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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说: 泥炭藓大多生长在多水、寒冷和贫营养的生境,同时有少数的草本、矮小灌木也生长在其中,但优势植物仍然是泥炭藓

属植物。 泥炭藓植物植株死后逐渐堆积形成泥炭。 经过若干年的生长演变,形成了大片的泥炭藓沼泽。 这种沼泽地

有黑黑的泥炭、绿绿的草甸和亮晶晶的斑块状水面相间相衬,远远看去就像大地铺上了锦绣地毯一样美丽壮观。
彩图提供: 陈建伟教授摇 国家林业局摇 E鄄mail: cites. chenjw@ 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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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塘地区草食性野生动物的生态服务价值评估
———以藏羚羊为例

鲁春霞1,*,刘摇 铭1,2,冯摇 跃3,武建双1,2,冷允发1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摇 100101; 2.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摇 100039;3.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摇 300017)

摘要:随着羌塘草原野生动物种群规模的扩大,草食性野生动物与家畜争夺草场的矛盾愈来愈突出。 生态补偿无疑是解决这一

矛盾的重要途径之一,而进行野生动物的生态服务价值评估是建立生态补偿标准的基础。 通过羌塘地区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现

状调查和人群支付意愿调查,并采用直接市场法和虚拟市场法,对西藏自治区羌塘地区草食性野生动物藏羚羊的生态经济价值

进行了评估。 把藏羚羊的生态经济价值分为利用价值包括商业价值、游憩娱乐价值、维持生物多样性的价值、教育美学价值和

科学研究价值,以及非利用价值包括存在价值、遗产价值、选择价值两大类。 对野生动物生态价值的评估结果表明,羌塘地区藏

羚羊的生态服务价值高达 7. 51 亿元 / a。 其中,藏羚羊的利用价值为 6. 35 亿元 / a,非利用价值为 1. 16 亿元 / a。 也就是说,羌塘

地区 15 万只藏羚羊每年产生的生态服务价值远高于羌塘自然保护区涉及的 6 个县域 2007 年的总产值 4. 79 亿元。
关键词: 草食性野生动物; 生态服务; 价值评估

Assessing ecological services value of herbivorous wild animals in Changtang
grassland: a case study of Tibetan antelope
LU Chunxia1,*, LIU Ming1,2, FENG Yue3, WU Jianshuang1,2, LENG Yunf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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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increasing population of the wild animals, conflict between the herbivorous wild animals (such as Tibetan
Antelope, Kiangs, and Wild Yaks ) and domestic animals for limited grassland resource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in Changtang grassland of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cheme has been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approaches to deal with such problems. Therefore, assessment of the ecological value of wild animals
could provide the basis for setting up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tandard.

In this research, we have collected relevant second data including statistics and documents to know current socio鄄
economic conditions of the region, In 2008, a questionnaire survey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as
conducted among 115 full time government employees in Lasa and Nagqu and among 84 herdsmen in Nyima and Shuanghu
Zone. Altogether 199 copies of the questionnaires have been distributed and completed, with 198 valid ones. Key questions
designed include the willingness to pay for the protection of wild animals in Changtang area, which late were used for
estimation of the non鄄use values.

In this paper we established the valuation system and methodologies for the assessment of ecological service value of the
wild animals in Changtang grassland. The Tibetan antelope has been taken as indicative wild animal for the assessmen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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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system consists of use value and non鄄use value. Use value includes direct use value ( commercial value and
recreational & entertainment value) and indirect use value (ecological valu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value, and aesthetic
value,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value) . Non鄄use value includes existence value, choice value, and heritage value. We
estimated the use value mainly through market valuation method and non use value using the 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

As there is no market trading for wild animals, so for no corresponding pricing system for valuing the wild animals. In
this paper, we have used standard sheep units as the basis forassessment of animal carrying capacity of grasslands of China,
and then converted other herbivorous animals such as horses, donkeys, and cows into standard sheep units,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calculation. The standard sheep unit refers to a sheep that consumes 1. 8 kg of hays per day.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we have converted Tibetan antelopes and Kiangs into standard sheep units accordingly. The sheep unit in the
calculation of animal carrying capacity is defined as the adult female sheep that weighs 50 kg and consumes 1. 8 kg of hays
per day. The average weight of a male Tibetan antelope is 40 kg, and 24 to 28 kg for female Tibetan antelope. Judging from
the weights, the amount of hays consumed by a Tibetan antelope is smaller than that of a standard sheep unit. Therefore,
one Tibetan antelope equals to 0. 8 sheep unit, one Kiang equals to 6 standard sheep units, and one Wild Yak equals to 8
standard sheep units.

The valu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total value of the Tibetan antelopes reached 0. 751 billion RMB per year, in which
the direct use value is about 0. 635 billion RMB per year and non鄄use value 0. 116 billion RMB per year. Apparently, the
ecological service value of the Tibetan antelopes in Changtang grassland is higher than 0. 479 billion RMB 鄄the gross
regional product of all the six counties in the Changtang Nature Reserve in 2007.

Key Words: herbivorous wild animals; ecological services; value estimation

野生动物作为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维系生态系统能量流和物质循环的重要环节, 是生态系统中

的活跃部分[1]。 目前,国内外对野生动物生态功能及其价值的评估主要集中两个方面,一是野生动物价值构

成划分[2鄄7]。 野生动物的生态服务价值或者划分为生态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或者划分为利用价值和

非利用价值。 这些类型划分均是基于人类福利的角度来考虑。 二是对野生动物价值评估方法的探讨[8鄄11]。
一些学者则对不同种类的野生动物价值进行评估[12鄄18]。 但迄今为止,对生物多样性尤其是野生动物生态价

值的评估仍较薄弱。
随着羌塘地区藏羚羊等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不断扩大,羌塘自然保护区南部草食性野生动物与牧民家畜

争夺草场的矛盾正在加剧。 如何使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与地区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如何在保护野生动物

的同时,保障动物保护区周边居民的发展权,是区域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 本文以藏羚羊为例,对羌塘

地区草食性野生动物的生态经济价值进行研究评估,旨在为羌塘地区野生动物保护的生态补偿标准制定提供

依据,同时也为生态系统服务研究领域的野生动物生态价值评估提供案例。
1摇 评估方法及数据来源

本文将藏羚羊的生态经济价值划分为利用价值和非利用价值(表 1)。 利用价值评估主要采用直接市场

法或替代市场法。 非利用价值评估则采用意愿调查法,即通过不同人群的支付意愿问卷调查来确定藏羚羊的

非利用价值。
2. 1摇 评估中的羊单位转换

藏羚羊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除非经国家法律许可,否则是不允许交易。 因没有市场,也就没有相应

的市场价格。 均为草食性动物,绵羊和山羊是有市场价格的。 借鉴我国草地载畜量评价中设立标准羊单位,
其他草食性牲畜如马、驴和牛均转换为标准羊单位,以便于评价计算。 据此,依据食草量将藏羚羊转换为标准

羊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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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藏羚羊的生态经济价值构成

Table 1摇 Composition of the Values of Tibetan Antelopes

一级分类
First classification

二级分类
Second classification

指标
Index

利用价值 直接利用价值 间接利用价值

Use values 游憩娱乐价值

商业价值 生态价值

教育及美学价值

科学研究价值

非利用价值 Nonuse values 存在价值

遗产价值

选择价值

摇 摇 我国载畜量计算中的标准羊单位是按照体重 50
kg,日消耗 1. 8 kg 干草的成年母绵羊确定的。 雄性藏

羚羊平均体重 40 kg,雌性体重 24—28 kg。 根据体重

来看,藏羚羊的食草量应该小于一个标准羊单位的食

草量。
因此,将一只藏羚羊折合为 0. 8 个羊单位。 一头

藏野驴折合为 6 个标准羊单位。 一头野牦牛折合为 8
个标准羊单位。
2. 2摇 评估的数据来源

近年的调查结果表明,西藏约有藏羚羊 149930
只左右[19],青海约有 43160 只淤,新疆约有 3. 5—4 万

只于。 因此,在 1999 年至 2005 年的 6a,我国藏羚羊的

年均增长率为约为 7. 9% 。 加总起来,我国的藏羚羊数量范围为 22. 8—23. 3 万只。
考虑种群数量估算在一定程度上的不确定性和近两年种群数量的增长,我国藏羚羊数量应该在 25 万只

左右,其中羌塘地区大约为 15 万只左右。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中,按照我国藏羚羊数量为 25 万只、羌塘地区 15 万只计算。
根据不完全统计,羌塘地区草食性动物中藏羚羊种群数量 15 万左右,藏野驴 5 万头,野牦牛 1. 5 万头,藏

原羚等 10 多万只。 把这些食草性动物均折合为羊单位计算,共计有近 70 万个羊单位。 其中,藏羚羊约占

18%左右,藏野驴约占 44% ,野牦牛约占 18% 。
3摇 藏羚羊生态经济价值评估

3. 1摇 藏羚羊的商业价值

3. 1. 1摇 藏羚羊的产品价值

藏羚羊羊绒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是山羊绒的 40 倍[20]。 根据沙图仕的色泽深浅和直径大小,沙图仕原绒

价格从 8300—16000 元 / kg 不等,一条用 300—400 g 的沙图仕织成的披肩价格可高达 5000—30000 美元[21]。
由于人类难以接近藏羚羊,也无法驯养藏羚羊,获取藏羚羊羊绒的唯一方法就是猎杀。 故 20 世纪中晚期,在
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大量藏羚羊遭到猎杀。 1995 年,全国范围内的藏羚羊数量估计仅有 70000 头左右,远低

于 100 多年前国外探险家记载的百万头的数量[22]。
面对藏羚羊种群数量迅速下降,栖息地面积不断缩小的态势,中国政府十分重视藏羚羊保护。 1981 年中

国加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英文简称 CITES),鉴于藏羚羊为附录玉物种,中国政府严格禁止

一切贸易性出口藏羚羊及其产品的活动。 198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颁布后,中国国务院随

即批准发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将藏羚羊确定为中国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严禁非法猎捕和

非法贸易。
无可否认,藏羚羊羊绒产品具有相当高的经济价值。 但为了保护藏羚羊种群,这里不把藏羚羊羊绒的经

济价值计算在内。
3. 1. 2摇 藏羚羊的形象价值

藏羚羊的商业价值主要体现为形象价值。 藏羚羊作为青藏高原特有的物种,其温良、敏捷的形象深入人

心。 因此,许多商品从不同的角度表现藏羚羊的形象,或者以藏羚羊作为其产品或企业的名称。
藏羚羊形象价值最为突出的是其卡通形象作为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之一(迎迎)。 自从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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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北京奥组委奥运会吉祥物发布起,共开发了包括玩具、箱包、文具、服装服饰、贵金属纪念章和徽章等六大

类,总计 300 种福娃系列奥运商品,成为奥运会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 根据国家审计署 2009 年第 8 号:“北京

奥运会财务收支和奥运场馆建设项目跟踪审计结果冶,北京奥组委收入共计 205伊108元(RMB)。 据以往奥运

会的经验,吉祥物收入一般占奥运会收入的 10%左右,按此比例计算,则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的总收入应为 20伊
108元左右。 藏羚羊作为北京奥运吉祥物的五个福娃之一,从 2005 年到 2008 年的 3a 中因其形象获得的商业

价值应为吉祥物的 1 / 5 即 4. 0伊108元,按年份平均计算,则奥运福娃之一的藏羚羊“迎迎冶系列商品年均商业

收入达 1. 2伊108元左右。 但奥运会期间吉祥物的销售收入仅仅属于阶段性收益。
在网络上搜索到有藏羚羊商贸公司、藏羚羊文化传播公司,还有包括藏羚羊形象在内的藏饰品生产和销

售企业等数量。 因获取的信息有限,考虑北京后奥运会时代藏羚羊形象的商业效应,粗略估计藏羚羊形象相

关的商业收益额是奥运会期间吉祥物销售的二分之一,则藏羚羊形象的商业年均收益额应为 0. 6伊108元 / a。
按照 25 万藏羚羊计算,则每只藏羚羊形象的商业价值 240 元 /只。
羌塘地区藏羚羊共计 15 万只,则其形象的商业价值达 0. 36伊108元。

3. 2摇 藏羚羊的游憩娱乐价值

野生动物的游憩价值主要表现为野生动物观光。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所承担青藏铁路沿线旅游

规划时,对西藏和青海两省区旅游者的旅游目的进行抽样调查。 调查把旅游目的分为探亲访友、休闲观光、探
奇、商务、会议、文化 /体育 /科技交流、宗教朝拜和其他目的共八项。 结果表明[23],调查受访者中的 36%是以

休闲观光和探奇为旅游目的,这与青藏地区原生态的资源禀赋是一致的。 对青藏铁路沿线旅游景点认知状况

的调查表明,100%的受访者表示选择到可可西里探访藏羚羊。 该调查结果充分显示藏羚羊在青藏高原旅游

资源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所以对青藏高原以休闲观光和探奇为目的的旅游者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2008 年西藏旅游总收入 22. 59伊108元,青海省旅游总收入为 47. 51伊108元,总计为 70. 1伊108元。 根据前

述问卷调查结果,旅游收入中的 36% 即 25. 23伊108元属于休闲旅游和探险的收入。
青藏高原休闲观光和探奇的主要旅游资源包括自然地貌景观(冰川雪山、冻土、戈壁等)、原生态的草地

景观、河源与湖泊景观、珍稀野生动物、宗教文化与民俗、文物及遗址共六大类。 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来看,这
六类旅游资源的吸引力之间没有显著的差异。 因此,这里假设:

摇 摇 摇 摇 休闲观光和探奇旅游 =自然地貌景观旅游 + 原生态草地景观旅游 + 河源和湖泊景观旅游 +
珍稀野生动物旅游 + 宗教文化与民俗旅游 + 文物及遗址旅游

如果把青藏高原休闲观光和探奇的旅游资源作为一个整体,则野生动物的旅游收入可看作休闲观光和探

奇旅游收入的六分之一,即青藏高原珍稀野生动物旅游资源产生的收益额为 4. 21伊108元 / a。
青藏高原珍稀野生动物种类多,数量大,但就旅游者的认知度而言,藏羚羊最高(100% 的受访者愿意到

可可西里探访藏羚羊)。 因而可以认为藏羚羊对青藏高原野生动物旅游收益的贡献最大,这里假定藏羚羊带

来的旅游收入占野生动物旅游资源产生的收入的 50% ,那么藏羚羊产生的旅游收入为 2. 10伊108元 / a。
青藏高原共有藏羚羊 25 万只,则每只藏羚羊产生的旅游价值为 842 元 / a,羌塘地区藏羚羊总数为 15 万

只,产生的总游憩价值为 1. 263伊108元 / a。
3. 3摇 藏羚羊维持生物多样性的价值

生态价值是指生态系统及其各组分在维持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完整以及其作为生命维持系统和人

类生存系统所具有的价值。
野生动物的生态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野生动物资源维持着食物链的完整性和生态平衡,保持

营养物质循环的顺利进行,具体包括:生物控制价值、种子传播价值、改善土壤价值以及净化环境价值等;二是

保持生物多样性,即保持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也就是说,野生动物的生物多样性价值

是其生态价值的组成部分。 藏羚羊作为食草动物,处在食物链的下端,应该是维持食物链平衡的基础物种。
同时,藏羚羊的粪便还具有传播种子和改善土壤的价值。 但是由于这些功能的评估涉及因素较多,难以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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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因此,这里仅对藏羚羊维持生物多样性的价值予以评估。
维持生物多样性的价值一般采用机会成本法或替代成本法、保护成本法等方法进行价值评估。 本研究主

要基于两个角度进行藏羚羊维持生物多样性的价值评估:第一,为保护藏羚羊栖息地使社会放弃原有的或应

有的效益或发展机会;第二,为保护藏羚羊而使社会增加的资源消耗成本即保护费用的投入。
3. 3. 1摇 藏羚羊对草地资源的占用价值

研究表明,藏羚羊作为大型野生食草动物与藏羊和家牦牛有高度的食物重叠[24]。 羌塘地区以高寒草原、
高寒荒漠草原为主,植物生长缓慢,植被组成简单且营养低下,草地承载力十分有限。 藏羚羊的生存繁衍占用

了其栖息地周围牧民家畜可以利用的草地资源。 据此,通过计算为保护藏羚羊而减少牧民蓄养的羊单位来估

算其占用草地资源价值。
以下分析基于这样的假设:如果没有藏羚羊(实际上藏羚羊有生存的权利),这些草地全部可以用来养

羊,但藏羚羊的存在占用了牧民原本可以畜牧羊群的草地。 因此,藏羚羊的价值可以通过为维持藏羚羊生存

而使牧民减少家畜数量及其价值的减少来衡量。
羌塘地区 15 万只藏羚羊可以折合为 12 万个羊单位。 根据近年来畜牧市场上绵羊交易的价格变化,按照

一个羊单位的贸易价格为 14 元 / kg 计算,每个羊单位体重按 50 kg 计算,则羌塘地区 12伊104个羊单位的价值

为 8400伊104元。 即藏羚羊占用草地资源的价值量为 8400伊104元。
3. 3. 2摇 藏羚羊的保护投入

羌塘地区藏羚羊的保护投入主要表现为:一是政府投入的保护区工程建设经费投入;二是为维护羌塘自

然保护区的政府财政事业经费投入;三是相关保护组织或个人的投入。
(1)羌塘自然保护区的工程建设投入。 据报道[25],在 2001 年到 2004 年期间,国家投资 1487伊104元实施

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期工程,近期又投资 400伊104元实施二期工程(建设期限为 2009 年到 2010 年),总
计约投入 1800伊104元。 如果按照从 2001 到 2010 年的 10a 计算,则国家为羌塘保护区的工程建设年均财政投

入为 190伊104元。
(2)行政事业经费投入。 在羌塘保护区内的尼玛县进行的调查表明,尼玛县林业局年行政运行经费为

8郾 0伊104元,交通工具维护等费用需要 4. 0伊104元,用于野生动物保护行动的费用投入为 3. 0伊104元。 加上 5
个全员工作人员工资(按人均 3500 元 /月计算,则全年工资总支出为 21伊104元),总计维持尼玛县林业局正常

的运行至少需要投入的行政经费应为 36伊104元。 按照羌塘自然保护区涉及的 5 个行政县区(安多县、尼玛

县、双湖特别行政区、日土县和改则县)来计算,则保护区行政事业经费投入至少应该为 180伊104元。
目前没有统计到相关组织或个人的保护投资数据。 加总起来,羌塘地区藏羚羊保护的政府投入应为 360

伊104元 / a。 为最大限度地发挥野生动物的效益,年限上可以认为无穷大。 如果取贴现率为 5% ,假设藏羚羊

的资源保护投资是持续不断的,因而在时间年限上可以认为是无穷。 则:
保护投资额 = 360伊(1+5% ) / 5% = 7560伊104元 / a

所以,藏羚羊维持生物多样性的总价值为:8400+7560 = 1. 60伊108元。
3. 4摇 藏羚羊的教育价值

以藏羚羊为搜索词在当当网图书城进行搜索,共搜索到 2002—2009 年出版的涉及藏羚羊名称或形象的

图书 375 种。
书籍包括两大类,一类是科普、小说、散文、教材及辅导材料等文化教育类书籍,大约占 300 种。 这类书籍

或者以藏羚羊为主角讲述故事,启发少年儿童的思想和智慧,或者通过对藏羚羊的相关知识、生存现状的介

绍,揭示环境保护重要性,从而提高公众的保护意识。 这些书籍对于环境保护意识的强化具有重要的教育功

能。 统计显示,此类书籍平均价格在 15—25 元之间,如果按照每本平均发行量 2 万册计算,其销售总收入在

900伊104—1500伊104元之间。
另一类是属于《藏羚羊自助游》手册或指南的系列丛书,大约有 75 种。 藏羚羊自助游系列图书借用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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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耐劳、敏捷而著称,在青藏高原上奔跑的藏羚羊形象,把 “藏羚羊冶作为“自助旅行冶的一个代名词,来展示

该丛书所提倡的旅行精神,与此同时,“藏羚羊冶丛书还倡导建立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关系。 统计表明,这
种类书籍的平均价格在 25—35 元之间。 按照平均发行量 1. 5 万册计算,则获得的市场总收入在 2813伊104—
3938伊104元之间。

以上所统计书籍的出版年份在 2002—2009 年的 7a 间,则年平均获得的经济收入为 1688伊104—2705伊104

元之间,取其平均值,则年均收益额为 1882伊104元 / a。
以藏羚羊为主角的影视作品也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 2004 年我国上映的电影《可可西里》,以一个随队

采访记者的角度,讲述了可可西里巡山队保护藏羚羊的故事。 荒凉的无人区,屠杀藏羚羊的场景,残酷的自然

环境,凶残猎杀藏羚羊的杀手,巡山队员为保护藏羚羊所付出的艰辛与生命的代价。 影片像一部纪录片一样,
真实的画面和感人的故事情节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上映不到 2 个月其票房收入就达到将近 500伊104元[26],
从票房收入可以证明该影片在观众中所产生的巨大效应,影片所带来的对人与自然冲突的思索至今发挥着

作用。
但因影片的票房收入是一次性的,这里只计入常年性的稳定收益。 所以在藏羚羊的文化教育价值中只计

算了有关图书出版物所产生的经济价值,显然,该价值属于低限值。
按照 25 万只藏羚羊计算,每只藏羚羊的教育价值平均为 88 元 / a,羌塘地区 15 万只藏羚羊所产生的教育

价值按平均值计算为 1318伊104元 / a。
3. 5摇 藏羚羊的科学研究价值

藏羚羊仅存于中国青藏高原,是生活在海拔最高地区的偶蹄类动物。 藏羚羊具有特别优良的器官功能,
它们耐高寒、抗缺氧、食料要求简单,而且对细菌、病毒、寄生虫等疾病的抵抗能力超强, 它们身上所包含的优

秀动物基因, 囊括了陆生哺乳动物的精华。 因此,藏羚羊独特的体态和生理结构, 对于研究高寒条件下的生

物进化、维持生物多样性和区域生态平衡均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野生动物科研价值评估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很难量化。 有研究者以 “野生动物活体基准价格冶作为基准

值,用该物种的稀有程度、珍贵程度和实用程度来反映野生动物的科研价值[18]。 根据 1993 年起执行的林业

部财政部国家物价局关于发布《陆生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收费办法》的通知,捕捉、猎捕一只国家一级保

护物种藏羚羊的资源保护管理收费标准为 2000 元 /只,藏羚羊活体没有市场价格,相关的科研投入目前也很

少。 因此,本文将 2000 元直接作为藏羚羊科研价值的代理价格。
羌塘地区共有 15 万只藏羚羊,则其科研总价值 3. 0伊108元。

3. 6摇 藏羚羊的非利用价值———基于支付意愿的价值评估

选择价值的基本含义是,自然和环境资源(包括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存在提供了将来选择对其利用可能

性,因此而具有价值。
存在价值是指人们对现在不利用、将来也不会利用的资源所赋予的价值。 遗产价值是为子孙后代将来利

用而愿意支付的价值。
上述价值为野生动物的非利用价值。 非利用价值由于缺少市场价值,采用支付意愿法来评价其价值。
2008 年在拉萨市和那曲地区进行了针对城镇在职居民(115 份)以及在尼玛县和双湖区针对牧民(84

份)的生态环境保护问卷调查。 共完成调查问卷 199 份,有效问卷 198 份。
调查问卷中专门设计了有关羌塘地区野生动物保护支付意愿的问题。 对农牧民的调查意愿统计结果表

明,68%的牧民表示不会为了保护家畜而猎杀野生动物,65%的牧民为了保护野生动物每年可以承受数量不

等的羊只损失。 22%的人接受 1—5 只 / a 的羊只损失(平均愿意接受的损失为 2 只羊);17%的人接受 6—10
只 / a 以内的羊只损失(平均 7 只羊),26%的人接受 10—20 只 / a 的损失(平均 13 只羊)。

将牧民可接受的羊只损失看作一个标准羊单位。 取一个标准羊单位的贸易价格为 14 元 / kg,每个标准羊

单位体重按 40kg 计算,则牧民为保护野生动物的支付意愿分别为:560 —2800 元 / a(平均 1120 元 / a)的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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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3360—5600 元 / a(平均 3920 元 / a)的占 17% ,5600—11200 元 / a(平均 7280 元 / a)的占 26% 。
地方政府机构工作人员及城镇其他从业人员对野生动物保护的支付意愿则可以达到 74% ,零支付意愿

占 26% 。 具有支付意愿的调查者对支付数额的选择见表 2。
按照不同支付意愿数额(按支付数额范围中间值计算)及其比例进行加权平均,则羌塘地区城镇居民的

支付意愿为 172. 23 元 / a(月均 14. 35 元 /月)。

表 2摇 城镇居民的野生动物保护支付意愿

Table 2摇 Willing to Pay among Citizens for Wild Animal Protection

项目 Item 百分比变化 Change of percentage

支付意愿
Willing to pay for the protection of wild animals

愿意支付人数比重:74% ;
零支付意愿的比例:26% ;

不同支付数额的人数比例 Percentage of Payment Amount
10—20 元 / a 占 15. 5% ; 50—99 元 / a 占 19. 0% ;
100—150 元 / a 占 21. 4% ;160—200 元 / a 占 10. 0% ;
201—500 元 / a 占 15. 5% ; > 500 元 / a 占 18. 6% ;

对比羌塘地区牧民和城镇居民的支付意愿,可以发现牧民的最低平均支付意远远高于城镇居民的平均支

付意愿 3 倍多。 考虑到牧民是以实物(羊只)来计量支付意愿,与以货币计量的城镇居民支付意愿有较大的

差异。 同时参考陈琳等[27]运用意愿调查价值评估法对北京市居民保护濒危野生动物的支付意愿评估结果

(支付卡式问卷调查分析得到平均支付意愿为 13. 90 元·户-1·月-1,二分式问卷的调查结果为 18. 99 元·
户-1·月-1,认为采用城镇居民的支付意愿进行羌塘地区野生动物的非利用价值评估更为合理。

城镇居民问卷调查主要在拉萨市、那曲地区、尼玛县和双湖区进行,所以西藏自治区在岗职工总人数来计

算总支付意愿,以此作为羌塘地区野生动物保护的非利用价值。 2008 年底西藏自治区在岗职工人数为 17. 8
万人,加权人均年支付意愿为 172. 23 元 / a,则羌塘地区野生动物的非利用总价值为 3065. 69 万元 / a。

未来最大限度发挥野生动物的生态效益,可以认为野生动物的非利用价值 在时间上是无限的,则其非利

用总价值应该为 3065. 69伊(1+5% ) / 5% = 6. 44 亿元

按照居民对非利用价值支付意愿的偏好,野生动物的存在价值为 2. 90 万元,遗产价值为 1. 88 亿元,选择

价值为 1. 67 亿元。
根据将羌塘地区草食性野生动物折合为羊单位计算,藏羚羊数量占羌塘地区野生动物总量的 18%左右,

那么,藏羚羊的总价值为 1. 16 亿元,其中存在价值为 0. 52 亿元,遗赠价值为 0. 34 亿元,选择价值为 0. 30
亿元。
3. 7摇 藏羚羊保护的综合生态经济价值

对藏羚羊利用价值(商业价值、游憩娱乐价值、维持生物多样性的价值、教育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和非

利用价值进行了综合评估。 羌塘地区藏羚羊的综合价值 = 利用价值(商业价值+游憩娱乐价值+维持生物多

样性的价值+教育价值+科学研究价值)+ 非利用价值(存在价值+遗产价值+选择价值)。
结果表明(表 3),羌塘地区藏羚羊的总价值为 7. 51 亿元 / a。 其中,藏羚羊的利用价值为 6. 35 亿元 / a,非

利用价值为 1郾 16 亿元 / a。 各类生态经济价值的比例如表 3 所示,科研价值所占比重最高,维持生物多样性和

游憩娱乐价值的比重也较高。
4摇 结论

以人类福利为出发点,对羌塘地区藏羚羊的利用价值和非利用价值进行了综合评估。 结果表明,羌塘地

区藏羚羊的生态服务价值高达 7. 51 亿元 / a。 其中,藏羚羊的直接利用价值为 6. 35 亿元 / a,非利用价值为

1郾 16 亿元 / a。 也就是说,对羌塘地区 15 万只藏羚羊的保护每年可以产生 7. 51 亿元的生态经济价值。 如果

加上藏野驴、野牦牛等其他草食性野生动物,其生态服务价值会更高。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羌塘自然保护区涉及的尼玛县、双湖区、安多县、日土县、革吉县和改则县的牧业经济

收入。 根据对 6 个县区的统计,2007 年其牧业生产总收入为 4. 79 亿元。 如果单从价值角度来看,保护野生

6737 摇 生摇 态摇 学摇 报摇 摇 摇 31 卷摇



http: / / www. ecologica. cn

动物的价值远高于牧业生产价值。

表 3摇 羌塘地区藏羚羊的生态经济总价值

Table 3摇 Total value of Chiru in Chant Tang, Tibet

一级类别
First classification

指标
Index

总价值 / (104元 / a)
Total value

比例 / %
Percent of total

利用价值 Use value 形象商业价值 3600 4. 79

游憩娱乐价值 12618 16. 80

维持生物多样性价值 16000 21. 30

教育及美学价值 1318 1. 75

科学研究价值 30000 39. 93

非利用价值 存在价值 5214. 75 6. 94

Nonuse value 选择价值 3360. 61 4. 47

遗产价值 3012. 96 4. 01

合计 75124. 32 100. 00

在羌塘地区草地资源承载力有限的条件下,是否由于野生动物的生态服务价值高,就认为应该保护野生

动物,缩小当地牧民的放牧规模? 如果这样,羌塘地区牧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将置于何处? 如果不缩减羌塘

保护区南部牧民的家畜养殖规模,家畜与草食性野生动物争夺草场的冲突将会愈演愈烈。 而这是我国自然保

护区经常面临的两难问题。
如何协调自然保护与牧民发展之间的关系,生态补偿无疑是重要的途径之一。 但野生动物的生态服务价

值并不是生态补偿的基础或者标准,如何在野生动物生态经济价值与生态补偿之间建立联系,仍需进一步深

入探讨。
致谢:中国鄄欧盟生物多样性项目和国际野生动物保护联盟(WCS)项目官员康蔼黎博士和赵怀东先生为羌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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