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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森林具有生态、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种功能和多重价值。 森林文化价值是人类与森林生态系统长期交往互动、和谐共生

中所发育形成并提供人们的精神服务和文化产品的总和，作为森林资源价值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评估理论和方法尚在

探索完善中。 通过理论分析和案例验证结合的方法，提出了“人与森林共生时间”的核心理论和森林文化价值评估方法，构建

了包括 ８ 项一级指标、２２ 项二级指标、５３ 项指标因子的森林文化价值评估指标体系，核定了指标权重和综合指标系数，并对森

林文化价值物理量和价值量开展评估。 研究发现，森林文化价值与人在森林中停留、互动共生的时间成正比，人与森林的共生

时间是相对的和动态变化的；其价值高低，与自然力的作用、森林资源要素和环境结构密切相关；不同区域森林文化价值存在梯

度差异。 通过我国各省区市案例结果表明，森林文化价值量与森林覆盖率、森林常驻人口、森林质量、森林的文化和自然遗产、
森林游憩和森林的文化产业、区域居民收入呈现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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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具有生态、经济、文化等多种功能效益。 其中森林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已经受到广大消费者的认

可，并已经在国内外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核算体系［１⁃４］。 在国内关于森林文化价值评估研究方面，２００８ 年

原国家林业局发布的林业行业标准《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ＬＹ ／ Ｔ １７２１—２００８）中［４］，仅对森林游

憩功能提出了系统的评估方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森林文化价值评估。
在国外相关文献中，森林文化价值通常表述为森林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 迄今为止，联合国《千年生态

系统评估报告》 ［２］、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和粮农组织（ＵＮＥＣＥ ／ ＦＡＯ）公布的《森林非木质林产品和服务》报
告［５］以及英国林业委员会的《苏格兰林业经济和社会贡献评估》 ［６］ 等文献对森林文化价值评价指标、分类和

定性评价，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但是其价值评估方法和评估范例至今仍无定论［７］。
综合相关文献可以看出，国际国内关于森林文化价值评估研究，定性的多而定量的少，并没有形成社会大

众对于森林文化价值的普遍认识和支付意愿基础上的实质性认同［７⁃９］；而森林的文化资源本体调查又是以森

林资源实物量为基础，森林文化价值大量混淆于森林价值评估的其他类别，难以用相对准确的概念和科学的

方法，将其剥离并加以定性评估和定量评估。

１　 森林文化价值概念界定及内涵、评估原则和方法选择

１．１　 定义及内涵

１．１．１　 森林文化及森林文化价值的概念界定

森林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起源、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生态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人类与森林生态

系统之间建立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生共融（荣）的自然人文关系，以及由此而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

化的总和。 人类作为森林的文化主体，其社会属性则归于自然基础上的人类社会系统。 森林生态价值服务的

对象主要是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生态系统；而森林文化价值服务的主体是人类社会系统［１］。 森林文化价值，
是人类从森林文化中获取和享受的多种效益，也是自然给予人类福利的重要部分［１０］。 森林文化价值包括生

产和消费两部分，是一个区域内森林的文化体系为人类提供最终产品和需求服务价值的总和。
１．１．２　 森林文化价值内涵

人类作为森林的文化主体，其社会属性则归于自然基础上的人类社会系统。 森林生态效益服务的对象主

要是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生态系统；而森林文化价值服务的主体是人类社会系统。 森林文化价值是人类与森

林生态系统直接或间接地交往互动中，所发育形成并不断发展创新的文化形态、文化现象及其对于人类身心

修养、审美体验、思想意识、行为取向、制度规范和社会文明建设等的价值。 即森林的文化满足人类需求，对人

类的地理历史、游憩康养、科研教育、民族习俗、精神信仰、审美感知及其艺术创造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和作

用，给予人类文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滋养、培育和支撑的服务功能和能力的价值。 因而需要对森林的文化

作用于、服务于人类生产生活、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文明建设等方面，所创造出来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进

行价值评估。

３０２　 １ 期 　 　 　 汪绚　 等：森林文化价值评估指标体系和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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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评估原则

森林文化价值评估，所评价的是森林与人交际中所产生的文化现象，是从价值的角度评估森林对人的服

务能力或者满足人的需求的能力。 这涉及到以下相关理论：
时间价值理论。 森林文化价值，与人在森林中停留、互动共生的时间成正比。 时间越长，表明森林文化价

值越高。
劳动价值理论。 森林中，凝结有人的劳动，人的劳动也是森林文化价值形成的重要因素。
自然价值理论。 森林文化价值是自然价值的重要体现，价值的高低与自然力的作用、自然要素的组合都

有密切的关系。
协同理论。 森林文化价值作为一个价值系统，由诸多子系统构成，它的价值并不是各子系统价值的简单

相加，而是整体协同的结果。
梯度理论。 森林文化价值的高低主要受森林地理、公众需求和经营水平等因素影响，每种因素都具有相

对性、可变性。 因此，在不同区域的森林中，森林文化价值存在梯度差异。 这些理论为评价和发展森林文化价

值提供了理论基础。
１．３　 评估方法

１．３．１　 指标评价法

科学定义森林文化价值的内涵和边界，以此为标尺，多目标贴合森林文化价值实际，剥离分解、分类分级，
筛选出属于或关联森林文化价值的类别、指标及其因子［２， １１］，构建“森林文化价值评估的指标体系”，核定综

合指标系数。
１．３．２　 案例解析法

一是根据我国森林分布和森林的文化分区，确定典型案例的地点类型和内容；二是专业团队实证调研，采
用主观意愿调查和动机研究等方式，借助抽样、问卷、案例调查等形式，随机询问受访者对森林文化价值的认

知、认同，及其对享用森林的文化无形效益的价值评价和支付意愿，解析典型案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论证、
筛选森林文化价值评估的分项指标及其包含的具体因子，界定各项指标在价值评估中的权重；三是综合典型

案例实证研究成果，修正完善、统筹调整森林文化价值评估边界、评估指标及其评估因子，最终确立具有普遍

指导性和适用性的“森林文化价值评估三级指标体系” ［１２⁃１３］。
１．３．３　 “共生时间”价值评估法

研究发现：“人与森林共生时间”是森林文化价值评估量化转换的主导元素，并以此为核心，链接评估指

标体系综合指标系数，创建森林的文化物理量和价值量的核算方法［１４⁃１６］。

２　 森林文化价值评估指标体系构建及作用

２．１　 森林文化价值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在之前研究基础上，研究归纳设定了 ８ 项价值评估类别为一级指标，２２ 项评估指标为二级指标，５３ 项评

估指标因子，具象评估指标的内容（表 １） ［２，７⁃９］。 其中，融合了“森林资源本体文化价值评估”：历史的悠久度、
级别的珍贵度、影响的广泛度、文化的富集度、文化的贡献度（关联度、利用度、依存度）等五大要素。
２．２　 指标体系转化

通过层次分析、专家判断打分、多目标决策中的权重评估，针对被评估对象评估指标所具象的指标因子重

要程度，核定该指标在指标体系中的权重系数，确定了一级评估类别和二级评估指标的各项权重。 适用于森

林文化价值定性评估等级划分。
利用数学方法对其多项指标权重系数进行综合提炼，根据各项指标权重总得分，确定森林文化价值的综

合指标系数为 α“取值为 ０—２”的标准化系数。 即：森林文化价值的综合指标系数取值“标准化系之间，其平

均值为 １。 采取综合指标系数链接法，将该系数作为重要因子，纳入森林文化价值评估公式之中，使定性与定

４０２ 　 生　 态　 学　 报　 　 　 ４１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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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相结合，实现价值评估与价值货币化转换有机链接。

表 １　 森林文化价值评估指标体系

Ｔａｂｌｅ １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序号
Ｎｏ．

一级评估类别
Ｌｅｖｅｌ １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二级评估指标
Ｌｅｖｅｌ 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三级评估指标因子
Ｌｅｖｅｌ 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ｆａｃｔｏｒ

１ 审美艺术价值 １ 景观审美价值 １ 森林的结构

２ 森林的整体品相

３ 规模与丰度

４ 森林的景观美感

２ 文艺创作价值 ５ 艺术灵感创意

（精神层面） ６ 森林音乐创意

７ 森林文学艺术作品

３ 产品价值 ８ 森林的文化产业、产品及其衍生品

（物质层面） ９ 森林工艺、森林美术

１０ 森林演艺作品等

２ 身心康养价值 ４ 疗养价值 １１ 森林中医药学和森林康复养生

１２ 森林康养的多种形式及方法

５ 保健价值 １３ 森林健身保健

１４ 森林体育活动

６ 宜居价值 １５ 城市林业覆盖率和植被质量

１６ 城市森林环境中常住人口

３ 休闲体验价值 ７ 休闲价值 １７ 本地人本年度森林休闲度假人次

１８ 森林的文化修身的多种形式及方法

８ 体验价值 １９ 外地人本年度森林体验人次

２０ 森林的文化体验人数、天数、人均消费额、带动效应

９ 娱乐价值 ２１ 文艺展演价值

４ 科研教育价值 １０ 科学研究价值 ２２ 森林科研教学基地数量及规模

２３ 森林科研项目数量和投入资金量

２４ 科研成果量

１１ 科普和教育价值
２５ 森林的文化教育知识体系学科发展建设，学校师生森林教育教学和实
习人次

２６ 科普教育标识系统、展演、展示、体验等和参与人数

２７ 幼儿园、学校、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社区等森林活动参与体验人次

２８ 森林的文化博物、展览馆等数量及规模

５ 文明演进价值 １２ 文化文明价值 ２９ 森林对汉字起源、应用和文化传承发展作用

３０ 森林对人类衣食住行的演进作用

３１ 森林符号和文化象征

１３ 历史遗存价值
３２ 历代遗留下来的具有森林的文化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遗迹、遗址和
物品数量

３３ 古树名木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价值

１４ 地理标识价值 ３４ 具有地域代表性的森林群落及其产品

３５ 具有地域代表性的动植物及珍稀物种、国花国树

３６ 名胜古迹的森林树木地理标识数量、森林群落国内国际知名度和美誉
度等

１５ 地方情感价值 ３７ 乡愁记忆

３８ 场所依恋

６ 传统习俗价值 １６ 节庆载体价值 ３９ 植树节、森林日、森林庙会

４０ 各类森林的文化旅游节、博览会等的丰富度及参与人次

１７ 民族习俗价值 ４１ 民族森林的文化多样性、森林的文化传统习俗和民间技艺的数量

５０２　 １ 期 　 　 　 汪绚　 等：森林文化价值评估指标体系和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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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Ｎｏ．

一级评估类别
Ｌｅｖｅｌ １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二级评估指标
Ｌｅｖｅｌ 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三级评估指标因子
Ｌｅｖｅｌ 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ｆａｃｔｏｒ

４２ 种植和祭祀纪念树

７ 伦理道德价值 １８ 森林信仰价值 ４３ 到森林寺庙朝圣的信徒人次

（精神层面） ４４ 专属＂寺庙林＂数量

４５ 寺庙周边古树名木数量及森林覆盖率

４６ 图腾崇拜价值

４７ 宗教习俗、宗教传说、精神寄托、精神抚慰等

１９ 森林哲学价值
（精神层面）

４８ 人与森林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思想意识、行为导向，及其对文明发展
建设的作用

２０ 社会和谐价值 ４９ 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价值

８ 制度规范价值 ２１ 法律法规价值 ５０ 森林法律法规

５１ 森林政策

２２ 乡规民约价值 ５２ 森林契约

５３ 乡规民约

３　 “人与森林共生时间”理论和森林文化价值评估方法创建

森林文化价值量评估，是从价值量化的角度评估森林的文化对人类的服务能力或满足人类文化需求和文

明建设的能力。 为此，本研究提出了“人与森林共生时间”的核心理论和森林文化价值评估方法，用于森林文

化价值量评估。
３．１　 人与森林共生时间

一般来说，森林文化价值与人在森林中停留、互动共生的时间成正比；其价值高低，与自然力的作用、森林

资源要素和环境结构密切相关；而人与森林的共生时间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是变化的而非停滞的；不同区域

森林文化价值存在梯度差异［１６⁃１７］。
３．２　 物理量测度

物理量是评估森林文化价值的基础，是森林文化价值实现过程中发生的时间流量。 即：用一年内人与森

林产生文化互动的共生时间（以下简称：人与森林共生时间），来体现森林的文化作用于、服务于人的时间

流量。
３．３　 价值量评估

基于“人与森林共生时间”的核心理论，将森林文化价值量核算对象，划分为：森林生态系统为主体的自

然保护地区域，园林区域，非森林为主体的游憩区域，省（区市）级、地级、县级行政区域等四种类型区域，并相

应设定了其物理量和价值量评估的四种方式。

４　 森林文化价值评估方法

４．１　 自然保护地森林文化价值量评估

参照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职能界定，本项目所指的自然保护地区域，是以森林生态系统为主体的国家公园、
自然保护区、世界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地、国家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和地质公园等类型区域［１８］。
４．１．１　 自然保护地森林文化价值物理量

自然保护地森林文化价值物理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Ｖｒｐ）具体计算公

式如下：

Ｖｒｐ ＝ ∑
ｎ

ｉ ＝ １

Ｐｒｉ × Ｔｒｉ
８７６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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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Ｖｒｐ 为一年内自然保护地森林文化价值物理量，单位：文年（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Ｙｅａｒ，简写 ｃｙ） ［１６］；Ｐｒｉ为第 ｉ 个自然

保护地森林的文化年受益人数（Ｐｅｏｐｌｅ ｏｆ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Ｔｒｉ为第 ｉ 个自然保护

地年人均人与森林共生时间（Ｓｙｍｂｉｏｓｉｓ ｔｉｍ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ｎ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单位：ｈ；８７６０ 为 １ 年的小时数。
其中：

Ｔｒ ＝ ∑
ｎ

ｉ ＝ １
Ｔｒｔｉ × Ｆ ｉ （２）

式中，Ｔｒ 为自然保护地年人均人与森林共生时间，单位：ｈ；Ｔｒｔｉ为第 ｉ 个自然保护地中年人均游憩时间，单位：
ｈ；Ｆ ｉ为第 ｉ 个区域内林木覆盖率或森林覆盖率（Ｆｏｒｅｓｔ ｃｏｖｅｒ ｒａｔｅ）。
４．１．２　 自然保护地森林文化价值量

自然保护地森林文化价值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Ｖｒ）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Ｖｒ ＝ ∑
ｎ

ｉ ＝ １
Ｖｒｐｉ × αｉ × Ｇ ｉ （３）

式中，Ｖｒ 为一年内自然保护地森林文化价值量，单位：ＣＮＹ；Ｖｒｐｉ第 ｉ 个自然保护地一年内森林文化价值物理

量，单位：ｃｙ；αｉ森林文化价值综合指标系数（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ｄｅｘ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ｖａｌｕｅ），根据“森林

文化价值指标体系”各项指标权重总得分，获得 ０—２ 之间的标准化系数；Ｇ ｉ为第 ｉ 个自然保护地所在区域内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或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ＰＣＤＩ），单位：ＣＮＹ。
４．２　 园林区域森林文化价值量评估

４．２．１　 园林区域森林文化价值物理量

园林区域森林文化价值物理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ｇａｒｄｅｎ ａｒｅａ， Ｖｇｐ）计算公式如下：

Ｖｇｐ ＝ ∑
ｎ

ｉ ＝ １

Ｐｇｉ × Ｔｇｉ

８７６０
（４）

式中，Ｖｇｐ 为园林区域年均森林文化价值物理量，单位：ｃｙ；Ｐｇｉ为第 ｉ 个区域内园林区域园林年度游憩人数；
Ｔｇｉ为第 ｉ 个园林区域中人与森林人均共生时间，单位：ｈ；８７６０ 为 １ 年的小时数。

其中，园林区域中人与森林人均共生时间（Ｔｇ）的计算公式为：

Ｔｇ ＝ ∑
ｎ

ｉ ＝ １
Ｔｇｔｉ × Ｆ ｉ （５）

式中，Ｔｇ 为园林区域中人与森林人均共生时间，单位：ｈ；Ｔｇｔｉ为第 ｉ 个园林区域中人均游憩时间，单位：ｈ；Ｆ ｉ为

第 ｉ 个区域内林木覆盖率或森林覆盖率。
４．２．２　 园林区域森林文化价值量

园林区域森林文化价值量参考森林文化价值量计算方法，园林区域森林文化价值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ｇａｒｄｅｎ ａｒｅａ， Ｖｇ）计算公式如下：

Ｖｇ ＝ ∑
ｎ

ｉ ＝ １
Ｖｇｐｉ × αｉ × Ｇ ｉ （６）

式中，Ｖｇ 为一年内园林区域森林文化价值量，单位：ＣＮＹ；Ｖｇｐｉ为第 ｉ 个区域一年内园林的文化价值物理量，单
位：ｃｙ；Ｇ ｉ为第 ｉ 个园林所在区域内人均 ＧＤＰ 或 ＰＣＤＩ，单位：ＣＮＹ；αｉ为森林文化价值综合指标系数，根据“森
林文化价值指标体系”各项指标权重总得分，获得 ０—２ 之间的标准化系数。
４．３　 非森林类型游憩区域森林文化价值量评估

非森林类型游憩区域一般指：道教名山、佛教名山、地质公园、海洋公园、湿地公园等游憩区域。 该区域森

林文化价值核算，以森林的文化受益者比例（即：以森林树木和野生动植物自然人文景观为休闲游憩、康养、
科考、历史研究、科普教育等，为主要动机和偏好的游客所占比例）为主要衡量因子，剥离了与森林文化价值

无关的部分。
４．３．１　 非森林生态系统为主体的游憩区森林文化价值物理量

参考森林文化价值量计算方法，非森林生态系统为主体的游憩区森林文化价值物理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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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ｎｏｎ⁃ｆｏｒｅｓ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Ｖｅｐ）计算公式如下：

Ｖｅｐ ＝ ∑
ｎ

ｉ ＝ １

Ｐｅｉ × Ｔｅｉ
８７６０

（７）

式中，Ｖｅｐ 为一年内非森林生态系统为主体的游憩区森林文化价值物理量，单位：ｃｙ；Ｐｅｉ为第 ｉ 个区域内森林

的文化年受益人数；Ｔｅｉ为第 ｉ 个区域人均停留时间，单位：ｈ；８７６０ 为 １ 年的小时数。
其中，Ｐｅ 的计算公式为：

Ｐｅ ＝ ∑
ｎ

ｉ ＝ １
Ｐｃｉ × Ｂ ｉ （８）

式中，Ｐｃｉ为第 ｉ 个区域文化年受益人数；Ｂ ｉ为第 ｉ 个区域内该年森林的文化受益者比例。
区域中人与森林人均共生时间（Ｔｅ）的计算公式为：

Ｔｅ ＝ ∑
ｎ

ｉ ＝ １
Ｔｅｔｉ × Ｆ ｉ （９）

式中，Ｔｅ 为区域中人与森林人均共生时间，单位：ｈ；Ｔｅｔｉ为第 ｉ 个区域中人均游憩时间，单位：ｈ，Ｆ ｉ为第 ｉ 个区

域内林木覆盖率或森林覆盖率。
４．３．２　 非森林生态系统为主体的游憩区森林文化价值量

非森林生态系统为主体的游憩区森林文化价值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ｎｏｎ⁃ｆｏｒｅｓ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Ｖｅ）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Ｖｅ ＝ ∑
ｎ

ｉ ＝ １
Ｖｅｐｉ × αｉ × Ｇ ｉ （１０）

式中，Ｖｅ 为非森林生态系统为主体的游憩区森林文化价值量，单位：ＣＮＹ；Ｖｅｐｉ为第 ｉ 个区域内一年内非森林生

态系统为主体的游憩区森林文化价值物理量，单位：ＣＮＹ；αｉ为森林综合指标系数，根据“森林文化价值指标体

系”各项指标权重总得分，获得 ０—２ 之间的标准化系数；Ｇ ｉ为第 ｉ 个自然保护地所在区域内人均 ＧＤＰ 或

ＰＣＤＩ，单位：ＣＮＹ。
４．４　 行政区域的森林文化价值量评估

森林的文化服务功能的水平高低与森林资源的丰富度及质量有密切关系，而且其服务具有溢出效应。 即

使人不进入森林，森林也会对附近的人产生一定的文化服务，如康养保健、艺术熏陶、文化创意等价值。
根据全国、省级、地级市、县级行政区域划分，区域范围内森林文化价值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基本价

值，即区域常住人口和与流动人口，人与森林共生时间所反映的价值；二是专项价值，即森林的文化活动过程

中，人与森林共生时间所反映的价值。
４．４．　 １ 区域森林文化价值物理量

区域森林的文化物理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Ｖｐ）为区域中常驻人口与流动人口所

受益的区域森林文化价值物理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Ｎ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Ｏｕｔｌａｎｄｅｒ， Ｖｐｎ， Ｖｐｏ）之和。
计算公式为：

Ｖｐ ＝ ∑
ｎ

ｉ ＝ １
Ｖｐｎｉ ＋ Ｖｐｏｉ( ) （１１）

式中，Ｖｐ 为区域森林文化价值物理量，单位：ｃｙ；Ｖｐｎｉ为第 ｉ 个区域中常驻人口所受益的区域森林文化价值物

理量，单位：ｃｙ；Ｖｐｏｉ为第 ｉ 个区域中流动人口所受益的区域森林文化价值物理量，单位：ｃｙ。
区域常驻人口所受益的森林的文化物理量 Ｖｐｎ 计算如下：

Ｖｐｎ ＝ ∑
ｎ

ｉ ＝ １
Ｐｎｉ × Ｑｉ × Ｔｆｉ （１２）

式中，Ｖｐｎ 为区域常驻人口所受益的森林的文化物理量，单位：ｃｙ；Ｐｎｉ为本年度内第 ｉ 个区域内森林常驻人口，
单位：人；Ｑｉ为本年度内第 ｉ 个区域内森林质量系数；Ｔｆ 为区域内森林共生的基本生活时间，单位：ｈ，根据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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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局研究，基于森林共生的基本生活时间共计 ２ｈ ／ ｄ，约 ０．０８３３ 年［１９］，此外，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

中心研究显示，２０１７ 年中国人每天平均休闲时间为 ２．２７ｈ［２０］，根据就低原则，取值 ２ｈ ／ ｄ。
其中：
区域内森林常驻人口（Ｐｎ）计算如下：

Ｐｎ ＝ ∑
ｎ

ｉ ＝ １
Ｐ ｉ × Ｆ ｉ （１３）

式中，Ｐｎｉ为区域内森林常驻人口，单位：人；Ｐ ｉ为本年度内第 ｉ 个区域内常驻人口，单位：人；Ｆ ｉ为第 ｉ 个区域内

森林覆盖率。
森林质量系数（Ｑ）为区域内单位面积森林蓄积量与全国单位面积林木蓄积量之比。 计算公式如下：

Ｑ ＝ ∑
ｎ

ｉ ＝ １

Ｍｉ

Ｍｔ
（１４）

式中，Ｑ 为森林质量系数，Ｍｉ为第 ｉ 个区域内单位面积森林蓄积量，单位：ｍ３；Ｍｔ 为全国单位面积林木蓄积量，

单位：ｍ３。
流动人口所受益的区域森林的文化物理量（Ｖｐｏ）计算方法如下：

Ｖｐｏ ＝ ∑
ｎ

ｉ ＝ １
Ｐｔｉ × Ｔｔｉ （１５）

式中，Ｖｐｏ 为流动人口产生的区域森林的文化物理量，单位：ｃｙ；Ｐｔ 为本年度森林游憩人次数，单位：人；Ｔｔｉ为每

次游憩时间，单位：ｈ；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国家旅游数据中心发布数据显示，游客出游平均时长预计约为 ４．
５６ｄ，约合 ０．０１２５ｙ［２１］，因此 Ｔｔｉ以该数据为准。
４．４．２　 区域森林文化价值量

结合森林公园的森林文化价值量计算方法，区域森林文化价值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Ｖｃ）
主要计算公式如下：

Ｖｃ ＝ ∑
ｎ

ｉ ＝ １
Ｖｐｉ × αｉ × Ｇ ｉ （１６）

式中，Ｖｃ 为一年内区域森林文化价值量，单位：ＣＮＹ；Ｖｐｉ为第 ｉ 个区域一年内森林文化价值物理量，单位：ｃｙ；αｉ

为区域森林的文化综合指标系数，根据“森林文化价值指标体系”各项指标权重总得分，获得 ０—２ 之间的标

准化系数；Ｇ ｉ为区域内人均 ＧＤＰ 或 ＰＣＤＩ，单位：ＣＮＹ。
４．５　 我国各省区市森林文化价值核算结果

通过全国行政区域森林文化价值评估可以看出：
区域森林文化价值量核算公式中最后一位因子，采用了从生产角度的人均 ＧＤＰ，或从消费角度的人均可

支配收入，两种换算方式。 通过对各省（区市）森林文化价值量进行累加，获得的全国森林文化价值分别约

为：５．６４１ 万亿元（人均 ＧＤＰ）、２．４４５ 万亿元（ＰＣＤＩ），二者差距较大。 我们认为，研究认为，从消费角度换算获

得的森林文化价值量相对合理。 如：森林文化价值量在国民生产总值占比最高的云南省，约占 ７．１５％；其次为

北京市约占 ６．９７％，福建省约占 ６．９３％。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２０１８ 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相关数

据，２０１８ 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为 ４．４８％。 本研究的初步测试结果，具有较好的可比性。
森林覆盖率越高、森林常驻人口（区域人口乘以森林覆盖率）越多、森林质量越好、森林的文化和自然遗

产越丰厚、森林游憩和森林的文化产业越发达、区域居民越富裕，森林文化价值量就越高。 对森林文化价值量

高低影响明显的指标依次为：森林游憩和森林的文化产业、森林覆盖率、森林常驻人口、森林质量、区域居民富

裕程度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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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省级行政区域森林文化价值评估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ｇｉｏｎｓ

省区市
Ａｒｅａ Ｑ Ｖｐｎ ／

ｃｙ
Ｖｐｏ ／
ｃｙ

Ｖｐ ／
ｃｙ

Ｖｃ（ＧＤＰ） ／
１０１２ ＣＮＹ

Ｖｃ（ＰＣＤＩ） ／
１０１２ＣＮＹ

Ｖｃ（ＧＤＰ） ／
ＧＤＰ ／ ％

Ｖｃ（ＰＣＤＩ） ／
ＧＤＰ ／ ％

地均森林
文化价值（ＧＤＰ）

Ｖｃ（ＧＤＰ） ｐｅｒ ｌａｎｄ ／
１０４ ＣＮＹ ｈａ－１

人均森林
文化价值（ＧＤＰ）

Ｖｃ（ＧＤＰ） ｐｅｒ ｐｅｏｐｌｅ ／
１０４ ＣＮＹ

广东 １．４９７ ７２４．２６６ ３０３．７９２ １０２８．０５７ ０．８３２ ０．３３９ ９．２７２ ３．７８２ ５．０７４ ０．７６７

福建 ３．２７０ ６９８．４４４ ４４．９３１ ７４３．３７５ ０．６１５ ０．２２３ １９．０９２ ６．９２６ ５．２５０ １．６０１

浙江 １．５７３ ４３１．４２９ ３３２．６００ ７６４．０２９ ０．７０４ ０．３２１ １３．５８４ ６．２０２ ７．５０２ １．２７０

四川 ２．０５５ ５３４．０４６ ３５０．９５５ ８８５．００１ ０．３９６ ０．１８２ １０．６９２ ４．９２７ ０．８３２ ０．４８２

云南 ２．７２４ ５９２．１３７ ４６．７８６ ６３８．９２３ ０．２１９ ０．１１７ １３．３２４ ７．１４５ ０．５７５ ０．４６１

江西 １．６９７ ３９４．８１３ ９５．８８１ ４９０．６９４ ０．２１３ ０．１０８ １０．６４８ ５．３９８ １．３５９ ０．４６６

黑龙江 ２．３５６ ３２７．５５０ ２２．９９１ ３５０．５４１ ０．１４７ ０．０７４ ９．２３８ ４．６７４ ０．３５７ ０．３８５

湖南 １．０７１ ３００．７８２ １４１．４１３ ４４２．１９５ ０．２１９ ０．１０２ ６．４７０ ３．０１３ １．０９９ ０．３２３

吉林 ３．００６ ２８５．９９３ ２５．５９９ ３１１．５９１ ０．１７１ ０．０６７ １１．４２９ ４．４６３ ０．９６５ ０．６２０

广西 １．５４０ ３７０．０９６ ９６．３４６ ４６６．４４２ ０．１７８ ０．０９３ ９．６０６ ５．０１７ ０．７６９ ０．３７１

辽宁 １．１７０ １６７．５４７ ６６．４５１ ２３３．９９８ ０．１２５ ０．０６５ ５．３５０ ２．７８０ ０．９３８ ０．２８６

湖北 １．０８５ ２０９．５３１ ９３．４７６ ３０３．００７ ０．１８２ ０．０７２ ５．１３８ ２．０３１ １．０３３ ０．３１２

陕西 １．２３７ １６８．３１５ ６２．３６５ ２３０．６８０ ０．１３２ ０．０４８ ６．０３６ ２．１７０ ０．６５１ ０．３４８

安徽 ０．８８４ １２９．６６５ １２７．７１０ ２５７．３７４ ０．１１２ ０．０５６ ４．１３７ ２．０８８ ０．８４８ ０．１８２

重庆 １．３２５ １４３．５９０ ７８．６８９ ２２２．２７９ ０．１４１ ０．０５４ ７．２６４ ２．７６１ １．７２１ ０．４６７

北京 ０．７３１ ５７．８７１ ２８３．４２６ ３４１．２９７ ０．４４０ ０．１９５ １５．７２４ ６．９７２ ２５．１５８ ２．０２８

河南 ０．６７６ １２８．９３６ １１９．３１０ ２４８．２４５ ０．１１６ ０．０５０ ２．５９９ １．１２４ ０．７２１ ０．１２２

贵州 １．１７１ １５０．６６７ １５２．２７１ ３０２．９３８ ０．１１５ ０．０５１ ８．５２７ ３．７４７ ０．６５５ ０．３２６

江苏 ０．４３０ ４３．４７４ １５２．６７２ １９６．１４６ ０．２１０ ０．０６９ ２．４４８ ０．７９９ ２．４４８ ０．２６４

海南 ２．５９８ １１３．０６７ １６．６９４ １２９．７６２ ０．０６３ ０．０２９ １３．９５７ ６．５１７ ２．０２６ ０．６８９

山东 ０．３５８ ５１．３９２ １４５．８９４ １９７．２８７ ０．１４４ ０．０５３ １．９７８ ０．７３１ １．０６９ ０．１４６

河北 ０．４１２ ６８．２１６ ４７．９６７ １１６．１８３ ０．０５３ ０．０２５ １．５５１ ０．７３５ ０．３０１ ０．０７１

内蒙古 ０．７１８ ３３．２０５ １１．５８５ ４４．７９０ ０．０２９ ０．０１２ １．７７５ ０．７２９ ０．０２６ ０．１１４

上海 ０．８４３ ２３．８０６ ７．７２７ ３１．５３３ ０．０４０ ０．０１９ １．３０５ ０．６０８ １４．２５７ ０．１６５

山西 ０．４４７ ２７．９９８ １５．６０８ ４３．６０６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９ １．１８４ ０．５７４ ０．１２１ ０．０５０

甘肃 ０．３０２ ７．４２３ １３．２２３ ２０．６４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３ ０．７８５ ０．４４０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３

天津 ０．２４７ ３．８３５ ３．５５２ ７．３８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３ ０．４７４ ０．１４７ ０．８９６ ０．０５７

西藏 １．０１９ ３．３３８ ０．３７１ ３．７０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１．１２１ ０．４４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４５

新疆 ０．１２６ １．２０７ １３．７８６ １４．９９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３ ０．６１８ ０．２７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９

宁夏 ０．０６９ ０．４８３ １１．３５７ １１．８４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 １．７４９ ０．７０９ ０．０９４ ０．０９０

青海 ０．０３８ ０．１０７ １．２４２ １．３４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５ ０．２２７ ０．０９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０

台湾 ８．４４５

香港

澳门

全国 １．０００ ６１９３．２２８ ２８８６．６７０ ９０７９．８９８ ５．６４１ ２．４４５ ６．８７３ ２．９７９ ０．６１２ ０．４１１

　 　 （１）Ｖｃ（ＧＤＰ）：以 ＧＤＰ 计算的森林文化价值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ｗｉｔｈ ＧＤＰ； Ｖｃ（ＰＣＤＩ）：以 ＰＣＤＩ 计算的森林文化价值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ｗｉｔｈ ＰＣＤＩ；（２）全国数据来源于第九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２２］，居民数据和游客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２０１８ 年数据；台湾省数据来源于《台湾地区第四次森林

资源调查统计资料（２０１３ 年）》和第九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２２］；香港、澳门、台湾部分数据暂缺

５　 讨论和结论

５．１　 基于“共生时间”价值法的森林文化价值评估

近年来，森林文化价值评估逐渐成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的热点。 其中以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

０１２ 　 生　 态　 学　 报　 　 　 ４１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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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关于森林文化价值的指标体系最为著名，此后，相关学者也大多以该指标体系结合问卷调查和条件

价值法来评估森林的的文化价值。 Ｄｏｕ 等人采用条件价值法对北京市城市绿地和水体森林的文化功能展开

了评价，认为城区森林文化价值高于郊区［２３］；潘静等对迭部县森林文化价值展开评价，认为该县森林文化价

值约为 ２３４３．９０ 万元［２４］。 条件价值法的出发点通常认为，人们对这些非使用价值的认知是充分的，因而其支

付意愿是通过充分权衡后形成的结果。 但是，在调查过程中，受访者往往对问题本身及涉及的非使用价值的

认知存在极大的不足。 王朋薇等对内蒙古草原的生态服务功能开展问题调查发现，近 ７０％的农户对生态价

值缺乏理解，因而其支付意愿非常低下［２５］。 Ｒａｌｌ 等在对柏林城市森林生态效益研究也发现，由于森林生态效

益的相关定义过于晦涩，受访者并不能准确的做出合理的支付意愿选择［２６］。 这些因素均会对森林文化价值

评估准确性造成影响。
研究发现，森林的文化本身就是依托人与森林之间的关系，一旦有一方缺位，那么这一功能实际上就并不

存在。 而人与自然之间所有的关系，最直接的要素便是人进入到森林之中。 而这一过程最直观的测度就是人

林共生时间。 当人进入到森林中，才能获取轻松、安逸的感觉，才能获得灵感的启发、才能与他人交谈，以维持

社会关系，才能感觉到森林之美。 因而，本研究中，森林文化价值评估方法的核心在于测算区域内人与森林相

处的时间长短，并通过时间价值来评估森林文化价值。 同时，考虑到一些区域并非完整的由森林构成，因而仍

然需要将区域内森林覆盖率或林木覆盖率计算其中。 而针对一些更加复杂的区域，如：非森林类型游憩区域，
这些区域文化价值可能来源于其他生态系统或者人工建筑，如海岛、宗教圣地等，因而引入区域内森林的文化

受益者比例对其文化价值进行剥离。
行政区域内森林文化价值评估更加复杂，与保护地等特定区域不同，行政区域内存在常住人口和参与森

林游憩的人口，因而其森林文化价值需要分开统计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 其中常驻人口与森林共生时间来源

于国家统计局，而参与森林游憩的人口数据则采用国家旅游数据中心的数据。 但是这些测算方法的核心均是

基于人林共生时间测算获得。
通过对全国各省区的森林文化价值进行评估，可以看出来，采用“共生时间”价值法评估获得森林文化价

值是目前比较可行的研究方法。 从评估结果来看，森林文化价值受森林覆盖率和常驻人口的影响较大，这也

符合森林文化价值基本内涵，突出了森林与人相互作用。
５．２　 森林文化价值评估建议

本研究发现，“人与森林共生时间”的核心理论和森林文化价值评估方法，可以应用于区域森林文化价值

和政府生态文明建设政绩评估、对现实森林的文化服务能力评价与未来发展战略的规划。 一是可针对不同类

型的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试验区开展试算，深化森林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功能的量化评价，进一步提升模型精

度、细化不同类别的评价因子，不断修正和完善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 二是伴随森林城市群的兴起，森林

小镇、美丽乡村的建设，以及国家自然保护地区划的不断完善，森林的文化福祉分享和社会公平问题，应当成

为森林文化价值评估研究进一步深化的重点内容，为国家普惠政策制定提供基础依据。
５．３　 基于“共生时间”价值法的森林文化价值评估展望

森林文化价值评估作为一种新方法，面对现实的复杂因素，在依据人与森林共生时间，并引入森林文化价

值评估指标体系综合指标系数，反应森林文化价值梯度差异的同时，尚需要进一步在指标选择、参数构建等方

面，深入细分和量化研究，使其逐步趋于完善、更加贴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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