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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信用研究现状、热点及启示
———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的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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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物多样性信用是一种经济工具，是对保护或恢复物种、生态系统或自然生境等行为所产生的生物多样性净增值的计量。
可用于通过创建和出售生物多样性信用来资助增强生物多样性的行动。 为全面了解生物多样性信用研究的发展脉络及演变趋

势，运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文献计量方法，对文献计量特征、高频关键词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１）生物多样性信用研究的年度发文数量

呈现出缓慢发展（２００３—２００８ 年）、快速增长（２００８—２０１５ 年）以及波动上升（２０１５—２０２３ 年）的趋势；Ｍａｒｔｉｎｅ Ｍａｒｏｎ 和 Ｐｈｉｌｉｐ
Ｇｉｂｂｏｎｓ 本斯是研究该领域的核心作者；高校和非政府组织机构是该领域研究的主力军；研究涉及多个学科，其中包括环境科

学、生态学、经济学、地理学、政治学、法律等。 （２）生物多样性信用研究热点指向保护与激励策略、生物多样性量化、法律政策

框架、信用银行机制研究四个方面，研究热点从单纯追求无净损失，逐渐转变为积极追求净收益，用途从原本被动抵消转变为主

动投资工具。 （３）设计更符合生态保护政策目标的策略和开发科学有效生物多样性信用计量方法成为今后研究重点。 基于上

述分析结果，如果将生物多样性信用引入我国，首要任务是明确其概念边界，并设定信用收益与损失标准，以确立市场参与各方

的主体地位。
关键词：生物多样性信用；文献计量；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可视化分析

自然为人类和经济提供了不可估量的价值，全球 ＧＤＰ 的大约一半依赖于正常运转的生态系统［１］。 人类

活动导致物种数量锐减和栖息地的丧失，部分物种甚至面临灭绝的局面，地球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其
对人类的服务功能也在不断下降，伴随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成本［２］。 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减少速度之快超

过了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３—４］。 针对这一危机，全球达成共识，开始将资金优先用于生态系统的保护工

作［５］。 中国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生态系统功能的退化、物种濒危

程度的加剧、遗传资源的流失以及城市化和资源的过度开发等。 此外，中国还面临每年约在 ２１５０ 亿美元到

３８７０ 亿美元之间气候变化适应成本［６］。 根据中国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发布报告《中国生物多样

性保护资金投入与资金机制初探》（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２２ 日），中国政府 ２０１１ 至 ２０２０ 年间，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核心资金投入总计约 ２．１６ 万亿元人民币（约合 ２９８２ 万美元），年均投入资金 ２９８ 万美元，且主要是政府财政

支出，民间资金和国际资金占比较低，资金来源单一［７］。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修复的任务艰巨，资金需求

巨大，仅靠财政资金难以全面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修复的各项目标。
目前，正身处于生物多样性丧失与气候变化加剧的双重挑战之中。 尽管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已经

采取了许多高质量的举措，如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等，但资金供给难以满足缺口，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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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生态价值没有得到货币化的问题［８］。 生物多样性保护治理的资金还远远不够，亟需多元化投融资机制、
创新金融工具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９］。 近年来，国外借鉴碳信用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将生物多样性信

用作为一种新兴融资工具，充分利用市场力量，拓宽社会资本的进入渠道，以弥补巨大的资金缺口。 生物多样

性信用被认为是能够平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矛盾的方法［１０—１１］。
国外已有众多学者在该领域发表研究成果，然而我国在生物多样性信用研究领域的探讨目前处于起步阶

段，尚未形成系统的研究体系。 本文通过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２３ 年期间生物多样性信用领

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梳理。 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进行文献整合和热点分析，构建了可视化知识图谱。 旨

在通过清晰、直观的方式呈现该领域的研究现状、热点动态及主题演变，从而为生物多样性信用研究的深入探

索与热点变化规律的总结提供新的启示，以期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提供依据，并为制定生物多样性保

护政策提供更丰富的理论支撑。

１　 生物多样性信用概况

生物多样性信用的产生来源于生物多样性抵消，类似于碳抵消（Ｃａｒｂｏｎ ｏｆｆｓｅｔｓ）产生碳信用［１２］。 生物多

样性信用最初被确立为计量单位，用于计算生物多样性抵消项目和生物多样性银行项目中的抵消额度［１３—１５］。
随着二十年来通过一系列不同方法的实践，生物多样性“净增量”的提出，生物多样性“信用”逐渐区别与“抵
消”。 “自然市场”全球工作组（Ｔａｓｋｆｏｒｃｅ ｏ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Ｍａｒｋｅｔｓ）将生物多样性信用定义为“一种可代表基于自然

的解决方案项目所取得的正向生物多样性成果的交易单位” ［１６］。 现阶段学界对生物多样性信用和生物多样

性抵消的概念还没形成比较统一的观点，总体来说，生物多样性信用是一定时期内生态价值变化的统一衡量

单位，它是“零净损失”和（或）“总体增长”目标下可以纳入市场交易的生物多样性价值部分。 生物多样性信

用可用来生物多样性保护投资，产生于先前存在的基线获得生物多样性净收益［１７—１８］。 信用额度由独立机构

（咨询公司或科研院所）负责核算与认证，用于购销双方从生物多样性银行认购以避免、恢复或促进商业项目

对环境影响。 为确保合规性，审计部门需予以审批，将其作为核发开工许可证的必备条件。 综上所述，这一模

式的运作依赖于“政府⁃银行⁃商业学术”三方跨部门的紧密协同。 潜在的生物多样性信用将由那些保护生物

多样性的人产生，并被那些想要投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人购买。 生物多样性信用交易一般是通过生物多样性

银行进行，一旦被购买，就可以退出市场或有可能在二级市场上出售，类似于自愿的碳市场减排交易。 通过这

种方式，生物多样性信用销售的收入将为那些生活在生物多样性所在的偏远农村地区的人们提供激励和资

金，以保护生物多样性，形成良性循环，具体生物多样性信用运行机制见图 １［１９—２０］。

２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２．１　 研究方法

　 　 本研究运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６． ２ Ｒ６ 软件，对生物多样性信用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计量分

析［２１—２２］。 具体做法是将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网页排查筛选获取到的文献以 Ｒｅｆｏｒｋｓ 格式导出，将其转化为软件可

识别格式（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ｔｘｔ 格式）导入计量软件，设置 Ｔｉｎｅ Ｓｌｉｃｉｎｇ 时间段为 ２００３—２０２３ 年，然后运用软件内置的

分析运算模型对文献的作者、关键词、机构生成聚类及时间知识图谱。 图谱中各节点的颜色对应其所代表年

份；节点大小则与其出现频次成正比；节点间的连线象征共现关系，而连线粗细则反映关系的紧密程度。 通过

可视化知识图谱直观地呈现生物多样性信用研究的热点议题与发展趋势，以期为该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实际应

用提供有益的参考。
２．２　 研究数据

本研究选用的数据库为 ＷＯＳ（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核心合集数据库，此数据库为国际公认的能够反映科学的

研究水准。 将检索范围限定于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１ 日到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查找了自 ２００３ 年以来发表的环境科

学、生态学、海洋淡水生物学、林业、农业经济政策等多个领域的相关期刊文章。 为保证文献查找完整性和准

０３５２ 　 生　 态　 学　 报　 　 　 ４５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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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生物多样性信用运行机制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ｒｅｄｉｔｓ

确性，在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核心数据库中进行了两次检索：第一次检索将检索词限定在“主题”字段进行检索：ＴＳ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ｆｓｅｔ∗”） ＯＲ ＴＳ ＝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ｒｅｄｉｔ∗”） ＯＲ ＴＳ ＝ （“ｂｉｏｃｒｅｄｉｔ∗”） ＯＲ ＴＳ ＝ （“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ＯＲ ＴＳ＝（“ｎａｔｕｒｅ ｃｒｅｄｉｔ∗”）ＡＮＤ ＰＹ＝（２００３—２０２３）。 在二次检索中将上述检索词放置于“标题”
字段进行检索，两次检索共获得文献 ６９５ 篇。 本文综合两次检索结果，对上述数据进行去重以后，最终排查筛

选出 ５００ 篇相关文献作为分析对象，这些文献覆盖了 １８４ 个不同发文期刊，涵盖了 ３２３ 个发文机构，同时涉及

了 ３２０ 名相关的发文作者。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并未将中文文献数据纳入其中，是因为在中国知网（ＣＫＩＮ）数据库中，使用高级检

索工具，采用检索式主题＝“生物多样性抵消”ＯＲ“生物多样性信用”ＯＲ“生物多样性证书”ＯＲ“自然信用∗生

物多样性”进行高级检索，选取北大核心、ＣＳＳＣＩ 和 ＣＳＣＤ 核心数据库为中文期刊样本，检索时间和文献时间

跨度同上，仅检索到 １０ 篇文献。 鉴于可视化分析实际意义有限，因此在此次数据收集过程中，我们并未将中

文文献数据纳入考虑范畴之内。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文献计量特征

３．１．１　 文献发表年度及数量分析

根据国外关于生物多样性信用研究文献年份分布（图 ２）可知，自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２３ 年，研究经历三个不同

阶段。 在 ２００８ 年以前，生物多样性信用稳定发展，每年仅有一篇文章发表。 从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４ 年国外学者关

于生物多样性信用的研究文献数量就开始呈现一个快速发展的趋势。 表明越来越多的学者通过世界主流经

济范式语言即生物多样性价值揭示生物多样性所提供的服务，并引起决策者、管理者、企业和公民的关注。 学

界整体的研究热度呈现上升的趋势。 自 ２０１５ 年起，论文发表数量出现波动上升趋势，平均每年达到 ５０ 篇。
但总体而言，生物多样性信用相关研究数量仍然较少，该领域的研究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其背后可能涵盖多

１３５２　 ５ 期 　 　 　 韩丽丽　 等：生物多样性信用研究现状、热点及启示———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的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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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生物多样性信用研究文献年份分布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ｒｅｄｉｔ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重因素［２３—２４］。 就内在因素而言，生物多样性信用的确

立面临三大挑战，即定义的模糊性、度量的复杂性和交

易的困难性。 从外部环境来看，已经发展出多种保护生

物多样性的方法，生物多样性信用作为一种新兴的保护

方式被提出，其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上的具体作用和

价值，在国际社会中尚未达成广泛的共识。
３．１．２　 研究作者及其分布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２３ 年期间，国外关于生物多样性信用

研究 的 高 产 作 者 有 Ｍａｒｔｉｎｅ Ｍａｒｏｎ、 Ｊｏｓｅｐｈ Ｗ Ｂｕｌｌ、
Ａｓｃｅｌｉｎ Ｇｏｒｄｏｎ、Ｐｈｉｌｉｐ Ｇｉｂｂｏｎｓ、Ｆａｂｉｅｎ Ｑｕｅｔｉｅｒ 等人。 其

中，Ｍａｒｔｉｎｅ Ｍａｒｏｎ（突显值 ４．４２）和 Ｐｈｉｌｉｐ Ｇｉｂｂｏｎｓ（突显

值 ３．７９）文章关注度高，这两位学者分别来自澳大利亚

昆士兰大学和国立大学。 值得一提的是，Ｍａｒｔｉｎｅ Ｍａｒｏｎ
的研究与生物多样性信用相关的 ３０ 位作者参与了一个合作网络，该网络中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的作者之间

合作最为频繁。 这是由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拥有较为完善的保护法律，旨在避免或最

大限度地减少负面影响，并积极推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无净损失”。
通过运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对国外生物多样性信用研究领域论文合作国家进行网络图谱分析。 图谱中网

络节点代表国家，不同大小和不同颜色的圆环表示不同国家论文发表频次和年份，用以表示各国在论文发表

年份的贡献，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国外生物多样性信用研究合作国家可视化

Ｆｉｇ．３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ｒｅｄｉｔ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结果发现，澳大利亚是合作发表论文数量最多的国家，其次分别是英国和美国（表 １）。 澳大利亚拥有最

多的出版物是因为它发展了许多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方法。 例如，栖息地公顷的方法最初是在维多利亚州原生

植被管理框架的公共咨询阶段制定的，随后得到了政府的批准［２５］。 澳大利亚是实施自愿生物多样性机制最

多的国家［１６］，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成熟的管理体系，尤其是在物种多样性保护层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２３５２ 　 生　 态　 学　 报　 　 　 ４５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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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国外生物多样性信用研究国家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ｒｅｄｉｔ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序号
Ｒａｎｋ

国家
Ｃｏｕｎｔｒｙ

发文量 ／ 篇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序号
Ｒａｎｋ

国家
Ｃｏｕｎｔｒｙ

发文量 ／ 篇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１ 澳大利亚 １５２ ６ 德国　 ３２

２ 英国　 　 １２１ ７ 加拿大 ２８

３ 美国　 　 ９８ ８ 巴西　 ２８

４ 法国　 　 ６９ ９ 瑞典　 ２８

５ 芬兰　 　 ３３ １０ 荷兰　 ２０

进一步分析文献发现，尽管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与其他国家开展了积极的合作，但其出版物数量

相对较少。 在 ５００ 篇相关论文中，仅有 ８ 篇由中国作者发表。 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主

要策略是恢复退化的栖息地、保护即将或预期失去生物多样性的地区，以及为恢复退化的生态系统提供经济

补偿，侧重于经济补偿。 这种经济补偿往往并未遵循与生物多样性信用相关的原则［２６］。 由此可见，我国的生

物多样性信用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
３．１．３　 研究机构及期刊分布

使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对 ＷＯＳ 核心数据库进行分析，发现共有 ３２２ 个研究机构积极开展了生物多样性信用

相关研究。 图 ４ 展示了发文量在 １０ 篇以上的发文机构的数量和中心性。 其中，发文量最高的是昆士兰大学

４６ 篇，其次是大自然保护协会 ２８ 篇，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 ２７ 篇，肯特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赫尔辛基大

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哥本哈根大学、墨尔本大学、西澳大学、蒙彼利埃大学、瑞典农业科学大学和国际野生

动物保护协会发文量都在 １０ 篇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发文数量在 １０ 篇以上的机构中有两个属于国际非营利

非政府组织，分别是大自然保护协会（出版物数量＝ ２８）和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出版物数量 ＝ １２），可以看

出非政府组织也在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中积极行动。 从研究机构的类别上看，高校和非政府组织机构

是该领域研究的主力军。 从中心性来看，大于 ０．１ 的机构有大自然保护协会（０．２１）昆士兰大学（０．２）肯特大

学（０．１４）和剑桥大学（０．１１）。 这些机构组织对生物多样性信用研究进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是全球该领

域研究的主要贡献机构。

图 ４　 生物多样性信用领域发文超过 １０ 篇的研究机构

Ｆｉｇ．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１０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ｒｅｄｉｔｓ

３３５２　 ５ 期 　 　 　 韩丽丽　 等：生物多样性信用研究现状、热点及启示———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的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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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范围内的文章来源于 １８４ 种期刊，表 ２ 列出了 ２００３—２０２３ 年期间关于生物多样性信用研究领域发

文数量排名前 １０ 的高产期刊，以及它们各自的 ５ 年 ＩＦ（影响因子）。 可以看出，前 １０ 名期刊的总发文量占到

发文总量 ３８％，发文量排名第 １ 的是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共发文 ４２ 篇，影响因子为 ６．４；排名第 ２ 的是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ｙ，共发文 ３０ 篇，影响因子为 ６．５；排名第 ３ 的是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Ｐｏｌｉｃｙ，发文 １８ 篇，影响因子为６．９。
高产期刊中出版国家最多的是英国，共有 ４ 个期刊位列其中，其次是美国、荷兰和瑞士。 此外，这些期刊都具

有较高的影响因子，这表明该期刊的文章被其他学者引用的频次较高，在该领域具有重大影响力。 由期刊可

见该研究涉及多个学科科学，其中包括环境科学、生态学、经济学、地理学、政治学、法律等。

表 ２　 发文量排名前 １０ 位的高产期刊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ｏｐ １０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ｓｅｕｍ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ｈｉｇｈ⁃ｙｉｅｌ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排名
Ｒａｎｋ

期刊
Ｊｏｕｒｎａｌ

国家
Ｃｏｕｎｔｒｙ

发文量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５ 年影响因子
Ｉｍｐａｃｔ ｆａｃｔｏｒ

１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英国 ４２ ６．４
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ｙ 美国 ３０ ６．５
３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Ｐｏｌｉｃｙ 荷兰 １８ ６．９
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英国 １７ ８．４
５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瑞士 １７ ４．０
６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Ｌｅｔｔｅｒｓ 英国 １６ ８．３
７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荷兰 １４ ８．６
８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美国 １２ ３．９
９ Ｐｌｏｓ Ｏｎｅ 美国 １２ ３．８

１０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英国 １０ ６．５

３．２　 研究热点分析

３．２．１　 高频被引文献分析

高频被引文献表现了当前与该生物多样性信用研究具有突出贡献和价值的文章。 从高频被引文献统计

表（表 ３）中可知，Ｍａｒｔｉｎｅ Ｍａｒｏｎ 和 Ｊｏｓｅｐｈ Ｗ Ｂｕｌｌ 的研究观点和结论被引用的次数最高。 其中，Ｊｏｓｅｐｈ Ｗ Ｂｕｌｌ
提炼了生物多样性抵消的三个标准，为科学评价和制定最佳抵消方案提供一种更有效的手段［２７—２８］。 Ｍａｒｔｉｎｅ
Ｍａｒｏｎ 则呼吁通过设计健全的抵消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缩小补偿政策所设定的期望与补偿实践之间的差

距［２９—３１］。 由此可见，当前全球关于生物多样性信用的研究主要关注将其作为生物多样性抵消的量化评估方

法。 高频被引文献涵盖生物多样性抵消政策、无净损失、抵消方案、激励措施四个核心议题。 其中，７ 篇文献

与政策相关，３ 篇探讨生物多样性抵消是否能全面减轻自然价值损失，实现生物多样性无净损失。

表 ３　 高频被引文献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ｃｉｔｅ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论文标题
Ｔｉｔｌｅ

作者
Ａｕｔｈｏｒ

发表年份
Ｙｅａｒ

被引用数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ｆｓｅｔｓ ｉ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Ｂｕｌｌ Ｊ Ｗ ２０１３ ９５

Ｆａｕｓｔｉａｎ ｂａｒｇａｉｎｓ？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ｆｓｅ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Ｍａｒｏｎ Ｍ ２０１２ ７７

Ｔａｍｉｎｇ ａ Ｗｉｃｋｅ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ｅｓ ｉｎ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ｆｓｅｔｔｉｎｇ Ｍａｒｏｎ Ｍ ２０１６ ６５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ｘｔｅｎｔ ｏｆ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ｆｓｅｔ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ｎｏ ｎｅｔ ｌｏｓｓ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Ｂｕｌｌ Ｊ Ｗ ２０１８ ６４

Ｔｈｅ ｍａｎｙ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ｏｆ ｎｏ ｎｅｔ ｌｏｓｓ 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ａｒｏｎ Ｍ ２０１８ ６１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ｆｓｅ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ｆ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ｎｏ ｎｅｔ ｌｏｓｓ Ｇａｒｄｎｅｒ Ｔ Ａ ２０１３ ６１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ｆｓｅｔ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ｏｆｆｓｅｔ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 ＭｃＫｅｎｎｅｙ Ｂ Ａ ２０１０ ５７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ｏｆ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ｆｓｅ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ｎｏ ｎｅｔ ｌｏｓｓ”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Ｚｕ
Ｅｒｍｇａｓｓｅｎ ＳＯＳＥ ２０１９ ５５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ｎｙ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ｆｓｅ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ｕｒｒａｎ Ｍ ２０１４ ５２

Ｐｅｒｖｅｒｓｅ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ｒｉｓｋ ｕｎｄ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ｆｓｅ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Ｇｏｒｄｏｎ Ａ ２０１５ ５０

４３５２ 　 生　 态　 学　 报　 　 　 ４５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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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２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是文献内容的精准提炼，是评估文章研究主题的重要依据。 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对以生物多样性

信用为主题的论文进行可视化分析，相近词语合并后，构建了包含 ７２８ 个关键词节点与 ３６２４ 条关键词间连线

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图 ５）。 其中，线条代表关键词之间的联系，线条颜色与图中年份相对应；节点圆圈大

小代表的是关键词频次，频次越大，圆圈越大，意味着其对应的关键词在某一时间区间里受到极大关注，即说

明该关键词在多篇文献中的研究价值与意义越大。
研究结果显示，该领域的研究主要以“生物多样性抵消”为主要场域，向多个方向发散。 这是因为当前生

物多样性信用大多被开发商购买用来抵消其活动造成的生物多样性损失。 涉及主题主要包括无尽损失、生境

保护、生态系统服务、环境影响评估等。 生物多样性信用在陆地生态系统中应用了更多，而在水生生态系统和

海洋生态系统中研究很少，这与之前的研究一致［３２—３３］。 这可能是由于水生和海洋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以及实

施生物多样性抵消措施的困难所致。

图 ５　 关键词共现分析

Ｆｉｇ．５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生物多样性信用研究的高频关键词表体现了近年国外专家学者专注的研究动向，说明了该研究领域的热

点前沿。 根据表 ４ 可知，出现频数在 ９０ 次以上的关键词主要包括“生物多样性抵消（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ｆｓｅｔ）”“保
护（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无净损失（ｎｏ ｎｅｔ ｌｏｓｓ）” “生态系统服务（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恢复（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等，其中

“生物多样性抵消”的出现频数最高，与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中呈现的内容一致。 但仅仅依靠高频关键词不

能精确确定该主题的研究热点，中心度（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０．１）被当作是反映领域研究热点的一个重要指标。 从中

心度来看，“土地利用”“栖息地”“缓解层次结构”“生物多样性”是网络的支撑点。 在土地利用方面，有学者

认为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域选择”策略需要权衡土地利用分配中社会需求和激励、税收和生物多样性信

用等经济手段的分配［３４］。 有效地协调不同地理范围和相互竞争的土地利用功能，可以最小化不同土地功能

和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利弊权衡，在环境保护和发展目标之间实现协同效应［３５—３６］。 在栖息地方面，学者提出

濒危物种栖息地交易的生物多样性信用体系，通过景观等效分析（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ＬＥＡ）方法计

算栖息地斑块的保护价值［３７—３８］。 可交易的生物多样性信用制度为解决发展与保护受威胁或濒危物种栖息地

的土地使用选择之间的冲突提供了灵活的手段［３８］。 在缓解层次结构方面，应用“缓解层次结构”方法最大限

度地减少项目开发对自然的伤害。 学者将其看作是一个已融入众多政府、贷款机构和企业的主要政策工

具［３９］，其实施的成功取决于从业者对这些政策的解释。 实施缓解层次结构的步骤依次为避免、减缓、恢复、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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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或补偿［４０］，通过应用缓解层次结构确定偏移量是否适合特定开发。

表 ４　 国外生物多样性信用研究高频关键词表

Ｔａｂｌｅ ４　 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ｒｅｄｉｔ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序号 Ｎｏ． 频数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中心度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关键词 Ｋｅｙｗｏｒｄ 最早出现年份 Ｙｅａｒ
１ ３３０ ０．０１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ｆｓｅ ２００８
２ １７３ ０．０１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５
３ １５７ ０．０２ Ｎｏ ｎｅｔ ｌｏｓｓ ２００８
４ ９８ ０．０９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２００９
５ ９４ ０．０２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９
６ ７６ ０．０８ Ｉｍｐａｃｔ ２００８
７ ６９ ０．１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０３
８ ５９ ０．０２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１０
９ ５６ ０．１２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２００９

１０ ５３ ０．０２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８
１１ ４８ ０．０３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９
１２ ４４ ０．０８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０５
１３ ４１ ０．１３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２００３
１４ ３９ ０．０４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２０１２
１５ ３８ ０．１３ Ｈａｂｉｔａｔ ２００５
１６ ３７ ０．０５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ｆｆｓｅｔｔｉｎｇ ２０１１
１７ ３１ ０．０２ Ｏｆｆｓｅｔ ２００９
１８ ２９ ０．０５ Ｍａｒｋｅｔ ２０１０
１９ ２８ ０．０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２０１３
２０ ２７ ０．０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２００９

图 ６　 生物多样性信用关键词聚类图

Ｆｉｇ．６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ｍａｐ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ｒｅｄｉｔｓ

３．２．３　 关键词聚类分析

关键词共现分析能够揭示当前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然而，对单一关键词的分析无法全面展现不同研

究之间的内在联系与相互影响。 为此，本研究引入关键词聚类图谱的分析方法深入把握研究方向和核心主

题。 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中显示的数字越小说明相关聚类中所包含的关键词数量越多。 根据图 ６ 显示的数

据可知，国外生物多样性信用研究主题包括＃０ 缓解层次结构（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１ 新自由主义保护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２ 栖息地修复（ｈａｂｉｔａｔ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３ 生物多样性指标（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ｅｔｒｉｃｓ）、＃４ 保护

规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５ 生产综合补偿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６ 避免损失 （ ａｖｅｒｔｅｄ
ｌｏｓｓ）、＃７ 濒危物种法（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ｃｔ）、＃８ 银行（ｂａｎｋｉｎｇ ）、＃９ 生态修复（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根据

６３５２ 　 生　 态　 学　 报　 　 　 ４５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聚类关键词对文献内容进一步提炼归纳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０、＃１、＃２、＃４、＃５、＃６、＃９）、生物多样性量化

（＃３）、法律政策框架（＃７）、银行机制（＃８）四个方面。
（１）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激励策略研究

采用缓解层次结构策略，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土地使用规划中的核心监管措施［２６］。 缓解层次结构可

以指导使用者通过避免⁃最小化⁃恢复以及最后补偿的顺序步骤来限制开发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 这些缓

解措施等级的目的是来实现生物多样性“无净损失”。 但实践中很难确保遵守缓解措施等级，因为前三个步

骤（避免⁃最小化⁃修复）往往被忽视［４１］。 严格按照缓解等级的步骤，需要实施严格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 近

年来，国外研究者一直在致力于开发并实施能够有效减缓等级制度的工具［２９，４２］。 迄今为止已经有 ３７ 个国家

已通过立法，要求土地规划者遵循缓解措施等级，以减少其项目对自然的影响。 在许多国家，缓解等级应用于

环境影响评估（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ＥＩＡｓ），评估开发和开垦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及预期改善状

况，为决策和规划提供科学依据［４３—４５］。 然而国际上缺乏评估缓解措施的标准化方法［４６］，导致现在既没有被

一致接受，也没有被全面应用。
（２）生物多样性信用核算研究

生物多样性信用直接为生物多样性定价，是直接反映生物多样性价值的市场指标。 生物多样性信用的计

量方法主要是衡量保护濒危物种和栖息地等行为对生物多样性的净增值［４７］。 在核算方面，依据碳信用的经

验和原则，评估生物多样性的“净变化”需要主要考虑空间性、时间性、额外性、基线这几个关键要素。
在方法学层面，众多国家依据所制定的生物多样性信用标准开展交易活动。 例如华莱士信托基金会

（Ｔｈｅ Ｗａｌｌａｃｅａ Ｔｒｕｓｔ）工作组开发了一种适用于全球所有生态区（ｅｃｏｒｅｇｉｏｎｓ）的开源生物多样性信用方法，它
指定了至少五个指标，每 １％的可测量的或每公顷避免的损失奖励一个积分，在全球范围内交易生物多样性

信用［１６］；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Ｎａｔｕｒｅ 工作组则按照原生植被、土壤、动物、淡水和海洋的分类制定了不同的自然核算

方法［４８］；哥伦比亚采用成本定价法，用四个因素（风险类别、保护与恢复、永久性、生态连贯性）对生物多样性

价值进行量化，每个因素都有一个分值，并使用给定因素的平均值进行归一处理，然后求和得出生物多样性信

用的数值［４９］；２０２３ 年，Ｐｌａｎ Ｖｉｖｏ 推出 ＰＶ Ｎａｔｕｒｅ 方法学量化生物多样性，该方法在计算其生物多样性的“多指

标”值时确定了四个指标：物种丰富度、物种多样性、分类差异和栖息地连通性，设定了生物多样性数据质量

和采样协议的最低标准，并定义了将生物多样性数据转换为证书数量的指标［５０］。 通过该方法对 Ｐｌａｎ Ｖｉｖｏ 生

物多样性证书进行量化和质量检查。 总体来看，全球生物多样性信用计量方法学缺乏统一的标准。
在实践应用层面，生物多样性价值认定方式主要有等级打分法、基于栖息地面积法以及生境评估程

序［５１—５２］。 以美国物种保护银行为例，大多数生物多样性信用的授予只基于栖息地面积，而不考虑质量等更高

层面的要求，将栖息地面积作为一个信用额度，面积规模 ０．４９—１３．２２ 公顷不等。 只有小部分信用的授予以缓

解率或乘数来计算［５３］。 通过生境评估程序评估物种及其栖息地生态功能的价值，是一项既复杂又耗时的任

务。 目前大多数信用采取“一篮子指标”，基于保护、改善、恢复或建立的物种栖息地面积，采用空间加时间的

量化指标，并将不同的变量汇总为一个指标增加其灵活性，在不同的生态系统通用［４９］。 然而各个地方的核算

方法不尽相同，缺乏统一的核算方法，使跨区域交易难以在大范围、多层级内推广，也难以在长周期内有效地

监管和预测。 同时，交易的生物多样性信用并没有涵盖到所有生态系统服务的功能。
（３）法律政策框架研究

生物多样性信用法律政策框架通常由国家或国际组织制定，实施适当的预防和抵消措施以中和或改善剩

余无法处理的负面影响。 最早可以追溯至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５４］。 美国实施了《湿地公约》《清洁水法》和《濒危

物种法》，展开一系列补偿性抵消，对湿地、溪流、动物及其他水生资源功能与区域造成的损失进行补偿性抵

消，以弥补各项功能的减退［５５］。 德国紧随其后，实施了首部《联邦自然保护法》，在国家层面明确了生态补偿

的法律地位，使之成为“侵占者”的法定责任［５６］。 澳大利亚制定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战略》，关注生物多

样性保育和生态环境保护［５７］。 生物多样性抵消政策和零净损失政策有助于缓解全球生物多样性。 可以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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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多样性信用是伴随立法而产生［５８］。 这些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为生物多样性信用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政策支

持，推动了其在实践中的应用。
（４）生物多样性银行机制研究

生物多样性银行是市场化的生态系统服务的交易平台。 具体是在政府、私人、政府与私人的联合或非营

利组织等实体在得到许可的情况下，与实体金融机构、科研院所绑定，通过保护或增强现有生境、恢复受干扰

的生境、创造新的栖息地以及对特定生物特征的栖息地进行规范管理，将产生的物种或栖息地保护价值以生

物多样性信用的形式储备在银行账户中，并在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下以信贷方式将信用出售给生物多样性信

用购买者［５９—６０］。 例如，试图实现其保护成果的政府机构、对保护感兴趣的慈善组织、希望投资生物多样性的

公司、私人生物多样性经销商和中介机构或确保对野生动物保护组织的捐赠得到妥善利用的个人消费者［４９］。
收益渠道主要有两种，即项目环评中的咨询评价收益和利用企业购买授信额度和所缴纳保证金的投资收

益［１９］。 生物多样性银行是绿色金融的主要形态，易快速置换出金融资本。 目前全球大约有 １００ 多个国家涉

及生物多样性银行的核心业务［６１—６２］。 主要类别有私人非商业银行、私人商业银行、混合商业银行、公共商业

银行和公共非商业银行，使用的单位类型或出售的信用额包括湿地、物种、栖息地、生态系统服务或功能［６３］。

４　 研究趋势

４．１　 研究热点演变分析

为了从宏观层面更深入地理解生物多样性信用研究的动态演进趋势，本研究采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对样本

文献进行时区视图可视化分析，从而呈现出过去二十年国外生物多样性信用研究的逻辑脉络。 在动态时区视

图中，细观关键词时区图（图 ７）中 ２００３—２０２３ 年国外生物多样性信用研究的时间序列可以发现该研究领域

主要经历三个研究阶段。

图 ７　 关键词时区图

Ｆｉｇ．７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ｔｉｍｅ ｚｏｎ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第一阶段（２００３—２００７ 年），早期研究内容较为单一，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生物多样性（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土
地利用（ｌａｎｄ ｕｓｅ）、生境保护（ｈａｂｉｔａｔ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保护银行（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ａｎｋｉｎｇ）上面。 学者认为生物多样

性保护“区域选择”策略不仅包括土地利用分配中社会需求的权衡，还包括激励、税收和生物多样性信用等经

济手段的分配［６４］。 减轻土地开发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需要采用生物多样性信用等经济手段［３７］。 生物多样

性保护转变为经济意识觉醒，众多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尚处于摸索阶段。
第二阶段（２００８—２０１５ 年），主要集中在“生物多样性抵消（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ｆｓｅｔ）”“生态系统服务（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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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ｒｖｉｃｅ）”“政策（ｐｏｌｉｃｙ）”等上面，生物多样性信用被认为在生物多样性抵消项目中提供一个计算抵消额度的

衡量标准，是基于“污染者付费”模式的经济手段，目标是实现生物多样性“无净损失”，通常是获得国家批准

的开发许可等法律要求的合规工具［６５］。
第三阶段（２０１６—２０２３ 年），研究主题涉及生态系统服务付费（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净收益（ ｎｅｔ

ｇａｉｎ）、生物多样性指标（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ｅｔｒｉｃｓ）、模式（ｐａｔｔｅｒｎ）等。 一些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诸如“自然市

场”全球工作组（Ｔａｓｋｆｏｒｃｅ ｏ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Ｍａｒｋｅｔｓ）、世界经济论坛（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ＷＥＦ）、生物多样性和生

态系统服务联盟（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ｆｓｅｔ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ＢＢＯＰ），致力于重新定义生物多样性信用相关的指

导原则和标准［６６—６７］。 他们一致主张，生物多样性信用不宜视为用于补偿已受损生态环境的抵偿单位，而应将

其视为一种积极、预防性的投资，旨在保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实现生物多样性净收益。
由此，可以清晰地认识到，生物多样性信用的用途已经发生了转变，从原本被动抵消工具转变为主动投

资。 相应地，其目标也从原先的确保无净损失扩展为积极追求净收益。 这种变化反映了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管

理领域策略和观念的演进。
４．２　 研究前沿分析

关键词突现代表的是一个新兴研究关键词的出现，反映了当前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前沿。 国外生物多样性

信用研究的突现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突现时间较早的词代表的是早期受关注的主题，如关键词突现词表

（表 ５）所显示的 ２０１２ 年研究的濒危物种法（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ｃｔ，ＥＳＡ），这项立法代表了目前世界上最广

泛的关于保存濒危物种的立法规定，为诸多鱼类、野生动物及植物的保护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不仅防止了

数百种濒危物种的灭绝，而且促进了许多地区的野生动植物生态环境的恢复，同时也是这一时期物种价值研

究及物种保护实践发展的结果［６８］；突现强度最高的词是 ２０１０ 年出现的“保护规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说明在当年这一概念在各个领域得到了广泛关注和讨论；突现时间最长的词是“环境抵消（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ｆｆｓｅｔ）”，关于环境抵消的研究热点一直从 ２００８ 年持续到 ２０１５ 年；突现时间较近的词是近年受关注的主题，
如图中 ７ 所显示的“结果（ｏｕｔｃｏｍｅ）、环境政策（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自然保护（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通过对

最新发表文献的研读发现，评估环境政策对自然保护的结果［６９—７０］并跟踪其轨迹对于证明其作为协调发展和

保护的机制的有效性至关重要［７１］。 设计更符合政策目标的策略和开发科学有效生物多样性信用计量方法成

为今后研究重点。

表 ５　 关键词突现词表

Ｔａｂｌｅ ５　 Ｂｕｒｓｔ ｗｏｒｄ ｌｉｓｔ ｏｆ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关键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时间
Ｙｅａｒ

强度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起止
Ｂｅｇｉｎ

结束
Ｅｎｄ ２００３—２０２３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ｃｔ ２００３ ２．４８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２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ｆｆｓｅｔ ２００３ ４．３５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５ ▂▂▂▂▂▃▃▃▃▃▃▃▃▂▂▂▂▂▂▂▂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２００３ ２．９０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３ ▂▂▂▂▂▂▃▃▃▃▃▂▂▂▂▂▂▂▂▂▂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２００３ ６．４７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 ▂▂▂▂▂▂▂▃▃▃▃▃▂▂▂▂▂▂▂▂▂

Ｓｉｔｅ ２００３ ３．７３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３ ５．３３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７ ▂▂▂▂▂▂▂▂▃▃▃▃▃▃▃▂▂▂▂▂▂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ｏｆｆｓｅｔ ２００３ ２．５１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

Ｓｃａｌｅ ２００３ ２．５１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８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３ ３．６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 ▂▂▂▂▂▂▂▂▂▂▂▂▃▃▃▂▂▂▂▂▂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３ ４．１０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３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０３ ２．５２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３ ▂▂▂▂▂▂▂▂▂▂▂▂▂▂▂▂▂▃▃▃▃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３ ４．４８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３ ▂▂▂▂▂▂▂▂▂▂▂▂▂▂▂▂▂▂▃▃▃

　 　 加粗短横线表示该词出现的时间范围

９３５２　 ５ 期 　 　 　 韩丽丽　 等：生物多样性信用研究现状、热点及启示———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的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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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研究启示

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如何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已成为当前亟须解决的重要战略

目标。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不仅要充分认识到生态环境的内在价值，还要探索将其转化为经济价值的有效途

径。 综上可知，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使用生物多样性信用这一概念来量化自然栖息地的改善情况，将其转化

为可交易的信用，从而激励企业和个人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 我国在这方面已经展开了类似的研究，将生

态产品价值应用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来探索经济绿色增长新路径，构建以及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成为

当下研究重点。 在这一背景下，借鉴国外融资经验，探索将生物多样性信用应用于生态产品交易的实际操作

中，将其发展成为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切实有效手段在我国一定程度上是可行的，但在引入过程中也需要

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
（１）定义难。 生物多样性信用目前没有明确一致的定义。 为避免产生绿色清洗的误解（即企业并非通过

改进自身运营模式来维护生物多样性，而是仅仅依赖购买额度来实现承诺目标）在对其概念进行界定时，被
视为融资工具还是补偿工具存在争议。 尽管两者都致力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恢复，具体来说，融资工具将

其视为一种投资单位，主张通过预防性的措施，来避免生物多样性的进一步丧失，主要有保护或避免、恢复物

种和生态系统、支持现有生态保护行动三种类型，支持的行动可能有不同的时间范围，取决于与资金投资提供

者的协议，例如 ５ 年、１０ 年、２０ 年或永久。 补偿工具将其视为一种补偿单位，用于补偿其他地方栖息地的损

失，例如通过采矿作业、道路建设或城市扩张等破坏生物多样性活动。 实际上，生物多样性抵消其实就是生物

多样性信用的最低补偿。 它们在具体操作范围和理念上存在显著的差异。 二者混为一谈往往使得后续的研

究难以开展或产生较大区别。 故在引入生物多样性信用时，审慎和全面界定其概念，不仅要考虑到补偿单位

对直接恢复受损生态系统的需求，也要充分理解投资单位对预防性保护措施和长期保护的重视。 建议将生物

多样性信用与生物多样性抵消分开，明晰其结构和用途，避免将生物多样性抵消被用作“抵消”其他地方生物

多样性和栖息地破坏的廉价方式，从而失去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初衷和目的。
（２）交易难。 市场参与主体有限，尽管国外学者对生物多样性市场活动做了许多有益探索，但目前这些

模式的可推广性还较差，国外大多市场交易案例多重视市场开发，对生物多样性信用买方考虑不足，导致生物

多样性信用买方在市场中的地位较为被动。 我国也存在社会资本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积极性不高问题。 因

此，吸引采购商并实现商品销售成为生物多样性信用交易最为关键的要素。 为此，在引入生物多样性信用时，
建议建立市场化交易平台，扩展生物多样性信用购买者。 例如，试图实现其保护成果的政府机构、对保护感兴

趣的慈善组织、希望投资生物多样性的公司（如旅游业或有企业社会责任计划的公司）、私人生物多样性经销

商和中介机构（如碳抵消经销商）或寻求更可验证的方式以确保对野生动物保护组织的捐赠得到适当引导的

个人消费者，与需求方通过市场途径建立买卖关系。 提高现有政府、企业和群众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计划中参

与度，为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提供强大的资金和支持。 此外，也要注意，生物多样性信用交易并非单纯市场驱

动行为，需要政府的有效监管和引导。 因此，建议政府制定明确的政策规则，以有效、透明的方式对市场交易

进行监管和促进。
（３）度量难。 如果将生物多样性信用引入市场机制，需要设定一个信用收益和损失标准。 然而，生物多

样性信用核算指标体系、方法、标准等仍未统一，直接应用至市场交易实践中存在困难。 《生物多样性公约》
及《生态系统红色清单》曾尝试提出简易指标以量化生物多样性价值，但受各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及差异

化体制的影响，生物多样性量化面临众多替代指标，且对生物多样性基线缺乏共识，量化标准各异。 我国研究

人员应当利用国外现有的技术和经验，结合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现状的实际需求，实现本土化创新，建议依托

现有平台，如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ＣＥＲＮ）、国家陆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网络（ＣＴＥＲＮ）、中国生物多样

性监测与研究网络 （ ＳｉｎｏＢＯＮ）、中国森林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 （ ＣＦｏｒＢｉｏ） 及中国生物多样性观测网络

（ＣｈｉｎａＢＯＮ），构建清晰、透明、简明、可复制的生物多样性价值评估指标，并与我国不断完善的政策框架（《中

０４５２ 　 生　 态　 学　 报　 　 　 ４５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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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２０２３—２０３０ 年）》优先行动 ２２）保持一致。

６　 结论

（１）国外生物多样性信用研究在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２３ 年期间，生物多样性信用研究的年度发文数量经历了从

缓慢发展到快速增长，再到波动上升的演变过程；在作者合作方面，澳大利亚学者 Ｍａｒｔｉｎｅ Ｍａｒｏｎ 和 Ｐｈｉｌｉｐ
Ｇｉｂｂｏｎｓ 在该领域内的研究贡献尤为显著，他们被视为该领域的研究核心作者；从国家间合作论文来看，澳大

利亚、英国和美国这三个国家在生物多样性信用研究领域的合作表现突出；在研究机构层面，大自然保护协

会、昆士兰大学、肯特大学和剑桥大学对生物多样性信用研究进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发文期刊来看，
学术期刊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ｙ 和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Ｐｏｌｉｃｙ 在生物多样性信用研究领域具有较高

的学术影响力。
（２）高频被引文献主要集中在生物多样性抵消政策、无净损失、抵消方案以及激励措施这四个核心议题

上。 在关键词共现结果显示“土地利用”“栖息地”“缓解层次结构”“生物多样性”等关键词是当前研究的热

点；进一步通过聚类分析图，将研究主题归纳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激励策略、生物多样性信用核算、法律政策

框架以及银行机制等四大类别。 这些领域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也为相关政策

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通过对关键词研究热点演变分析，发现国外生物多样性信用研究

主要经历三个阶段。 生物多样性信用的用途从原本被动抵消工具转变为主动投资。 研究目标也从原先的确

保无净损失转变为积极追求净收益。
（３）研究前沿指向结果评价、环境政策制定、自然保护等领域，设计更符合政策目标的策略和开发科学有

效生物多样性信用计量方法成为今后研究重点。
通过梳理国际生物多样性信用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在不同历史时期和阶段国外面临的生物多样性信用保

护国情侧重点不尽相同，现有的生物多样性信用已经取得重大的进步，生物多样性信用作为一个筹集资金的

途径和政策工具，发展潜力巨大。 随着我国《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２０２３—２０３０ 年）》的实

施，对生物多样性重视程度不断提升，生物多样性信用等激励型机制的关注度将会随之增强。 应妥善引入生

物多样性信用工具，借鉴国外生物多样性信用交易市场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

生物多样性信用适用条件、边界范围、基准线情景、额外性论证、评价标准、计量监测体系、交易规则等，以推动

统一生物多样性信用交易市场的建立，将其发展成为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切实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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