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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马鸡非使用价值评估及影响因素

张殷波１，刘莹立１，杜乐山２，王文智３，∗

１ 山西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太原　 ０３０００６

２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北京　 １０００１２

３ 山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太原　 ０３０００６

摘要：野生物种资源的价值评估是保护生物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也是物种保护、生态补偿以及 ＴＥＥＢ 行动计划的理论基础和依

据。 运用条件价值法（ＣＶＭ）对珍稀濒危鸟类褐马鸡（Ｃｒｏｓｓｏｐｔｉｌｏｎ ｍａｎｔｃｈｕｒｉｃｕｍ）进行非使用价值评估。 研究共回收有效样本

５０３ 份，其中 ７０．９７％有支付意愿，通过平均值法和中位值法估算得出我国城镇人口对褐马鸡的人均支付意愿为 ２８．３９—３６．８８
元 ／ ａ，由此得到褐马鸡的非使用价值在 ２１．８９×１０９—２８．４４×１０９元 ／ ａ 之间。 通过建立 Ｌｏｇｉｔ 计量经济模型对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

进行分析，进而得到受访者对褐马鸡的了解程度、见过褐马鸡次数、受教育程度及收入水平等因素对支付意愿具有正的影响，其
中了解程度的影响最大，而年龄对支付意愿具有负的影响。 除此以外，评估的范围、支付意愿的单位以及总样本的设定也会直

接影响物种价值评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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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地球上的物种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丧失［１］。 野生物种资源作为自

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生态系统功能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和价值［２］。 野生物种资

源具有自身的价值，这是保护生物学的核心思想和理论基础之一。 野生物种的价值包括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

值，其中非使用价值包括存在价值、选择价值和遗赠价值，反映了人们得知物种存在并且自己和其他人可以或

将来可以对其加以利用的满足感［３］。 物种价值的评估作为保护生物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是开展物种保护、生
态补偿以及 ＴＥＥＢ（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经济学）行动计划的

理论基础和重要依据［４］。 由于非使用价值作为生态资源的内在属性不存在交易市场，更多的和估值者的内

心体验有关，因此，对于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而言，评估其非使用价值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和挑战，野生动植物

的非使用价值不能够以直观的形式呈现出来并为人们所重视。 为了开展野生物种尤其是珍稀濒危物种的保

护工作，我们有必要进行物种价值评估，并将其结果纳入经济政策决策和实际保护管理工作中［５］。
褐马鸡（Ｃｒｏｓｓｏｐｔｉｌｏｎ ｍａｎｔｃｈｕｒｉｃｕｍ）是我国特有的珍稀濒危鸟类，在 ＩＵＣＮ 红色名录中被列为易危物种［６］，

仅分布在山西省管涔山国家森林公园和庞泉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河北省西北部小五台山、陕西省黄龙山和

北京东灵山等局部地区。 目前我国对褐马鸡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种群现状描述、区系调查、栖息地建设和

保护、繁育饲养［７－９］，以及美学和文化价值等方面［１０］，而对物种本身价值的定量评价尚无。
本研究拟采用目前评价物种非使用价值最为成熟的一种方法———条件价值法 （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ＣＶＭ）来研究褐马鸡的非使用价值［１１］。 目前国内运用条件价值法估算单一物种价值的研究主要集

中于一些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旗舰种，如大熊猫、东北虎、藏羚羊、亚洲象［１２⁃１５］，而对非旗舰类的保护物种研

究较少且缺乏相应的方法探讨与比较。 本研究将对褐马鸡的非使用价值进行评估，并对影响评估结果的因素

进行分析，既为开展褐马鸡保护及生态补偿工作提供重要科学依据，同时对响应国家 ＴＥＥＢ 行动具有重要

意义。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问卷设计

问卷设计过程参照 ＮＯＡ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ｃｅａｎｉｃ ａｎｄ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提出的指导原则［１６］。 问卷主体内容包含 ４ 个部分：（１）对褐马鸡的介绍；（２）受访者对褐马鸡的了解和认知

程度；（３）受访者对褐马鸡的支付意愿、支付动机、支付方式以及零支付的原因等；（４）受访者的人口统计学特

征。 问卷共设计 １５ 个问题，每个问题列出多个不同选项供受访者做出选择，或对空白处进行填空。 在调查设

计的支付意愿引导技术上选择了支付卡式，支付卡的核心估值问题为：如果您愿意，请问您每年愿意支付多少

元用于保护褐马鸡？
在正式调查前进行了 ４０ 人的预调查，在此基础上对问卷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正式调查时，通过面对面调

查法、邮件问卷调查法和网络调查法等方法在全国发放问卷，共回收问卷 ６００ 份，其中有效问卷 ５０３ 份，回收

率为 ８３．８３％。
１．２　 偏差处理

条件价值法评估物种价值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如受访者对问题的理解、对评估对象的了解程度、对假想市

场和支付方式的态度，调查方式和调查人员的专业程度，以及问卷中提供的信息数量和质量等，都会对评估结

果产生各种偏差。 在研究过程中，可以通过问卷设计和调查中的引导技术以及数据处理来有效减少偏差，从
而把偏差控制在正常范围之内［１７］。 本研究考虑的偏差包括信息偏差、假想偏差、策略性偏差、抗议性偏差等

（表 １），针对各类偏差，分析了造成的原因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修正。

２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表 １　 可能的偏差以及解决方案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ｂｉ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偏差类型
Ｔｙｐｅ ｏｆ ｂｉａｓ

偏差原因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ｂｉａｓ

减少偏差的措施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ｂｉａｓ

信息偏差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ｉａｓ

问卷的设计或受访者自身对评估对象了解程度会影
响支付意愿的表达，本研究中有 ３２．８％的受访者对褐
马鸡不了解

问卷第四部分详细介绍褐马鸡的数量、分布、濒危
程度，使受访者尽可能了解评估对象，以便其思考
和选择

假想偏差
Ｈｙｐｏｔｈｅｔｉｃａｌ ｂｉａｓ

受访者对问题的理解与调查者对假想市场的设想情

况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影响受访者的支付意愿［１８］ ，
使得结果比实际的 ＷＴＰ 值要低

在正式调查之前发放了 ４０ 份预调查问卷，并采取匿
名的调查方式，根据反馈结果对问卷修正和完善，
使调查问卷能够充分模拟市场

策略性偏差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ｂｉａｓ

受访者出于搭便车心理、过度承诺或者认为自己的选
择可能会影响未来决策而抬高或降低自己的支付

意愿［１９］

在调查时强调问卷调查的研究性和真实性，提醒受
访者根据自身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做出合理的
回答

抗议性偏差
Ｐｒｏｔｅｓ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ｂｉａｓ

受访者反对假想市场或支付方式可能造成抗议性偏
差，在无支付意愿的原因中，担心支付费用不能有效
利用和保护费用应该由政府支付属于抗议性支付，所
占比例达 ５３．４０％，占总有效问卷的 １５．５１％

在问卷中设计一个问题以明辨零支付意愿的原因，
并在数据处理中剔除了抗议投标样本［２０］

１．３　 非使用价值估算方法

１．３．１　 中位值法

支付意愿的中位值通过计算受访者投标值累计频率的中位值［１１］，并经 Ｓｐｉｋｅ 模型修正后得到：
Ｍ（ＷＴＰ） ＝ Ｍ（ＷＴＰ ＞ ０） × Ｐ

式中，Ｍ（ＷＴＰ＞０）为非零支付意愿的中位值，Ｐ 为非零支付率。 则总非使用价值为：
ＶＮＶ ＝ Ｍ（ＷＴＰ） × Ｔ

式中，Ｔ 为总样本人数。
１．３．２　 平均值法

支付意愿的期望值为：

Ｅ（ＷＴＰ ＞ ０） ＝ ∑
ｎ

ｉ ＝ １
Ｂ ｉ Ｐ ｉ

式中，Ｂ ｉ为投标值，Ｐ ｉ为选择该数额的概率，ｎ 为可供选择的数额。 经 Ｓｐｉｋｅ 模型修正后的人均支付意愿为：
Ｅ（ＷＴＰ） ＝ Ｅ（ＷＴＰ ＞ ０） × Ｐ ［１２］

式中，Ｐ 为非零支付意愿率。 则总非使用价值为：
ＶＮＶ ＝ Ｅ（ＷＴＰ） × Ｔ

式中，Ｔ 为总样本人数。
１．４　 影响因素分析

实证分析褐马鸡非使用价值的影响因素（表 ２），受访者对褐马鸡的支付意愿作为因变量，考虑可能的影

响因素作为自变量，包括：受访者对褐马鸡的了解程度、见过褐马鸡的次数、受访者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收

入水平，并对所有变量赋值。 通过研究所选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显著性、影响成绩及影响方式，明确这些因

素在褐马鸡价值评估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运用计量软件 Ｅｖｉｅｗｓ ８．０，选择 Ｌｏｇｉｔ 模型对褐马鸡非使用价值评估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２０］，该模型

的表达式如下：

Ｌｏｇｉｔ ＷＴＰ( ) ＝ ｌｎ ｆ（ｐ）
１ － ｆ（ｐ）

＝ α０ ＋ α１ｃｏｇ ＋ α２ｍｅｅ ＋ α３ｇｅｎｄ ＋ α４ａｇｅ ＋ α５ｅｄｕ ＋ α６ ｉｎｃ

其中，ＷＴＰ 表示支付卡中受访者对褐马鸡的支付意愿，自变量 ｃｏｇ 表示受访者对褐马鸡的形态、习性和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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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了解程度，ｍｅｅ 表示受访者见过褐马鸡的次数，ｇｅｎｄ 表示受访者的性别，ａｇｅ 表示受访者年龄，ｅｄｕ 表示受访

者的受教育程度，ｉｎｃ 表示受访者的收入水平；α 表示需要估计的参数。

表 ２　 样本统计学特征及影响因素变量选择和赋值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变量类型
Ｔｙｐｅ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变量
Ｎａｍｅ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变量简写
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ｅｄ ｎａｍｅ

特征描述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频数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频率 ／ ％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变量取值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因变量 支付意愿 ＷＴＰ 有支付意愿 ３５７ ７０．９７ １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无支付意愿 １４６ ２９．０３ ０

自变量 性别 ｇｅｎｄ 男 ２８７ ５７．０６ １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女 ２１６ ４２．９４ ０

年龄 ａｇｅ １６ 岁及以下 ３ ０．６０ １

１７—２５ 岁 １９４ ３８．５７ ２

２６—４５ 岁 ２７６ ５４．８７ ３

４６—６０ 岁 ２２ ４．３７ ４

６１ 岁及以上 ８ １．５９ ５

文化程度 ｅｄｕ 初中及以下 ３０ ５．９６ １

高中 ／ 中专 ７７ １５．３１ ２

本科 ／ 大专 ３１８ ６３．２２ ３

研究生及以上 ７８ １５．５１ ４

收入水平 ｉｎｃ 无 １１ ２．１９ ０

２０００ 元以下 ２２ ４．３７ １

２００１—４０００ 元 ５０ ９．９４ ２

４００１—６０００ 元 １４６ ２９．０３ ３

６００１—８０００ 元 １７７ ３５．１９ ４

８００１—１００００ 元 ４６ ９．１４ ５

１００００ 元以上 ５１ １０．１４ ６

对褐马鸡的 ｃｏｇ 相当了解 １７ ３．３８ ４

了解程度 有一定了解 １４８ ２９．４２ ３

了解较少 １７３ ３４．４０ ２

完全不了解 １６５ ３２．８０ １

见过褐马鸡的次数 ｍｅｅ 没有见过 ２４６ ４８．９１ ０

见过 １—２ 次 ２０６ ４０．９５ １

见过 ３ 次及以上 ５１ １０．１４ ２

２　 研究结果

２．１　 样本特征和支付意愿

２．１．１　 样本统计学特征

调查的有效样本共计 ５０３ 个（表 ２），其中性别比例，男女样本分别占 ５７．０６％和 ４２．９４％；年龄结构，各年龄

层次均有，其中 ２６—４５ 岁的受访者最多（５４．８７％）；受教育程度，大学及以上学历占到 ７８．７３％；收入水平，月
收入在 ４０００—８０００ 元的中等收入受访者所占比例最大（６４．２２％）；对褐马鸡的了解程度，有 ６７．２０％的受访者

对评估对象有不同程度的了解，而 ３２．８０％的受访者完全不了解；是否见过褐马鸡，４８．９１％的受访者没有见过

褐马鸡，５１．０９％为见过 １ 次或多次。
２．１．２　 支付意愿分析

在对褐马鸡的支付意愿调查中，有支付意愿的受访者占 ７０．９７％，无支付意愿占 ２９．０３％（图 １）。 有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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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的受访者，需要继续表达其支付动机和支付方式。 支付动机中为了让该生物物种资源及基因在地球上得

以永续存在（存在价值）占 ４１．８９％；为保护自然界生物多样性及食物链的完整性（选择价值）占 ３１．５０％；为自

己、子孙后代或其他人能在将来直接或间接选择利用该物种（遗传价值）占 ２６．６１％。 在支付方式方面，支付

现金给褐马鸡政府保护机构并专用、支付现金给非政府保护组织、通过购买门票或以纳税形式等支付、以纳税

形式上交国家统一支配和其他方式 ５ 个选项，分别占 ３９．５０％、２６．８９％、１９．６１％、１２．０４％、１．９６％。

图 １　 支付意愿及支付动机比例

Ｆｉｇ．１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ｔｏ ｐａｙ（ＷＴＰ） ａｎｄ ｐａｙｉｎｇ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对无支付意愿的 １４６ 个受访者，进一步询问零支付原因后得出个人收入有限无支付能力和担心支付费用

不能有效利用是其不进行支付的主要原因，分别占无支付意愿样本的 ２９．４５％和 ３０．１４％（表 ３）。 认为保护费

用应该由政府承担的占 ２３．２８％，而认为该物种与自己关系不大选择零支付的占 １７．１２％。 进一步分析受访者

对评估对象的了解程度对支付意愿的影响，得出：完全不了解和了解较少的受访者中共有 ８３．５６％的为零支付

意愿，有一定了解的有 １３．０２％的为零支付意愿，而对褐马鸡相当了解的 １７ 人中仍然有 ５ 人无支付意愿，其中

４ 人的零支付原因是担心支付费用不能够有效利用以及认为保护费用应该由政府支付（抗议性支付），而不是

该物种与自己关系不大。

表 ３　 不同了解程度的受访者支付意愿及零支付原因频数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３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ＷＴＰ ａｎｄ ｚｅｒｏ ＷＴＰ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ｓ

对褐马鸡的了解程度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完全不了解
Ｋｎｏｗ ｎｏｔｈｉｎｇ

了解较少
Ｋｎｏｗ ｌｅｓｓ

有一定了解
Ｋｎｏｗ ｓｏｍｅ

相当了解
Ｋｎｏｗ ｐｒｅｔｔｙ ｗｅｌｌ

总频数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有支付意愿 ＷＴＰ １０１ １１５ １２９ １２ ３５７

零支付意愿 ＷＴＰ ＝ ０ ６４ ５８ １９ ５ １４６

零支付原因 个人收入有限，无能力支付 １８ １８ ６ １ ４３

Ｒｅａｓｏｎ ｏｆ ＷＴＰ ＝ ０ 担心支付费用不能有效利用 １３ ２１ ７ ３ ４４

保护费用应该由政府支付 １５ １４ ４ １ ３４

该物种与我关系不大 １８ ５ ２ ０ ２５

２．２　 非使用价值估算结果

本研究以全国城镇人口为总样本，运用支付意愿的累计概率的中位值和平均值两种计算方法确定褐马鸡

的非使用价值（表 ４）。 运用中位值法得到的人均支付意愿中位值为 ２８．３９ 元 ／ ａ，总支付意愿为 ２１．８９×１０９元 ／
ａ；运用平均值法得到的人均支付意愿平均值为 ３６．８８ 元 ／ ａ，总支付意愿为 ２８．４４×１０９元 ／ ａ。 综合以上结果，以
我国城镇人口为总样本得到的褐马鸡非使用价值为 ２１．８９×１０９—２８．４４×１０９元 ／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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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褐马鸡支付意愿评估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ｏｐｔｉｌｏｎ ｍａｎｔｃｈｕｒｉｃｕｍ′ｓ ＷＴＰ

人口样本
Ｓａｍｐｌｅ

计算方法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人数 ／ 万人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人均支付
意愿 ／ （元 ／ ａ）
ＷＴＰ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支付率 ／ ％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ｒａｔｅ

总非使用价值 ／
（ ×１０９元 ／ ａ）

Ｔｏｔａｌ ｎｏｎ⁃ｕｓｅ ｖａｌｕｅ

全国城镇人口 中位值 ７７１１６ ２８．３９ ７０．９７ ２１．８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ｒｂ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平均值 ３６．８８ ２８．４４

山西省常住人口 中位值 ３６６４ １４．８６ ７４．２９ ０．５４

Ｓｈ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平均值 ３２．１１ １．１８

　 　 全国城镇人口和山西省常住人口数据截至 ２０１５ 年年底，来源于国家统计局［２１］

对样本进行统计得出山西省获得的样本数最多，有效问卷 １４０ 份，占比 ２７．８３％。 考虑到山西省是褐马鸡

的主要分布地之一，该地区的受访者对褐马鸡的了解和认知程度较高，进一步计算了以山西常住人口为总样

本得到的褐马鸡的非使用价值。 以山西常住人口为总样本的人均支付意愿中位值为 １４．８６ 元 ／ ａ，总支付意愿

为 ０．５４×１０９元 ／ ａ；以山西省常住人口为总样本的人均支付意愿平均值为 ３２．１１ 元 ／ ａ，总支付意愿为 １．１８×１０９

元 ／ ａ。 综合以上结果，以山西省常住人口为总样本得到的非使用价值为 ０．５４×１０９—１．１８×１０９元 ／ ａ。 将以山西

省常住人口为总样本与全国城镇人口为总样本得到的结果加以比较，得出以山西省常住人口作为总样本得到

支付率为 ７４．２９％，略高于全国城镇人口的 ７０．９７％，但是得到的人均支付意愿却低于全国城镇人口。
２．３　 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从表 ５ 变量的参数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出，自变量参数估计结果总体显著程度较高。 变量 ｃｏｇ、ｍｅｅ、ｅｄｕ、
ｉｎｃ 均为正值，分别表示随着了解程度的提高、见过褐马鸡次数的增加、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收入水平的提高，
受访者对褐马鸡的支付意愿增强；变量 ａｇｅ 的系数为负值，表示年龄小的受访者对褐马鸡的支付意愿更强。
从各变量参数的绝对值来看，ｍｅｅ 值最大，其次分别为 ｃｏｇ、ａｇｅ、ｅｄｕ、ｉｎｃ；而变量 ｇｅｎｄ 不显著，因此该变量对受

访者的支付意愿没有显著的影响。

表 ５　 褐马鸡非使用价值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ｎｏｎ⁃ｕｓｅ ｖａｌｕ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参数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Ｚ 统计量值
Ｚ ｔｅｓｔ ｖａｌｕｅ

Ｚ 统计量概率值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Ｚ ｔｅｓｔ ｖａｌｕｅ

ｃｏｇ ０．２９９１∗∗ ２．３２５６ ０．０２００

ｍｅｅ ０．５６１９∗∗∗ ２．７７０６ ０．００５６

ｇｅｎｄ －０．２５４７ －１．２０２１ ０．２２９３

ａｇｅ －０．２５１４∗∗ －２．０１８６ ０．０４３５

ｅｄｕ ０．１８５１∗ １．７１０９ ０．０８７１

ｉｎｃ ０．１８１６∗ １．９２０９ ０．０５４７

残差平方和
Ｔｈｅ ｓｕｍ ｏｆ ｓｑｕａｒｅｄ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 ９２．３０３５ 最大似然值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ｉｃ ｎｕｍｂｅｒ
－２７３．８９２９

平均似然对数值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ｉｃ ｎｕｍｂｅｒ

－０．５４４５

　 　 “∗∗∗”，“∗∗”，“∗”分别表示参数在 １％，５％，１０％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

３　 讨论

国内运用 ＣＶＭ 研究单个物种的 ＷＴＰ 大多采用的是平均值法。 有学者认为平均值更具科学性和效率，而
中位值更多的用于民主决策和公共管理等方面［１７］。 从计算的角度来看，平均值易受极端值影响，且有舍入偏

差，而中位值不受舍入偏差影响但估算值也相对保守［２２］。 本文通过平均值和中位值两种计算方法估算褐马

鸡非使用价值的范围，主要目的是为褐马鸡的保护和生态补偿提供依据，并不对评估结果确切值进行计算。
通过分析零支付原因，可以得出除了无支付能力和担心支付费用不能被有效利用是影响支付意愿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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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以外，对评估对象的了解程度也是影响支付意愿的一个关键因素。 同时，保护物种作为一种准公共物品，
其属性也使得一部分人虽然有保护意识却仍然存在侥幸心理或认为保护物种与自身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

尽管以山西省常住人口作为总样本的支付率比全国城镇人口的支付率高，但采用两种方法得到的人均支

付意愿均低于全国城镇人口。 比较不同样本支付意愿的各投标值比例可以看出（图 ２），山西省常住人口的样

本中选择小投标值 ０、５、１０、２０ 元和 ４０ 元的比重比全国样本的投标值比重大，而 ５０ 元以上的各投标值所占比

例均较小。 分析其原因，在褐马鸡分布地居住的人群对褐马鸡的了解程度较高，因此表现出较高的支付率，但
是受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影响以及褐马鸡本身公共物品特性造成的抗议性支付等原因，人均支付意愿却较低。

图 ２　 不同样本对褐马鸡的支付意愿对比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ＷＴＰ ｆｏ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Ｃｒｏｓｓｏｐｔｉｌｏｎ ｍａｎｔｃｈｕｒｉｃｕｍ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ａｍｐｌｅｓ

对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受访者对褐马鸡的了解程度、见过褐马鸡的次数、受教育程度及收

入水平等因素对支付意愿具有正的影响。 这是因为对评估对象了解程度高或受教育水平高的受访者更能意

识到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严重性和物种保护的重要性，而收入水平较高者有较高的支付能力，因此支付意愿也

相对较高。 而受访者年龄对支付意愿具有负的影响，可能的原因是青年人具有更高的保护意识，受教育程度

也比年龄大的要高；而年龄越大的受访者由于退休或经济收入有限，且对经济保障要求较高，因此显示较低的

支付意愿［２３］。
对比国内运用 ＣＶＭ 评估各种旗舰类野生保护物种的支付意愿（表 ６），发现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鹤

类人均支付意愿最高（２５６．５ 元 ／ ａ），亚洲象、大熊猫以及东北虎的人均或每户支付意愿较为接近（８２．７—１１６．
３１ 元 ／ ａ），最低的是羌塘地区藏羚羊（３１ 元 ／ ａ，问卷中不是直接询问对藏羚羊的支付意愿，而是根据对羌塘地

区野生动物的支付意愿按数量比例算出，因此可能低估了藏羚羊的支付意愿）。 本研究得到的对褐马鸡的人

均支付意愿相比其他研究案例较低，这进一步证实了受访者对保护对象的了解程度是决定人均支付意愿的重

要影响因素。 通过不同案例的比较也证明了该方法对非旗舰类保护物种评估的适用性和可行性。 另外，虽然

评估案例众多，但是因为没有统一的评估标准而使得各案例评估的总价值可比性不足，比如：扎龙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内的鹤类的人均支付意愿很高，但是总的价值却不高，主要源于其总样本选取了保护区内的游客。 因

此，评估范围的确定、支付意愿单位的设定以及总样本的选取都会直接影响到最终总价值的评估结果。
由上述分析也可以看到，ＣＶＭ 作为目前国内非市场价值评估中应用最广泛的一种方法，仍存在诸多问

题。 比如已有的一些研究表明 ＣＶＭ 的评估结果与实际价值相比有偏低的倾向；受访者“对范围不敏感”，对
保护小范围和大范围的对象 ＷＴＰ 相同［２６］；本研究结果表明对研究对象的了解程度是影响 ＷＴＰ 结果的一个

最重要的因素，仅通过问卷中的详细介绍是否就能明显减少偏差，减少多少偏差？ 尤其是遇到更为复杂的公

众不熟悉的公共物品时又该如何解决？ 本研究在问卷中只简单询问受访者对褐马鸡的了解程度，而不知道受

访者对褐马鸡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以及对于生物多样性的意义是否也有所了解，这是本研究的一个不足。 此

外，在调查设计中还有一些影响因素产生的偏差没有考虑进去，包括邮件问卷法和网络问卷得到的数据精确

性和反馈率较低产生的调查方式偏差，核心估值问题的投标起点值和数值间隔的设定不当造成的投标起点偏

差等。 虽然 ＣＶＭ 设计和实施较为简单易操作，但在将来的研究中还要考虑更好的规避偏差，或发展更为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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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有效的方法。 例如非使用价值评估中被越来越多的使用的选择实验法（Ｃｈｏｉｃ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将评估对象

转化为多个属性以及水平值，让受访者权衡属性和支付意愿，更好地确定受访者的偏好以及在不同属性水平

下的支付意愿［２７］。 因此，未来可以考虑将这一方法运用到对物种价值的评估中去。

表 ６　 国内野生动物价值评估案例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ｉｌｄ ｌｉｆｅ ｃａｓｅｓ ｉ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评估对象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ｂｊｅｃｔ

总样本
Ｔｏｔａｌ ｓａｍｐｌｅ

价值范围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ｃｏｐｅ

人均支付
意愿 ／ （元 ／ ａ）
Ｍｅａｎ ＷＴＰ

总价值 ／
（ ×１０９元 ／ ａ）
Ｔｏｔａｌ ｖａｌｕｅ

文献来源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亚洲象 Ｅｌｅｐｈａｓ ｍａｘｉｍｕｓ 我国城镇人口 存在价值 １１６．３１ ５７．１ ［１２］

藏羚羊 Ｐａｎｔｈｏｌｏｐｓ ｈｏｄｇｓｏｎｉｉ 羌塘地区城镇居民 非利用价值 ３１ ０．１１６ ［１３］

东北虎 Ｐａｎｔｈｅｒａ ｔｉｇｒｉｓａｌｔａｉｃａ 哈尔滨市区居民 保护价值 ８８．５６（每户） １．０７６ ／ ２０ａ ［２３］

大熊猫 Ａｉｌｕｒｐｏｄａ ｍｅｌａｎｏｌｅｕｃａ 全国城镇人口 １５—８０ 岁 存在价值 ８２．７ ３６．７ ［１４］

东北虎 Ｐａｎｔｈｅｒａ ｔｉｇｒｉｓａｌｔａｉｃａ 哈尔滨市区居民 保护价值 １０７．８８（每户） ０．６１４ ／ ２０ａ ［１５］

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鹤类
Ｃｒａｎｅ ｉｎ Ｚｈａｌｏ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游客 娱乐观赏和文化价值 ２５６．５ １．８５８ ［１８］

中国野生动物资源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北京市居民 总经济价值 １６６．８（每户） ４．１６３ ／ ２０ａ ［２４］

梅花鹿 Ｃｅｒｖｕｓ ｎｉｐｐｏｎ １２６５８３ 人 总价值 — ５．３４０５ ［２５］

褐马鸡 Ｃｒｏｓｓｏｐｔｉｌｏｎ ｍａｎｔｃｈｕｒｉｃｕｍ 全国城镇人口 非使用价值 ２８．３９—３６．８８ ２１．８９—２８．８４ 本研究

山西省是褐马鸡的主要分布地之一，作为长期以能源开发为主的省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破坏了褐马

鸡的栖息地，使得野生褐马鸡的保护工作日益严峻。 除了加强保护区建设以外，应注重生态补偿政策的制定

和实施。 在确定利益相关者的基础上，根据褐马鸡的价值，从法律、税收、财政等各方面实现对褐马鸡的生态

补偿机制的建立，例如各级政府支持相关保护组织的工作并开展合作，多渠道筹集资金；对于野生动物保护费

用专款专用，野生动物肇事对周围农田的破坏应合理估算损失对农户赔偿；对非法捕杀动物或破坏自然保护

区生态环境的行为要严厉惩罚等。

４　 结论

本文运用条件价值法对褐马鸡的非使用价值进行评估，通过对回收的 ５０３ 份有效问卷进行分析，得到支

付率为 ７０．９７％，有支付意愿的受访者的支付动机主要是让该生物物种资源及基因在地球上得以永续存在；零
支付意愿的主要原因为个人收入有限和担心支付费用不能有效利用。 运用中位值法和平均值法计算得到以

全国城镇人口为总样本得到的人均支付意愿为 ２８．３９—３６．８８ 元 ／ ａ，褐马鸡非使用价值为 ２１．８９×１０９—２８．８４×
１０９元 ／ ａ。 通过 Ｌｏｇｉｔ 模型对褐马鸡非使用价值评估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得到，受访者对褐马鸡的了解程度对

支付意愿的正的影响最大，其次为见过褐马鸡的次数、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年龄对支付意愿具有负的影

响。 而通过不同样本和不同案例的比较进一步得出评估范围的大小、支付意愿的单位以及总样本的设定也会

直接影响到最终的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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