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汨罗江水环境非使用价值评估

杨海荣，李洪波

（华侨大学旅游学院，福建 泉州 !?8"8#）

摘要：运用条件价值法对汨罗江水环境非使用价值进行评估，通过问卷调查，调查人们对汨罗江水

环境保护的支付意愿，估算汨罗江水环境非使用价值。结果显示，汨罗江水环境非使用价值为

!#D8: 亿元，其中存在价值为 #!D!! 亿元，选择价值为 :D"E 亿元，遗产价值为 9D98 亿元。该估算结

果表明，汨罗江水环境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价值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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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资源的总价值包括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

两部分，使用价值可以直接利用市场价格来衡量；而

非使用价值不存在市场交易，故无法用市场价格来

衡量，只能通过非市场价值评估的方法来解决［#!8］。

国内外的环境非使用价值评估方法有多种，其中条

件价值法即 F$G（0%,52,J6,5 K-&*6 165L%M）是最常用

的一种方法［!!E］。

F$G是近年来国内外用于推导公众对环境资

源的支付意愿或补偿意愿，从而获得资源环境的娱

乐、选择、存在价值等非使用价值的标准方法［B］。本

文运用 F$G 对汨罗江水环境非使用价值进行评价，

结合调查问卷分析原因，并与以往相关研究对比，检

验评估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 汨罗江简介

汨罗江发源于江西省修水县黄龙山梨树埚，经

修水县白石桥，于龙门流入湖南省平江县境内，向西

流经平江城区汇入洞庭湖。汨罗江全长 8B! N1，流

域面积达 B BE! N18。汨罗江在洞庭湖东侧，属洞庭

湖水系，为东洞庭湖滨湖区最大的河流。汨罗江的

闻名与伟大诗人屈原在此处投江有很大的关系，人

们为了纪念屈原，在汨罗江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因此

汨罗江就成为龙舟和粽子两项中国重要民俗的发源

地。汨罗江不仅有着重要的传统历史价值，而且其

自然环境价值也较高。汨罗江流域面积大，水量丰

富，两岸桃红柳绿，水草肥美，具有典型的江南水乡

风貌。近年来，汨罗江水环境面临被破坏的威胁，采

矿、淘金排放的污水、尾砂不断增加，污染水质现象

逐渐明显，因此，保护汨罗江水环境引起了政府和当

地居民的重视。

" 研究步骤及问卷设计

" ’! 研究步骤

研究运用 F$G 对汨罗江水环境非使用价值进

行评价，具体步骤如下："设计问卷，建立假想市场；

#发放问卷，调查人们对汨罗江水环境保护的支付

意愿即 4OP（Q2&&2,J,633 5% R-S），运用无费用选择法

获得支付意愿，设计支付卡，被调查者根据自己意愿

选择愿意支付的金额；$4OP 值推导，用相关的经

济及统计方法推算所有被调查者的平均支付意愿；

%对被调查者支付意愿作相关分析，挖掘其支付意

愿的决定因素；&对调查所得数据分析整理，求出汨

罗江水环境的非使用价值。

" ’" 问卷设计

研究汨罗江水环境非使用价值是通过问卷调查

询问人们对环境的支付意愿来实现的。问卷设计主

要包括以下几方面："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被调

查者对于汨罗江水环境的了解程度；$被调查者对

于汨罗江水环境保护状况的看法；%被调查者对于

汨罗江水环境保护的支付意愿，在支付意愿调查中，

采用支付卡形式获取结果，对于愿意支付的被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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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询问其支付动机，即是出于考虑汨罗江水环境的

何种价值，包括存在价值、遗产价值及选择价值。对

于不愿意支付的被调查者询问其原因。

! !" 样本选取

汨罗江流经湖南省平江城区，对平江县的经济

发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笔者选取湖南省平江县作

为调查地，抽样选取 "## 个样本进行调查，通过发放

问卷的方式获得样本信息，调查结果回收 $%# 份，回

收率 &’(，其 中 有 效 问 卷 $’% 份，问 卷 有 效 率 为

&)*"(。在调查中，尽量避免样本的性别、年龄、受

教育程度、职业、收入等差别太大，从而保证样本选

取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 研究结果分析

" !# 样本信息统计

在 $’% 份有效问卷中，男女性别比例接近 + , +，

被调查人群主要以中青年为主。样本受教育程度高

中及初中以下居多，高等学历者占较小比例，这也符

合调查地的基本情况，当地居民的受教育程度中等

水平较为普遍。调查样本中人均收入为 -### 元 .月
以下的人群占样本总数的 %"*)(，这也反映了平江

县居民的收入水平。样本基本信息如表 + 所示。

表 # 样本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 信息分类 人数 .人 比率 . (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平均月收入

职业

男 //’ $%*-
女 /$/ "+*)

/# 岁以下 +#" //*$
/+ 0 -# 岁 +$$ -#*%
-+ 0 $# 岁 ++$ /$*$
$+ 0 "# 岁 )& +’*&
"+ 0 ’# 岁 +$ -*#
’# 岁以上 +/ /*"

初中及以下 +/) /)*+
高中 /’/ "’*#
大专 "" ++*%
本科 /- $*&

研究生 + #*/
+### 元以下 +"" --*+
+### 0 -### 元 /$’ "/*’
-### 0 "### 元 $% +#*-
"### 0 %### 元 +# /*+
%### 元以上 & +*&

企事业工作人员 $$ &!$
专业技术人员 "# +#!’
商业服务人员 &$ /#!#
教育工作人员 +$ -!#

在校学生 )+ +"!#
个体职业者 +#& /-!#

下岗、待业人员 -# ’!-
离退休人员 % +!)

其他 $% ++!#

" !! 支付意愿值统计

笔者采用了支付卡的形式进行支付意愿的调

查，询问被调查者愿意为汨罗江水环境保护所支付

的费用。运用中位值计算方法［’］，即选择累计频度

为 "#(的支付额度作为所评估的汨罗江水环境年

人均 123 值。根据样本统计计算可得，汨罗江水环

境保护支付意愿的年人均 123 值为 $)*$ 元。支付

意愿累计频率分布见表 /。

表 ! 支付意愿累计频率分布

123 支付卡值 .元 相对频数 相对频度 . ( 累计频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计 /-% +##

" !" 计算 123 总值

以年人均 123 值为基础，选取总体人群，计算

123 总值。笔者分别选取平江县总人口、岳阳市总

人口、湖南省总人口以及全国总人口作为总体参考

人群，考虑到汨罗江流域面积及汨罗江对湖南省的

影响，最终选用湖南省人口总数作为人群范围，计算

得出 /#+# 年汨罗江水环境 123 总值为 -+*/% 亿元，

见表 -。

表 " !$#$ 年不同人口基数下的 123 值

人口基数 人数 .亿人
年人均

123 值 .元
123

总值 .亿元

平江县人口总数 #*#+ $)*$ #*$)
岳阳市人口总数 #*#" $)*$ /*-)
湖南省人口总数 #*’’ $)*$ -+*/%

全国人口总数 +-*$# $)*$ ’-"*+’

注：数据来源于平江县统计局、岳阳市统计局、湖南省统计局和

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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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支付意愿相关分析

支付意愿与样本基本信息往往具有一定的相关

性。由表 " 可知，样本的年龄与支付意愿呈正相关，

说明年龄较大的人群对于汨罗江水环境保护更愿意

支付费用。调查中了解到多数年龄较大的人群其支

付动机是考虑到汨罗江水环境的遗产价值，他们愿

意将好的环境留给子孙后代享用。被调查者受教育

程度与支付意愿呈负相关，根据实地调查，其主要原

因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对此类调查顾虑较多，

他们会考虑到支付费用是否会用到实际的环境保护

上，认为环境保护不仅仅是个人力量可以实现的，保

护费用应由国家和政府支付。样本月平均收入与支

付意愿呈负相关，月平均收入较高的被调查者均认

为，他们已经支付了高额的个人所得税，因此拒绝此

类支付。

表 " 样本基本信息与支付意愿的相关性

因素 相关系数 显著水平

性别 #$#%& #$’()
年龄 #$#*% #$#(&

受教育程度 + #$#,%! #$#"(
月平均收入 + #$#(# #$)%,

职业 + #$#-% #$"*’

注：!表示显著性水平 ! . #$#’。

! !# 不愿意支付的原因分析

收入低是影响人们对汨罗江水环境保护支付的

一个重要原因。根据调查，收入较低的人认为其不

愿意支付并非主观不愿支持保护环境，而是由于平

时收入主要是用来维持生计，没有能力为环境保护

支付费用。部分人认为此类环境保护应由国家和政

府支付，他们认为对于环境保护个人的环保行为和

环保意识比资金更重要，个人资金力量微薄，环境保

护资金应由国家和政府承担。较小部分人对此类调

查不感兴趣或是对环境保护不感兴趣，因此不愿意

支付。不愿支付的原因中占最小比例的是因为不想

享用资源，说明人们并非主观原因对环境保护不感

兴趣，决定其支付意愿的因素多为客观原因。不愿

支持原因分析如图 ) 所示。

图 ) 不愿支付原因分析

! !$ 非使用价值估算

运用 /01 调查所得的 234 值即为非使用价值

的总量，包括存在价值、遗产价值和选择价值。选用

湖南省人口总数作为人群范围，计算得出 %#)# 年汨

罗江水环境 234 总值为 -)$%* 亿元，即汨罗江水环境

非使用价值为 -)$%* 亿元。汨罗江非使用价值计算

结果如表 ’ 所示。确保汨罗江水环境永续存在的支

付动机比例为 "%$&5；为了将来能够选择利用汨罗江

水环境的支付动机比例为 %’$(5；将汨罗江水环境保

留给子孙后代的支付动机比例为 -)$(5。汨罗江水

环境非使用价值的估算结果表明汨罗江水环境的重

要性，也反映出人们对汨罗江水环境保护的意识，人

们希望将汨罗江水环境作为财富留给子孙后代享用。

表 # 非使用价值估算

价值类别 支付动机比例 6 5 总值 6亿元

存在价值 "%$& )-$--
选择价值 %’$( *$#"
遗产价值 -)$( ,$,%

非使用价值 )## -)$%*

" 结 语

%#)# 年汨罗江水环境非使用价值为 -)$%* 亿

元，其中存在价值为 )-$-- 亿元，选择价值为 *$#"
亿元，遗产价值为 ,$,% 亿元。今后随着经济的发展

及人们对水环境价值认识的不断提高，234 值呈现

增加的趋势，并且水环境的非使用价值也会不断增

加。笔者所做的问卷调查分析只是对非使用价值的

粗略估算，存在一定的偏差，分析结果可为水环境价

值的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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