰年有关 旅鸽专门采食那此

数w多的植物籽实 旅鸽数量又是如此之多。当人们9+意到每当旅鸽在一个地点停留采食后 其它野生动

物再难在该地找到足够的食物，旅鸽能够有效的控制橡了的数量。当旅鸽绝灭后一 个制约大家鼠种群爆

发的生态因子消失了 }是，当橡子丰年出现后 人家鼠的种群数缺爆发了.最终导致了莱姆病的火爆发

    工业革命以来，世界人口急剧增长，地球上大面积的自然生态系统被开垦为农田，被辟作牧场 被Tj兴

的城镇、新建的公路所占据。自然生态系统在地球上的面积日益缩小，野牛动物的生境面积也日益缩小’

很明显，目前人类的活动对环境造成影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和q度. 全球和区域性的生态系统受到

严重胁迫，表现出功能不良 飞野生功物与人类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一些野生动物种类 由于其适宜

于在人造生态系统中孩殖、而与人类的经济利益发牛冲突，成为危害人类利益的害兽。于是 人们试图以各

种手段来控制这类野生动物，’‘。而另一类野t动物 如大型有蹄类动物、大w猛兽等仍是自然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的组成部分:‘’、。这些大Mi野生动物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最大。人类的生存离不开生态系统 这部

分野生动物有何服务功能呢?除了维待自然生态系统的功能以外 这部分野生动物的主要服务功能有:娱

乐性符猎、垂钓、观赏等 其实，野牛动物的这A服务功能只是其价值的一部分 那么 野h动物还存在那些

价值呢?

2 野生动物的价值

    野生动物作为生物多样性的 部分，具有内察价值和利用价值’ 物种存在的内察价值.是一个哲学

的范畴 常常尤法用货币来测度。前者是人们通常谈到的价值.后者是可以以货币单位测度的价值 当人们

讨论野生动物的价值时 坚持的是一种基于人类利害关系的价值观 种人类中心的价值观。在西方)f不

是所有人都同意牛物具有客观的内察价值，有人认为所有价值都是主观评定的·”’ 科学应韦是不涉凌

人的观点与愿望，无价值取向的‘完全客观的东西巴然而‘科学研究是靠人来完成的.人的经验和日的往拜

影响科学。尽管人们往往不承认这一点 西方也有人认为.现代科学是价值取向的 “.这一观点称之为“后

现代科学(Post modern wince)"

    人们利用野生动物的方式多种多样 如猎杀肉川、捕捉出In,娱乐狩猎、在自然生态系统中观赏等 小

同的利用方式产生的价值不}a] 同时，野生动物的价俏也取决于人们的视角，即人们自身的利益 现以盘

羊‘Chi., an+rnan)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盘羊是一种野生草食动物 土要生活在高山草甸地带，是高山生态

系统的重要初级消费者’卜。

    当人类扩散 定居到高山地区之前 自然选择决定着一个物种的生灭。当人类扩散、定居丁高山地Ix之

后.人类将高山地区改变为放牧生态系统 当人日有限时.高山草地放牧的草食家畜数肇亦有限 尽管 这

时盘羊己经从自然存在的物种成为放牧家畜的竟争考，它与草食家畜竞争食物.但V-只要草地的载& w

不高 盘羊的数量亦有限时 盘羊的价值可能只是猎手餐桌上的野味

    当高山生态系统中的人L数量和草地载畜量卜升到生态系统承载能力的附近 或超过生态系统的承

载能力时，这时，盘羊对于人类来说，其价值有3种 r, J}人类对盘羊不加以利用时.盘羊数量高 对A山草场

的初级生产过度消耗.可能危害草场而产生负价值，奋人类狩猎4羊作为肉用的价值，苍盘羊作为战利品

狩猎.生态旅游的生态系统服务价俏

z. 1 人类对盘羊小加以利用

    当盘羊不利用或不能被利用时.盘羊被牧民视为有害的草食动物 其危害的程度，即导致的价值损失

、’」.可以以盘羊俏耗的草地植物量计算:

                                        P =八尸z . 73W，:) 七卜

盘羊消耗的草地植物量为其代谢体重13N'·的函数。对于牧民来说，一只盘羊造成的经济损失是它所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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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牧草量和牧草价格尸二的函数。当牛态系统中盘羊数量卜升到 定数量时，其对草场的危害与啮齿类动

物相似

2.2 狩猎盘羊作为肉用动物

    事实 卜位丁边远地仄的牧民‘常常将猎获盘羊作为肉食动物 这时， 只盘羊的价值与它的体重，

BR,.与单位羊肉价格，Prn、的函数

                                            1,，一 J(尸.. BR') (2)

2·3 符猎盘羊作为战利品

    近年来，我国开展了盘羊的战利品狩猎(Trophy hunting)战利品狩猎是一种运动狩猎。人们汁展战

利品狩猎 是为了猎获一些角T'奇特的珍稀动物，如鹿、盘羊野牛和羚羊等.翻羊的战利品狩措和观赏价

值为其所在的高山生态系统的眼务功能之 一部分

                                            v 一了(V,入，石V- b)                                     (3)

式中.U:盘节的实际价值:N:盘羊的数量:$'V盘羊的期望价值 a:盘羊的可接近性和可获得件 石:人们

的消费水平(消费者与产地的收人差别〕:

    野生动植物的价值与野生动物的数量有关 野生动物的数量是这类商品稀缺程度的标志 野牛动物战

利品狩猎者追求的是野生动植物的期望价值 野生动物作为肉类、皮张或兽角的价值只能与家养动物的肉

类、皮张或兽角相类比 而野生动物狩猎战利品的期望价值远远高十其作为肉食的价值。猎手狩猎野生动

物付出的费用与野生动物的稀有程度有关 随着野牛动物产品数量的上升，其边际效用是递减的

    此外.野牛动物可接近性和可获得性也是影响野生动物狩猎战利品的重要因素。一些动物数量稀少、

在野外义难以接近，如盘羊.所以.这类动物的狩猎战利品的价格高 另 类野生动物.数量井不少.但右野

外难以接近 如藏羚 这类动物的狩猎战利品的价格也高-

    野牛动植物的价值与消费者的经济支付能力、小同国家和小同地区人民的收人水平和消费水'R差异

也影响野生动物产品的价格。

    商品的价值与商品的稀缺程度有关。著名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在《国富论》提出了‘价值悖沦”没有什

么能比水更有用，然而水却很少能交换到任何东西。相反.钻石儿乎没有任何使用价值.但却经常可以交换

到人量的其他物品’7 这说明商品的价值与商品的稀缺程度有关.稀缺的商品可以标以高价 一般来说

盘羊是一种珍稀动物，提供了一种稀有的服务功能

    野生动物是自然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其服务功能的实现离不开白然生态系统 ‘。在人类文明9S早

期，人类利用野牛功物果腹御寒 那时，人们利用的足野生动物的直接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 栽培养3d业

的发展，人们的食物和衣料愈来愈多来自于作物和家养动物。然而，近年来人们崇尚返补归真、回归自然

在野生动物的直接价值下降的同时，野生动物的间接价值，如生态价值、文化价值却在上升 野十动物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在人们H常生活与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口益凸显L 尽管.由于地域性的、经济社会的因素，在

许多地区野生动物服务功能的开发利用仍是一大难题川。

3 野生动物的生态服务功能与国民经济

    前面分析了野生动物的价值，野生动物的生态服务功能是其价值的一部分。那么、野生动物究竟能带

来多大的生态服务功能了人们对这种服务功能的依赖有多大?

31娱乐性狩猎与垂钓
    狩猎是四方文化的一部分。从 1930年以来，在美国，狩猎和垂钓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狩猎和垂钓从以

生产为目的转化为娱乐为目的 1996年.美国有7 700万成年人参与了野生动物有关的户外活动 其中

3 000万人参与了垂钓.1 400万人参与了野生动物狩猎.6 290万人在野外观赏，拍摄或饲喂了至少一种野

生动物 ，。这些人花费了1 012亿关iL图1)

    猎手购买狩猎、垂钓设备 如猎枪、弹药和钓具等顶支出在与野牛动物有关的户外活动的总支出中占

59 ;'%份额(图2)。此外 狩猎者与垂约者的旅行开支也在与野生动物有关的户外活动的总支出中占较大的

比例 例如符猎是美国西北部蒙塔拿州地方经济的组成部分 蒙塔拿州薄年猎期为6周，许多偏僻地点的

万方数据



11期 蒋志刚 野生动物的价俏 与生态服务功能 1913

加油站、汽车旅店 年中就靠狩猎季节的背业收人来

维持生计。猎手购买狩猎执照后才能到野外猎取野生

动物 美国蒙塔拿州只有Sl)万人口.协年有Io多万人

猎站鹿(C》二 darau7- 10多万人猎马鹿U'rtvus eZa

ph-) .蒙塔拿州木州居民为猎获的一只砧鹿付出20

美元购买狩猎执照 猎获 只马鹿须付出5c美元。向

其他州的居民，如爱德菏州，猎获一只马鹿则必须付

'JO美元购买符猎执照认

    维鱼是关国西海岸的重妾鱼类资源 人们近来

发现蛙鱼不仪具有很高的商业利用价位l同时也具有

很高的生态服务价值:，]在娱乐性垂钓中，人们每钓

一条鲤角可以产生200美元的价值 而商业性垂钓，人

们辱钓一条鲜鱼仅产生5-70美元的价值。人们通过

研究还发现娱乐性垂钓 每钓1000条维鱼口f以创造a

个人的就业机会 而商业性垂钓 每100(1条畦鱼只能

创造1.〕个人的就业机会.通过问卷调查 人们发现美

国西海岸的人们愿意抢年支付1. 02--3. 3亿美元以保

护鲜鱼-

    艾他

Uuepxified
    13%

狩猎Htmttng
      20

垂钓Fshoe

滥
朴洲 3吕%

      图I   1496年美国人在与野十动物有关的

                户外活动汁支的百分比

1996年美国人在与野生动物有关的户外话动中共支出

r101:亿美元.用于狩猎、垂钓、观赏野生动物以及野

生动物摄影等、

  Fig. 1  Percentage of the expendmtn on w,ldhte

          T司ated outdoor nctlvhies“ theLnncd

              States of America in 1996

American people spent 101.2 billion U. S.(  hdl- or

w,ldhfe related ..,door acuvmn m 1996. Tha"e .-

do.,  acueme_.  mdude  hunnn,  angling,  vi,- ,

从1955年开始，大约每3年美国开展一次全国野wddhfe and wildlife photographv

牛动物利用调查_从 1991到 1996年.美国垂钓与狩猎

的人数大致相当 1991年垂钓人数为3 560万人，狩猎

人数为1飞比万人，但1996年这此垂钓者与狩猎者在

设备与旅行上比1991年多开支了3 7 -/o和45Y,在过

去狩猎者人数上升的比例比垂钓者人数上升比例小，

特别是.1975年以来，狩猎人数小再增加。而利用非消

耗性利用野生动物服务功能，如观赏野生动物的人数

占总人口的比例F.升 以美国1955年的狩猎者基数为

1100, 1996年美国符猎者为170而以美国1955年垂钓

者基数为100.1996年美国垂钓者为239 同期人口若

以19,15年为100.1996年美国的人口为16以‘

    中国山于大型野生动物全面濒危，多为禁猎对

象少。因此，野生动物狩3a与垂钓创造的产值有限。但是，

hunt.创却在野生动物的服务功能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3.2 战利品狩猎

其丫 Other
    】1%

旅行Trip
  relsted

    30%

运动设各
Lquip.即t

图_  1996年美国人在与41生动物有关的户外活动

  升支中运动设备、旅行和其他开支的百分比例

    Fig. 2  Percentage of the wildlife related

        rxpendhurcs on spurt equipment,

                trip and n,her uems

另外 一类运动狩猎活动— 战利品狩猎(Trophy

    在本世纪初猎取一只加拿大盘羊((hts -ttadrns)，猎手须付费2Z-43美元，如今猎手猎 一只加拿大

盘羊则要付上万美元 _因为与本世纪初相比较 加拿大盘羊数最少了关国德克萨斯州有少量的晓鹿(E

laphurexs dar,idiaaua),每狩猎一只庭鹿，猎手要付10 000- 20 000美元 为什么猎手猎醉鹿时比猎姑鹿、马

鹿多付出那么多钱?一方面，因为醒鹿的数量比姑鹿，马鹿少.前者是珍稀动物，后者是常见动物.另一方

面，野生动物答理当局利用价格杠杆来调节符猎庭鹿的数隧 相对于北美的野生动物战利品狩猎.中国的

国际狩猎场上 野生动物狩猎战利品的标价更高(表I)

    事实上.盘羊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大于其肉用价值，向当盘羊不被利用时，盘羊在高山牧场上产生价

佰为布价俏 而盘羊作为战利品狩猎品，甘创浩的价俏相当于其作为肉食的价值 阳{川倍以土。对比盘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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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中国国际狩猎场的部分猎物收费标准 1

Table 1  Hunting fee of some trophy species in China

#j NPSpecies
      学名

Sri- ,IG.

  猎物费

  〔美元〕

丁ruphy fee

  〔USS)

综合服务费

    〔美元)

  Scrvlc e fee

    (C5S)

资源保护费

  t人民币，
  R七双”]r[尸

Conscrva1LOn

fee〔RMR)

加日服务费
  〔美几)

FxtT台d“y

  chnrgc
  ‘I1S S )

猎场地点
1"-"-

盘羊

羚牛

自in鹿 “

截原羚

马鹿

青羊

伊犁盘羊

鹅喉羚

阿尔泰盘丫

马鹿

盘羊(马可波罗羊)

目肃盘丫

青羊

藏原羚

鹅喉羚

白唇鹿

甘肃戈壁盘羊

北山羊

截原羚

天山盘 K

北山羊

抱

准噶尔盘羊

鹅喉羚

泡

盘羊

小鹿

野猪

毛冠鹿

矮岩'f-

(ha, am.-

Hudaras 1ar- I.,

C,- ., albirotrrs

P.rn u户ra prrau-d-

Cc.ous rlahpur

,V--h-d- goral
若入，‘ammnn ludedalei

Gazelle seebgarnvose

口2”口用明。左“叨川u刀

C,-.vs rlahpuo

Chvs ammnn pnln

O"is - - dalailamae

A'emnrhaedus go-l

P- pra户rrnraadata

Gax.It, subguuurosu

C" ., .1b- " '

O"i, ammnn‘人2厂饮嘴m

Ca户ra rber

Prorapra prrdrandara

Oe,,s ammon karelm

Cup- ibez

Cap"nl- r a preobu

f五，1了口冷奋阴。八‘aZr尸刀了了‘

Gaee11u .uhgurdun.}a

山户reokrs capreol,s
f入11“叨阴。月5“￡尸几”5

M“nr7acu.} rea」 esr

S us .... f,

Elupho山￡.ephalophas

Peudors raoarer schae/ea

12000

11000

  6500

  12110

  3500

  2,00

11000

  1200

11000

  3500

13门00

  9500

  2500

  IZoo

  1200

  70(川

  9500

  4000

  1200

11000

  4000

  1200

11000

  1200

  120〔〕

12000

  12{)‘)

  500

  I200

11〔、‘川

10000

  6(门0

120,10

Itooo

  6800

1545(1

1545口 弓印)

::::: 一:‘

10000

15450

弓On

50(。

15450

西藏

内截

西截

西截

西截

西截

新任

新摄

新获

新遏

新吸

廿肃

甘肃

{1肃

甘甫

日肖

什肃

甘肃

甘甫

新组

新疆

新张

新疆

新疆

12900 6)E L}JH dY13 rat
四川

四川

四川

四川

  猎期 8,1; w 猎期 7,1

3种价值 有如下等式;

                                              V 井 V > V                                          (4)

    中国对野生动物战利品狩猎的种类制定了限额，实行了严格的管理措施，以保证战利品狩猎不会影响

种群的增长(表2)野生动物战利品狩猎是对野牛动物的一种极为有限的利用，如对盘羊狩猎限额19gc.年

为13头.事实上，猎手猎获的盘羊的数量要少于表2中的限额。猎获有些野生动物是为了获得科学标卞

野生动物战利品狩猎运动的开展，事尖上促进了边远地区的野生动物保护。许多国际猎场的野牛动物数量

较建立国际猎场，开展战利品狩猎前增加。野生动物战利品狩猎运动为一些边远地区经济注入了活力。为

行政管理部门、地方政府和社区带来了经济收人 肃北与阿克塞国际狩猎场1988- P98年间创汇1u(多

来自F本人历年的野外考察以及对野生动物国际狩猎经营机构和一些省份的通讯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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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美元

        表 2

      Table 2

中国有关省份羊亚科动物的狩猎限额

Trophy-hunting quota

，n，。mepro军Incesln

of Capdnae

  Chi..

Sprrres
年份 青海

Yen, Qmgha.

廿肃 陕西 四川
G;,- A .... I Su,honv

北山 羊

C �p" the

1917

1998

199勺

1997斑羚(青羊)
N,- ,六-d-

,.-I
I998

盘丫

‘入“ 月阴阴。刀

岩羊
尸,.rd.;,

呀口 、1叹召r

1999

199-1

199k

1999

1997

199R

曦岩丫

尸5...alms

}.h}elen

::::
1998

双羚

(“户r才厂门r泞r‘
幻了户入口1厂以亡刀人卜

19491997
19q只

羚牛

Hudnr

1, -o7.,

{::)
I998

1999

3.3 野jl_动物现光

    户外观赏、拍摄野生动物是美国人的一项毛要

户外活动。1996年除厂6230力成年人参与r这类

活动外，还有1 200力‘一12岁的少年几童参与厂

户外观赏、拍摄野牛动物的活动〔在我国.山于大多

数野生动物受到保护 因而 户外观赏、拍摄野生动

物是一项与野生动物有关的主v户外活动

    仆洲的生态旅游主要靠野生动物的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野生动物观光是东部作洲和南部朴洲的1.

要生态旅游资源0 1996年肯尼亚官力公布的旅游收

人达6亿美元，现在估计肯尼亚的旅游收人达10忆

美元以上 对于 一个只有2 50q万人日的国家来说

这是 一笔}分重P的外汇收入3 生态旅游正在戍

为非洲牛物多样性保护的于段。在安哥拉、博茨九

纳、肯尼亚、马拉维、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和津巴布

韦.大约 181的土地己作为野生动物保护认 这一

面积比15-20a前大幅度增长31 这是因为在十皇

地区和湿地匕野生动物观光业比养牛这 传统严

业的投资报酬要5%一10

    近年来，我国参加观鸟活动的人数11在1_升。如

人们到北戴河的观鸟、黑龙江扎龙保护区观鹤、新租

巴音布鲁克保护区观赏大天鹅等活动 我国户外观

赏、拍摄野牛动物活动缺乏统计资料。据钻计.1993

年.中国国内旅游和到中国旅游的外国人中以欣赏

                                                自然景观为目的人数 18 900万人次和1 990力人

次3二，其中包括以观赏野生动物为主要目的的游客.尽管这部分人所占的比例不大

S 野生动物的服务功能与科学管理

    野生动物能够提供巨大的牛态服务功能 美国人与野生动物直接有关的消费达1 012亿美元.相当于

中国国民总产值的10 "/o 加拿大哥伦比亚河盆地是加拿大重要的木材产地，对该地的调查发现 伐木C. IT

的产值只占该地产值的11.5Y. 牛态系统服务价值却在该地生物多样性价值中占有较人的比重，如娱乐

性狩猎与垂钓占19.3%.露营和远足旅游占8川，而尚未开发的区域的存在价值(Exisrenre value)更高达

汕/’ 野牛动物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带动了第二产业的发展 直接推动了地区性的国民经济发展

    但是，管理是野牛动物发挥服务功能的根本保证措施。有效的野生动物资源管理离不开控制野生动物

的数量。狩猎是控制大型有蹄类动物的有效手段。如美国白尾鹿、鹿的种群数量过高，常常危害森林，损害

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野生动物管理当局从出售狩猎证来严格控制可以狩猎的动物种类、狩猎地点和猎

期，并规定狩猎工具，对狩猎者猎获的动物进行登记。对无证偷猎的人进行处i7等 一般的情形下，狩39者

只允许猎公鹿一符猎者可凭购买的狩猎执照号码抽彩‘中彩者除了可以猎一只公鹿之外 还可以猎一只雌

鹿’‘ 野生动物管理当局利用猎乎们的博弈心理，增加了狩猎运动的趣味性 生态系统的野生动物种群数

量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野生动物管理者应及时根据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来调整野生动物(w理错施，这柞才能

持续地获得野生动物的服务功能『，

    e1野牛动物产业的收人养野生动物是美因野生动物保护的特色。1937什 Pat- R.1-,- 法案成

为美国法律 根据该法案，美国联邦政府从制作延动枪支、猎具、弹药的企业每年征收 王,X的税，用于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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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及其牛境保护 1985年，这笔税收达1. 02亿美元 美国联邦鱼与野生动物管理署利用这笔悦收资助了

野生动物科学研究 购买了40。万英亩野生动物关键生境.并利用这笔资金管理着另外5000万英亩野生

动物关键牛境 每年还培训了70万名业余猎于L，‘。蒙塔那州负与野生动物与公园管理局尽年的预算为三

60。万美元、其中90姊来自该州出售符猎执照的收人 该州来自狩猎野生动物的收入主要用于野生动物管

理和保护，这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条新途径

5 中国野生动物的潜在服务功能

    相对美国而言，中国的野生动物种类多，特有种类多。但是.中国野生动物提供的眼务功能却比美国的

野生动物少的多「例如.上881年，环颈堆从上海引人美国后.很快在美国野外扩散。环颈雄已经成为美国的

中部和东部常见的锥类，是每年开放狩猎的种类} 17'。而在我国.由于数量稀少环颈锥是严禁猎捕的濒危动

物

    作者曾经将野生动物资源的利用开发划分为利用初期、利用过度期、保护恢复期和持续利用期等四个

阶段洲 中国的野生动物正处于利用过度期 我国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文明出现较早II_人n对白然环

境的压力较大。当西方出现工业革命时，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生态系统已处于开发后期门近两个世纪以来.连

年战争，自然灾害，加之人口激增.对我国野牛动物资源破坏很大。锯1962年、1973年,1980年，1984年和

1989年国家颁布的野生动物保护名录统计.列人名录的哺乳类、鸟类、爬行类、两栖类和鱼类种类逐步增

加，1962年为19种，其中处于濒危状态的I类保护种类27种 到 1989年则增加到376种，其‘{‘，列为1类

保护的种类达101种’"I说明了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的过度开发状态。目前 我国的野生动物管理应将保护

野生动物的栖息生境和扩增濒危野生动物的种群为主要目的。但是，我国的多数野牛动物一旦种群数墉恢

复，脱离濒危状态.那些野生动物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将会对我国的国民经济产I巨大的推动作用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一对矛盾 目前.我国对野牛动物的利用，包括野生动物战利品狩猎，是有限的

利用，是保护前提下的可待续利用。我国绝大多数野生动物处于濒危状态，我国的野生动物利川模式主要

是非消耗性野生动物利用模式，如观鸟、牛态旅游等 我国也开展了战利品狩猎运动。为了管理野生动物战

利品狩猎，合理利用野牛动物资源.中国野生动物管理机构、中国(1工ES公约管理机构与科学机构制足了

战利品狩猎的配额管理制度。每年从各地国际狩猎场狩猎的动物数量很少 我国的战利品狩猎运动也足对

野生动物服务功能的一种可待续利用。野生动植物的价值与消费者的经济支付能力、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

人民的收人水平和消费水平差异也影响野生动物产品的价格 特别是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现代

化交通工具使得人们活动范围的增加.野生动物国际贸易成为重要国际贸易项目咖.高收入人群拥有支付

野生动物狩猎战利品的经济能力和实现野生动物狩猎的可能 我国西部各省先后建立了一批野生动物国

际狩猎场.正是利用野生动物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利用价格杠杆来调节狩猎动物数量的 一种尝试」，’三

    一旦中国的野生动物资源全面恢复，野生动物资源将会为人们提供更多的神态服务价值 野生动物资

源开发也将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动力 中国西部地广人稀.有着广阔的野生动物栖息地，野生动物资

源应当成为中国的西部开发中一门可持续利用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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