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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条件价值法 ,通过调查消费者的支付意愿 ,研究了扎龙湿地的非使用价值。扎龙湿地的非使用价值为

49134亿元 ·a - 1 ,其中存在价值为 30119亿元 ·a - 1 ,遗产价值为 13162亿元 ·a - 1 ,选择价值为 5153亿元 ·a - 1 ,扎

龙湿地人均支付意愿值 (W TP)为 40元 ·a - 1 ;职业、文人程度、了解程度、偏爱程度与支付意愿呈极显著相关关系 ;

性别、技术职称、收入水平与支付意愿不相关。年龄、职业、了解程度、偏爱程度与 W TP值均极显著相关 ;性别与

W TP值显著相关 ,而与技术职称、收入水平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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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 was used to estimate the non2use value of Zhalong wetland by investigating the

willingness to pay(W TP). It was found that the non2use value of Zhalong wetland was about 4 934 m illion yuan·

a
- 1

, in which the existence value was 3 019 m illion yuan·a
- 1

, its heritage value yuan·a
- 1

, the selection value

was 553 m illion yuan·a
- 1

, and the mean W TP for Zhalong wetland was 40 yuan·a
- 1

. The impact of total samp les

factors on W TP was also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occupation, education level, awareness, and favourwere

extremely closely correlated with W TP, sexual distinction, p rofessional title, income level were not correlated with

W TP; age, occupation, awareness and favour were extremely correlated with the W TP value, the sexual distinction

was closely correlated with W TP value, while the p rofessional title and income were not correlated with W TP value.

Key words: Zhalong wetlands; non2use value; contingent valuation; willingness to pay

在对自然资源价值进行评价的过程中 ,通常将

自然资源的价值分为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 [ 1 ]
,湿

地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缺少的自然资源 ,其价

值也可分为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湿地的使用价

值指湿地能够提供给人类的产品或满足人类需要的

服务价值 ,包括直接使用价值和间接使用价值。湿

地的非使用价值是指湿地所具有的既不能直接利用

又不能间接利用的价值 ,主要包括存在价值、遗产价

值和选择价值 [ 2 ]。非使用价值的定量评价是湿地价

值评价中非常重要但又十分困难的部分 ,条件价值

法 (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简称 CVM )是以货

币形式量化非使用价值的唯一有效途径 [ 3 ] ,通过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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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消费者的支付意愿 (W illingness to Pay,简称 W TP)

与接受补偿意愿 (W illingness to Accep t,简称 W TA )

得到的 ,在国际上已被广泛用于自然资源和环境价

值的评估 [ 4, 5 ]。我国也逐渐采取条件价值法对自然

资源的非使用价值进行评估 [ 6～9 ]
,但对于湿地的非

使用价值研究还不多 [ 2, 10 ]。湿地评价是湿地保护和

合理利用的基础 ,湿地的功能与价值是多方面的 ,如

果不同的利用者仅仅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而决定湿

地的开发利用方式 ,往往会破坏湿地其它方面的功

能与价值。因此 ,全面、科学地评价各类湿地所具有

的价值 ,不仅可以使人们深入了解研究湿地的意义 ,

还可以为湿地的开发与保护提供可靠的依据 ,确保

湿地的可持续利用。本文以扎龙湿地为例 ,采用条

件价值法 ,通过调查消费者的支付意愿 ,计算扎龙湿

地的非使用价值 ,并详细分析了影响支付意愿的各

种因素。

扎龙湿地位于黑龙江省西部松嫩平原 ,齐齐哈

尔市东南的闭流洼地处 (46°52′～47°32′N, 123°47′

～124°37′E)。扎龙湿地是乌裕尔河下游失去河

道、河水漫溢而成的一大片永久性或季节性淡水沼

泽地 ,有许多小型浅水湖泊和广阔的草甸草原组成 ,

总面积 2 100 km
2。扎龙是丹顶鹤、白鹤等一些珍稀

濒危水鸟的重要迁徙停歇地 ,是中国第 1批指定的 7

块国际重要湿地之一。

1　研究方法

CV法 (或 CVM 法 )是一种用征询问题答案的

方式来诱导出人们对被评价对象的偏好 ,并导出人

们为保存此评价对象的支付意愿 (W TP) ,并对 W TP

值进行计算。W TP调查可通过会面、电话以及邮件

等方式进行 ,考虑到费用成本等因素 ,本次调查采用

邮寄调查的方式。

111　CV调查表设计原则

尽量避免各类偏差的发生 ,在调查表中附加了

一份扎龙湿地简介 ,尽可能详细地描述了扎龙湿地

的特点 ,以使应答者全面准确地了解扎龙湿地 ,增加

W TP的准确性 ;同时为了避免奉承偏差 ,在 W TP支

付卡中提醒答题人这是一次真实支付 ,应与年收入

相对照 ,量力而行 ,并提醒答题人认识到除扎龙湿地

外 ,还有其它自然保护区需要保护。

CV调查问卷应使调查对象理解并接受问卷的

主题和答题 ,但不能误导答题人。在涉及扎龙湿地

的各项价值以及提供支付卡时 ,没有做任何的着重

说明和提示 ,避免误导答题人。

112　CV调查表的设计内容

“扎龙湿地自然保护区存在价值的个人支付意

愿调查表 ”共包含答卷人身份信息、答卷人对扎龙湿

地的了解程度和感情、支付意愿与 W TP值、意愿支

付取向和支付动机、不愿支付原因以及建议等 12个

项目的问题 ,除调查表正文外 ,还附有“致调查表答

卷人 ”的说明信和“扎龙湿地简介 ”。调查表主要内

容为 :

(1)答卷人身份信息 ,即调查表的前 3项问题。

包括答卷人概况 :姓名、性别、年龄、籍贯、职业、文化

程度、技术职称、专业 ;答卷人通讯地址 :通讯地址、

工作单位、邮政编码、电话号码、传真号码、电子信箱

等。答卷人 1999年个人经济收入 ,从 5 000元以下

到 50 001元以上 ,共有 8个档次的备选项。

(2)答卷人对扎龙湿地自然保护区的了解程度和

感情 ,反映在调查问卷上的第 4、5两个问题。对扎龙

湿地的了解程度分为相当熟悉、有一定了解和没有多

少了解。答卷人对扎龙湿地的感情由答卷人是否到

过或是否计划去扎龙湿地等 5个选项来反映。

(3)支付意愿与 W TP值 ,此内容由第 6～8项问

题反映出来。答题人是否愿意为扎龙湿地的永续存

在而每年从个人收入中支付一定费用有 2个选项 ,即

“是”或“否”,答卷人愿意支付的数值为 ≥0101元 ,计

47个选项 ;答卷人喜欢的支付形式共有 4个选项。

(4)意愿支付取向和支付动机研究包括第 9、10

两项。答卷人对自己投资的比例分配 ,包括湿地自

然景观和生态系统 ,湿地中的珍稀野生动物 ,湿地中

的植被 3个选项。答卷人的支付动机比例是为了确

定扎龙湿地的存在价值、遗产价值和选择利用价值。

(5)不愿支付原因调查 ,该项共有 7个选项。

(6)建议。请各位答卷人对此次 CV调查提出

指导和建议。

(7)除调查表正文外 ,还附有“致调查表答卷

人 ”的说明信和“扎龙湿地自然保护区简介 ”。

113　CV采样设计

11311　样本大小设计 一般来说 , CV调查的样本

越大 ,统计所得数据结果质量越高 ,可信性越大。国

内外一些典型 CV调查的样本数约为 100～3 000个

个体 ,反馈率大致为 30% ～70%
[ 4 ]。本次调查共发

放调查表 282份 ,收回 209份 ,反馈率 7411% ,与国

内外同类研究相对比 [ 4 ]
,样本大小选择比较合理 ,反

馈率较高。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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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2　样本对象选择 　CV调查的顺利进行依赖于

所选样本人员对此类活动的认识 ,应答者对调查能感

到真正有意义 ,也就是说调查主题是被调查对象共同

关注的问题 ,以保证 CV调查的顺利进行。另外 ,调查

结果的质量很大程度取决于被调查对象的个人知识、

经验和兴趣。本次调查所选样本主要包括 :从事湿地

保护、自然保护的科研人员以及与此有关的教师、国

际组织职员、政府行政管理人员 ;与自然保护不相关

的研究所、院校职工、国有企事业职工等。

11313　取样范围选取 本次调查向全国 29个省

(市、自治区 )发放了调查问卷 ,回收了 22个省 (市、

自治区 )的问卷 ,覆盖面较广 ,有代表性。

114　CV试验设计

在对 CV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时 ,要将答卷

人的各种社会身份特征 ,及其对扎龙保护区的了解、

偏爱程度与支付意愿及其数值进行交叉列表 ,分析

各因素之间的相关性。

11411　不同专业对支付意愿和 W TP值影响的对比

试验 　不同专业对比试验选择在长春铁路分局和中

国科学院长春地理所进行 ,所取样本分别为 32个和

31个。这 2组对象在年龄、收入等方面都没有显著

差别 ,而在湿地及自然保护专业知识方面差异十分

显著 ,设计这组试验 ,试图分析专业人员和非专业人

员在支付意愿和 W TP值方面的差异情况 ,并分析其

相关性。

11412　不同地理区域对支付意愿和 W TP值的影响

分析 　按照一般的逻辑 ,越是靠近扎龙湿地的居民 ,

越是关心扎龙 ,支付意愿率和 W TP值也应该越高。

正是基于这样的假设 ,把被调查人员分东北地区和

其它地区 2类 ,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省、吉林省、辽

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另外的 18个省 (地市自治

区 )均划归为其它地区。

11413　答卷人社会特征各因素对支付意愿和 W TP

值相关分析 　把反馈所有调查表作为一个样本 ,分

析这个总样本中各有关因素对支付意愿率和 W TP

值的相关程度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性别、年龄、籍

贯、职业、文化程度、技术职称、专业知识、收入、了解

程度、偏爱程度、支付形式。

115　CV数据统计分析方法

11511　建立数据库 首先对反馈的调查表编号 ,然

后将反馈的 208份调查表 14 000多条信息输入数据

库。数据库软件采用 V isual Foxp ro610。

11512　数据档案分类管理 根据统计分析的需要 ,

在原始数据库的基础上 ,形成若干索引数据库 ,主要

有 :按答卷人现工作单位所在地排序形成的数据库 ;

按答卷人籍贯索引形成的数据库 ;按 W TP值由小到

大形成的数据库。

11513　数据分析方法 借鉴国内外研究经验 ,本研

究的数据分析采用列联表分析 2种属性之间的相关

或独立 ,并进行χ2显著性检验。

2　CV调查结果统计分析

211 调查表反馈率的统计

本次 CV调查 ,向全国各地寄发 CV调查表 282

份 ,涉及 28个省 (市、区 ) ,共收到反馈调查表 209

份 ,来自 22个省 (市、区 ) ,反馈率 7411% ,删除 1份

不合格答卷。本研究统计分析总样本支付意愿率和

W TP值时 ,全部采用 208份反馈样本的数据。

212 支付意愿率与 W TP值的统计

对有效的 208份返回调查表的支付意愿和 W TP

值的统计表明 ,愿意为保护扎龙湿地永续存在而个

人支 付 费 用 的 有 141 人 , 占 全 部 调 查 样 本

的 67179%。

根据累计频度分布 (表 1) ,最接近累计频度中

位值的是 38131%和 55133% ,这 2个累计频度所对

应的 W TP值分别为 30元和 50元 ,中位累计频度

50%所对应的 W TP值应是 40元 ,因此可确定境内

总样本 W TP的中位值为 40元人民币。

表 1 被调查者支付意愿值的频度分布

W TP值 /

元

绝对频数 /

人

相对频度 /

%

调整的频度 /

%

累计频度 /

%

　0101 2 0. 96 1142 1142

1100 4 1192 2184 4126

2100 3 1144 2113 6139

3100 1 0148 0171 7110

4100 4 1192 2184 9194

5100 2 0196 1142 11136

8100 1 0148 0171 12107

10100 23 11107 16131 28138

20100 11 5129 7180 36118

30100 3 1144 2113 38131

50100 24 11155 17102 55133

60100 4 1192 2184 58117

80100 1 0148 0171 58188

100100 35 16183 24181 83169

200100 14 6173 9192 93161

300100 1 0148 0171 94132

400100 1 0148 0171 95103

500100 4 1192 2184 97187

1 000100 3 1144 2113 100100

拒绝支付 67 32121

总数 208 100100 100100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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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支付对象与支付动机的统计

21311 支付对象情况 愿意为保护扎龙自然景观

及生态系统支付费用的占 4512% ,保护野生动物的

占 3711% , 保护扎龙湿地中的植被类型的占

1717%。这说明大家已经意识到湿地生态系统的重

要性 ,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是野生动植物存在的

前提。

21312 支付动机调查 出于确保扎龙湿地永续存

在的动机占总支付的 6112% ;出于将自然遗产保留

给子孙后代的动机的占 2716% ;出于将来能够选择

利用扎龙湿地的占总支付的 1112%。

3　CV调查支付意愿与支付水平的影
响分析

311 支付意愿和支付水平与各影响因子的相关性

分析

采用列联表对 2组样本的支付意愿和 W TP值

进行分析 ,算 X
2检验值和自由度 ,再查表 ( X

2分布临

界值表 )得到概率 P,根据 P值大小检验相关的显著

水平。

31111 不同专业知识背景与支付意愿和 W TP值的

相关性 统计分析结果显示 ,从事不同专业工作的

人员与支付意愿二者之间相关的概率水平达到

9915% ,呈现出极其相关的关系。熟悉湿地与从事

自然保护专业的人员的支付率远比其他人员的高 ,

前者支付率达 75% ,后者仅为 35% ,但是不同的专

业背景支付数值却没有相关影响。

31112　不同地理区域对支付意愿和 W TP值的影响

东北区发放调查表 130份 ,反馈率 86% ;其它地区发

放调查表 142份 ,反馈率 69%。从反馈率看 ,可以推

断东北以外其它区域的人对此项调查或对扎龙湿地

感兴趣的比例要远比东北地区的少。

统计结果同时显示 ,不同地理区域对支付意愿

没有相关影响 ,但是不同地理区域的人的支付数额

之间略有不同 :东北地区的人支付额度稍低于其它

地区 ,东北地区支付额 ≤100100元的占总支付的

88% ,其它地区则占 79%。

31113 总样本各因素对支付意愿和 W TP值的影响

从表 2、3中可以看出 ,职业、文化程度、了解程度、偏

爱程度与支付意愿间呈极显著相关关系 ;性别、技术

职称、收入水平与支付意愿不相关。年龄、职业、了

解程度、偏爱程度与 W TP值极显著相关 ;性别与

W TP值显著相关 ,技术职称、收入水平与 W TP值不

相关。

表 2 被调查者社会特征对支付意愿影响的相关性

因素 自由度 X2 相关水平 相关性 支　付　率

性别 1 01186 5 01750 不相关

年龄 2 31947 5 01250 相关 30岁以下 69% , 51岁以上 50% , 31～50岁 70%

职业 5 251975 4 01005 极显著相关
基层保护单位 100% ,行政管理人员 83% ,科研单位 71% ,高校 74% ,企事

业 38%
文化程度 3 91437 2 01025 极显著相关 初等教育人员 100% ,研究生以上 76% ,高等教育 61% ,中等教育 55%
技术职称 4 31818 7 > 0175 不相关
收入水平 7 01000 0 01005 不相关
了解程度 2 121288 0 01050 极显著相关 熟悉的 84% ,有一定了解 76% ,初步了解 55%

偏爱程度 4 91712 5 极显著相关
本人到过扎龙的 78% ,家人到过扎龙的 88% ,希望去扎龙的 69% ,将来准备

去扎龙的 64% ,不想去扎龙的 40%

表 3 被调查者社会特征对支付意愿值影响的相关性

因素 自由度 X2 相关水平 相关性 支　付　率

性别 4 81749 5 011 显著相关 男性 80%的人低于 100元 ;女性 92%的人低于 100元

年龄 8 181094 7 01025 极显著相关
30岁以下的 88%低于 100元 ; 31～50岁的 86%低于 100元 ; 51岁以上的

50%低于 100元 ;年龄越大 ,支付越高
职业 20 561564 0 01005 极显著相关 基层保护单位偏高 ,高校师生最低

文化程度 12 151706 8 01250 相关
研究生以上的 92%低于 100元 ;高等教育的 81%低于 100元 ;中等教育的

73%低于 100元 ;初等教育的 57%低于 100元
技术职称 16 131457 8 01750 不相关
收入水平 28 01000 0 不相关

了解程度 8 171336 7 01050 极显著相关
熟悉扎龙湿地的人 59%低于 100元 ,有一定了解 87%低于 100元 ;初步了解

90%低于 100元

偏爱程度 16 291479 2 01025 极显著相关
家人到过扎龙的 63%低于 100元 ;希望能去的 87%低于 100元 ;将来打算去

的 93%低于 100元 ;不想去的 100%低于 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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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用 CV法进行非使用价值评价的影响因子

分析

31211 湿地保护意识影响支付意愿 在统计分析

中发现 ,专业背景、职业、文化程度都与支付意愿呈

极显著相关关系 ,职业、文化程度与 W TP值也呈显

著相关。从事或熟悉湿地事业的人以及具有较高文

化水平的人 ,一般来说能了解湿地的价值 ,认识到湿

地存在的意义 ,他们的支付意愿率较高 ,支付数额也

偏大 ,这表明决定人们是否愿意为扎龙湿地的永续

存在而支付费用的主要因子是人们的意识观念。

31212 对扎龙湿地的了解程度和感情影响支付意

愿与 W TP值 了解程度、偏爱程度、支付意愿与

W TP值都呈极显著相关关系。在熟悉扎龙的人中

84%的人愿意支付 , 41%的人支付数值大于 100元 ;

初步了解的人中有 55%的人愿意支付 , 10%的人支

付数值大于 100元。家人到过扎龙的人的支付意愿

率为 88% , 37%的人支付额大于 100元 ;希望能去扎

龙的人的支付意愿率为 69% , 13%的人支付额大于

100元 ,将来打算去扎龙的人的支付意愿率为 64% ,

7%的人支付额大于 100元 ,这一调查结果符合客观

规律。

31213 性别、年龄影响 W TP值 与支付意愿不相

关或相关度很低的年龄、性别等因素与 W TP值却分

别有显著和极显著相关。男性的支付值大于女性 ,

年龄越大 ,支付数额趋向越高。

31214 支付意愿、W TP值与收入水平的关系 收

入水平与支付意愿及 W TP值不相关 ,表明支付能力

不是影响支付意愿与 W TP值的因素 ,虽然有的人在

陈述不支付原因时声称自己没有支付能力 ,事实上 ,

在调查表的支付卡中 ,从 0101元起 ,设置了 40余个

支付档次 ,小数额支付 (如 0101元或 011元 )一般来

说不会影响到自己或家庭的生活。支付与否、支付

多少的关键问题是被调查人保护湿地的意识和

观念。

4 扎龙湿地非使用价值评价

411　CV调查的 W TP值

调查结果统计显示 , 208个有效反馈样本中有

141人表示愿意为扎龙湿地的永续存在而出资的占

67179% ,愿意支付者的 W TP值平均数为 100105

元 ,中位值为 40100元。由于 W TP值的差异太大 ,

平均数易造成较大误差 ,根据国内外的普遍做法 ,采

用中位值 ,即 :总样本人均 W TP值为 40100元 ,代表

性为 67179%。

412　总人口基数取值分析

扎龙湿地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应在全国范围

内统计总人口基数 [ 11 ] (表 4)。本文按全国城镇职

工人口数统计出来的 W TP值为 49134亿元 ,这部分

人收入稳定 ,有一定的文化水平 ,愿意支付的人员主

要来自他们 ,同时当他们在国内从事旅游活动时很

可能到扎龙湿地来。

表 4 扎龙湿地 W TP总值估计

人口样本
人数 /

万人

人均 W TP值 /

(元·人 - 1 ·a - 1 )

W TP总值 /

(万元·a - 1 )

全国总人口 124 810 40 4 992 400

市镇 (县 )人口 37 942 40 1 517 680

城镇职工 12 336 40 493 440

国有单位职工 2 809 40 352 360

三产从业人员 69 957 40 2 798 280

413　扎龙湿地 W TP值的分解

从 CV调查表可以看出 ,调查所得的 W TP值实

际上是扎龙湿地非使用价值的总量 ,包括存在价值、

遗产价值和选择价值。按前文统计的支付动机的百

分比计算 ,确保扎龙湿地永续存在的占总支付的

6112% ;将自然遗产保留给子孙后代的占 2716% ;为

了将来能够选择利用扎龙湿地的占 1112%。以城

镇人口数为样本的 W TP值为 49134亿元 ,扎龙湿地

每年存在价值为 30119亿元 ,遗产价值 13162亿元 ,

选择价值 5153亿元。

5 用 CV法进行非使用价值评价的偏
差分析

　　与任何研究方法一样 ,用 CV法评价湿地的非

使用价值也存在一定的偏差 ,而且这种偏差也主要

来自被调查样本。

511　样本偏差

CV研究结果主要依赖于 CV调查的样本数据 ,

CV调查要求取样的随机性和广泛代表性。由于受

时间和经费的限制 ,为了保证反馈率和及时反馈 ,与

湿地或自然保护相关的被调查者占有很高的比例 ,

可能造成支付意愿值偏高。另外 ,本研究 CV调查

样本全部取自国有事业单位的工薪阶层 ,因此本调

查的样本不能代表其他工薪阶层的支付意愿和支付

能力。

512　隐私偏差

本次 CV调查结果显示 ,被调查人员填写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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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存在明显的偏差 ,大多数人填报的收入仅限于

公开的正常工资收入 , 87102%的人填报年收入为

15 000元以下 , 95167%的人填报的年收入为 20 000

元以下。这一结果比实际收入明显偏低 ,并造成年

收入档次过于集中。这种隐瞒收入的现象直接造成

CV调查统计分析的误差 ,并影响到收入与 W TP的

相关分析结果。

513　奉承偏差

被调查者可能把对本次调查的反映理解为其本

人的环境保护意识和水平 ,还有的人误认为主办人

希望得到较高的 W TP值 ,因而有意地抬高了 W TP

值 ,这对正确估计 W TP值造成了影响 ,使结果偏高。

514　理解偏差

对 CV调查活动本身的理解偏差。例如 ,有人

指出他本人已经纳税 ,对此类公益活动已尽了义务 ,

故不该支付。这些人显然没有正确理解本次 CV调

查其实只是一个研究项目 ,不代表政府意愿 ,这类误

差使 W TP值明显降低。

对调查表内容的理解偏差。个别被调查者未真

正理解调查表中的各项要求 ,使 W TP值出现偏差。

515　身份偏差

在此次调查样本中 ,有一些政府行政管理官员

或主管领导 ,碍于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或出于一种责

任 ,填写 W TP值可能偏高 ,但这不一定是他们的真

实愿望 ,这些都会使总体 W TP值增高 ,出现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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