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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条件价值评估法是国际上衡量环境物品非利用经济价值的主要方法之一 ,其调查的问卷格式主要有

开放式和封闭式两种类型。 以黑河流域额济纳旗生态系统恢复为研究对象 ,在投标卡格式调查的基础上 ,

以开放式、封闭式 (单边界和双边界两分式 )的问卷格式各设计了 500份调查问卷 ,调查分析了黑河流域居

民对额济纳旗生态系统服务恢复的支付意愿。分析结果表明 ,采用不同类型的调查方法得到的结论有较大

差异 ,其中: 开放式问卷的调查结果与投标卡式问卷的分析结果相差不大 ;封闭式问卷格式的调查结果是

开放式问卷调查结果的 3～ 4倍 ;同时 ,双边界两分式问卷比单边界两分式问卷更能逼近参与者的真实支

付意愿。在综合比较多种不同的调查方法的基础上 ,认为以双边界两分式的评估结果作为额济纳旗生态系

统服务恢复的总经济价值比较合适。 因此 ,仅就黑河流域居民来说 ,用 20a的时间将额济纳旗的生态系统

恢复到 20世纪 80年代初的水平 ,其总经济价值的现值为 3. 674× 108元。 最后 ,讨论了条件价值评估的各

种方法 ,并指出了今后研究中需加强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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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ingent v aluation me thod ( CV M) is one of the techniques which is most w idely used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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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ima ting the value o f environmental g oods, its main fo rm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open-ended question and

clo sed-ended question fo rma ts. It is obv iously impo r tant to compa re the distinction among different fo rms

o f CVM . In this paper , w e take Ejina Banner as an ca se to analy ze the W TP o f r esto ring eco sy stem ser-

v ices and compa re the differ ences among different fo rm s o f CV M.

We have car ried out 500 samples in-per son interv iew s fo r open-ended and clo sed-ended question fo r-

mat r espectiv ely during the summer of 2002. We employed a non-pa ramet ric and a pa ramet ric model to es-

tima te the results.

Calculated r esults suggested that the mean W TP estima ted by clo sed-ended question fo rma t is 3～ 4

times of th e mean W TP estima ted by open-ended question format. No clear differ ence ex ist betw een the

mean W TP estima tes of open-ended fo rmat and pay-card format. It ha s been found that double-bounded

fo rmat have a much tight er confidence interv als for the estimate of mean W TP than sing le-bounded fo r-

mat, and is mo re closely approx ima te to the true W TP o f r espondents. Ther efor e, w e suggested tha t the

estima tion r esults of double-bounded format as the tota l economic value o f resto ring Ejina Banner ' ecosy s-

tem serv ices. The agg r egate benefit ( present v alue) o f resto ring Ejina banner ecosy stem to residents o f the

Heihe basin is $ 3. 01 million annually fo r 20 year s.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ma rket discount ra te, the ag-

g rega te benefit is $ 36. 74 million fo r 20 year s.

In the end, w e discuss the issues of how to apply the contingent v alua tion method in developing coun-

tr y, and believ e future effor ts may be able to apply CVM efficiently accompanying w ith benefit-co st analy-

sis and eva luating the va lidity o f v arious surv ey fo rmats th rough more practical example.

Key words: conting ent v alua tion me thod( CVM) ; willingness to pay (WT P); open-ended question fo rmat;

clo se-ended question format; economic va lue; ejina banne r.

文章编号: 1000-0933( 2003) 09-1841-10　中图分类号: Q148, X171　文献标识码: A

1　条件价值评估法概述

随人们环境意识的提高和环境资产稀缺性的增加 ,环境价值作为一个权衡资源利用选择效益的影响

因素日益引起研究人员和决策者的重视 ,揭示缺乏市场交易的环境物品的价值信息就成为需要解决的一

个主要问题 [1]。

条件价值评估法 ( CVM )通过进行模拟市场的调查 ,以辨明人们关于公共物品变化的偏好 ,从而推导公

共物品变化的价值 [1, 2 ]。 自 Davis1963年提出条件价值评估法 ,并首次应用于研究缅因州林地宿营、狩猎的

娱乐价值以来 [3] , CV M逐渐地被广泛用于评估自然资源的休憩娱乐、狩猎和美学效益的经济价值 [1, 2 ]。 经

过近 40a的发展 ,条件价值评估法的调查和分析手段日臻完善 ,已经成为一种评价非市场环境物品与资源

的经济价值的最常用和最有用的工具 [2, 4]。 西方国家对条件价值评估法的理论方法与应用研究从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得到了迅猛发展 ,研究案例和著作呈指数形式增长 ,据 Mitchell等统计 ,从 20世纪 60年代初

CVM法提出到 20世纪 80年代末的 20余年时间里 ,公开发表的 CVM研究案例有 120例 [5 ]。 Carson等的

统计结果为 ,世界上 40多个国家 CVM法研究的案例已超过了 2000例 [6]。

美国是 CVM研究的起源国家和领导国家 ,在环境相关的政府部门的大力提倡和有力推动下 , CV M

成为环境经济价值评估的一种主要方法 ,被广泛用于评估环境物品的利用价值和非利用价值 ,在相关环境

与资源的经济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欧洲联盟国家近 20a来在 CVM的应用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进

步 , CVM在欧盟国家的环境经济评价和环境政策制定中也日益发挥出显著作用 [4]。

由于受社会体制、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条件价值评估法在发展中国家的理论与

应用研究开展的较少 ,在我国进行的研究案例目前也为数不多 [7～ 9]。以条件价值评估法 ( CVM)的投标卡问

题格式的调查方法对额济纳生态系统恢复的总经济价值进行了初步评估研究 [8 ] ,结果表明 ,只要进行精心

设计调查问卷和认真开展面对面调查 ,条件价值评估法在我国完全可以成功应用。

1842　 生　态　学　报 23卷



近年来 ,条件价值评估法的理论和方法发展较快 ,其研究方法已从早期的开放式问卷格式、投标卡问

卷格式 ,发展至目前的封闭式格式 ,封闭式格式也从早期的单边界约束发展到现在的双边界、多边界、多目

标支付意愿的估计 [10～ 17]。在研究方法发展的同时 ,研究范围也不断扩大 ,从开始的对环境物品或服务的娱

乐价值的研究 ,到目前广泛的应用于评估环境改善的效益和环境破坏的经济损失 [1, 2, 18～ 23]。 为分析条件价

值评估法的不同问卷格式在我国应用的可行性及比较研究结果的差异 ,以便在我国更好的应用该方法衡

量环境物品的经济价值 ,本文采用开放式问卷、封闭式问卷 (包括单边界两分式、双边界两分式 )的调查方

法对额济纳生态系统服务恢复的总经济价值进行了评估。

2　条件价值评估问卷设计、调查和样本特征分析

2. 1　调查问卷的设计

所设计的调查问卷的内容包括: ①对环境物品原始状态和变化的描述 ;②推荐的管理政策和选择情

景 ;③引导参与者支付意愿的方式 ;④确定参与者的社会经济信息和另外一些影响支付意愿因素的问题。

调查问卷的形式和内容与文献中所采用的内容和形式基本一样 [8 ] ,已采用的各种减少偏差影响因素的手

段和方法在新的调查研究中均保留。 本次调查对核心的估值问题进行了修改和补充。

开放式调查问卷中的核心估值问题如下:

( 1)当前额济纳旗的生态恢复和保护计划正在筹集资金的阶段 ,如果您支持该计划 ,您愿意每年从您

家中的收入中最多拿出 (未来的 20a内 ) 元支持这一计划 (请在横线上填数 )。

单边界两分式调查问卷的核心估值问题如下:

( 2)当前额济纳旗的生态恢复和保护计划正在筹集资金的阶段 ,如果需要您每年从您家中的收入中拿

出 (未来的 20a内 ) 元支持这一计划。 您是否同意?

a同意 　　　 b不同意

双边界两分式问题就是在此基础上 ,根据参与者对问题 ( 2)的回答 ,再追加问题 ( 3) (若答案为 a,就增

加投标值 ;若答案为 b,则降低投标值 )。

( 3) 元 ,您是否同意?

a同意 　　　 b不同意

2. 2　调查样本数量和初始投标值的确定

在设计好调查问卷和确定了调查方式之后 ,在具体实施实地调查时 ,还需要在调查设计方面做很多工

作。 开放式问卷格式的调查实施的要求相对简单 ,需要确定总的样本数量、选定调查点及确定各调查点的

样本分配。封闭式问卷的调查实施相对复杂 ,涉及到的关键问题是: ①调查的总样本数量 ;②初始投标值的

确定 ;③总的样本数量在不同投标点之间的分配 [24 ]。

条件价值评估研究的调查成本很高 ,因此 ,总的样本数量的确定除考虑研究经费和人力资源的配置情

况外 ,还需要考虑是否可以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信息。文献 [25]采用信息熵理论研究了额济纳旗生态系

统恢复的条件价值评估的最佳抽样样本数量问题 ,据该研究的结果 ,确定此次调查中开放式和封闭式问卷

的样本数量各为 500份 ,由于双边界两分式调查是在单边界两分式调查的基础上再追问一个问题 ,二者可

以合为一份问卷。 因此 ,本次调查问卷总数为 1000份。

基于 Cooper的研究和投标卡式问卷的调查结果 [8, 24] ,确定了 15个初始投标值: 2, 5, 10, 15, 20, 35, 50,

75, 100, 150, 200, 250, 300元。在文献 [ 22 ]中采用投标卡方式调查的 646份有效问卷中 ,最大支付意愿值没

有一个参与者选择 300元 ,因此选择 300元作为最大初始投标值 ,同时根据参与者投标的分布频率 ,增补

了 15元作为初始投标值。第二次追加问题根据需要增加了 1元和 400元两种投标值。 总样本数量 500份

在各投标值上基本平均分配 (每个投标值调查 30多份 ,个别点上根据实际情况稍做调整 ,但各投标值上问

卷分配数的偏差控制在 10%以内 )。

2. 3　调查过程和调查样本的特征分析

采用面对面的调查方式 ,分开放式和封闭式 (包括了单边界和双边界两分式两种类型 )两种问卷 ,样本

发放范围包括黑河流域张掖市 6个县 (区 )、嘉峪关市、酒泉市、金塔县和内蒙古额济纳旗的共 50个村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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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办事处 ,发出样本各 500份。 各县 (市区 )样本的数量主要是根据 1999年各县 (市区 )的家庭户数按比

例分配确定的 ,然后再采用随机块抽样 ( randomized cluste r sampling )的方法选定调查点 ,每个随机块样本

数量控制在总样本的 1 /13之内 [2]。 调查中一个参与者只能回答一种形式的问卷。 样本的随机抽样方法和

被调查者的流域覆盖性 ,决定了该调查研究具有条件价值评估法所要求的问卷广泛性要求 [2 ]。

面对面的采访方式使问卷反馈率很高 ,回收封闭式问卷的有效问卷 457份 (排除胡答、漏答的以外 )。

有效问卷中有 34个参与者不愿意支持额济纳生态系统恢复计划 ,不愿意支持的原因是 , 21人家庭收入低 ,

9人是抗议性支付 (认为额济纳旗生态系统恢复是政府的事情或额济纳旗的生态恢复计划不能取得期望的

效益 ) , 2个参与者对生态环境问题不感兴趣 , 2个参与者认为环境状况变化对自己的影响很小。 两种不同

形式问卷的抗议性回答比例少 (不到总问卷数量的 2% )说明这次问卷设计的效果比较好 [1]。开放式问卷的

有效问卷 489,有效问卷中有 28个参与者不愿意支持额济纳旗生态系统恢复计划。

开放式问卷中有支付意愿的 461个参与者的基本社会经济情况统计如下:城市人口 287人 ,农村人口

174人 ;男性 317人 ,女性 144人 ;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及以上受教育程度分别为 23人、 84人、 148人、

206人 ;家庭年收入在 1～ 5000元、 5001～ 10000元、 10001～ 20000元和 20001元以上的分别为 132人、 156

人、 130人和 43人。

封闭式问卷中有支付意愿的 423个参与者的基本社会经济情况统计如下:城市人口 258人 ,农村人口

165人 ;男性 292人 ,女性 131人 ;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及以上受教育程度分别为 18人、 88人、 148人、

169人 ;家庭年收入在 1～ 5000元、 5001～ 10000元、 10001～ 20000元和 20001元以上的分别为 115人、 127

人、 114人和 67人。

3　调查结果的数据统计分析

3. 1　开放式问卷结果分析

开放式问卷调查由于参与者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最大支付意愿 ,其数学分析不需要复杂的统计分析技

术。 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可采用列联表和卡方独立性统计检验的方法完成 [7, 26 ]。

按照参与者社会经济统计信息 ,将年龄、学历 、收入情况各分为 4组 ,年龄分组情况: ① 18～ 24岁 ;② 25

～ 3 5岁 ;③ 35～ 50岁 ;④ 50岁以上。学历分组情况:①小学 ;②初中 ;③高中 ;④大学及大学以上。收入分组

情况: ① 1～ 5000元 ;② 5001～ 10000元 ;③ 10001～ 20000元 ;④ 20001元以上。 同时将黑河流域参与者按地

理位置分为干流和周边地区两个不同的区域。 其中干流地区包括肃南县 、甘州区、临泽县、高台县、金塔县

鼎新镇和双城乡、内蒙古额济纳旗 ,周边地区包括山丹县、民乐县、嘉峪关市、酒泉市、金塔县除鼎新镇和双

城乡以外的其它区域。 开放式问卷的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见表 1。

从表 1卡方检验的结果可以发现 ,除年龄与性别对平均支付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外 ,其余的因素如学

历、收入、户籍和地理区域的不同均显著影响支付意愿。文化层次与支付意愿的关系呈单调变化 ,表现为文

化层次高的居民比文化层次低的居民支付意愿要大。收入对平均支付意愿的影响不呈单调变化 ,总体表现

出收入高的居民比收入低的居民有高的支付意愿。同时 ,城市居民的支付意愿要高于农村居民。黑河干流

区域居民的支付意愿比周边地区的平均支付意愿要高 10元左右 ,这说明不同区域的居民对额济纳生态系

统恢复的支付意愿存在差异。 这是因为额济纳旗生态环境问题恶化对流域不同地区居民的影响程度上有

差别 ,尽管流域普遍都受到额济纳生态环境恶化的影响 ,但干流地区因存在分水问题 ,还要承受水资源分

配所引发的社会、经济影响。

3. 2　封闭式问卷的分析方法和计算结果

3. 2. 1　封闭式问卷的分析方法　封闭式问卷由于不直接询问参与者的支付意愿 ,得到的是参与者关于某

一投标值的`同意’或`不同意’反映。 因此需要在参与者的`同意’ 或`不同意’回答的可能性与所面对的投

标值之间建立函数关系 ,以推导支付意愿 [4]。 基本的函数关系可采用 Logit函数的形式:

prob (̀ 同意’ ) = 1 - { 1+ exp [B0 - B1 (X ) ] }- 1 ( 1)

　　公式 ( 1)中 , B0 , B1是采用 Logit函数回归的系数 , X 是一个矢量 ,由参与者所面对的投标值和参与者

的社会特征变量组成。 当支付意愿非 0时 , Hanemann方程 ( 1)推导了计算支付意愿期望值的公式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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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WT P) = ( 1 /B1 ) × ln( 1+ exp(B0 ) ) ( 2)

　　公式 ( 2)中 ,B1是估计的最大金钱支付数量对回答`同意’ 概率的影响系数。 如果回归方程中没有其余

的独立变量的影响 , B0是估计方程中的常数项 ,如有其余独立变量的影响 ,则 B0是常数项与其它独立变量

的回归估计系数与其平均值乘积的和。

表 1　黑河流域调查样本的社会经济因素与支付意愿的相关性

Table 1　 The relationship of WTP to interviewees ' socio-demographical profile

分组

Group

年龄 Ag e 学历 Educat ion 收入 Income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样本数

Sample si ze
461 105 229 107 20 23 84 148 206 132 156 130 43

平均 W TP

Mean WT P
44. 90 53. 62 45. 21 38. 56 29. 67 20. 89 34. 42 42. 28 53. 69 32. 72 42. 90 54. 60 42. 90

卡方i2 23. 53 45. 10 44. 88

自由度 Deg ree

of f reedom
15 15 15

P 0. 10 0. 005 0. 005

分组

Group

户籍 Household regi ster 性别 Sex 区域 Area

城市

Ci ty

农村

Coun t ryside

男性

Male

女性

Female

干流

Main river

周边地区

Su rrounding area

样本数 Sample si ze 461 287 174 317 144 275 186

平均 W TP M ean W TP 44. 90 50. 67 35. 39 43. 82 47. 29 49. 42 38. 23

卡方i2 14. 97 7. 84 16. 94

自由度 Deg ree of f reedom 6 6 6

P 0. 025 0. 25 0. 01

　　双边界两分式方法的分析与单边界两分式的分析方法类似 ,不同之处在于单边界两分式的分析方法

是建立`同意’ 或`不同意 ’ 与投标数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式 ,而双边界两分式则是建立 4个不同反应序列

(`同意 -同意 ’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与投标值之间的函数关系式。 建立函数

关系式后 ,采用最大概率似然估计和 Hanemann的推导可以得到与方程 ( 2)同样的支付意愿计算公

式 [17, 21 ]。

3. 2. 2　计算结果分析　对调查的封闭式问卷中的 423份有效问卷 ,统计各初始投标值的反应状况 (表 2) ,

加上参与者的一系列社会经济统计数据 ,就能得到单边界两分式问卷所需要的信息。

表 2　各投标点上投标情况的统计

Table 2　 Distribution frequency of interviewees by first bid amount

投标点 Bid 2 5 10 15 20 35 50 75 100 150 200 250 300

同意 Yes 36 36 28 31 29 23 26 22 20 16 12 12 1

不同意 No 0 0 1 3 5 11 8 11 12 13 21 18 28

同意率

Yes rate(% )
100. 00 100. 00 96. 55 91. 18 85. 29 67. 65 76. 47 66. 67 62. 50 55. 17 36. 36 40. 00 3. 45

　　* 投标点是向参与者询问的第一次投标的数量 (元 ) Bid is th e bid n umber th e in terview ee w as asked for the f irs t

time, it s unit i s RM B yuan

　　 ( 1)单边界两分式条件价值评估调查的结果

采用最大对数似然函数法估计了流域整体、干流与周边地区的支付意愿与其他影响变量的关系式 ,结

果如表 3,其它一些解释变量如年龄、性别、环境态度变量等因为系数统计不显著 ,在此略去。平均支付意愿

的置信区间计算采用 Park等提出的基于方差协方差矩阵的模拟方法 [27]。

从反映方程拟合性质和回归系数显著性效果的几个统计量来看 ,该方程拟合效果较好。而且回归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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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符号也能通过经济学的检验。 由表 ( 3)计算结果可知 ,黑河流域整体居民对恢复额济纳生态系统的平均

支付意愿为每户每年 174. 55元。 从流域不同区域来考虑 ,黑河干流沿线居民每户每年的平均支付意愿为

185. 37元 ,要高于周边地区的每户每年平均 158. 96元的支付意愿 ,说明不同区域的居民对额济纳生态系

统恢复的支付意愿存在差异 ,同样似然比检验结果也能证明这一点 [22] (似然比检验的结果为 18. 47,要大

于自由度为 5、显著度为 0. 005的 i2值 ( 16. 75) )。

表 3　采用两分式调查问卷支付意愿的参数估计结果

Table 3　 The parametric model of wil lingness to pay and es timated resul ts

流域整体

Whole w atersh ed

干流地区

Main river

周边地区

Surrounding area

常数项 Cons tant 0. 341( 2. 655* ) 1. 389( 1. 945* * ) - 0. 347( 2. 417* )

投标值 Bid - 0. 013( 9. 684* ) - 0. 013( 6. 957* ) - 0. 018( 6. 663* )

户籍 Household regi s ter - 0. 437( 2. 420* ) 0. 452( 2. 055* ) - 1. 7778( 3. 113* )

文化层次 Education 0. 168( 3. 093* ) 0. 029( 2. 125* ) 0. 362( 4. 063* )

收入 Incom e 0. 0000252( 2. 443* ) 0. 0000538( 2. 839* ) 0. 0000621( 2. 263* )

对数似然比 Log likelihood - 188. 666 - 103. 819 - 75. 610

样本数 Sample si ze 423 227 196

平均 W TP Mean WT PP 174. 547 185. 373 158. 965

置信区间 Confidence in terv al ( 95% ) 152. 111～ 199. 794 155. 389～ 228. 591 134. 249～ 187. 078

　　* 表中括号内是 t检验数 ,* 是在指 0. 01的水平上显著 ,* * 是指在 0. 05的水平上显著 ;回归方程的被解释变量是

参与者的反应变量 ,编码如下: 1(同意 ) , 0(不同意 ) ;户籍的编码为城市为 1,农村为 0. Th e digit s in the parenth es es are t-

tes t resul t. * signifi cant at 0. 01 level ,* * signif ican t at 0. 05 level. Th e variables of reg ression function are respon se

v ariables of respond ents, the cod es are as fol low s: 1( yes ) , 0(n o) . Th e codes of h ouseh old regis ter are as follows: 1( u r-

ban ) , 0( rural )

　　从各方程的估计结果可知 :①所有方程投标值的系数都为负 ,且在 0. 01的水平上显著。投标值的系数

为负表示参与者面对的投标值越高 ,回答`不同意’ 的可能性越大 ;②户籍的系数流域整体和周边地区为

负、干流地区为正 ,系数为负表示针对相同的投标数量 ,城市居民回答`不同意 ’的可能性要大于农村居民 ,

反之 ,则相反 ;③文化层次的估计系数为正反映参与者的文化层次越高 ,针对高的投标值回答`同意’ 的可

能性越大 ;④收入的估计系数为正反映参与者家庭的收入越高 ,针对高的投标值回答`同意’ 的可能性越

大。值得注意的是户籍系数的估计符号与采用投标卡式问卷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 [8] ,关于户籍的参数估计

符号为负与农民直接与生态环境打交道、深切感受额济纳生态环境恶化有一定的关系 ,同时也与参与者的

受教育程度有一定关系。调查过程中在民乐县顺化乡 ( 27个样本 )和酒泉市城关区 ( 19个样本 )的参与者都

是城镇居民 ,收入也比较高 (在 10001～ 20000元之间 ) ,但针对投标值的反映以`不同意’ ( 30个 )为主。通过

交流发现 ,这些参与者主要认为额济纳旗生态系统的恶化对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影响较小 ,恢复额济纳生态

系统的服务主要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 考虑到这些参与者在前面的问题中对额济纳生态系统的恢复都表

示了支持 ,加上考虑研究调查区域的完整性 ,在实证分析中没有将这些样本以抗议性投标反映剔除 ,这可

能是周边地区户籍估计系数要小于流域整体和干流地区户籍估计系数的主要原因 ,也是与开放式问卷调

查分析结果相反的主要原因。如何真实的揭示参与者的偏好 ,实证调查过程中出现的现象给条件价值评估

的问卷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2)双边界两分式条件价值评估问卷的结果

双边界两分式问卷参与者的社会经济信息与单边界两分式问卷的调查结果一致。 针对不同的追加投

标值 ,参与者反映序列的统计情况如下: 同意 -同意 ( 227人 );同意 -不同意 ( 65人 ) ;不同意 -同意 ( 45人 );不

同意 -不同意 ( 86人 )。 双边界两分式问卷分析结果 (表 4)的解释与单边界两分式问卷的解释类似 ,在此从

略 ,置信区间也是采用与单边界两分式模型同样的方法进行估计。

3. 3　不同方法估计的额济纳生态系统服务恢复的总经济价值比较

黑河流域共有居民 483223户 ,其中干流区域居民 223895户 ,周边地区居民 259328户。 考虑到不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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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双边界两分式调查支付意愿的参数估计结果

Table 4　 The parametric model of wil lingness to pay and es timated resul ts

流域整体

Whole w atersh ed

干流地区

Main river

周边地区

Surrounding area

常数项 Cons tant 0. 567(2. 180* ) 1. 174( 2. 799* ) 0. 310( 2. 420* )

投标值 Bid - 0. 016( 12. 500* ) - 0. 015( 9. 035* ) - 0. 019( 8. 741* )

户籍 Household regi s ter - 0. 439( 1. 985* * ) 0. 225( 2. 179* ) - 1. 258( 1. 827* * )

文化层次 Education 0. 134(2. 764* ) 0. 037( 2. 555* ) 0. 229( 3. 211* )

收入 Incom e 0. 0000375( 2. 411* ) 0. 0000472( 1. 902* * ) 0. 0000329( 2. 605* * )

对数似然比 Log likelihood - 460. 641 - 279. 451 - 175. 263

样本数 Sample size 423 227 196

平均 W TP Mean WT P 144. 376 150. 777 137. 323

置信区间 Confidence in terv al ( 95% ) 130. 739～ 159. 756 129. 544～ 175. 979 120. 670～ 156. 044

　　注:回归方程的被解释变量是参与者的反应序列变量 ,编码如下: 1(同意 -同意 ) , 2(同意 -不同意 ) , 3(不同意 -同意 ) , 4

(不同意 -不同意 ) ;其余变量与符号的解释同表 3. Th e v ariables of regression function are response s eries variables of re-

spondents, th e codes are as follow s: 1( yes-yes ) , 2( yes-no) , 3( no-yes ) , 4(n o-no) ; Th e cod e of household regis ter are as

fol low s: 1( urban) , 0( rural) . Th e other variables are the s ame as Table 3

域居民支付意愿的差异及数据处理的难易程度 (如按收入和文化层次等不能很好对流域居民进行分类 ) ,

在估计额济纳生态系统服务恢复的总经济价值时 ,仅考虑地理区域的差异 ,同时认为样本调查中无效的问

卷和没有支付意愿的家庭有 0的支付意愿。黑河干流和周边地区的居民户数扣除同样的比例后 ,分别与干

流和周边地区的平均支付意愿相乘 ,就得到全流域每年的支付意愿 ,然后采用当前的市场利率 2. 25%为折

旧值 ,计算了恢复额济纳生态系统恢复总经济价值的现值 [28]。 为方便理解区域不同支付意愿的差异 ,同时

也以流域整体数据计算了恢复额济纳生态系统服务的现值 ,结果见表 5。

综合对比采用开放式问卷、投标卡式的问卷、两分式问卷和双边界两分式问卷的调查结果 ,发现总经

济价值评价差异很大 ,其中开放式问卷评价的总经济价值的现值为 1. 224× 108元 ,稍大于采用投标卡的评

价结果 ( 1. 000× 108元 ) ,而远小于采用两分式 ( 4. 381× 108元 )和双边界两分式问卷 ( 3. 674× 108元 )的分

析结果 ,综合来看 ,采用开放式问卷的分析结果比采用两分式问卷的分析结果要低 3～ 4倍。国际上的研究

也发现 ,采用两分式问卷的调查结果通常是采用开放式问卷调查结果的 1～ 6倍 [4, 27 ] ,本研究的调查分析结

果处在这一范围内。

本次实证研究表明 ,开放式问卷对支付意愿结果低估 ,而封闭式问卷对结果高估 ,这与国际上的研究

结论完全一致。考虑到国际上将单边界两分式问卷作为条件价值评估研究的首选调查问卷格式 ,加上双边

界两分式问卷在模拟市场方面融入了讨价还价过程而能更加逼近参与者真实的支付意愿 ,可以认为将双

边界两分式调查问卷的结果作为条件价值评估的结果相对比较恰当。因此 ,认为额济纳生态系统服务恢复

的总经济价值的现值为 3. 674× 108元 ,但是其有效性需要进一步的检验。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 ,正如文献中

所阐明的原因 [8] ,额济纳生态系统服务恢复的价值整体上被低估。

4　结语与讨论

影响条件价值评估结果的因素很复杂。在本研究中 ,两分式问卷的结果高于开放式问卷的结果的原因

有: ①采用开放式问卷调查的参与者存在不说真话 ,隐瞒自己的真实支付意愿的现象。 而在采用两分式问

卷中参与者存在回答`同意’ 的倾向以表达自己的动机而非表达他们的真实偏好 ,因此通常高估自己的购

买行为 [2 ];②本次调查过程中由于同时调查了多份问卷 ,参与者在回答完开放式问卷后 ,通常接着回答关

于另一个问题的两分式选择问卷 ,由于停留时间过长而导致参与者对调查厌烦 ,从而对两分式问卷的`同

意’ 回答有增加的趋势 [4];③尽管有文献的前导性研究做基础确定初始投标值 [8] ,但是在实际问卷发放中由

于是随机发放 ,经常碰到低收入者遇到高的投标值 ,而高收入者遇到低的投标值的现象。 两分式问卷中碰

到这种现象的时候 ,揭示参与者的真实支付意愿就会存在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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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方法评价的额济纳生态系统恢复的总经济价值比较

Table 5　 The comparison between different 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s on total economic value of restoring Ejina 's e-

cosystem service

方法

Meth od

区域

Area

户数

Household si ze

有 W TP户数

Household

size wi th

W TP

( household )

年均 W TP(户 )

Annually

mean W TP

(h ouseh old)

年总 WT P

( 108元 )

Annually total

WT P

( 108 RMB yuan )

总 W TP

(现值 , 108元 )

Total W TP

( cu rren t v alue,

108 RM B yuan)

开放式

Open-ended

干流区域

Main river
223895 208670 49. 420 0. 103 0. 645

周边地区

Surrounding area
259328 241694 38. 230 0. 092 0. 578

合计 Total 0. 195 1. 224

流域整体

Whole watershed
483223 450364 44. 900 0. 202 1. 266

投标卡 [8]

Payment card

干流区域

Main river
223895 206655 40. 150 0. 083 0. 519

周边地区

Surrounding area
259328 239360 32. 100 0. 077 0. 481

合计 Total 0. 160 1. 000

流域整体

Whole watershed
483223 446015 37. 96 0. 169 1. 060

单边界两分式

Single-bou nd

干流区域

Main river
223895 189415 185. 373 0. 351 2. 198

dich otomous 周边地区

Surrounding area
259328 219391 158. 965 0. 349 2. 183

合计 Total 0. 700 4. 381

流域整体

Whole watershed
483223 408807 174. 547 0. 714 4. 466

双边界两分式

Doub le-b ound

干流区域

Main river
223895 189415 150. 777 0. 286 1. 788

dich otomous 周边地区

Surrounding area
259328 219391 137. 323 0. 301 1. 886

合计 Total 0. 587 3. 674

流域整体

Whole watershed
483223 408807 144. 376 0. 590 3. 694

　　条件价值评估法的不同方法各有优缺点。开放式问卷提问容易 ,但被调查者对不熟悉的关键估值问题

回答时存在困难。投标卡式问卷比开放式问卷易于回答。开放式问卷调查比较容易、成本较低、结果分析相

对简单 ,但参与者的反应方式与实际市场行为存在差异。封闭两分式问卷模拟市场比较真实 ,但成本较高、

统计分析困难。双边界两分式问卷在模拟真实市场行为方面由于融入了讨价还价过程 ,在确定参与者的支

付意愿方面优势更明显 [17, 21]。 实证分析发现采用双边界调查方式提供的支付意愿估计结果的置信区间要

比采用两分式方法所提供的支付意愿要紧。 以流域整体的计算来看 ,双边界方法计算的置信区间占平均

WT P为 20%要低于采用单边界方法计算的 27%的结果 ;同时还发现双边界两分式的平均 W TP估计值

( 144. 38)比单边界两分式 WTP的估计值 ( 174. 55)要小。许多同类型的研究都发现了同样的结论。事实上 ,

双边界两分式的第二个投标问题为避免提供的初始投标值过低或过高提供了一种保险 ,使估计结果更接

近被调查者的真实支付意愿。

条件价值评估法是当前用于确定环境物品非利用经济价值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 要更好的应用和完

善该研究方法 ,尚需要更多的研究案例 ,同时在研究中要注意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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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如何有效地设计问卷和开展调查以揭示参与者的真实偏好 ,使调查分析结果接近研究区域的真实

状况 ,是条件价值评估法实证研究需要解决的主要科学问题之一。

( 2) 哪种条件价值评估的结果更逼近参与者真实的支付意愿 ,需要进行有效性检验 ,有效性检验的关

键是比较参与者真实支付意愿与模拟支付意愿之间的差异 ,这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案例来支持。

( 3)将条件价值评估法的分析结果与成本费用分析等其他分析手段结合起来 ,解决具体实际的生态经

济问题。

( 4)条件价值评估法主要应用于估计环境物品整体状况变化的价值 ,但是通常环境物品都具有多重属

性 ,通常人们关注的只是环境物品的单个或多个属性 ,如何估计环境物品的单个属性的价值变化是一个值

得进一步探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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