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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隽如，姚焱中，蒋含明，樊雨，宋有涛．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热点及主题演化———基于文献计量研究．生态学报，２０２２，４２（９）：３８７８⁃３８８７．

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热点及主题演化
———基于文献计量研究

周隽如１，３，姚焱中２，３，蒋含明１，樊　 雨２，３，宋有涛２，３，∗

１ 江西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 南昌　 ３３００１３

２ 辽宁大学环境学院， 沈阳　 １１００３６

３ 辽宁大学，城市与能源环境国际工程研究院生态产品价值研究中心， 沈阳　 １１００３６

摘要：海洋生态系统能够为人类供应食品、调节环境、提供文化支持，研究其服务价值对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基于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核心合集数据库，利用 Ｒ 语言及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计量可视化工具，对 １９９５—２０２１ 年间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进

展进行全面分析，结果表明：该领域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广泛关注，自 ２００８ 年起发文量呈指数式增长，美国具有绝对领先地位。

相关研究发表在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及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等

高水平期刊。 研究主要集中于全球变化下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的动态变化、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类及其量化、海洋生态系统

服务价值评估及其应用。 各研究主题之间紧密联系，经过多阶段发展，最终形成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等三

个主要方向。 梳理了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领域研究现状、研究热点及演化趋势，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海洋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文献计量；研究热点；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海洋具有食品供应、气候调节、维持生物多样性及文化服务等多种功能，占据了全球生态系统服务的

６３％。 但受感知局限性影响，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并没有得到广泛的重视和保护。 在全球变化背景下，海洋资

源的流失与生态环境的恶化对海洋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威胁［１—２］。 如何保证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海洋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的正常运作，实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世界面临的重要问题。 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评估量化了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提高了人们对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的感知程度，增进对环境保护项目的支付

意愿［３—４］，为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决策提供理论支持及科学依据。
然而，现有理论研究总体偏少，不能全面反映其研究现状及趋势，有必要对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领域的

研究成果进行深入的统计梳理。 本文基于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核心合集数据库，针对 １９９５—２０２１ 年间海洋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领域的文献进行文献计量分析，从研究国家及机构、作者合作情况分析其主要研究力量；通过高被

引论文及高频关键词概括其研究热点，系统阐述了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领域的研究现状、主题热点及演化

趋势，以期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及启示。

１　 材料和方法

文献计量学依靠数学和统计学知识对现有文献进行定量分析，从学科领域的发文量、研究国家和机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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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及期刊分布、关键词等方面梳理学科发展脉络和研究热点变迁。 目前已经广泛应用于环境学、管理学、经济

学等领域，成为概括历史研究进程和预测未来发展态势的重要工具。
本文数据源于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核心合集数据库，采用高级检索式：ＴＳ ＝ （（Ｏｃｅａｎ ＯＲ ｓｅａ ＯＲ ｍａｒｉｎｅ ＯＲ

ｃｏａｓｔａｌ）ＡＮＤ（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Ｏ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ＮＤ ｖａｌｕ∗），检索时间为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４ 日，
共得到文献 ２３０４ 篇。 在此基础上，利用 Ｒ 包“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ｘ”及计量可视化工具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绘制作者合作共现

网络、关键词聚类及主题演化等可视化图谱，全面梳理了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领域的研究热点及发展态势，
供国内外研究工作借鉴和参考。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发文现状分析

２．１．１　 年度发文分析

１９９５—２０２１ 年，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领域共发文 ２３０４ 篇，总被引频次为 １１２７４２ 次，篇均被引 ４．３４ 次。
如图 １ 所示，该领域发文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发展过程可分为 ３ 个阶段。 １９９５—２００８ 年为发展初期，随着气

候变化等全球环境问题频发，海洋生态系统遭到破坏，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开始受到学者关注，但此时

年发文量不足 ３０ 篇，未出现明显增长；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年处于高速发展期，年发文量从 ３８ 篇（２００９ 年）增长至

１６５ 篇（２０１５ 年），研究不断深入，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价值逐渐成为研究热点，２００９ 年之后年发文量稳

定在 １０—３０ 篇；２０１６－至今研究稳定发展，发文量占总发文量的 ６８．５％。 ２０１５ 年联合国提出“可持续发展目

标”，将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推上新高度。 此外，该领域文章的被引情况在个别年份出现波动，最高被

引频次为 ２０１２ 年的 ６２２８ 次。

图 １　 １９９５—２０２１ 年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领域发文数

Ｆｉｇ．１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５ ｔｏ ２０２１

２．１．２　 来源期刊分析

表 １ 展示了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领域发文量前十的期刊，前十期刊共发文 ７５０ 篇，占该领域发文总量

的 ３２．６％。 其中，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和 Ｏｃｅａｎ ＆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的发文量位于前列，分别为 １３６ 篇和 １３１
篇，总被引频次均超过 ２５００ 次。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是该领域引用最频繁的期刊，总被引频次为 ６１７６ 次。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７．９６）、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５．４５）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５．３９）等高水平期刊代

９７８３　 ９ 期 　 　 　 周隽如　 等：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热点及主题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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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有关研究的经典结论或创新方向，发表文章 ５５ 篇、１３６ 篇和 ６４ 篇。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Ｚｏｎ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ｏ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５］是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上该领域被引频次最高

的研究，通过成本效益分析法，以会计价值和经济价值测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存量和流量，对英国北海海岸

河口管理方案提出可行性建议。 ２０１２ 年在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发表的“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ｆｏｒ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是该期刊的高被引相关论文［６］，创新性地在 ｍｅｔａ
分析中加入潜在的空间变量，对不同地点的红树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更为准确的测算。 在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上被引最多的是 １９９９ 年发表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ｏｆ ｃｏｒａｌ ｒｅｅ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７］，总结了珊

瑚礁生态系统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并讨论了人类活动对其恢复力和服务质量的影响，为后续研究奠定理论

基础。

表 １　 １９９５—２０２１ 年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领域前 １０ 个期刊的发文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ｐ １０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５ ｔｏ ２０２１

期刊
Ｊｏｕｒｎａｌ

发文量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总被引频次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影响因子
Ｉｍｐａｃｔ ｆａｃｔｏｒ

高被引论文
Ｈｉｇｈｌｙ ｃｉｔ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１３６ ４７３６ ５．４５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ｆｏｒ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ｃｅａｎ ＆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３１ ２８５４ ３．２８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ｏｏｌｓ，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ｉ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７７ ８３２ ３．４８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ｈ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Ｅｓｔｕａｒｉｎｅ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ａｎｄ Ｓｈｅｌ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７１ １７４２ ２．９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ｉｎｇ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 ｉｎ ｅｓｔｕ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６９ １４３０ ４．９６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６４ ６１７６ ５．３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ｏｆ ｃｏｒａｌ ｒｅｅ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５６ ４１１ ３．２５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ｓ：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５５ ８０７ ７．９６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Ｚｏｎ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ｏ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４７ １１００ ５．３７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ｒｉｃｓ 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ｌｏｓ Ｏｎｅ ４４ ２４４６ ２．６０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Ｍａｒｓｈｅｓ：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２．２　 主要研究力量分析

２．２．１　 国家发文及主要机构

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领域发文量前十的国家如表 ２ 所示。 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发文量和总被引频

次均在前列。 美国在 １９９５—２０２１ 年间共发表文章 ７８１ 篇，总被引频次为 ３９３７６ 次，平均每篇被引 ５０．４２ 次，代
表机构有 Ｃｏｌｏｒａｄｏ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科罗拉多州立大学）、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美国地质调查局）及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华盛顿大学）。 其中美国地质调查局发文 ４８ 篇（总被引频次为 ６３６０），是海洋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领域中学术影响力较高的机构。 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发文总量相近，分别为 ３７７ 篇和 ３１２ 篇。 美国

的总被引频次为英国的 １．９７ 倍，澳大利亚的 ２．７７ 倍，表明美国在该研究中有较强的学术影响力。 中国对此表

现出较强关注，总发文量排名第四（２２８ 篇），但总被引频次排名较后，学术影响力有待增强。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中国科学院）是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领域发文量最多的中国机构，在 ２７ 年间发文 ６１ 篇，总被引

频次达 ７６９ 次，除中国科学院外，发文量较多的中国机构还包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中
国科学院大学）和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Ｏｃｅ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江苏海洋大学）。
２．２．２　 作者发文及合作关系

该领域发文量前十的学者如图 ２ 所示，发文最多的是美国佛蒙特大学的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Ｒ（１７ 篇）及英国东英吉

利大学的 Ｔｕｒｎｅｒ ＲＫ（１７ 篇），其中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Ｒ 的总被引频次为 ３０７２，学术影响力位于首位；美国加利福尼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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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圣巴巴拉分校的 Ｈａｌｐｅｒｎ ＢＳ 排名第二（２４９３ 次）。

表 ２　 １９９５—２０２１ 年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领域发文量前 １０ 的国家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ｏｐ １０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９５—２０２１

国家
Ｃｏｕｎｔｒｙ

发文量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总被引频次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主要机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美国 ＵＳＡ ７８１ ３９３７６ Ｃｏｌｏｒａｄｏ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英国 ＵＫ ３７７ ２００２０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ｌａｓｇｏｗ， Ｐｌｙｍｏｕｔｈ Ｍａｒｉｎｅ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澳大利亚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３１２ １４２１５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ｒｏｓ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Ｑｕｅｅｎｓｌａｎｄ

中国 Ｃｈｉｎａ ２２８ ３５１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Ｏｃｅ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西班牙 Ｓｐａｉｎ １８３ ８７７３ Ｃｏｎｓｅｊｏ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ｄ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ｃｉｏｎｅｓ Ｃｉｅｎｔíｆｉｃａ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ｄａｄ ｄｅ Ｃóｒｄｏｂａ

意大利 Ｉｔａｌｙ １７１ ５４２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Ｂｏｌｏｇ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ｉｓａ

加拿大 Ｃａｎａｄａ １５６ ９２０７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Ｂｏｌｏｇｎａ

德国 Ｇｅｒｍａｎｙ １４２ ４６７４ 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ｓｚｅｎｔｒｕｍ Ｊｕｌｉｃｈ， Ｇｅｒｍａｎ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

荷兰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１３０ ６３３３ Ｕｔｒｅｃｈ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ａｇｅｎｉｎｇ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法国 Ｆｒａｎｃｅ １２７ ９３９６ Ｉｆｒｅｍｅｒ， Ｇｒｅｎｏｂｌｅ Ａｌｐ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图 ２　 １９９５—２０２１ 年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领域前 １０ 个作者的发文情况

Ｆｉｇ．２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ｐ １０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９５—２０２１

图 ３ 显示了学者合作关系。 可以看出，作者间合作以团队内部合作为主，发文量位于前列的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Ｒ、
Ｈａｌｐｅｒｎ ＢＳ、Ｂｏｒｊａ Ａ 与 Ｂｅｃｋ ＭＷ 等人已形成各自的研究团队。 团队间合作体现在 Ｂｏｒｊａ Ａ 等学者构成的作者

合作群与以 Ｈａｌｐｅｒｎ ＢＳ 为代表的研究团队，两人都处于合作关系网络的中间位置。
２．３　 高被引论文分析

从表 ３ 中可知，１９９５—２０２１ 年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领域高被引论文均在高水平期刊上发表，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发表了 ３ 篇文章，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ｓ 各发表了 ２ 篇文章，其余如 Ｓｃｉｅｎｃｅ 及

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发表了 １ 篇。 单篇被引最高的研究是 ２００５ 年发表在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ｓ 上的 “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８］，总被引 ４５２１ 次。 人类活动对生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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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１９９５—２０２１ 年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领域作者合作共现图谱

Ｆｉｇ．３　 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ｍａｐ ｏｆ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９５—２０２１

样性造成的威胁会阻碍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进而改变生态系统结构，影响生态系统功能。 发表最早的是

１９９９ 年刊登在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的“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ｓ” ［９］。 文章以城市森林、耕地和海洋等

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分析生态系统服务为城市生活质量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突出在城市土地利用规划

中考虑生态系统服务的必要性。 同年 Ｍｏｂｅｒｇ Ｆ 在“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ｏｆ ｃｏｒａｌ ｒｅｅ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７］ 中

阐述了珊瑚礁生态系统产出生态产品和服务的过程，指出过度捕捞将加剧珊瑚礁恢复力的丧失，强调海洋生

态保护的重要性。 ２０１７ 年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Ｒ 的“Ｔｗｅｎ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Ｈｏｗ ｆａｒ ｈａｖｅ ｗｅ 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ｈｏｗ ｆａｒ
ｄｏ ｗｅ ｓｔｉｌｌ ｎｅｅｄ ｔｏ ｇｏ？”是近年的高被引论文［１０］。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已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新的衡量指标，
生态系统服务和自然资本价值的相关思考将逐渐纳入经济政策制定中。

表 ３　 １９９５—２０２１ 年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领域总被引频次前 １０ 的论文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ｏｐ １０ ｍｏｓｔ⁃ｃｉｔ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９５—２０２１

年份
Ｙｅａｒ

作者
Ａｕｔｈｏｒ

出处
Ｊｏｕｒｎａｌ

标题
Ｔｉｔｌｅ

总被引频次
Ｔｏｔａｌ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年均被引频次
Ａｎｎｕａｌ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０５ Ｈｏｏｐｅｒ ＤＵ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４５２１ ２６６

２０１１ Ｂａｒｂｉｅｒ ＥＢ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ｓ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ｅｓｔｕａ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２２１５ ２０１

２００６ Ｏｒｔｈ ＲＪ 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ｆｏｒ ｓｅａｇｒａｓｓ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１７４８ １０９

２０１１ Ｍｃｌｅｏｄ 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 ｂｌｕｅｐｒｉｎｔ ｆｏｒ ｂｌｕ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ｔｏｗａｒｄ 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ｅｄ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ｉｎ
ｓｅｑｕｅｓｔｅｒｉｎｇ ＣＯ２

１３１７ １２０

１９９９ Ｂｏｌｕｎｄ Ｐ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ｓ １３０６ ５７

２０１２ ＤＥ Ｇｒｏｏｔ Ｒ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ｕｎｉｔｓ １００９ １０１

１９９９ Ｍｏｂｅｒｇ 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ｏｆ ｃｏｒａｌ ｒｅｅ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９６６ ４２

２０１７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Ｒ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ｗｅｎ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Ｈｏｗ ｆａｒ ｈａｖｅ ｗｅ 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ｈｏｗ ｆａｒ ｄｏ ｗｅ ｓｔｉｌｌ ｎｅｅｄ ｔｏ ｇｏ？ ６８９ １３８

２００８ Ｂａｒｂｉｅｒ ＥＢ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ｓ ５９４ ４２

２０１２ Ｍａｅｓ Ｊ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５２９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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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４　 １９９５—２０２１ 年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领域关键词共现网络

图谱

Ｆｉｇ．４ 　 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ｍａｐ ｏｆ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５ ｔｏ ２０２１

２．４　 研究热点及演化趋势

２．４．１　 关键词聚类分析

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领域的关键词共组成 ３ 个

聚 类， 包 含 “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 “ 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 ”、 “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及“ｍａｒｉｎｅ”等高频关键词，研究主题有全球

变化下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的动态变化、海洋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分类及其量化、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及其

实际应用（图 ４）。
聚类 １（红色）以“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ｅａ⁃ｌｅｖｅｌ ｒｉｓ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及“ｓｅｒｖｉｃｅｓ”等关键词为主。 全球环境变化

能够从群落结构和生物多样性等多方面影响海洋生态

系统状态及其稳定性，导致海洋生态系统结构失衡，破
坏生态系统服务。 其中，气候变化（ 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是

引起海洋生态系统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１１］。 首先，气
候变化能够改变海洋渔业资源的地理分布，使有商业价

值的海洋生物种群向高纬度或更深层海域迁移，使低纬度海域渔业发展受阻；同时珊瑚礁栖息地覆盖率的大

幅减少，进一步降低海洋生物生存能力，削弱海洋生态系统的供给服务［１２］。 其次，气候变化造成海平面不断

上升，加速沿海植被向陆地迁移，使海岸防护能力减弱，调节服务功能退化，海水入侵、海岸侵蚀情况频

发［１３—１４］。 此外，气候变化对海洋微生物的生存造成威胁，抑制海洋生态系统的支持功能。 海洋浮游生物的减

少或消失将影响生态系统的食物供给和营养循环，破坏海洋食物链，从而影响整个海洋生态系统的正常

运转［１５］。
聚类 ２（蓝色）包含“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与“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ｔｏ⁃ｐａｙ”等关键词，

重点关注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类及其量化。 现有研究采用直接市场法、替代市场法及模拟市场法对海洋

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进行价值量化［１６］。 直接市场法依据流通商品的实际价格评估海洋生态系统供给服务价

值量；直接市场法失效时则采用替代品价格，称为“替代市场法”，直接市场法及替代市场法依赖于客观产品

的具体价格，无法体现人的主观能动性［１７］。 基于此，学者们提出了模拟市场法，根据人们对环境保护项目的

支付意愿分析海洋生态系统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社会价值。 模拟市场法集中运用于研究海洋生态系统的文

化服务，结合调查问卷和条件价值评估法，评价人们对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感知程度。 例如，Ｕｅｈａｒａ ＴＲ
发现日本 Ｓａｔｏｕｍｉ 地区开展的海洋文化项目［１８］能显著提高当地居民（利益相关者）对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的认

知水平，激励人们为保护自然环境采取行动。
聚类 ３（绿色）包含“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和“ｓｃｉｅｎｃｅ”等关键词，主要探究海洋生态系统

服务价值评估及其实际应用［１９］。 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包含供应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有时还包括支

持服务［２０］。 其中供应功能指食品和海水供应，可以用从海洋中获取的可供食用的海洋生物量，以及供应工业

和经济活动的海水总量来衡量［２１］。 调节作用指水质净化、气候调节、海岸保护和干扰调节功能。 水质净化功

能是生态系统通过生态系统运转去除污染物的能力，用 ＣＯＤ 的生化降解能力或氮磷沉积量表示。 气候调节

功能表示为单位水域固碳量。 海洋生物通过物理化学及生物作用固定空气中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对维持

气候稳定做出贡献［２２］。 由于植被覆盖能通过增加海岸带沉积物含量增强其抵御侵蚀的能力，可用自然海岸

线长度或海岸带沉积量评估海岸保护功能［２３］。 干扰调节功能指海洋生态系统在风暴洪水发生时期储存和减

缓水流以减弱环境干扰，用免受海啸影响的饮用水总量衡量［２４］。 此外，海洋生态系统的文化服务主要体现在

海洋景观为休闲娱乐和旅游业发展提供的支持服务。 由于海洋数据的局限，相关研究通常采用卫星遥感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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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生态经济模型，对海洋生态系统服务进行价值量化。 Ｃａｏ 等基于 １９９０ 年、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０ 年的遥感土地

利用图，从土地利用变化角度评估浙江省海岸带城市化进程中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２５］。 Ｃｈｅｎ 基于土地遥感

数据系统评估了高梅湿地生态系统的发展状况［２６］。 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估算可以为沿海开发活动提供决

策支持，对海洋资源的合理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２．４．２　 主题演化分析

从时间序列视角出发，通过分析关键词聚类及主题演化情况，全面梳理了 １９９５—２０２１ 年海洋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研究的发展脉络。 如图 ５ 和表 ４ 所示，该领域研究的主题演化过程具体可分为 ３ 个阶段。

图 ５　 １９９５—２０２１ 年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领域研究主题演变情况

Ｆｉｇ．５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ｐ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９５—２０２１

表 ４　 １９９５—２０２１ 年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领域不同研究发展阶段主题划分

Ｔａｂｌｅ ４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９５—２０２１

时期 Ｐｅｒｉｏｄ 研究主题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关键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发展初期（１９９５—２００８）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ｓ、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ｍａｒｉｎｅ、ｓｅａ⁃ｌｅｖｅｌ ｒｉｓ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Ｆｉｓｈ、Ｅｉｓ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Ｆｉｓｈ、ｆｉｓｈｅｒｙ、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ｈａｂｉｔａｔ、ｃｏｒａｌ ｒｅｅｆ

高速发展期（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ｅａ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Ｗｅｔｌａｎｄ、ｆｏｒｅｓｔ、ｍａｎｇｒｏｖ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ｏａｓｔ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ｔｏ⁃ｐａｙ

稳定发展期（２０１６—２０２１）
Ｓｔ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ｔｏ⁃ｐａ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ｏａｓｔａｌ、ｗｅｔｌａｎｄ、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ｆｉｓｈｅｒ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ｈａｂｉｔａｔ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第一阶段是 １９９５—２００８ 年，该领域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研究主题繁多且分散。 受学者关注较多的主题有

生物入侵、气候变化对海洋生态系统群落结构及其服务功能的影响、渔业发展及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２７］。 全

球变化影响了海洋生态系统群落结构并导致海洋服务质量的下降［２８］。 其中，气候变化使鱼类时空分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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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理种群量发生变化，最终影响了沿海渔业的发展［２９］。 此外，全球性环境问题的严峻性提高了人们的海洋

生态系统服务保护意识，为海洋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提供了支持［３０］。
第二阶段为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年，学者们开始注重将研究应用于实际问题的解决，研究方向逐渐向海洋生态系

统服务的管理与保护、海洋保护区的植被覆盖以及海洋保护区渔业价值的恢复演变。 其中，海洋生态系统服

务的管理与保护由第一阶段的 “ 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 “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 ｆｉｓｈ” 及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等主题演变而来，探究气候变化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机制和服务功能的经济价值［３１］。
海洋保护区的植被覆盖主要包含“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和“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等主题［３２］。 由于保护

区自然景观能减少沿海灾害，通过构建生态系统服务框架来制定海岸保护解决方案可提高社会福利［３３］。 海

洋保护区渔业价值的恢复主要包含“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ｆｉｓ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与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通过计算渔业发展预期的回报和生态系统恢复项目的投入成本为利益相关者提供决策

支持［３４］。
第三阶段是 ２０１６⁃至今，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基本成型，研究主题具体分为三个方面：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主要由 “ 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 ”、 “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演变而来。 全球环境变化通过改变海洋生态系统的群落

结构和植被覆盖，影响海洋生态系统的供应、调节、文化及支持服务价值［３５］。 海洋生态系统管理由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ｆｉｓｈ”、“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及“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等主题发展而来，学者们基于海洋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规划海洋和海岸空间，保证渔业经济复苏、生态可持续发展和土地合理利用等多重目

标的实现［３６］。 海洋生态系统恢复包含 “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 ｆｉｓ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 “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等主题，量化分析了海洋生态系统保护项目的投入成本和人们的支付意愿，帮
助制定海洋生态系统保护政策［３７—３８］。

３　 讨论与结论

本文从文献计量学的角度对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领域年度发文量、来源期刊、主要研究力量和高频关

键词进行全面研究，分析了该领域的研究主题及热点并得出如下结论：
（１）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领域的研究起始于 １９９５ 年，自 ２００８ 年起，发文量呈指数式增长，２００９—２０２０

年间的发文量约占研究期内总量的 ８１． ９％，美国在该领域具有绝对的领先地位。 相关研究主要发表在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及 Ｏｃｅａｎ ＆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等高水平期刊上。
（２）全球变化下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的动态变化这一主题重点探讨了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及群落结构

的影响、覆被情况与海洋生态系统恢复力的关系及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时空变化等热点问题。 气候变化

对海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海水升温、海平面上升及酸化等方面［１１， ３９］。 其中海水升温改变了海洋生物的空间

分布格局，影响了生态系统的供给服务［１２］；海平面上升对沿海植被的侵蚀使得海洋生态系统恢复力下降，削
弱了其在海岸保护、防洪等方面的功能；酸化造成海洋生物多样性降低，海洋的固碳功能和物质循环等支持服

务受损［１５］。
（３）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类及其量化主要涉及价值分类的理论依据和量化方法的选择问题。 根据

对人类社会的经济贡献程度，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可分为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 使用价值指海洋生态系

统提供的资源和服务，学者采用直接市场法和替代市场法进行量化；非使用价值表现为人类对海洋环境保护

的支付意愿，相关研究选取模拟市场法进行量化［１７， ２０］。 此外，单一价值量化方法无法充分体现海洋系统复杂

多样的服务，实际研究中需要结合和比较多种量化方法［２］。
（４）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及其实际应用包含评估指标的选取以及价值评估在海洋管理与保护中

的作用等研究热点［１９］。 不同类型的海洋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价值有所不同。 其中，滨海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的研究侧重于海滩休闲娱乐服务价值、滨海湿地的调节功能；近海生态系统主要探究鱼类资源的供给价值以

５８８３　 ９ 期 　 　 　 周隽如　 等：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热点及主题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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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珊瑚礁的供给、调节和文化服务［４０］。 通过构建价值评估指标，分析海洋生态系统各服务功能的经济效益，
能够为政策制定者在海洋生态系统管理方案的工作中提供决策支持。

综上所述，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不仅是当前生态经济学聚焦的重点，也是对陆地生态系统服务评

估的进一步补充。 现有研究已经在全球变化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区域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以及海

洋生态系统管理与保护等问题上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但尚未形成统一完善的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体

系，评估方法仍有待进一步创新。 未来研究重点应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体系的改进。 未来遥感和地理信息技术的发展能够弥补因地形复杂、区

域广阔导致的数据缺失和精度不足等问题，建立具有科学性特征的复合型评估指标，丰富远洋、深海生态系统

服务价值评估的相关研究，将评估方法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１６， ３５］。
（２）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的应用。 海洋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是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的衡量标准，通过将无形的生态功能价值化，促进了海洋资源的合理利用，推动生态旅游业的发

展［３４， ３６］，为海洋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３）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在生态系统恢复与补偿中的应用。 海洋生态补偿主要包括海洋生态系

统服务或自然资源的使用及损害补偿费用［１， ４０］。 通过对海洋生态系统服务进行价值评估，确定利益相关者

的范围，将环境成本内部化，降低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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