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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时空尺度及利益关系的生态服务功能

王广成，李中才
（山东工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山东 烟台T !67$$4）

摘要：在生态服务功能传统评价方法的基础上，拓展了生态服务功能的评价流程，即增添了生态服务的时空尺度与利益关系分

析。研究了山东省长岛县生态服务价值的变化趋势、生态服务价值的空间表现、生态价值的社会群体利益关系。结果表明：

#::7 年 ; !$$5 年，长岛县生态服务价值总体呈现出增—减—增的趋势，#::: 年生态服务价值降到最低值 "74!5 万元，!$$5 年

上升到最大值 #$#996 万元；分析并计算长岛县生态系统的生物生产性服务、娱乐功能、自然保护价值，这些服务功能表现出明

显的空间差异性，即生物生产服务功能仅对长岛区域至关重要，娱乐功能不仅体现在长岛区域，更多体现在全国范围，自然保护

价值体现于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分析了不同参与者在获取生态服务方面的差异及参与者之间的生态利益关系，不同的参与者在

其空间范围中取得不同的生态服务；生态服务功能的时空分析、利益关系分析是生态管理部门制定科学决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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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生态服务功能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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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质

是生态系统所提供的支撑和保护人类活动的福利水平［0］。自 0123 年以来，探索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估一直

受到生态经济领域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4，5］。生态系统服务对人类发展必不可少，目前在人类的经济发展进

程中却很少被注意到这一点，这样就导致了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的破坏也在迅速加剧。因此，对生

态服务价值的评估倍受关注，提出了许多评估方法［6 7 8］。

本文从生态服务功能所固有的时空尺度性及利益关系非均衡性出发，综合评估了山东省长岛县生态服务

功能。生态服务功能的时空尺度（下文简称时空尺度）是指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尺度上，生态服务功能

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本文所研究的利益关系是指与生态服务相关的当事人或社会群体（即利害关系参与

者，下文简称参与者）在生态服务方面的利益关系。国外研究者 9-:; <’,.［1］、=-(().,［03］、=>:.’:［00］、?);"-.@
A-［04］分别就此领域进行了研究。国内对此问题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尤其对于长岛县的生态服务功能的

时空性与利益关系的综合研究有助于揭示生态服务功能的产生和使用情况，易于识别参与者的利害关系，有

助于建立资源补偿机制，对长岛县生态经济管理决策提供有益的参考。

!" 生态服务功能评估的基本流程

可以把生态服务功能归纳为生物生产功能、生态组织功能和文化功能［0］，对生态服务功能评估的基本流

程见图 0 所示。

图 0/ 生态服务功能评估的基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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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0 可以看出生态服务评估可分为以下几个步骤：（0）生态系统的界定；（4）生态服务功能的分类、识

别；（5）生态服务功能的价值货币化；（6）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H）生态服务价值的时空尺度分析；（2）利益

关系分析。下面分别对以上 2 个步骤进行说明。

!& !" 生态系统的界定

生态系统是指在一定空间中栖息着的所有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由于不断地进行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过程

而形成的统一体。该定义突出生态系统的线性结构特征，即生态系统的 6 个主要组成部分：非生物环境、生产

者、消费者和分解者之间的作用。而本文对生态系统的理解更强调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时空属性，因此可把

生态系统归纳为在不同时空尺度中，生命物质之间以及生命物质与非生命物质之间相互作用，并输出具有时

空差异性服务功能的整体，强调生态服务的时间、空间多维结构特征。

!& #" 生态服务功能的分类、识别

生态服务是指生态系统供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的生物产品和服务。对生态服务类型的辨识是其价值评

估分析的基础。生态服务功能随时空尺度而变化，包括实际提供和未来可能提供的功能。这里把生态服务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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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归纳为 / 种类型，即生物生产功能、生态组织功能、文化服务功能。对每一类服务功能都涉及许多具体的生

态服务项，见表 0 所示。

表 !" 生态服务功能主要类型

#$%&’ !" ($)* +$,’-./)’0 .1 ’+.020,’3 0’/4)+’0

服务功能类型

1-"’+)23
含义

45#*,(-",).
具体生态服务项举例

67-5#*’8 )9 ’()*)+,(-* 8’2:,(’8

生物生产功能

;2)<=(",). 8’2:,(’8
生态系统通过第一性生产与次级生产，合成与生产人类

生存所必需的有机质及其产品

6()838"’5 #2):,<’8 "!’ #2)<=(",). )9 +))<8 -.< 8’2:,(’8

食物；木材；纤维；能源；医药资源；生物化学原料；其他原

料等> ?))<，",5@’2，9,@’28，’.’2+3，5’<,(,.-* 2’8)=2(’8，
@,)(!’5,(-* 2’8)=2(’8，)"!’2 2’8)=2(’8&

生态组织功能

A’+=*-",). 8’2:,(’8
生态系统参与、影响区域气候、生物圈循环、物质循环、

地表演化等各种生物、物理、化学过程

6()838"’5 ,.9*=’.(’8 2’+,).-* (*,5-"’，@,)B(!’5,(-* (3(*’8，
5-""’2 (3(*’8，-.< - :-2,’"3 )9 @,)*)+,(-* #2)(’88’8

调节气候；减轻洪涝和干旱灾害；减少水土流失；防止土壤

侵蚀和沙化；物种繁衍与生存的栖息地；降低噪音和尘埃；

环境净化；生物固氮 等 > 1*,5-"’ 2’+=*-",).；C+-,.8" 9*))<
-.< <2)=+!"，8),* *)88，8),* ’2)8,).& D-@,"-" 9)2 %,*< #*-." -.<
-.,5-* 8#’(,’8& C+-,.8" .),8’ -.< <=8"，EF?

文化服务功能

1=*"=2-* 8’2:,(’8
人类可以从生态系统中获得消遣、娱乐、放松及认知发

展、道德反思等精神收获

;’)#*’ )@"-,. 2’(2’-",).，2’*-7-",).，()+.,",:’ <’:’*)#5’."
-.< 8#,2,"=-* 2’9*’(",). 92)5 "!’ ’()838"’5

科学与教育信息；灵感启发与道德反思；自然景观与娱乐

场 所 > 4.9)25-",). )9 8(,’.(’ -.< ’<=(-",).， 4.8#,2-",).
-2)=8’<，G)2-*,"3 2’9*’(",).，H##)2"=.,",’8 9)2 2’(2’-",). -.<
")=2,85>

生态系统所提供的生物生产功能不仅与其存量有关，而且与人们食物需求偏好、收获和加工的技术水平

密不可分。而对于生态组织功能的分析相对更复杂些，需要在空间尺度上详细分析其对环境的影响。例如，

森林对涵养水源具有明显效果，但是这种服务在不同的区域尺度表现的效果不同，减少洪峰和洪水的危险仅

仅与某个特定区域相关，因此在评估生态服务功能时，有必要进行空间尺度分析。但是并不是所有生态服务

功能都需要这种分析，如 F、;、1HI循环，由于是全球循环就不具有空间尺度性。生态系统的文化服务功能取

决于人们对生态系统的理解以及生态系统的特征，其功能被称为“信息服务”。

!& 5" 生态服务功能的价值评估

生态服务功能的价值与生态区域中的参与者利益密不可分，如某一麦田成熟后可以为人们提供粮食，但

是由于天气原因无法收获，致使参与者不能从中获得直接经济利益。生态系统中的参与者影响着生态服务功

能的实现，是生态服务功能的受益人、决策者。在生态服务与参与者之间具有动态关系，一定空间尺度的生态

服务功能与特定的参与者相对应。下面分别对生态服务的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选择价值和非使用

价值进行描述。

具体来说，生态服务直接使用价值就是直接利用生态系统中的资源或环境得到的生物产品或服务。例如

森林能够提供木材，湖泊能够提供水产品等。间接使用价值是人们间接利用生态系统而获得的利益，如森林

的调节气候、涵养水源、净化空气、降低噪音和尘埃等。选择价值就是指消费者为一个未利用的资产所愿意支

付的保险金，其目的在于避免在将来失去它所要承担的风险。生态服务功能的非使用价值包括存在价值和遗

产价值。存在价值是指环境资源的保存意义，人们为确保生态资源及其提供的生态功能而愿意支付的费用。

遗产价值是指当代人为了把生态资源保留给后代而愿意支付的费用。

!& 6" 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

生态服务的总价值等于直接使用价值与间接使用价值之和。在生态服务功能评估时，使用价值易于价值

货币化，而非使用价值的货币表达相对比较困难。另外，在计算总价值时容易出现重复计算生态服务价值的

错误，这是因为生态服务功能具有多样性和重叠性。若以一定区域的蜜蜂群为评估对象，其主要功能是提供

蜂蜜和花粉传媒服务；但要以该区域的蜜蜂群和果园为评估对象，其主要功能为提供蜂蜜和水果，就不应累计

蜜蜂的花粉传媒服务功能。所以在生态服务价值评估时，应注意对生态系统的空间层次和尺度的界定。

!& 7" 生态服务的时空尺度分析

生态服务的时空性是指生态系统在不同时间、不同区域尺度上提供服务功能的差异。从时空尺度看，生

JKLM > 生> 态> 学> 报> > > IL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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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服务存在长期、全球性服务（如 /01循环）和季节周期性、区域性服务（如某些生物产品的提供）。因此生态

服务可以在不同的空间范围内实现，其范围的大小可以从面积较小的海岛生态系统到面积很大的森林生态系

统。按照 2345(!6,7"［8］等人的研究成果，可分为全球范围、生物圈、景观9生态系统、种群 : 个空间层次。每个

层次的具体尺度见表 1。

表 !" 生态服务的空间层次

#$%&’ !" ()$*+$& ,-$&’, ./0 ’-/,1,*’2 ,’03+-’,

生态范围

;(-*’5
尺度（<61）

=,6’.5,).
相关的生态服务

>()*)+,(-* 5’?@,(’

全球 A*)B-* C DEF /01、G、H 循环；调节气候变化等I /01、G、H 5’J3’5"?-",).；/*,6-"’ ?’+3*-",).

生物圈 K,)5#!’?’ DE: L DEF 抑制洪水；保 持 地 下 水；防 止 土 壤 沙 化；物 种 栖 息 地 等 I M+-,.5" 4*))7，H?)"’("
+?)3.7 %-"’?，M+-,.5" 5),* ’?)5,).，;#’(,’5 !-B,"-"

景观生态 N-.75(-#’ D L DE: 污染物质分解等I =’()6#)5,.+ #)**3"-."5 -.7 5) ).

种群 ;#’(,-* +?)3# O D 降低噪音及减少尘埃；生物固氮等I H?)"’(",). -+-,.5" .),5’ -.7 735"，KGP

研究表明［D:，DQ］，一般情况下大范围、长期性生态服务功能制约或限制小范围、周期性生态服务功能，而前

者是由众多后者作用的结果。由此可见，在不同空间尺度所发生的生态服务功能存在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

关系。

4& 5" 利益关系分析

生态服务具有价值，是因为它是人类生存、发展必须的、有限的“物质”。人类在获取生态服务功能时，不

同的参与者占有、强调不同的生态服务功能。不同的参与者对资源、资本和劳力的利用方式不同，可以把参与

者按照范围由小到大的顺序，分为个人或家庭、省地级、国家级和国际 : 个范围。以森林生态系统为例，当地

居民以砍伐林木而获得木材为目的，而省、地政府不仅要考虑木材生产，更多地关注森林系统的综合服务

功能。

从生态层次与社会参与者关系看，一个尺度区域的生态服务可以被广泛的生态参与者所利用；反之，一定

范围的参与者通过不同生态层次获得所需的生态资源与服务。这样，获取生态服务功能时，不同的生态参与

者利益就会发生冲突，正确辨识复杂、矛盾的生态利益关系，对于生态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实例分析

按照上述评估流程，对山东省长岛县的生态服务功能进行综合评估。

!& 4" 区域概况

长岛县位于黄渤海交汇处，由大小 R1 个岛屿组成，陆地面积 QF<61，海域面积 8SEE <61，属温带季风区大

陆性气候，光照充足，平均气温 DD& TU，平均降雨量 QFQ& 166，适合农作物生长和海水养殖。每年约有 D8E7
气温在 8 L 1EU之间，加之得天独厚的海岛自然风光，使长岛县成为著名的旅游区。

!& !" 生态服务类型辨识

根据长岛县区域特征和调研情况，选择 Q 项生态服务功能，即提供水产品、粮菜、水果（这 R 项属于生物生

产服务）、自然保护、娱乐功能（这 1 项属于生态文化服务）。由于对其他服务功能缺乏历史数据或难以量化，

因此仅选择这 Q 项生态服务功能进行研究。

!& !& 4" 提供粮菜、水产品和水果

这 R 项是长岛县生态系统提供的主要生产性服务项目，由岛上耕地、海域提供。根据长岛县统计资料显

示，1EER 年全县耕地面积 1TQ!61，海域面积 1:EE<61。从事粮菜、水产品和水果生产管理的渔农村劳动力人

数为 :T:E 人，他们是该项生态服务的主要参与者、受益人。

!& !& !" 消遣、娱乐服务

长岛县是一个重要的旅游地，每年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游客到此观光、消遣。长岛特色旅游项目包括

观赏长岛陆海优美风光、渔家民俗风情、长岛妈祖文化、长岛历史文化及海洋生物艺术品等。旅游业成为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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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最快、潜力最大的板块。/001 年全县接待游客 221 万人次，门票收入 /100 万元，旅游直接收入 3 亿

元。这些收入被当地提供旅游服务的社会群体和个人获得，包括运输（海运和公路营运）、船舶或其它旅游器

具的出租、酒店、旅店及渔农家庭等。同时，游客在旅游中获得了来自自然或人文景观的精神满足。

!& !& "# 自然保护

长岛县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国家级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的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内有丰富珍奇的鸟类、

水生物种和植物资源。共有鸟类 /45 种，隶属 25 目 13 科。国家一级保护的鸟类有 5 种，国家二级保护的鸟

类有 60 种。水生物资源也非常丰富，具有经济开发价值的鱼类达 30 种之多，虾蟹类 1 种，螺贝类 7 种，藻类 5
种。目前，长岛县森林覆盖率达 168，2649: 的海岸线形成了多林木、多层次的林木体系。总之，长岛县是一

个重要的生物自然保护区，是多种禽类、海洋生物的栖息地。

!& "# 生态价值评估

对长岛县 1 种生态服务价值进行评估，由于生态服务类型不同，所使用的价值评估方法也有差异。参考

文献及采访当地生态管理部门，本文采用净价值增值法评估生态生产性服务（粮菜、水产品、水果）、部分生态

文化服务价值（如因旅游而产生的酒店、旅店、游船出租商等获得的净价值）；采用旅游成本法评估游客获得

生态服务功能的价值；把国家、地方、社会群体为保护长岛县自然资源而进行的投资作为评估自然保护服务的

价值指标，以下对各种生态服务价值进行具体评估。

!& "& $# 提供粮菜、水产品和水果价值评估

采用价值增值法来估算 3 种生产性服务价值。以粮菜为例，分别用小麦、玉米、地瓜、大豆、蔬菜年总产量

乘以各自市场价格，累加得粮菜的总价值。总价值减去成本就得到粮菜的净增加值。其它几种的服务价值评

估方法同上。

!& "& !# 消遣、娱乐服务价值评估

长岛县生态消遣、娱乐服务主要体现在旅游方面。旅游业一方面给当地居民或社会群体带来直接的经济利

益，这部分的服务功能的评估采用价值增值法，主要评估因旅游而使酒店、旅馆、旅行社、景点、游船出租商等的

净收益。另一方面，游客从欣赏自然、人文景观中获得生态文化服务，其价值的估算方法采用旅游成本法。

旅游成本法（;<=>）是评估无价格的环境资源价值的一种普遍使用的方法［24］，其主要是指游客必须为自

己的旅行支付交通费等费用和因旅游而占用的时间机会成本，我们用这些费用和时间机会成本作为游客享受

自然的隐含价格。应用 ;<=> 原理，对长岛县 /003 年的生态娱乐功能进行评估。根据实地调研情况，选择了

烟台、潍坊等 26 个分区，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得有效问卷 4/2 份），调查建立旅游需求函数所需的基础数

据，数据处理后汇于表 3。

表 "# 各出发区的有关参数

%&’() "# *)()+&,- .&/&0)-)/1 23/ )&45 530) 16-)

出发地 !（! ? 2，/，⋯，26）
@):’ A,"’A

烟台
B-."-,

潍坊
C’,D-.+

淄博
;,E)

济宁
F,.,.+

曲阜
GHDH

东营
I).+J,.+

枣庄
;-)K!H-.+

游览率 （次 $ 人）"!

<)HL,A" L-"’ "!（.H:E’L $ #’LA).）
0& 0264 0& 003M 0& 00// 0& 002M 0& 0030 0& 0006 0& 0005

旅行成本 #$!（元）

<L-N’* ()A" #$!（O ）
320 614 44/ 456 7M1 M4/ 200/

%! P 3& /7045 P 6& 24461 P 6& 07745 P 6& 27547 P 3& 3MM/ P 1& 24146 P 3& 5//51

出发地 !
@):’ A,"’A

北京
Q’9,.+

河南
@’.-.

山西
R!-.S,

吉林
F,*,.

陕西
R!-.S,

辽宁
T,-).,.+

黑龙江
@’,*).+U,-.+

游览率 "!（次 $ 人）

<)HL,A" L-"’ "!（.H:E’L $ #’LA).）
0& 00/3 0& 00// 0& 0026 0& 0025 0& 0027 0& 0026 0& 002/

旅行成本 #$!（元）

<L-N’* ()A" #$!（O ）
4/3 422 7/M 765 M2/ M/0 22/4

%! P 6& 21312 P 6& /3657 P 6& 3/423 P 3& 51155 P 3& M7/5/ P 6& 06/6 P 3& /1/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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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游览率 !" 是指 " 出发地到达长岛县旅游人次除以该地总人数。已研究表明，到某一自然景区旅游的游

览人次与旅行费用成负相关，游览率 !" 与旅行成本 #$" 有如下关系［01］：

*.!" 2 %" 3 & 4 #$" （0）

由表 5 中 !" 与 #$" 数据序列，应用最小二乘法求出模型（0）中 & 2 6 5’ 789 4 075，从而得到旅游需求

曲线：

*.!" 2 %" 6 5’ 789 4 07 65#$" （:）

把表 5 中游览率 !"、旅游成本 #$" 数据分别代入模型（:），可求出各个分区对应的参数 %"，其值见表 5。

用 ( 表示入场费，则有

*.!)" 2 %" 6 5’ 789 4 07 65（#$" 3 (） （5）

图 :/ 长岛县 :775 年旅游需求曲线

;,+& :/ <’=-.> (?@A’ B)@ A,C,"C ") D!-.+>-)

图 5/ 生态服务价值的动态变化

;,+& 5/ <E.-=,( (!-.+’ )B ’()CEC"’= C’@A,(’ A-*?’

其中 !)" 表示校正后的第 " 出发区的旅游率。以烟台为

例，当旅游地入场费为 7 时，#$0 3 ( 2 507 元，代入模型

（5），可得 !)0 2 7’ 709F，用 !)0 乘以烟台市总人口数，得

到该分区到长岛县年游览总数。当入场费为 077 元，可

以计算出相应的总人数。依次类推，在不同的入场费水

平下，可求出各区的年游览总数，代表了不同出发区对

长岛县旅游娱乐的需求，将各出发区游览数的总和与相

应的入场费作图，可得到图 : 所示的曲线，即经典的旅

游需求曲线。曲线所围成的面积就是游客得到的总消

费者剩余，估算出 :775 年长岛县生态国内旅游娱乐价

值 11G7 万元（具体计算过程可参阅文献［01］），与当年旅

游净收入的比值为 7& H0:。

!& "& "/ 自然保护价值评估

自然保护价值属于非使用价值，通常可采用意愿调查价值评估法 （D).",.+’." A-*?-",). =’"!)>，简称

DIJ）来分析。但在问卷调查分析中发现，由于当地居民多数认为环境保护主要应该由政府承担，加之收入

水平不高，因此他们对保护环境支付意愿较低，采用 DIJ 方法估算长岛县公众环境保护的支付意愿为收入的

7& :K 左右，远低于 0K 。另外对于 DIJ 方法的应用还

存在一些异议［08］。鉴于此，采用当地政府、上级行政部

门和社会群体为保护长岛自然环境而进行的投资和捐

助的实际资金，作为评估自然保护价值的指标。

运用以上评估指标和方法，得到长岛县生态服务功

能价值评估结果，见表 9。

!& #$ 长岛县生态服务时空间层次与利益关系分析

!& #& %$ 长岛县生态服务功能的动态变化趋势分析

从图 5 可见，0HH9 L :775 年间，生态服务价值总体

呈现出增M减M增的趋势，曲线在 0HH1 年、0HHH 年分别出

现波峰、波谷。在长岛县的调研中发现，0HHF L 0HH1 年

水产品发展势头强劲，忽视了水域生态的承载力，加之

环境保护的投入偏低，结果造成了水域污染，生态系统

处于胁迫状态，致使 0HH8 L :777 年间水产品生产下滑，

极大地降低了生态服务功能。在以后几年间，由于限制

水产品生产规模，增加了环境保护投入，水域生态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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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恢复，/001 年以后水产品持续增长，生态服务功能不断得到提高。另外，生态消遣、娱乐功能及自然保护

功能逐年增强，前者比后者增长的更快，说明自然保护与开发利用自然不同步。

表 !" 长岛县 #$$! % &’’( 年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统计表

)*+,- !" ./*/01/021 34 -23151/-6 1-7802- 8*,9- 0: ;<*:=>*3 4736 #$$! /3 &’’(

年份 2’-3 1445 1446 1447 1448 1449 1444 /000 /001 /00/ /00:

粮菜 ;))< -.< =’+’"->*’?（"）
@ 小麦 A!’-" 100 586 617 680 /18 14: 77 /00 :// 156
@ 玉米 B)3. 9:0 960 5:1 69 658 67 :: 6/: :/9 /6/
@ 地瓜 C%’’" #)"-") 65 /66 /75 1/4 /56 60 // 108 1: 0
@ 大豆 D’-.? 10/ 51 104 51 75 10 6 :/ 4 0
@ 蔬菜 E’+’"->*’? 8// 4:9 105: 418 445 60/ 766 967 65 /80

@ 总产值 F)"-* )G"#G" =-*G’ （H 105 I ） 58/ 98/ 991 876 :9/ /:6 /09 :51 /7: 197

@ 净增加值 J’" -<< =-*G’（H 105 I ） :56 7/9 7:7 675 /76 18/ 160 /65 14/ 1:5
水产品 KLG-",( M3)<G("（"）
@ 鱼类 ;,?! 74845 7/05: 98881 10/091 1/11: 114047 11555/ 10/175 94997 45/61
@ 虾蟹类 C!3,N# -.< (3-> 1/14 796 681 :5: 1199 894 //09 :765 6100 /71/
@ 贝类 C!’**O,?! 1660/4 17/914 140660 176600 //::/ 7/017 871:5 888:8 84:50 906::
@ 海带 P’*# 1558: 16000 19000 14/40 1/084 //850 /:574 //596 /1600 /1600

@ 总产值 F)"-* )G"#G" =-*G’ （H 105 I ） 47971 1/60/: 1:4185 1567/0 47:47 99119 47976 10059/ 105049 11:/09

@ 净增加值 J’" -<<’< =-*G’（H 105 I ） 744:: 40/77 10059: 1061:8 74648 7:7/1 744:7 8/659 86164 918:7
果品 ;3G,"（"）
@ 苹果 K##*’? 554 11:6 1:16 16:1 109/ 451 979 876 417 8::
@ 葡萄 Q3-#’? :9 :8 1: 1: /: 6 1: /1 14 56
@ 桃 M’-(!’? 8 7 4 11 4 9 8 9 10 8

@ 总产值 F)"-* )G"#G" =-*G’ （H 105 I ） 6: 1/0 1:5 176 11/ 100 40 85 4/ 89& 6

@ 净增加值 J’" -<< =-*G’（H 105 I ） :/ 85 9: 100 8/ 68 60 59 70 58
消遣、娱乐服务 B3’-",). ?’3=,(’

@ 旅游净收入 J’" ")G3 ,.#G"（H 105 I ） 1856 18/: /571 :81/ :100 5801 54/6 756/ 94:5 9601

@ 娱乐价值 R’(3’-",). =-*G’（H 105 I ） 1641 1681 //55 ::96 /9/8 5/98 5541 6995 9159 8860

@ 总价值 F)"-* =-*G’（H 105 I ） :::7 :/45 5806 8084 64/8 9499 4517 1/::7 1809/ 17/61
自然保护价值

J-"G3’ ().?’3=-",). =-*G’（H 105 I ）
1100 10:/ 1:09 1:/8 1810 1796 /9/4 :074 :/7/ :819

生态服务总价值 F)"-* =-*G’（H 105 I ） 85857 46/45 108/16 115//6 88681 856/: 9/:91 99/66 46866 101997

图 5 /00: 年长岛县生态服务价值与不同社会群体利益关系

@ ;,+& 5 F!’ 3’*-",). >’"%’’. ’()?S?"’N ?’3=,(’ =-*G’ ,. B!-.+<-) -.<

<,OO’3’." ?)(,-* +3)G#? ,. /00:

&& !& &@ 长岛县生态服务功能的空间层次与利益关系分析

对以上分析的生态服务，其中生物生产服务 （粮

菜、水产品、水果）由长岛县农民、渔民、部分第三产业

人员获得。由于长岛县总人口占来长岛游客的比例约

为 7& /6T，因此长岛县生态消遣、娱乐服务价值主要是

在全国范围体现的。自然保护的投资主要来自省、市专

项投资，而 当 地 居 民 环 境 意 识 不 强，缺 少 环 保 意 识。

/00: 年长岛县生态服务价值与不同社会群体利益关系

见图 5，虚线框表示长岛在全球层面的生态自然保护价

值无法估算。

图 5 反映了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参与者对生态服务

功能的关注内容不同，当地居民热衷于生态生产性服

务、旅游资源的开发，而对于生态保护投入不够。来自

全国各地甚至于海外的游客从长岛生态系统获得了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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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娱乐价值。自然保护的价值主要由省、市级投资体现的，而在全球范围内，其价值难以评估。

!" 结论

（/）生态服务的时空分析及利益关系分析是生态服务功能评价的不可缺少的两个环节，本文的研究拓展

了生态服务评估流程。

（0）生态服务功能具有时空性，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尺度上表现出生态功能的差异。生态服务功能提供

给不同的生态参与者，而不同的参与者（如当地居民、地市、省、国家）对生态服务功能关注的内容也不尽相

同。社会群体的生态利益关系直接改变着生态面貌，是产生生态时空特性的内动力；生态服务的时空属性是

生态利益关系的一种外在表现。

（1）长岛县生物生产性服务、旅游业的发展必须有一个健康的生态环境，否则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长岛县确立合理的生态产业布局和规模、协调社会群体生态利益关系、建立科学的生态服务索取与补偿机制

是建立和谐的生态2经济2社会系统的重要环节。

（3）生态服务功能的时空分析、利益关系分析是生态管理部门、政府部门制定科学决策的基础。

#$%$&$’($)：

［/ ］4 5-.+ 6 7& 8()*)+,(-* 8().)9:& ;’,<,.+：;’,<,.+ =!’9,(-* >.?@A"B: CB’AA，0DDE&

［0 ］4 F’**,%’** G 7& H-*@-",). )I %,*?*,I’ B’A)@B(’A& 7’+,).-* J"@?,’A，/KLK，1：3/ 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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