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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及其价值评估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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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滨海湿地是介于海陆之间的过渡地带，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很高的生产力，能为人类提供诸多生态系统服务，但它又

是对人类活动极为敏感的生态脆弱区。 沿海经济的发展使湿地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导致

湿地多样性丧失、服务功能退化等。 在阐述滨海湿地特征及其服务产生机理的基础上，介绍了运用经济学方法对生态系统服务

进行评价的进展，分析了各方法的优缺点及应用情况，最后对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归纳，
评估所面临的困难一方面来自生态系统本身的复杂性；另一方面来自经济学方法的局限性。 因此今后的研究应从生态系统服

务的形成机制入手，注重生态学及经济学理论的结合，改善评估方法，提高评估结果的有效性和可信度，为湿地资源管理及生态

补偿机制制定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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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滨海湿地生态系统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丰富的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１⁃２］，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

生存、发展、健康和福利［３］，而人类活动又强烈地影响着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提供服务的形式与能力。 随着人

口的迅速增长，当前人类对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和产品的需求已远远超出其供给水平，且未来这种需求还

会持续攀升［４⁃５］。 人类对滨海湿地生态系统干预能力的提高和规模的日益扩大导致了空前的滨海生态危机，
如围填海［６］、过度渔猎、污染、海岸侵蚀等［７⁃８］，这不仅导致滨海湿地生态系统多样性丧失［９］，而且严重威胁、
削弱了滨海湿地生态系统功能。 为遏制滨海湿地生态系统退化趋势，保障其持续为人类提供生态系统产品和

服务的能力，需科学评估滨海湿地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的价值，让全社会认识到生态系统带来的巨大生态、社
会和经济效益，提高人类对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的保护意识。 科学合理的评估还能为管理部门制定滨海资源开

发战略提供政策建议［１０］，更好地保障滨海资源的可持续利用［１１］。 本文对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及其产生机

理进行了详细描述，并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以期为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评估研究提供借鉴。

１　 滨海湿地及其生态系统服务

１．１　 滨海湿地定义、特征及生态类型

滨海湿地是海洋生态系统和陆地生态系统之间的过渡地带，由连续的沿海区域、潮间带区域以及包括河

网、河口、盐沼、沙滩等在内的水生态系统组成［１２］，受海陆共同作用的影响，是比较脆弱的生态敏感区。 关于

滨海湿地的定义，国内外学者都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论述，但目前还没有比较全面的科学定义。 《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滨海湿地是指低潮时水深浅于 ６ｍ 的水域及其沿岸浸湿地带，包括水深不超

过 ６ｍ 的永久性水域，潮间带（或泛洪地带）和沿海低地等［１３］。 陆健健以湿地公约及美国和加拿大等国的湿

地定义为基础，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将滨海湿地定义为：路缘为 ６０％以上湿生植物的植被区、水缘为海平面

以下 ６ｍ 的近海区域，包括江河流域中自然的或人工的、咸水的或淡水的所有富水区域（枯水期水深 ２ｍ 以上

的水域除外），不论区域内的水是流动的还是静止的、间歇的还是永久的［１４］。 此定义基本涵盖了潮间带的主

要地带及与之关系密切的相邻区域［１５］。
由以上定义，滨海湿地具有以下 ３ 个明显特征：（１）水，地表常具积水或土壤过湿；（２）适应永久性或季节

性湿地条件的特有植被或动物；（３）独特的土壤和沉积条件，土层严重潜育化或有泥炭的形成和积累，不同于

毗邻的非湿地区域［１６］。 水文条件是滨海湿地属性中决定性因子，水文状况的变化决定着湿地的结构、过程和

功能［１７］。 滨海植被是湿地的生产者，也是其他生物类群生长和代谢所需能量的来源。 浮游植物是滨海湿地

食物链的初始环节，直接或间接地为浮游动物、鱼虾及其幼体提供食物；而以芦苇、碱蓬、互花米草、红树林等

为主的高等植物不仅为湿地鸟类和其它湿地动物提供了栖息地，也是滨海湿地分类的重要依据。 适应湿生环

境的哺乳动物、两栖类，以及水生动物等是滨海湿地最主要的消费者。 滨海湿地土壤既是物质转化和交换的

媒介，又是植物可利用化学物质的储存库。
目前国内外还没有统一的滨海湿地分类标准与方案。 Ｃｏｗａｒｄｉｎ 提出的成因分类法［１８］根据成因将湿地划

分为海洋、河口、河流、湖泊和沼泽五大系统，但未对滨海湿地作出单独划分。 Ｒａｍｓｅｒ 湿地公约中将滨海湿地

分为 １２ 类，但未对人工滨海湿地进行详细划分（表 １）。 Ｂｒｉｎｓｏｎ 于 １９９３ 年提出了水文动力学分类方法［１９］，按
照地貌位置属性将湿地划分为四大系统，其中海岸地貌湿地被单独划分出来。 我国许多学者也对滨海湿地进

行过划分。 １９９６ 年《全国湿地资源调查与监测技术规程》根据 Ｒａｍｓｅｒ 分类体系，将我国湿地划分为 ５ 大类 ２８
型，其中滨海湿地包括 １２ 型（表 １），涵盖了全部的自然滨海湿地类型［２０］。 陆健健［１４］根据滨海湿地植被特征、
土壤和淹水程度的差异将我国滨海湿地划分为 １０ 个类型。 牟晓杰等［２１］ 在总结分析国内外相关研究以及系

统调查的基础上，建立了我国滨海湿地的综合分类、水文分类和植被分类系统，这一分类系统虽有待于验证和

完善，但是目前为止较为系统、详细的分类体系，其建立和应用将有助于不同部门、不同区域以及不同层次滨

海湿地调查数据的共享和对比分析。 此外，Ｚｕｏ 等［２２］、赵焕庭［２３］、陈建伟［２４］、杨爱民［２５］、丁东［２６］、倪晋仁［２７］

０１５７ 　 生　 态　 学　 报　 　 　 ３６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等都对都对滨海湿地进行过分类，各分类方法虽然不同，但没有太大的差别。 各分类方法与人们对湿地效益

认识的加深、对湿地定义内涵逐渐扩展是密不可分的，湿地资源调查和监测对分类的需要促进了分类系统的

逐渐完善［２４］。

表 １　 滨海湿地类型划分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深海和海岸湿地
（Ｒａｍｓａｒ 公约）
Ｄｅｅｐｓｅａ ａｎｄ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Ｒａｍｓａｒ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近海及海岸湿地
（湿地资源调查，１９９６）
Ｉｎｓｈｏ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ｓｕｒｖｅｙ，１９９６）

深海和海岸湿地
（Ｒａｍｓａｒ 公约）
Ｄｅｅｐｓｅａ ａｎｄ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Ｒａｍｓａｒ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近海及海岸湿地
（湿地资源调查，１９９６）
Ｉｎｓｈｏ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ｓｕｒｖｅｙ，１９９６）

－浅海水域 －浅海水域 －海床 －潮下水生层

－珊瑚礁 －珊瑚礁 －岩石性海岸 －岩石性海岸

－砂砾海岸 －潮间沙石海滩 －河口水域 －潮间淤泥海滩

－滩涂 －潮间盐水沼泽 －盐沼 －红树林沼泽

－潮间带森林湿地 －海岸性咸水湖 －咸水、碱水泻湖 －海岸性淡水湖

－海岸淡水湖 －河口水域 －海滨岩溶洞穴水系 －三角洲湿地

１．２　 生态系统服务定义及分类

Ｄａｉｌｙ［２８］将生态系统服务定义为自然生态系统及其物种所提供的能够满足和维持人类生活需要的条件和

过程。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等［２９］则认为生态系统服务是人类直接或间接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收益，并将生态系统服务

划分为 １７ 类。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ＭＡ）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定义和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基本相同，但 ＭＡ 将生态系统服务分为了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支持服务和文化服务四大类［３０］，这一定义和分

类方案目前已得到公众和学术界的接受，并被广泛使用［３１］。 此外，Ｂｏｙｄ 和 Ｂａｎｚｈａｆ［３２］、Ｗａｌｌａｃｅ［３３］、ＴＥＥＢ［３４］、
Ｆｉｓｈｅｒ［３５］、 欧阳志云和王如松［３６］等都对生态系统服务进行了定义和分类（表 ２）。 虽然国内外学者对生态系

统服务定义的理解和分类方案有所不同，但大都涵盖三方面的内容：即自然生态系统是生态系统服务产生的

主体；生态系统服务通过生态系统过程和状况体现，并以人类偏好为基础；生态系统服务对人类经济社会的生

存与发展具有支持作用［３７］。 李琰等［３８］对主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定义和分类进行了详细的总结。
１．３　 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的产生

基于 Ｄａｉｌｙ 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定义，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服务是指由滨海湿地生态系统及其生态过程所提

供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及效用。 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是其服务产生的基础，包括各种生物组分和

非生物组分，其中生物组分是构成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各项服务的产生离不开生物组分的参与，且生态

系统生物群落的组成和数量的变化，以及非生物环境的改变都会对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的种类和质量产生

影响。 因此，没有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组分参与的过程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不属于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服务。 陈

尚［４２］、张朝晖等［４３］针对海洋生态系统提出了类似观点。
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产生于其自身结构和功能之上。 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的生物组分中的生产者主要

有草本植物、乔木、灌木和浮游植物等；消费者主要包括具有飞翔能力的鸟类和昆虫、适应湿生环境的哺乳类、
两栖类和爬行类，以鱼类为代表的水生动物，以及种类繁多的底栖无脊椎动物；细菌和真菌是最主要的分解者

类群。 尹小娟等［４４］对湿地生态系统的物理化学生物过程对应的不同生态功能和生态系统服务进行了总结，
参照此研究结果，从生理生态过程的角度出发，将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每一组分或功能与其所提供的服务联系

起来，得到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产生过程（图 １）。 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服务或产品的产生主要有两个途径：
一是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生物组分或系统整体直接产生；二是系统内的组分之间相互作用产生某些功能，再由

这些功能产生相应的生态系统服务［４５］。
滨海湿地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了多项对改善生态环境以及福祉至关重要的服务（图 １） ［４６］。 供给服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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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得的产品，如食物（尤其是鱼类）和纤维是人类生存与发展所必须的；调节服务（从生态

系统过程的调节作用获得的效益）和支持服务（生态系统提供其它服务的基础）对于维持为人类提供诸多惠

益的重要生态系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滨海湿地在教育、美学、科研、文化、精神等方面也具有重大的

价值，为人类的休闲娱乐、旅游活动以及科研教育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表 ２　 主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定义和分类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ａｉｎ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生态系统服务定义
Ｔｈ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分类系统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资料来源
Ｓｏｕｒｃｅｓ

人类直接或间接地从生态系统中获取的收益 １７ 类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等［２９］

自然过程和组分提供产品和服务，直接或间接满足人类需要的
能力

调节功能、栖息地功能、生产功能、信息功能
四大类，２３ 小类

Ｄｅ Ｇｒｏｏｔ 等［３９］

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取的收益 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和支持服务 ＭＡ［４］

自然生态系统或物种用于构成、维持和满足人类生活的状态和
过程

— Ｄａｉｌｙ［２８］

最终生态系统服务是直接被享用、消费或使用以产生人类福祉
的自然组分

— Ｂｏｙｄ＆Ｂａｎｚｈａｆ［３２］

生态系统服务是生态系统过程产生的特定结果，用于直接维
持、提高人类生活或维护生态系统产品的质量

— Ｂｒｏｗｎ 等［４０］

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收益
充足的资源、捕食者 ／ 疾病 ／ 寄生虫保护、友
好自然和化学环境、社会文化成就 ４ 大类

Ｗａｌｌａｃｅ［３３］

生态系统对人类福祉的直接和简介贡献
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和支持服务 ４
大类，２２ 个小类

ＴＥＥＢ［３４］

生态系统用于（主动或被动）产生人类福祉的方面 中间服务、最终服务 Ｆｉｓｈｅｒ 等［３５］

生态系统对人类福祉的贡献，来源于生物和非生物部分的相互
作用

供给、调节和维护、文化服务 ３ 大类，９ 亚类，
２３ 组

ＣＩＣ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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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质合成与生产、生物多样性的产生于维
持、调节气候、减轻洪涝与干旱灾害、土壤的
生态服务功能、传粉与种子的扩散、有害生
物的控制、环境净化共 ８ 项

欧阳志云等［３６］

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取的收益
物质产品、生态安全维护功能和景观文化承
载功能共 ３ 类 １２ 项

谢高地等［４１］

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的实现主要通过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两个途径。 每一种服务的实现

途径都不完全相同。 遗传物质、调节气候、生物调节、水文状况、防治侵蚀、调控自然灾害、养分循环、土壤形

成、物种多样性主要通过滨海湿地生态系统自身的结构和过程实现，不依赖于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食物、淡
水、纤维和燃料、生物化学品、控制污染和脱毒、精神和灵感、休闲娱乐、教育以人类社会为载体，通过各种社会

经济活动得以实现，为人类社会提供福祉。

２　 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

人类需求赋予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生态系统服务总经济价值（Ｔｏ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ＴＥＶ）包括直接使

用价值（指人类可以直接利用的生态系统产品或服务所产生的价值，主要对应于供给服务和文化服务）、间接

使用价值（指能够维持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和人类福利，但无法商品化的服务，主要对应于调节服务和支持

服务）、非使用价值（包括存在价值、遗产价值和内在价值）。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指出：“为量化湿地生态系统的潜在价值，明确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同时为了建立未来研究的

框架，迫切需要进行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 ［２９］。
２．１　 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

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经济价值评估主要有 ３ 种方法：直接市场法，揭示偏好法和陈述偏好法［１］。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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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产生机理及其分类

Ｆｉｇ．１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方法有 ３ 个特点：１）以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Ｄｅ Ｇｒｏｏｔ 或 ＭＡ 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分类体系为基础，对确定的服务类型进行

估算；２）分项并选用不同方法计算各类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采用加和的方式得到总的服务价值；３）将人的

意愿纳入无定形服务价值量化研究中，修复了支付意愿法的不确定性，引入不同各人的偏好差异以及支付意

愿法与生态系统权重赋值相结合的方法等［４７］。
２．１．１　 直接市场法

直接市场法以生态系统产品或服务的市场交易价格为基础估算其经济价值。 主要包括市场价值法、生产

函数法、替代成本法等。
张华等［４８］采用市场价值法对辽宁省滨海湿地产出的海水产品、稻田产出的稻米、盐田产出的海盐以及芦

苇沼泽的产出和供给进行了估算。 Ｅｎｇｌｅ［４９］ 利用该方法对墨西哥海湾滨海湿地的供给服务进行了估算。
Ｋｎｏｗｌｅｒ 等［５０］使用生产函数法对加拿大西海岸鲑鱼淡水栖息地的价值进行了估算。
２．１．２　 揭示偏好法

揭示偏好法是通过考察人们与市场相关的行为，特别是在于环境联系紧密的市场中所支付的价格或他们

获得的利益，间接推断出人们对生态系统产品或服务的偏好，以此来估算环滨海湿地环境质量变化的经济价

值，常用于估算使用价值。 常用的方法主要包括旅行费用法、享乐价格法和随机效用模型。
Ｐｒａｙａｇａ 等［５１］使用旅行费用法估算了 Ｃａｐｒｉｃｏｒｎ 海岸的渔业休闲价值。 Ｊａｍｅｓ 等［５２］ 利用享乐价格法对

Ｐｅｃｏｎｉｃ 海湾项目的实施带来的房价的变化来表示 Ｐｅｃｏｎｉｃ 海湾的价值，研究结果表明：休闲娱乐场所面积大

小、距离主道路远近等对 Ｐｅｃｏｎｉｃ 海湾的价值具有强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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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３　 陈述偏好法

陈述偏好法是通过询问人们在假设情况下对生态系统产品或服务的定价来估算此项服务的价值。 使用

价值和非使用价值均可用此方法来衡量。 常用的方法主要有两种：条件价值法和选择实验模型法。
条件价值法是利用效用最大化原理，以得到商品或服务的价值为目的，采用问卷调查直接询问人们在模

拟市场中对某项生态系统服务改善的支付意愿或放弃某项服务而愿意忍受的接受意愿，以此揭示被调查者对

环境物品和服务的偏好，从而最终得到公共物品非使用经济价值［５３］。 其核心是直接调查咨询人们对生态系

统服务的支付意愿或接受意愿，并以支付意愿或接受意愿来表达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价值［５４］。 Ａｔｋｉｎｓ 等［５５］

采用该方法对丹麦居民改善兰纳峡湾水质的支付意愿进行调查，并进行了决策树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受访

者对减轻水体富营养化具有强烈的支付意愿。
２．２　 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应用

本文以 ＭＡ 提出的生态系统服务分类体系为基础，结合滨海湿地特点，选取主要的生态系统服务构建评

价指标体系，对国内外学者常用的评估方法进行总结归纳，为今后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估值研究提供参考

（表 ３）。

表 ３　 滨海湿地主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

Ｔａｂｌｅ ３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评价指标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核算指标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ｉｎｄｅｘ

核算方法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供给服务 物质生产
水产品、植物产品、
海盐等

市场价值法［５６⁃５７］

Ｖ＝∑ＡｉＹｉＰｉ

Ｖ 为产品价值（元）；Ｙｉ为第 ｉ 类产品的产量（ｋｇ ／ ｈｍ２）； Ｐｉ为第 ｉ 类产品市场价格（元 ／
ｔ）； Ａ 为滨海湿地面积（ｈｍ２）

调节服务 调节气候 固碳、释氧

替代成本法［５８］

Ｖ＝Ｖｃ＋Ｖｏ ＝ １．６３ＢＡＲｃＰｃ＋１．１９ＢＡＰｏ

Ｖ 为固碳释氧总价值（元）； Ｖｃ为固碳价值（元）； Ｖｏ为释氧价值（元）； Ｂ 为植被年净

生产力（ｔ ／ ｈｍ２）； Ａ 为植被面积（ｈｍ２）； Ｒｃ为 ＣＯ２中 Ｃ 所占的比例，即 １２ ／ ４４；Ｐｃ为固

碳成本价（元 ／ ｔ）； Ｐｏ为工业制氧成本（元 ／ ｔ）

水分状况 水源涵养

影子工程法［４８，５８］

Ｖ＝ＡＨＰ
Ｖ 为水源涵养价值（元）； Ａ 为湿地面积（ ｈｍ２ ）；Ｈ 为湿地平均水深（ｍ）；Ｐ 为替代水

库工程修建成本（元 ／ ｍ３）

水质净化

替代成本法［５８］ 　 　 　 污染防治成本法［５９］

Ｖ＝（ＲＮＰＮ＋ＲＰＰＰ）Ａ　 　 　 　 　 　 　 Ｖ＝ＱＰ
Ｖ 为水质净化价值（元）； ＲＮ、ＲＰ分别为湿地单位面积氮、磷去除率（ ｔ ／ ｈｍ２）； ＰＮ、ＰＰ

分别为氮、磷处理成本（元 ／ ｋｇ）； Ａ 为湿地面积（ ｈｍ２ ）；Ｑ 为污水排放量（ ｔ）； Ｐ 为污
水处理成本（元 ／ ｔ）

消浪护岸 消浪护岸

成果参照法
Ｖ＝αＡＰ
Ｖ 为水质净化价值（元 ／ ａ）； α 为转换系数；Ａ 为湿地面积（ｈｍ２）； Ｐ 为单位面积湿地

消浪护岸价值（元 ｈｍ－２ ａ－１）

文化服务 旅游休闲 旅游休闲

旅行费用法［５１］

步骤：ａ、定义和划分游客的出发区域；ｂ、对游客进行抽样调查，收集所需的数据；ｃ、计
算各个区域的旅游率；ｄ、估计出相应的需求函数；ｅ、绘制出各区域的需求曲线；ｆ、加
总各区域旅行者的消费者剩余，即为该区域的生态价值；
条件价值法［６０⁃６１］

步骤：ａ、创建一个假象市场；ｂ、通过调查获得个人的支付意愿（ＷＴＰ）或受偿意愿
（ＷＴＡ）；ｃ、回收问卷，估计平均的 ＷＴＰ 或 ＷＴＡ；ｄ、估计支付意愿 ／ 受偿意愿曲线；ｅ、
加总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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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评价指标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核算指标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ｉｎｄｅｘ

核算方法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支持服务 提供生境 提供生境

替代成本法
用建设和维护保护区的费用替代某滨海湿地为物种提供栖息地功能的价值；
条件价值法
生态价值法
主要依靠人们的支付意愿，凭借主观的对于某种资源价值的认识来确定这种资源的
真正的价值

生产函数法［５０］

３　 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中的问题和展望

３．１　 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中存在的问题

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理论和方法都已比较完善，能够为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管理及政策制定

提供建议。 但由于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本身的复杂性和人类认知的局限性，目前，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量化过程中仍然存在以下问题：
３．１．１　 生态系统服务分类的多样性

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的产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生态系统功能和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并不是一一对

应的关系。 生态系统结构的复杂性造就了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的多样性，加之生态系统服务空间分布的不均

衡性以及人类的选择偏好，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出现了此消彼长的权衡和相互增益的协同等形式。 由此可见，
生态系统服务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如上文所述，目前的分类系统仅是简单地将生态系统服务划分为互不联系

的类型，不仅人为地割裂了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联系，而且容易导致重复计算的问题。 不同学者使用不同的

分类体系，评估结果也缺乏可比性，从而影响其参考价值。 因此，有的学者认为，与其估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的绝对值，倒不如研究生态系统变化引起的价值变化的意义更大［６２］。
３．１．２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的局限性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化主要使用的是福利经济学中的一些方法，而货币化的评估结果往往很难反映滨海

湿地生态系统价值的丰富程度，而且人类对生态系统服务的选择偏好会随着时间发生改变，此时，福利经济学

方法的适用性和评估结果的有效性将会受到质疑。 大量的文献均指出每一种经济评估方法都存在各自的优

点和不足［６３⁃６７］、崔丽娟［６８］对几种常用的评估方法进行了详细的总结和归纳。 每一种生态系统服务通常有多

种不同的评估方法，且不同的评估对象和评估目标往往需要选取不同的评估指标和评估方法，因此，评估结果

的差别也很大，缺乏可比性［１０］。
３．１．３　 数据获取困难

对无法在市场进行交换的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估算时，多采用替代市场法、假象市场法和成

果参照法等，大多研究区域缺乏可靠、完整的生态监测数据，如通过社会调查获取数据，不仅调查过程费时费

力，且人为构造的假想市场受主观影响很大，易造成研究结果与实际情况偏离［４４］。
３．２　 展望

根据目前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研究现状，为使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更具科学性和

可靠性，今后的研究工作应加强以下几方面内容的研究。
３．２．１　 优化、统一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分类方案

上文已对生态系统服务分类进行了详细介绍。 即使是同一研究目标，不同的分类方案得出的评价结果相

差较大。 重视源头优化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分类，能够使评价结果更为精确。 且统一的分类方案有助于评价指

标的建立和选取。
３．２．２　 结合评估对象和目标选择评估方法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各有优缺点，但总体看来直接市场法的可信度高于替代市场法，而替代市场

５１５７　 ２３ 期 　 　 　 程敏　 等：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及其价值评估研究进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法的可信度又高于模拟市场法。 因此，针对不同的评估对象和评估目标选取评估方法时，应遵循以下基本原

则：首先选用直接市场法，若条件不具备则采用替代市场法，当两种方法都无法采用时才使用模拟市场法［６９］。
３．２．３　 推行生态监测，建立数据网络共享平台

数据的缺乏往往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结果的可靠性受到质疑，而通过生态监测不仅能获得连续的数

据，而且还能反映研究区域的环境质量状况。 另外，３Ｓ 等技术的应用也可以在时空序列上积累数据，为湿地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提供可靠的数据基础。

４　 小结

滨海湿地是自然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系统之一，也是人类最重要的生存环境之一，具有巨大的物

质生产功能和社会、环境、经济功能。 本文详细介绍了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的结构和特征，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定

义及分类进行了详细分析，总结归纳了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主要方法，并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

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目前研究中存在割裂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联系、重复计算等问题。 在回顾国内外研究

现状的基础上，认为优化并统一生态系统服务分类体系、结合研究背景和目标建立合理的评估指标体系以及

推行生态监测、建立数据网络共享平台是未来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中需要进一步深化和探索的研究

内容。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是联系生态系统研究与管理决策的关键环节，评估的目的是为了全面地认识生态

系统服的现状及其变化趋势，并以简单的方式向公众和决策者提供生态信息，从而辅助决策者更好地制定出

生态保护规划与管理，以促进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共同可持续发展［７０］。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１ ］　 ＵＮＥＰ⁃ＷＣＭＣ． Ｍａ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ＵＮＥＰ⁃ＷＣＭＣ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ｅｒｉｅｓ Ｎｏ．３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ＥＰ⁃ＷＣＭＣ， ２０１１： １⁃４６．

［ ２ ］ 　 Ｃａｍａｃｈｏ⁃Ｖａｌｄｅｚ Ｖ， Ｒｕｉｚ⁃Ｌｕｎａ Ａ， Ｇｈｅｒｍａｎｄｉ Ａ， Ｂｅｒｌａｎｇａ⁃Ｒｏｂｌｅｓ Ｃ Ａ， Ｎｕｎｅｓ Ｐ Ａ Ｌ 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４， ５４（４）： ８５２⁃８６４．

［ ３ ］ 　 Ｓｏｎｇ Ｗ， Ｄｅｎｇ Ｘ Ｚ， Ｙｕａｎ Ｙ Ｗ， Ｗａｎｇ Ｚ， Ｌｉ Ｚ Ｈ．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ｌａｎｄ⁃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ｎ ｖａｌｕｅ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ｕｒｂａｎｉｚｅｄ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Ｐｌａ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２０１５， ３１８： ２４５⁃２５３．

［ ４ ］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Ｉｓｌａｎｄ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

［ ５ ］ 　 Ｖｉｔｏｕｓｅｋ Ｐ Ｍ， Ｍｏｏｎｅｙ Ｈ Ａ， Ｌｕｂｃｈｅｎｃｏ Ｊ， Ｍｅｌｉｌｌｏ Ｊ Ｍ． Ｈｕｍａｎ 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ｒｔｈ′ｓ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９７， ２７７（５３２５）： ４９４⁃４９９．

［ ６ ］ 　 Ｓｕｎ Ｚ Ｇ， Ｓｕｎ Ｗ Ｇ， Ｔｏｎｇ Ｃ， Ｚｅｎｇ Ｃ Ｓ， Ｙｕ Ｘ， Ｍｏｕ Ｘ Ｊ．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０１５， ７９： ２５⁃４１．

［ ７ ］ 　 ＥＥＡ． １０ ｍｅｓｓａｇｅｓ ｆｏｒ ２０１０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 ＥＥＡ， ２０１０： １６⁃１６．

［ ８ ］ 　 Ｃａｏ Ｗ Ｚ， Ｗｏｎｇ Ｍ Ｈ．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ｚｏｎ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００７， ３３（ ７）：

９８５⁃９９２．

［ ９ ］ 　 Ｌｏｐｅｓ Ｒ， Ｖｉｄｅｉｒａ Ｎ． Ｖａｌｕｉｎｇ ｍａ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ｃｅａｎ ＆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３，

８４： １５３⁃１６２．

［１０］ 　 Ｒａｏ Ｎ Ｓ， Ｇｈｅｒｍａｎｄｉ Ａ， Ｐｏｒｔｅｌａ Ｒ， Ｗａｎｇ Ｘ Ｗ．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ｈｏｒｅｌｉｎ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ｓ．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２０１５， １１： ９５⁃１０５．

［１１］ 　 Ｓｕ Ｓ Ｌ， Ｘｉａｏ Ｒ， Ｊｉａｎｇ Ｚ Ｌ， Ｚｈａｎｇ 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ｉｎｇ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ａｔ ａｎ ｅｃｏ⁃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ｃａｌ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２０１２， ３４： ２９５⁃３０５．

［１２］ 　 Ｃｉｃｉｎ⁃Ｓａｉｎ Ｂ， Ｋｎｅｃｈｔ Ｒ Ｗ．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ａｎｄ Ｏｃｅａ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Ｉｓｌａｎｄ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８．

［１３］ 　 关道明． 中国滨海湿地． 北京： 海洋出版社， ２０１２．

［１４］ 　 陆健健． 中国滨海湿地的分类． 环境导报， １９９６， （１）： １⁃２．

［１５］ 　 张晓龙， 李培英， 李萍， 徐兴永． 中国滨海湿地研究现状与展望． 海洋科学进展， ２００５， ２３（１）： ８７⁃９５．

［１６］ 　 Ｍａｌｔｂｙ Ｅ， Ａｃｒｅｍａｎ Ｍ Ｃ．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ｐａｔｈｆｉｎｄｅｒ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１， ５６ （ ８）：

１３４１⁃１３５９．

６１５７ 　 生　 态　 学　 报　 　 　 ３６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１７］　 高永刚， 赵慧颖， 李翀， 宋卫士， 孟军． 基于气象水文因子的呼伦湖湿地消长综合模型研究． 冰川冻土， ２０１２， ３４（６）： １３１０⁃１３１８．

［１８］ 　 Ｃｏｗａｒｄｉｎ Ｌ Ｍ， Ｃａｒｔｅｒ Ｖ， Ｇｏｌｅｔ Ｆ Ｃ， ＬａＲｏｅ Ｅ 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ａｎｄ Ｄｅｅｐｗａｔｅｒ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 Ｆｉｓｈ ａｎｄ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１９７９．

［１９］ 　 Ａｌｂｅｒｔ Ｄ Ａ， Ｗｉｌｃｏｘ Ｄ Ａ， Ｉｎｇｒａｍ Ｊ Ｗ，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Ｔ Ａ． 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ｉｃ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ｇｒｅａｔ ｌａｋｅｓ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Ｌａｋ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５， ３１（Ｓ１）： １２９⁃１４６．

［２０］ 　 刘爱智． 河北省滨海湿地动态变化分析与效益评价研究［Ｄ］． 石家庄： 河北师范大学， ２００７： ６７⁃６７．

［２１］ 　 牟晓杰， 刘兴土， 阎百兴， 崔保山． 中国滨海湿地分类系统． 湿地科学， ２０１５， １３（１）： １９⁃２６．

［２２］ 　 Ｚｕｏ Ｐ， Ｌｉ Ｙ， Ｌｉｕ Ｃ Ａ， Ｚｈａｏ Ｓ Ｈ， Ｇｕａｎ Ｄ Ｍ．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１９７０ｓ ｔｏ ２００７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ｎｅｗ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ｓｔｕ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ａｓｔｓ， ２０１３， ３６（２）： ３９０⁃４００．

［２３］ 　 赵焕庭， 王丽荣． 中国海岸湿地的类型． 海洋通报， ２０００， １９（６）： ７２⁃８２．

［２４］ 　 陈建伟， 黄桂林． 中国湿地分类系统及其划分指标的探讨． 林业资源管理， １９９５， （５）： ６５⁃７１．

［２５］ 　 杨爱民， 王芳， 刘蒨， 刘孝盈． 我国湿地分类与分布特征及水问题分析． 中国水土保持科学， ２００６， ４（３）： ８７⁃９２．

［２６］ 　 丁东， 李日辉． 中国沿海湿地研究． 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 ２００３， ２３（１）： １０９⁃１２．

［２７］ 　 倪晋仁， 殷康前， 赵智杰． 湿地综合分类研究： Ⅰ． 分类． 自然资源学报， １９９８， １３（３）： ２１４⁃２２１．

［２８］ 　 Ｄａｉｌｙ Ｇ Ｃ． Ｎａｔｕｒｅ′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Ｓｏｃｉｅｔａｌ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ＵＳＡ： Ｉｓｌａｎｄ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７．

［２９］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Ｒ， ｄ′Ａｒｇｅ Ｒ， ｄｅ Ｇｒｏｏｔ Ｒ， Ｆａｒｂｅｒ Ｓ， Ｇｒａｓｓｏ Ｍ， Ｈａｎｎｏｎ Ｂ， Ｌｉｍｂｕｒｇ Ｋ， Ｎａｅｅｍ Ｓ， Ｏ′Ｎｅｉｌｌ Ｒ Ｖ， Ｐａｒｕｅｌｏ Ｊ， Ｒａｓｋｉｎ Ｒ Ｇ， Ｓｕｔｔｏｎ Ｐ， ｖａｎ

ｄｅｎ Ｂｅｌｔ Ｍ．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１９９７， ３８７（６６３０）： ２５３⁃２６０．

［３０］ 　 张永民． 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 评估框架．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４９９⁃５０５．

［３１］ 　 Ｌｕｉｓｅｔｔｉ Ｔ， Ｔｕｒｎｅｒ Ｒ Ｋ， Ｂａｔｅｍａｎ Ｉ Ｊ， Ｍｏｒｓｅ⁃Ｊｏｎｅｓ Ｓ， Ａｄａｍｓ Ｃ， Ｆｏｎｓｅｃａ Ｌ．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ｄ ｒｅ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Ｏｃｅａｎ ＆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１， ５４（３）： ２１２⁃２２４．

［３２］ 　 Ｂｏｙｄ Ｊ， Ｂａｎｚｈａｆ Ｓ． 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ｕｎｉｔ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９９７， ６３（２ ／

３）： ６１６⁃６２６．

［３３］ 　 Ｗａｌｌａｃｅ Ｋ Ｊ．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７， １３９（３ ／ ４）： ２３５⁃２４６．

［３４］ 　 Ｐａｓｃｕａｌ Ｕ， Ｍｕｒａｄｉａｎ Ｓ Ｒ Ｐ．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ｖａｌｕｉｎｇ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ｏｎｄｏｎ ／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Ｅａｒｔｈｓｃａｎ， ２０１０．

［３５］ 　 Ｆｉｓｈｅｒ Ｂ， Ｔｕｒｎｅｒ Ｒ Ｋ， Ｍｏｒｌｉｎｇ Ｐ．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ｙｉｎｇ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９， ６８（３）： ６４３⁃６５３．

［３６］ 　 欧阳志云， 王如松．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生态价值与可持续发展． 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 ２０００， ２２（５）： ４５⁃５０．

［３７］ 　 文一惠， 刘桂环， 田至美． 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综述．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２０１０， ３１（３）： ６４⁃６９．

［３８］ 　 李琰， 李双成， 高阳， 王羊． 连接多层次人类福祉的生态系统服务分类框架． 地理学报， ２０１３， ６８（８）： １０３８⁃１０４７．

［３９］ 　 ｄｅ Ｇｒｏｏｔ Ｒ Ｓ， Ｗｉｌｓｏｎ Ｍ Ａ， Ｂｏｕｍａｎｓ Ｒ Ｍ Ｊ． Ａ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ｇ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２， ４１（３）： ３９３⁃４０８．

［４０］ 　 Ｂｒｏｗｎ Ｔ Ｃ， Ｂｅｒｇｓｔｒｏｍ Ｊ Ｃ， Ｌｏｏｍｉｓ Ｊ Ｂ．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ｖａｌｕ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ｇ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７， ４７（２）：

３２９⁃３７６．

［４１］ 　 张彪， 谢高地， 肖玉， 伦飞． 基于人类需求的生态系统服务分类．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２０１０， ２０（６）： ６４⁃６７．

［４２］ 　 陈尚， 张朝晖， 马艳， 石洪华， 马安青， 郑伟， 王其翔， 彭亚林， 刘键． 我国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评估研究计划． 地球科学进

展， ２００６， ２１（１１）： １１２７⁃１１３３．

［４３］ 　 张朝晖， 吕吉斌， 丁德文． 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的分类与计量． 海岸工程， ２００７， ２６（１）： ５７⁃６３．

［４４］ 　 尹小娟， 宋晓谕， 蔡国英． 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估值研究进展． 冰川冻土， ２０１４， ３６（３）： ７５９⁃７６６．

［４５］ 　 王其翔， 唐学玺． 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的产生与实现． 生态学报， ２００９， ２９（５）： ２４００⁃２４０６．

［４６］ 　 赵士洞， 赖鹏飞．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集（二） ．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４７］ 　 宋豫秦， 张晓蕾． 论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的多维度价值评估方法．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４， ３４（６）： １３５２⁃１３６０．

［４８］ 　 张华， 张丽媛， 伏捷， 康旭． 辽宁省滨海湿地类型及生态服务价值研究． 湿地科学， ２００９， ７（４）： ３４２⁃３５０．

［４９］ 　 Ｅｎｇｌｅ Ｖ 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ｂｙ ｇｕｌｆ ｏｆ Ｍｅｘｉｃｏ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２０１１， ３１（１）： １７９⁃１９３．

［５０］ 　 Ｋｎｏｗｌｅｒ Ｄ Ｊ， ＭａｃＧｒｅｇｏｒ Ｂ Ｗ， Ｂｒａｄｆｏｒｄ Ｍ Ｊ， Ｐｅｔｅｒｍａｎ Ｒ Ｍ． Ｖａｌｕｉｎｇ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ｓａｌｍｏｎ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ｏ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ｃｏａｓｔ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０３， ６９（３）： ２６１⁃２７３．

［５１］ 　 Ｐｒａｙａｇａ Ｐ， Ｒｏｌｆｅ Ｊ， Ｓｔｏｅｃｋｌ Ｎ．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ｓｈ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Ｒｅｅｆ，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ａ ｐｏｏｌｅｄ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ｍｏｄｅｌ．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１０， ３４（２）： ２４４⁃２５１．

［５２］ 　 Ｏｐａｌｕｃｈ Ｊ Ｊ， Ｇｒｉｇａｌｕｎａｓ Ｔ， Ｄｉａｍａｎｔｉｄｅｓ Ｊ， Ｍａｚｚｏｔｔａ Ｍ，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Ｒ．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ｖａｌｕ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ｅｃｏｎｉｃ ｅｓｔｕ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Ｕ．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１９９９．

［５３］ 　 Ｌｏｏｍｉｓ Ｊ Ｂ， Ｗａｌｓｈ Ｒ Ｇ．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ｓｔｓ． ２ｎｄ ｅｄ．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７１５７　 ２３ 期 　 　 　 程敏　 等：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及其价值评估研究进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９７．

［５４］ 　 欧阳志云， 王如松， 赵景柱．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生态经济价值评价． 应用生态学报， １９９９， １０（５）： ６３５⁃６４０．

［５５］ 　 Ａｔｋｉｎｓ Ｊ Ｐ， Ｂｕｒｄｏｎ Ｄ， Ａｌｌｅｎ Ｊ Ｈ． Ａ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ｔｒｅ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２００７， ５５（１０ ／ １２）： ５９１⁃６０２．

［５６］ 　 张绪良， 陈东量， 徐宗军， 张朝晖， 叶思源． 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的生态系统务价值． 科技导报， ２００９， ２７（１０）： ３７⁃４２．

［５７］ 　 郑伟， 石洪华， 徐宗军， 张绪良． 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及其价值评估———以胶州湾为例． 生态经济， ２０１２， （１）： １７９⁃１８２．

［５８］ 　 孟祥江， 朱小龙， 彭在清， 黄勇， 吴良忠． 广西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与分析． 福建林学院学报， ２０１２， ３２（２）： １５６⁃１６２．

［５９］ 　 杨慧玲， 尹怀宁， 徐惠民， 马广文． 双台子河口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价值评估． 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 ２００９， （１）： ６８⁃７０．

［６０］ 　 Ｒｅｓｓｕｒｒｅｉçãｏ Ａ， Ｇｉｂｂｏｎｓ Ｊ， Ｄｅｎｔｉｎｈｏ Ｔ Ｐ， Ｋａｉｓｅｒ Ｍ， Ｓａｎｔｏｓ Ｒ Ｓ， Ｅｄｗａｒｄｓ⁃Ｊｏｎｅｓ 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ｌｏ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ｓｅ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１， ７０（４）： ７２９⁃７３９．

［６１］ 　 Ｌｉｐｔｏｎ Ｄ．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ｏ Ｃｈｅｓａｐｅａｋｅ ｂａｙ ｂｏａｔｅｒｓ． Ｍａｒｉｎ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４， １９（２）： ２６５⁃２７０．

［６２］ 　 杨光梅， 李文华， 闵庆文．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研究进展———国外学者观点． 生态学报， ２００６， ２６（１）： ２０５⁃２１２．

［６３］ 　 周慧滨， 左旦平． 旅行成本法在我国应用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自然资源学报， ２００６， ２１（３）： ４８９⁃４９９．

［６４］ 　 Ｂｏｕｔｗｅｌｌ Ｊ Ｌ， Ｗｅｓｔｒａ Ｊ Ｖ．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０１３， ２（４）： ５１７⁃５２７．

［６５］ 　 Ｋｕｍａｒ Ｍ， Ｋｕｍａｒ Ｐ．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 ｐｓｙｃｈ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８， ６４（４）： ８０８⁃８１９．

［６６］ 　 Ｓｐａｎｇｅｎｂｅｒｇ Ｊ Ｈ， Ｓｅｔｔｅｌｅ Ｊ． 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 ｉｎｃｏｒｒｅｃｔ？ Ｍｏｎｅｔｉ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２０１０， ７（３）： ３２７⁃３３７．

［６７］ 　 Ａｒｉｚａ Ｅ， Ｂａｌｌｅｓｔｅｒ Ｒ， Ｒｉｇａｌｌ⁃Ｉ⁃Ｔｏｒｒｅｎｔ Ｒ， Ｓａｌó Ａ， Ｒｏｃａ Ｅ， Ｖｉｌｌａｒｅｓ Ｍ， Ｊｉｍéｎｅｚ Ｊ Ａ， Ｓａｒｄá Ｒ．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ｕｓｅｒ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Ｗ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ｂｅａｃｈｅｓ． Ｏｃｅａｎ ＆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２， ６３： ５５⁃６６．

［６８］ 　 崔丽娟． 湿地价值评价研究．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

［６９］ 　 陆健健， 何文珊， 童春富， 王伟． 湿地生态学．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６．

［７０］ 　 张立伟， 傅伯杰． 生态系统服务制图研究进展．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４， ３４（２）： ３１６⁃３２５．

８１５７ 　 生　 态　 学　 报　 　 　 ３６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