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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当前国际上流行的衡量环境物品经济价值的重要方法UU条件价值评估法8%.V<2针对黑河流域张掖地区生态

系统恶化的现状2以支付卡的方法设计了 :##份调查问卷2调查了黑河流域居民对恢复张掖地区生态系统服务的支付意

愿8W&X<H结果表明2黑河流域 B"9"Y的居民家庭对恢复张掖地区生态系统服务存在支付意愿H对支付卡数据的非参数

估计结果表明2黑河流域居民家庭对恢复张掖地区生态系统服务的平均最大支付意愿每户每年在 CZ9BG"F97元之间H
支 付 卡 数 据 的 参 数 估 计 分 析 表 明2黑 河 流 域 居 民 家 庭 对 恢 复 张 掖 地 区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的 平 均 最 大 支 付 意 愿 每 户 每 年 为

Z797Z元H按黑河流域现有家庭数量计算2恢复张掖地区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效益每年至少在 !!C"9!F[6#C元以上H由

于恢复张掖地区生态系统服务具有巨大的正外部效应2因此2仅就黑河流域居民家庭数量估计的恢复张掖地区生态系统

服务的经济价值2只是对恢复张掖地区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价值的最低估价H
关键词=条件价值评估法8%.V<;支付意愿8W&X<;生态系统服务;经济价值;张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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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条件价值评估法及其应用发展概述

对生态h环境资产M包括其数量和质量P为人类所提供的物品或服务的经济价值进行定量评估的生态h
环境经济 评 价 是 生 态 经 济 学h环 境 经 济 学 研 究 的 前 沿 和 难 点 领 域i=<>jk条 件 价 值 评 估 法M!($*#$2.$*

9%7,%*#($1.*"(6<!34P是一种典型的陈述偏好评估法<它利用效用最大化 原 理<在 假 想 市 场 情 况 下<直

接调查和询问人们对某一环境效益改善或资源保护措施的支付意愿MN#77#$2$.00*(8%;<N’OPh或者对环

境或资源质量损失的接受赔偿意愿MN#77#$2$.00*(%++.8*<N’fP<以推导环境效益改善或环境质量损失的

经济价值k!34可用于评估环境物品的利用价值和非利用价值<是近几十年来国外生态与环境经济学中

最重要和应用最广泛的关于公共物品价值评估的方法iU<Qjk
条 件价值评估的经济学原理是iQja假设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受市场商品 l<非市场物品M将被估值Pm<个

人偏好 n的影响k其间接效用函数除受市场商品的价格 o<个人收入 p<个人偏好 n和非市场商品 m的影响

外<还受个人偏好误差和测量误差等一些随机成分的影响<如用 q表示这种随机成分<则间接效用函 数 可

用 rMs<m<p<n<qP表示k被调查者个人通常面对一种环境状态变化的可能性M从 mE到 m=P<假设状态变化是

一种改进<即 r=Ms<m=<p<n<qPtrEMs<mE<p<n<qP<但这种状态改进需要花费消费者一定的资金k条件价值方

法是利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揭示消费者的偏好<推导在不同环境状态下的消费者的等效用点ir=Ms<m=<pu

v<n<qPwrEMs<mE<p<n<qPj<并通过定量测定支付意愿MvP的分布规律得到环境物品或服务的经济价值k

!34由 C&x%9#0iRj于 =FGU年提出并首次应用于研究缅因州林地宿营h狩猎的娱乐价值k=F世纪 DE
年代以来<!34逐渐地被用于计量环境的娱乐h狩猎和美学效益的经济价值iG<Djk=FDF年<美国水资源委员

会MNC!P出台了在水资源规划中应用!34法开展成本y效益分析的原则和程序<将!34法推荐为评估

休憩效益的两种优先方法之一M另一种为旅行成本法P<推动了水资源相关联邦机构如美国陆军工程部队h
美国垦务局等对 !34法的应用iTjk=FTG年<美国内政部推荐 !34法为测量自然资源和环境存在价值和

遗产 价 值 的 基 本 方 法iU<Fjk=FF>年<美 国 国 家 海 洋 和 大 气 管 理 局MKzffP任 命 的 一 个 高 级 委 员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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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012 在测量自然资源的非利用价值或存在 价 值 方 面 的 可 应 用 性 进 行 了 评 估/该

委员会提出了将 012应用于评估自然资源的非利用价值或存在价值的一些指导原则3456012起源于美

国/美国政府部门的推动对 012在环境物品经济价值评估中的广泛应用和方法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6

78世纪 48年代 012研究引入英国9挪威和瑞典/:8年代引入法国和丹麦6欧洲国家的环境价值评估

研究虽然起步比美国晚/但发展也十分引人注目6据统计/至 ;:::年/欧洲国家应用各类环境价值评估技

术开展的环境价值评估研究案例已达 <=8多例/其中012的应用占主要部分6欧洲国家过去 78余年的研

究表明/012在帮助公共决策方面是一个很有潜力的技术3;856
随着生态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的迅速发展/当前 012 法在西方国家得到广泛的应用/研究案例和著

作加速增多6据 2(>?@%##等3:5!;:4:.统计/从 78世纪 <8年代初 012法提出到 78世纪 48年代末的 78余

年时间里/公开发表的 012法研究案例有 ;78例60-AB*+等3;;5的统计结果为/世界上 C8多个国家 012
法研究的案例已超过 7888例6而据加州大学经济系 788;年的统计表明/;::8年代以来!主要是最近几年.
用 012法评估非市场资源价值的文献有 =88多篇6

随着 012 法在生态和环境经济价值评估中的日益广泛应用/其数据调查和统计分析方法日臻完善6

012的问卷格式已由早期的连续问卷格式发展为连续问卷格式和离散问卷格式两大类6在 012的发展

过 程中/研究者在注意到被调查者对D是E或D不是E的回答比要他们直接说出最大支付意愿更能模拟市场

定价行为/而开始在研究中采用封闭式二分式选择!F(?@*>*G*$B?@*(?%B.问卷格式6封闭式二分式选择问

卷格式是由 "(B@*H等于 ;:I:年引进 012 研究中的3;75/得到广泛应用是在 J-+%G-++%建立了两分式问

卷选择与支付意愿之间的函数关系式之后3;K56目前/012的分析方法已从早期的单边界约束/发展到现在

的多边界9多目标9多阶段的支付意愿的研究3K/;CL;456
在研究方法发展的同时/研究范围也不断扩大/从开始的对资源与环境物品的娱乐价值研究到目前广

泛的应用于评估环境改善的效益和环境破坏的损失6自 ’-+F-##等在 ;:IC年第一次将条件估值研究方法

应用于关于环境质量改善的研究以来3I5/有关环境恢复和环境改善方面的条件估值研究文献逐年增多6近

年来/有关 012 的应用研究主要是评估水质改善9湿地恢复9石油泄露9自然区域保护9健康风险减少9流

域生态系统服务恢复 3;45等的价值评估/以及环境物品条件价值评估的公平性研究3;:5等6
由于市场体制不健全9生活习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012 法在发展中国家应用的案例不多6012 法

于 78世纪 :8年代末开始被引入我国/迄今仅有个别研究案例378/7;56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
以 及由于符合可持续发展标准的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建立与完善的必然要求/通

过模拟市场的方法评估生态环境公共物品的经济价值的工作必将迅速发展3;5/这也是环境经济政策制定

的基础工作/因此/012方法在我国亟待介绍与发展6

M 黑河流域张掖地区生态系统服务恢复价值的 012调查

MNO 研究区域概况

黑河是西北干旱区第二大内陆河流/流域总面积达 ;7N4万 PG76全流域 ;:::年有 ;:K万人6随着流

域人口的急速膨胀和流域经济活动规模及强度的持续增加/黑河流域出现严重的水资源短缺并进而引发

绿洲退化和萎缩9草原Q三化R9土地荒漠化及沙尘暴频发9土壤次生盐渍化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6恢复流

域的生态环境是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已成为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共识6
张掖地区地处黑河流域中上游/国土总面积 C;:7CPG7/占流域总面积的 K7N4S6;:::年底全区总人口

;7<N8I万人/占流域总人口的 <=NKS6张掖地区是黑河流域内土地开发强度最大的区域/生态环境问题十

分突出/主要表现在TU因干旱缺水/地下水位下降/防风固沙林带和荒漠植被旱象严重/导致天然绿洲退

化和萎缩VW植被稀疏/;:::年 底 森 林 覆 盖 率 :N;IS/全 区 土 壤 侵 蚀 面 积 7=::7N:PG7/占 国 土 总 面 积 的

<7SVX因超载过牧等导致草原的退化9沙化9盐碱化现象突出/位于黑河上游的肃南县9山丹军马场9民乐

县南丰乡9山丹县马营乡等沿山地区草原退化9水土流失严重等VY沙漠戈壁面积达 ;78C<PG7/占国土总

面积的 74S/土地荒漠化及沙尘暴频发/近 =8-来/河西地区共发生过 <次特大沙尘暴/近年来几乎每年都

发生严重沙尘暴灾害VZ水资源严重短缺/黑河断流现象频发/水事纠纷不断6归结起来/就是不合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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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经济活动和人口压力破坏了流域复合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维持机理!导致区域的水"土"生物环境之间

的平衡被打破!使区域生态环境劣变#
张掖地区生态环境状况的好坏对整个黑河流域生态环境状况的好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张掖地区的

生态恢复和保护对整个黑河流域的生态恢复和保护至关重要#如何解决经济发展与生态恢复之间的矛盾

是当前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研究了恢复张掖地区生态系统服务的总经

济价值!这将为恢复和保护张掖地区生态系统的决策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 调查问卷设计及偏差处理

作者在事先对黑河流域进行详细调研并了解流域生态问题的基础上!确定了调查的主要内容和方式!
设计了 %&’问卷初稿并在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进行了预调查!通过预调查完善了问卷中问

题的表述及确定了投标数量值及其分布间隔!最终的 %&’问卷共 +,页由 -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引言部分!图文并茂地解释了张掖地区生态环境的现状及其成因#
第二部分是未来 ./的生态恢复和保护计划部分!提出了生态恢复和保护计划的目标和实施方法及预

期取得的生态环境效益#生态恢复和保护计划包括两部分0一是恢复和建设植被!使森林覆盖率由目前的

1*+23上升到 ./后的 ++*435二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水资源利用#张掖地区现状灌溉用水约占 6-*.3"工

业用水约占 7*83"城镇和农村生活用水约占 7*83"河道中剩余地表水约占 +.*43#要恢复流域的生态系

统!就必须恢复流域水资源系统的良性维持机理#必须大力发展节水农业!使灌溉用水由目前的 6-*.3至

少减少到 2,3以下!河流中的水量由目前的 +.*43至少增加到 ,8*63以上!增加河流中的水量和提高水

质!使正义峡下泄水量增加 ,9,*.亿 :-!以用于保护和建设全流域的生态环境!维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绿洲

的生态环境安全#
在浅显的介绍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的基础上!阐明了恢复生态系统服务可以持续地为人类带来

福利#然后!提出了问卷调查要评估的生态恢复计划可以部分恢复的几种生态系统服务0;恢复水资源的

供 应5<控制土壤侵蚀$抑制沙尘暴(5=提供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5>恢复生态系统的水资源自然净化和

污水的净化5?抑制土壤盐碱化等#
第三部分是条件价值评估的问卷调查部分!调查流域居民对改善区域生态系统服务所带来的福利的

最大支付意愿$@AB(#考虑到调查对象是流域的居民!被调查者并不熟悉市场定价行为!而且以前缺乏类

似的研究!难确定随机向被调查者提供的投标数量#因此!没有采用二分式选择问卷格式!而是采用支付卡

$B/C:DEFG/HI(问卷格式!这样被调查者只需要在一些有序排列的投标数量中选择肯定愿意支付的最大数

量和肯定不愿意支付的最小数量即可#
调查中的核心估值问题如下0
当前张掖地区生态恢复和保护计划正在筹集资金的阶段!如果您投票支持该计划!您愿意在未来的 .

年内!每年从您的家庭收入中最多拿出多少元支持这一计划J$请在下面对应的数值上画圈(

75,5.5+75+.5,75,.5-75-.54754.5.75875275675175+775+,75+475+875+675,775,.75

-775-.754775.775877#
同时请在当前您肯定不愿出资的最小数字上画圈#
如 果 当 前 是 进 行 一 次 性 筹 集 资 金!您 将 从 家 庭 收 入 中 拿 出 元 来 支 持 这 一 计 划#$请 在 横 线 上

填数(#
条件价值评估法是一种典型的陈述偏好价值评估技术!影响其结果准确性的限制条件或因素很多!如

假想偏差$KCLMFKDFNG/OPN/Q("支付方式偏差$L/C:DEF:DFKMIPN/Q("投标设计偏差$PNIIDQNREPN/Q(或投标

起 点偏差$QF/HFNERLMNEFPN/Q("调查方式偏差$QSHTDC:MIDPN/Q("问题顺序偏差$MHIDHDUUDGFQPN/Q("不反

映偏差$EMEHDQLMEQDPN/Q("抗议投标偏差$LHMFDQFPNIINERPN/Q(等!其中!假想的市场规则和投标设计的准

确性是条件价值评估的主要限制条件#例如!支付V投标卡问卷格式的%&’研究建议了投标起点和数值间

隔!建议的出价起点的高低和间隔会被回答者误解为W适当X的 @AB范围!从而会出现投标设计偏差或投

标起点偏差#在本研究中!在提前对研究的问题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精心设计了图文并茂的调查问卷!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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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精确地描述假想市场的属性并进行了预调查!通过预调查掌握被调查者对假想市场的响应并确定预设

的投标起点值和数值间隔及范围的合理性!以减小起点偏差"#$%在调查的实施过程中!根据国际上的研究

经验!均采取了相应的方法"#!&$!以减少和降低条件价值评估中的各种偏差对估值结果的可能影响%

’() 调查实施及样本特征分析

本 次调查采用面对面采访的方式!样本发放范围包括黑河流域张掖地区 *个县+市,-嘉峪关市-酒泉

地 区 的 酒 泉 市-金 塔 县 和 内 蒙 古 额 济 纳 旗!总 共 发 出 样 本 .//份%各 县+市,样 本 的 发 放 数 量 主 要 是 根 据

0111年各县+市,的家庭户数按比例确定的!再采用随机群抽样+23456789:5;<=>?:2>37@<84A,的方法选定

样本!每个随机群样本数量控制在总样本的 0B0#之内"#$%由于问卷的发放是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而且被

调查者覆盖了全流域!因此该调查问卷具有条件价值调查方法所要求的问卷广泛性要求%
由于是采用面对面的调查方式!本次调查的问卷反馈率很高!排除一些有明显错误的问卷+支付意愿

超过工资收入的 CD以上的!前后矛盾的!胡答漏答的,后!回收有效问卷 *&#份!占发放问卷的 10(E*D%在

这些有效问卷中!*F0个居民家庭有支付意愿!占 1*(*D%有 E#个被调查者的 GHI为 /!其中!*0人 GHI
为 /的原因是J家庭收入低KLFF人属于抗议性回答"#$!占有效问卷的 #(&D%抗议性回答的问卷中!&人认

为J生态恢复计划不能达到预期目的K!0*人认为J应由国家出资而不应 由 个 人 和 家 庭 掏 钱!拒 绝 支 付K!0
人J对生态恢复不感兴趣K!0人J对这种支付意愿调查不感兴趣K%抗议性回答比例很低说明该问卷设计的

效果比较好"#$%
其他的 C*/人的 GHI大于零!但支付方式有差异!其中 F&.人选择了J捐款K+占 &&D,!FF0人选择了

J交纳生态环境税K+占 &/D,!#&人选择了J多交水费K+占 *D,!CE人选择了J出工K等其它方式+占 0/D,%
以选择J捐款K和J交税K的支付方式为主%选择J多交水费K方式的被调查者比例最低!主要是因为当前的水

费负担较重!平均每 **.7F每年 &EM.F元!已接近农民的承受极限%占 0/D的被调查者+基本上是农民,选

择J出工K等其它方式来代替出资!说明居民收入水平不高!也说明本次调查的结果有低估环境经济价值的

可能%

*F0份有效问卷+排除了抗议性反映的 FF份问卷,回答者的基本统计情况如下NO户籍!城市 #1/人L
农村 F#0人%P性别!男性 &#&人L女性 0E.人%Q文化程度!小学 &C人L初中 00#人L高中 0E.人L大学及

以上 F.*人%R年龄!0EMF&岁 0#E人LFCM#C岁 F.0人L#*MC/岁 0E1人LC/岁以上 F#人%S家庭年收

入!0MC///元 F#*人LC//0M0////元 01#人L0///0MF////元 0*&人LF///0元以上 FE人%
由于在问卷调查中!要求对家庭情况比较熟悉-文化层次较高-年龄必须超过 0E岁的成员回答问卷!

这能解释样本中被调查者文化层次的变化规律!小学最少!大学最多%被调查者的收入分配情况也符合该

流域居民的收入分配结构%

) TUV调查结果的统计处理与分析

)(W 平均最大支付意愿的非参数估计

投标卡方法可以根据被调查者肯定愿意支付的最大货币数量和肯定不愿意支付的最小货币数量来确

定支付意愿的变化范围%
图 0是根据各投标点上投标人数频率分布图%在样本处理过程中发现!除极少数被调查者的最大支付

意愿散点分布在 0C!FC!#/!#C!&/!&C!*/!./!E/!0F/!0&/!0*/!0E/!FC/!#C/上以外!其余的被调查者的最

大支付意愿都选择在图中其余的投标数量上!因此!在计算过程中!对极少数散点进行了中位值处理!而没

有采用分区分组处理方法%在 /投标数量的 E#个样本中!*0个被调查者选择了支持生态系统服务恢复计

划!但由于经济困难而选择了 /支付数量!这些 /支付意愿样本在处理过程中予以考虑%
根据上面的支付意愿分布频率图!可以计算出张掖地区生态系统服务恢复的最大平均支付意愿的期

望值N

X+GHI,YZ
0F

[Y0
\[][Y &C(1+元,

由于是采用投标卡式的调查方法!被调查者所愿意支付的最大数量的组合提供了整体平均支付意愿

1EE*期 张志强等N黑河流域张掖地区生态系统服务恢复的条件价值评估

万方数据



图 ! 各 投 标 值 肯 定 愿 意 支 付 的 被 调 查 者 的 概 率 分 布

图

"#$%! &’()*)#+#,-(.’/01(23/’0,4*,*’/5#++#2$,(1*-

(21*-6/2,7*’3

的 下 限8而 不 可 能 接 受 的 最 小 支 付 数 量 提 供 了 整 体 平

均支付意愿的上限9在调查中发现8被调查者都拒绝支

付 投 标 卡 上 比 自 己 选 择 的 最 大 支 付 意 愿 高 一 级 的 数

量8图 :是 根 据 各 投 标 点 上 不 愿 意 投 标 的 人 数 频 率 分

布图9这样就可以采用与上面同样的方法确定最大平

均支付意愿的上限9

;<=>?&@AB
!:

CA!
DCECA FGHI<元@

可接受的最大支付意愿为每户每年 JKHL元8不愿

意 接 受 的 最 小 支 付 意 愿 数 量 为 每 户 每 年 FGHI元9因

此8黑 河 流 域 居 民 对 恢 复 张 掖 地 区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的 平

均最大支付意愿每户每年 JKHLMFGHI元之间9

NHO 平均支付意愿的参数估计方法

图 : 各 投 标 值 肯 定 不 愿 意 支 付 的 被 调 查 者 的 概 率 分

布图

"#$%: &’()*)#+#,-(.’/01(23/’0,4*,*’/2(,5#++#2$,(

1*-(21*-6/2,7*’3

尽 管 在 模 拟 市 场 定 价 行 为 方 面8支 付 卡 方 式 的 作

用 不 如 离 散 型 二 分 式 选 择 问 卷PIQ8但 采 用 支 付 卡 的 方

式8被调查者的 >?&范围可以直接清楚的揭示9知道

了 平 均 支 付 意 愿 的 变 化 范 围8就 可 以 采 用 参 数 估 计 的

方法来确定平均支付意愿值9
采用参数估计方法8需要在 >?&值和被调查者和

公 共 商 品 的 属 性 值 之 间 建 立 一 种 函 数 关 系8首 先 将 投

标 数 量 变 化 范 围 的 中 点 值 视 为 被 解 释 变 量8采 用 最 大

似然估计法估计投标数量中点值与其它代表被调查者

特 征 信 息 和 环 境 物 品 属 性 变 量 之 间 的 关 系8在 实 际 应

用 中 常 选 择 支 付 意 愿 的 对 数 正 态 分 布 作 为 被 解 释 变

量9关系方程式如下R

+2<>?&@A STUV W <!@
式中8S为被调查者或环境物品的一些特征属性8U为估计的参数8W为服从PX8Y:Q正态分布的随机变

量9有很多研究者曾利用方程式<!@讨论过支付意愿与投标数量Z收入和被调查者的其它社会经济信息之

间的关系8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P::Q9但后来的研究发现由于方程式<!@中假设期望的 >?&值等于被调查

者投标数量变化范围的中点值8可能导致有偏的>?&值9[*6/’(2和\]11/’,在<!@式分析基础上将支付

意愿值当成一个随机变量8引进了双边界的概率模型来进行分析P:IQ9
采用支付卡的方式调查了支付意愿的范围后8被调查者将回答 是̂_的概率可用下式表示R

&’<̂是_@A &’<>?&‘ ab@A !c d>?&<ab@ <:@

>?&落在投标门槛值Pab8aeQ之 间 的 概 率 为 d>?&<ae@cd>?&<afb@8其 中 ab 为 被 调 查 者 愿 意 支 付

的最大数量8ae 是被调查者不愿意支付的最小数量9很显然被调查者的支付意愿在Pab8aeQ这一范围内9
针对所有的调查者很容易得到如下的对数似然函数R

+2<b@AB
g

CA!
+2Pd>?&<ahC@c d>?&<abC@Q <I@

易知 d>?&<ahC@ij<keCclSC@8d>?&<abC@ij<kbCclSC@8j是标准的正态累计频率密度函数9其中 l

AUmY8kA!mY89通过利用方程<!@中估计得到的 U和 Y值8并注意到 +2<>?&@iPX8Y:Q的分布8就可以得

到平均支付意愿值为 /<USVY
:m:@P:JQ9

NHN 计算结果分析

NHNHn 支付意愿的变化范围 对调查的 F:!份有效问卷<不含抗议性回答@8计算了各投标值肯定愿意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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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样本人数的频率分布表!表 "#$在处理数据的过程中%发现仅有极少数样本是散点分布%其余的数据都处

在下表中选择的投标数量上%因而没有对数据进行分组处理%而是对少数散点进行了中位值处理$
表 & 各投标值肯定愿意支付样本人数分布频率

’()*+& ,-./0-)1/-2340+51+36724-3/+08-+9++.)7:;,/<(/0+.=23>+3/921*>82/+

投标数量 ?@A B C D "B CB ED DB FD "BB "DB CBB EBB

频率 GHIJKILMN BOBD BOBP BO"B BO"F BO"Q BOBR BO"Q BOBP BO"" BOBE BOBE BOBC

S ?@A是被调查者肯定愿意支付的投标数量!元#TUIKLVWXY?@AVZ[\?!NK]L#

分析发现%被调查者的肯定不愿支付的最小投标值通常仅比肯定愿意支付的最大投标值在投标卡上

高 "位$为此%采用最大对数似然函数法估计了流域整体 干̂流地区与周边地区的支付意愿与其他影响变

量的关系式%结果如表 C$由表 C的计算结果可知%黑河流域居民对恢复张掖地区生态系统的平均支付意愿

为每户每年 DEOEF元$
表 _ 采用参数估计方法估计的支付意愿关系和结果

’()*+_ ’<+=(0(‘+/0-6‘2>+*249-**-3a3+../2=(7(3>

+./-‘(/+>0+.1*/.

项目

@WIb

流域整体

c]WIHZUId]Z]eUXfI
常数项 gXLZW]LWWIHb COFFP!"POD"CS#
户籍 hXKZIUXfdHIiVZWIH BOQRF!QOBPRSS#
年龄 jiI kBO"CQ!k"OlFFSS#
收入 @LMXbI BOBBBBDlF!POQlES#
对数似然比 mXi]HVWUbVM
fVnIfVUXXdH]WVX

k"BQDOPDC

残差平方 [IZVdK]fZJK]HI "OE"D
样本数 o]bpfILKbqIH PC"
平均 cTr\I]LcTr DEOEF

S 表 中 括 号 内 是 s检 验 数%S是 在 指 BOB"的 水 平 上 显 著%
SS是指在 BOBD的水平上显著%回归方程的被解释变量都是

支 付 意 愿 变 化 区 间 中 点 值 的 自 然 对 数 TUIdViVWZVLWUI
p]HILWUIZIZ]HIstWIuWHIZKfWvS ZUXeZWU]WVWVZXqwVXKZ]W
BvB"fIwIf%SS ZUXeZWU]WVWVZXqwVXKZ]WBvBDfIwIfvTUI
w]HV]qfIZXYHIiHIZZVXLYKLMWVXL]HIWUIL]WKH]ffXi]HVWUbXY
WUIbVddfItpXVLWw]fKIZXYWUIVLWIHw]fZXYeVffVLiLIZZWXp]N
!cTr#

xOxO_ 流域整体 干̂流地区和周边地区居民各解释

变 量的估计系数具有同样 的 符 号!除 周 边 地 区 的 户

籍项外#%反映出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的支付意愿要

高%文化层次高的居 民 比 文 化 层 次 低 的 居 民 支 付 意

愿要高%收入高的居 民 比 收 入 低 的 居 民 支 付 意 愿 要

高%周边地区城市居 民 的 支 付 意 愿 比 农 村 地 区 居 民

的支付意愿低%可能是因为调查样本选择的问题%在

周边地区调查的 Rl户城市居民中%家庭年收入高于

"BBBB元的仅有 "l户$

xvxvx 恢复张掖地 区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的 总 经 济 价 值

"RRR年黑河流域共有居民 QlECCE户$在 将 本 次 分

析结果推广到面上的过程中%认为样本调查中 lE户

!包 括 抗 议 性 回 答 CC户%占 总 样 本 的 "CORy#家 庭

的 支 付 意 愿 为 B%在 按 照 "CORy扣 除 B支 付 意 愿 的

家 庭!PCEED户#后%然 后 将 有 支 付 意 愿 的 家 庭 数

!QCBlll户#乘 平 均 每 户 家 庭 的 最 大 支 付 意 愿

!DEOED元#%就 得 到 全 流 域 每 年 的 最 大 支 付 意 愿 为

CCQPOClz"BQ元%则黑河流域居民 D]的最大支付意

愿总价值为 "O"Ez"Bl元$因此%仅黑河流域居民而

言%恢复张掖地区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效益每年至少在 CCQPOClz"BQ元以上%未来 D]张掖地区生态系统

服务恢复的总经济效益至少在 "O"Ez"Bl元以上$
由于以下各种原因%上述结果可能低估了恢复张掖地区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效益{

!"#有些收入低的家庭由于经济困难没有能力支付金钱%但愿意以其他方式代替出钱的%在分析中其

最大愿意支付的数量以 B支付意愿处理$

!C#张掖地区生态系统服务的恢复还存在明显的正外部效应%黑河流域地区以外的居民还可能存在很

大的支付意愿$由于较难确定流域以外取样的范围%以及为了保证问卷回收率等多种原因%本次研究的样

本仅集中在与张掖地区生态恢复关系最密切的黑河流域%而没有调查流域外 受̂益于恢复张掖地区生态系

统服务的样本$

!E#虽然在调查中采取了激励措施%但在实际调查中发现%还是存在一部分被调查者不说真话 低̂报自

己的真实最大支付意愿的情况$
因此%可以认为上述结果只是对恢复张掖地区生态系统服务总经济价值的最低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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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

本 文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对黑河流域张掖地区生态系统服务恢复的经济价值进行了研究’在

对 ())份问卷中的 *+,份有效问卷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黑河流域 -*.*/的居民家庭对恢复张掖地区生

态系统服务存在支付意愿0对支付卡数据进行了非参数估计和参数估计’非参数估计结果表明’黑河流域

居民家庭对恢复张掖地区生态系统服务的平均最大支付意愿每户每年在 +1.-2*3.,元之间4参数估计分

析表明’黑河流域居民家庭对恢复张掖地区生态系统服务的平均最大支付意愿每户每年为 1,.,1元0按黑

河流域现有家庭数量计算’恢复张掖地区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效益每年至少在 55+*.5367)+元以上0

#$% 是国 外 用 于 环 境 经 济 价 值 评 估 的 一 种 主 要 方 法’可 用 于 评 估 环 境 物 品 的 利 用 价 值 和 非 利 用 价

值’该方法在美国8欧盟国家得到了广泛应用0由于现有的其它物理和经济模型不能定量测量环境物品的

非 利用经济价值’因此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得到的诸如生态系统服务恢复8水质改善8自然区域保

护等所产生的经济价值’为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决策提供了一个定量框架0因此’#$%法在环境经济评

价和环境政策制定中日益发挥出重要作用0

#$%在发展中国家应用的案例不多’我国仅有个别研究案例0我国的环境问题相当突出’环境经济核

算和环境经济政策制订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而这又必然涉及环境经济研究方法的发展与完善0
推动条件价值评估法"#$%&等环境经济研究方法在我国的应用与发展’是生态经济学8环境经济学的重要

任务之一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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