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２卷第５期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

水土保持通报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３２，Ｎｏ．５
Ｏｃｔ．，２０１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２－２８　　　　　　　修回日期：２０１２－０３－２２
　　资助项目：国家林业局林业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项目“典型平原区生态安全林业保障体系构建机理及功效评价研究”（２００８０４００８）
　　作者简介：雷娜（１９８５—），女（汉族），陕西省合阳县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复合农林。Ｅ－ｍａｉｌ：６１９６４８１３３＠ｑｑ．ｃｏｍ。
　　通信作者：张宇清（１９７１—），男（汉族），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复合农林研究。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ｙｑ＠ｂｉｆｕ．ｅｄｕ．ｃｎ。

河南省农田防护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核算

雷 娜１，张宇清１，吴 斌１，李志沛１，冯靖宇２，陈作州１

（１．北京林业大学 水土保持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３；２．湖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总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０７）

摘　要：研究农田防护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运用市场价值法、机会成本法、影子价格法等，对河南省２００１和２００５年农田防护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进行了

核算。结果表明，２００１和２００５年农田防护林生态服务功能的总价值分别为１．０４×１０１０元和１．４６×１０１０元，各

项生态服务指标的价值顺序为：保育土壤＞农田防护林防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固碳释氧＞净化空气；生

态服务的总价值年均增加１．５３×１０９ 元，其中保育土壤的价值增加最大为９．９４×１０８ 元，其 余 依 次 是 农 田

防护林 防 护、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林 产 品、固 碳 释 氧、净 化 空 气，增 加 价 值 分 别 为３．０１×１０８，１．２５×１０８，

７．００×１０７，３．７７×１０７，７．７９×１０５ 元。因此，农田防护林具有的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是巨大的，应该尽快建立生

态服务市场补偿机制和完善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估方法，促进农田防护林从生态型向生态经济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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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指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

形成及所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

用［１］，包括对人类生存及生活质量有贡献的生态系统

产品和生态系统功能，是目前国内外生态学界关注的

热点问题之一［２］。学者们主要利用生态经济学理论

和环境经济学理论提出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

计量方法。但是，双方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可

计量性、计量方法和计量中的技术处理等问题存在不

同的观点。此外，还有学者从政策制定的角度对全球

生态系统进行了定义和分类［３］。对于森林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的价 值 研 究，Ｇｒａｍ［４］给 出 了 一 种 综 合 的 计

算方法，用于计算被人们利用的森林产品和服务的经



济价值。日本林业厅对其境内的森林公益机能价值

进行了评价，得出总额约５００万元人民币的生态服务

价值［５］。可见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所具有的价值

是巨大的。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我国开始森林资源价值核算研

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评价工作也随之开始。
侯元兆等［６］第一次比较全面地评估了中国森林资源价

值，明确 了 森 林 生 态 服 务 的 价 值 的 计 算 内 容。李 金

昌［７］系统阐述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概念和内涵，并
全面总结了 森 林 生 态 服 务 价 值 计 量 的 理 论 和 方 法。
国内学者主要采用谢高地等［８］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系数和计算方法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评估，薛达

元等［９］对长白山，李忠魁等［１０］对北京市，郭中伟等［１１］

对神农架兴山 县，张 旭 东 等［１２］对 长 江 流 域 等 地 区 进

行了相关的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研究。近

期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动态过程及其变化方面［１３］。由于

森林生态系统的种类繁多和计算方法不同，以及指标

测定困难等原因，导致对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研

究仅处于宏观粗略估算的状态，对一些具体的生态系

统服务重要性的综合评价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农田防护林是由树木组成的具有多种功能的人

工廊带网络 系 统，在 增 强 农 田 生 态 系 统 的 抗 干 扰 能

力，改善农田小气候，净化空气，增加生物多样性、碳

汇和保障作物稳产高产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１４］。它

作为农业景观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对其产生的生态

服务功能有重要影响［１５］。农田防护林具有巨大的生

态和经济价值，但是现阶段国内外关于农田防护林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林带配置、防风固沙、农作物增产等

方面，而对其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计量研究较少，忽视

了间接的经济价值。鉴于此，本研究对河南省农田防

护林的生态服务价值进行核算，使其价值得到量化。
有利于人们更加准确地认识农田防护林生态系统的

生产潜力和巨大的经济价值，为政府部门相关政策的

制定提供依据。

１　研究概况与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区概况

河南省位于我国中部偏东、黄河中下游，处在东

经１１０°２１′—１１６°３９′，北 纬３１°２３′—３６°２２′。全 省 土

地面积１．６７×１０５　ｈｍ２，占全国总面积的１．７４％。地

处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地带，气候兼有南北之长，土

质良好，农业发展潜力大，是我国农业生产最重要的

基地，关系到我国粮食安全，而农田防护林在农业生态

中起着重要作用，可以防止自然灾害，改善气候、土壤、

水文条件，创造有利于农作物生长的环境，保证农业稳

产、高产，为河南省平原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 提 供 保

障。河南省农田防护林树种以阔叶树种—杨树占据绝

对优势，品种主要有中林４６（Ｐｏｐｕｌｕｓ×ｅｕ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ｃｖ．"Ｚｈｏｎｇｌｉｎ４６"），中林２３（Ｐｏｐｕｌｕｓ×ｅｕｒａｍｅｒｉｃａ－
ｎａｃｖ．"Ｚｈｏｎｇｌｉｎ２３"），Ｉ　６９（Ｐｏｐｕｌｕｓ　ｄｅｌｔｏｉｄｅｓ　ｃｖ．"

Ｌｕｘ"（Ｉ－６９／５５）），Ｉ　１０７（Ｐｏｐｕｌｕｓ×ｅｕ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ｃｖ．"Ｉ－１０７"），Ｌ　３５（Ｐｏｐｕｌｕｓ×ｅｕ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ｃｖ．"

Ｌ３５"），卡 帕 茨 杨 （Ｐｏｐｕｌｕｓ×ｅｕ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ｃｖ．"

Ｃａｒｐｐａｃｃｉｏ"）等，其中以中林４６的栽植面积最大。

１．２　数据来源

研究地域数据来源于２００７年国家林业局和北京

林业大学对我国平原林业调查的结果，此次调查是根

据《全国平原绿化工程建设规划》进行的。其中，２００１
和２００５年河南省农田防护林的面积和蓄积量如表１
所示；该调查分别在河南省开封市、许昌市、南阳市、
安阳市以及商丘市选取典型样地，得到２００１和２００５
年河南省有农田林网的农田单位面积粮食平均产量

分别增 加９２１．４０ｋｇ／ｈｍ２ 和９３７．８０ｋｇ／ｈｍ２；２００１
和２００５年粮食平均价格为１．７２元／ｋｇ和２．１５元／ｋｇ；

２００１和 ２００５ 年 河 南 省 杨 树 原 木 的 价 格 分 别 为

４５０元／ｍ３和６９０元／ｍ３。

表１　河南省２００１和２００５年农田防护林资产统计

项 目 面积／ｈｍ２ 蓄积量／ｍ３

２００１年 １９９　８１５．３９　 １３　０７８　７６８．７２
２００５年 ２４９　９６２．７３　 １７　７４３　５４９．３５
变化量 ５０　１４７．３５　 ４　６６４　７８０．６３

社 会 公 用 数 据 来 源 于 中 国 林 业 科 学 院 创 立 的

ＬＹ／Ｔ１７２１－２００８评 估 规 范［１６］。其 中，Ｋ二 氧 化 硫 为

０．６元／ｋｇ；Ｋ氟化物 为０．１６元／ｋｇ；Ｋ氮化物 为１．３４元／ｋｇ；

Ｋ氮 化 物 为０．５６元／ｋｇ；Ｃ库 为６．１１元／ｍ３；Ｒ１，Ｒ２，Ｒ３
分别为１７．７％，５３．７％，５３．５％（表２）。

文献获取数据来源于公开发表学术期刊中同类

研究 成 果。其 中，Ｑ二 氧 化 硫 为８８．６５ｋｇ／（ｈｍ２·ａ），

Ｑ氟化物 为４．６５ｋｇ／（ｈｍ２·ａ），Ｑ氮化物 为６．０ｋｇ／（ｈｍ２·ａ），

Ｑ滞 尘 为０．１１ｋｇ／（ｈｍ２·ａ）［１７］；王桂岩［１８］研究认为杨

树木材比重为０．２８６～０．３７９ｔ／ｍ３，取平均值０．３３ｔ／ｍ３，

ｍ１ 为０．４４ｇ，ｍ２ 为１．４０８ｇ，Ｄ是林木净生长量和木

材 比 重 的 乘 积；Ｃ碳 为 ２６０．９ 元／ｔ，Ｃ氧 为

６００元／ｔ［１７］；Ｘ 为 ３３５．５７ｔ／（ｈｍ２ ·ａ），ρ 为

１．２４ｇ／ｃｍ３［１７］；Ｎ，Ｐ，Ｋ 分 别 为 ０．３７％，０．１１％，

２．２３％［１７］；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２００１年Ｃ１，Ｃ２，

Ｃ３ 分 别 为３６０ 元／ｔ，４０５ 元／ｔ，１　５２０ 元／ｔ，２００５年

Ｃ１，Ｃ２，Ｃ３ 分 别 为５２０元／ｔ，５８０元／ｔ，２　２００元／ｔ；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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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王兵［１９］的Ｓｈａｎｎｏｎ指数的计算公式计算得到河南

省Ｓｈａｎｎｏｎ指数为１．５６，通过Ｓｈａｎｎｏｎ指数表得到

Ｓ生 为１０　０００元／ｈｍ２（表２）。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指标选取

中国林业科学院在全国森林生态系统的基础上

创立了ＬＹ／Ｔ１７２１—２００８评 估 法。在ＬＹ／Ｔ１７２１—

２００８评估法中，指标类别包括８个方面，指标因子包

括１４个方面，价值评价方法主要包括６种。本研究

考虑农田防护林自身的特点，采用该方法对河南省农

田防护林生态系统生态服务价值进行评估，确定了指

标类别（６个）、指标因子（１１个）、评 价 方 法（５种）以

及具体的计算公式如表２所示。

表２　农田防护林生态服务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

指标类别 指标因子 评估方法 计算公式　　　　　　　
提供林产品 木材供给 市场价值法 Ｕ木材＝Ｐ·Ｖ
防护林防护 作物增产 市场价值法 Ｕ防护＝Ａ·Ｑ防护·Ｃ防护

保育土壤
固 土 机会成本法 Ｕ固＝Ａ·Ｃ库·Ｘ／ρ
保 肥 影子价格法 Ｕ肥＝Ａ·Ｘ·（ＮＣ１／Ｒ１＋Ｐ磷Ｃ２／Ｒ２＋ＫＣ３／Ｒ３）

固碳释氧
固 碳 造林成本法 Ｕ碳＝ｍ１·Ｄ·Ｃ碳

释 氧 影子价格法 Ｕ氧＝ｍ２·Ｄ·Ｃ氧

吸收二氧化硫 Ｕ二氧化硫＝Ｑ二氧化硫·Ａ·Ｋ二氧化硫

净化空气
吸收氟化物　

影子价格法
Ｕ氟化物＝Ｑ氟化物·Ａ·Ｋ氟化物

吸收氮化物　 Ｕ氮化物＝Ｑ氮化物·Ａ·Ｋ氮化物

滞 尘 Ｕ滞尘＝Ｑ滞尘·Ａ·Ｋ滞尘

生物多样性保护 物种保护 机会成本法 Ｕ生物＝Ｓ生·Ａ

总生态服务 Ｕ＝∑
１１

ｉ＝１
ｕｉ

　　注：（１）表中公式来源于ＬＹ／Ｔ１７２１—２００８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３３］。（２）Ｕ木材 为提供木材价值（元／ａ）；Ｕ防护 为农田防护林防护

价值（元／ａ）；Ｕ固 为固定土壤价值（元／ａ）；Ｕ肥 为保持土壤肥力价值（元／ａ）；Ｕ碳 为固碳价值（元／ａ）；Ｕ氧 为释氧价值（元／ａ）；Ｕ二氧化硫 为吸收二

氧化硫价值（元／ａ）；Ｕ氟化物 为吸收氟化物价值（元／ａ）；Ｕ氮化物 为吸收氮化物价值（元／ａ）；Ｕ生物 为保护生物多样性价值（元／ａ）；Ｕ 为农田防护林生

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元／ａ）；Ａ为农田防护林面积（ｈｍ２）；Ｐ为河南省木材价格；Ｖ 为农田防护林林木蓄积量（ｍ３）；Ｑ防护 为农田防护林存在增加

的单位面积农作物年产量〔ｋｇ／（ｈｍ２·ａ）〕；Ｃ防护 为农作物价格（元／ｋｇ）；Ｃ库 为平均库容成本（元／ｍ３）；Ｘ 为有林地比无林地平均减少的土 壤 流

失量〔ｔ／（ｈｍ２·ａ）〕；ρ为土壤容重（ｇ／ｃｍ３）；Ｎ，Ｐ磷，Ｋ为林分的土壤氮、磷、钾含量（％）；Ｃ１，Ｃ２，Ｃ３ 为碳酸氢铵、磷酸氢铵、氯化钾的价格（元／ｔ）；

Ｒ１，Ｒ２，Ｒ３ 为碳酸氢铵含氮量、磷酸氢铵磷量，氯化钾含钾量（％）；ｍ１，ｍ２ 为形成１ｇ干物质可以固定ＣＯ２ 量、释放Ｏ２ 量（ｇ）；Ｃ碳 为中国造林成

本（元／ｔ）；Ｃ氧 为工业制氧价格（元／ｔ）；Ｄ为平均干物质量（ｔ／（ｈｍ·ａ））；Ｑ二氧化硫，Ｑ氟化物，Ｑ氮化物 为单位面积吸收二氧化硫、吸收氟化物、吸收氮

化物的量〔ｔ／（ｈｍ·ａ）〕；Ｑ滞尘 为 滞 尘 的 价 值〔ｋｇ／（ｈｍ·ａ）〕；Ｋ二氧化硫，Ｋ氟化物，Ｋ氮化物 为 单 位 面 积 吸 收 二 氧 化 硫、氟 化 物、氮 化 物 的 量（元／ｋｇ）；

Ｋ滞尘 为降尘的清理费用（元／ｋｇ）；Ｓ生 为单位面积生物物种资源保护的价值（元／ｈｍ２）。

２．２　评估方法

一般说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评价方法主要有

２种：即物质量评价法和价值量评价法。物质量评价

法在对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进行评价时，一般从物质

量的角度出发，它注重生态系统的生态过程和生态系

统服务的可持续性；价值量评价法在对生态系统提供

的服务进行评价时，一般从物质量的角度出发，它更

多地关注生态系统服务总体的稀缺性，二者互相促进

和互为补充。因此，本研究对农田防护林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从物质量和价值量两方面进行评价。

评价方法具 体 有 市 场 价 值 法、造 林 成 本 法、机 会

成本 法、影 子 工 程 法、影 子 价 格 法 和 生 产 成 本 法 等：
（１）市场价 值 法 是 目 前 应 用 最 广 泛 的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功能价值评价方法，适用于没有费用支出但有市场价

格的服务功能评价，使用该方法时，首先对某种服务

功能的大小进行定量化评价，再根据其市场价格评价

其经济价值；（２）造林成本法以森林生态系统净初级

生产力为基础，根据光合作用方程式估算森林资源的

固碳量，其 生 态 服 务 价 值 采 用 中 国 造 林 成 本 进 行 评

价；（３）机会成本法在计算具有稀缺性的自然资源和

生态资源时使用，考虑使用者本人开发资源所付出的

代价、资源开发对他人的影响以及后代人由于不能使

用该种资源所需付出的代价；（４）影子工程法又称替

代工程法，是指当环境受到污染或破坏后，人工设计

建造一个工程来代替原来被污染或破坏的环境功能，
设计建造新工 程 的 费 用 就 相 当 于 环 境 污 染 或 破 坏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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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经济损失，这些经济损失就是生态服务功能的

价值；（５）影子价格法即以使用技术手段获得与某种

生态系统服务 功 能 相 同 的 效 益 所 需 的 生 产 费 用 为 依

据，间接地估算 该 种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的 价 值；（６）生 产

成本法是根据 生 产 某 种 生 态 服 务 功 能 的 产 品 所 需 成

本进行定价的 方 法 和 对 某 些 森 林 可 再 生 资 源 进 行 定

价的方法。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经济价值核算

农田防护林 生 态 服 务 系 统 经 济 价 值 核 算 包 括 直

接经济价值 核 算 和 间 接 经 济 价 值 核 算。直 接 经 济 价

值核算包括农田防护林木材供给的价值，间接经济价

值核算包括农田防护林防护、保育土壤、固碳释氧、净

化空气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价值。根据表２中的具

体计算公式，得到河南省农田防护林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的各项经济价值见表３。
由表３可知，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河南省农田防护林生

态服务总价值增加６１１　６３９．７１万元。其中林产品生

态服务的价值增加２７　９８８．６９万元，农田防护林防护

的价 值 增 加２．１９万 元，保 育 土 壤 的 价 值 增 加 为

１９７　７７８．９２万元，固碳释氧的价值增加１５　０９５．１５万

元，净化空气的价值增加３１１．６３万元，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价值增加５０　１４７．３４万元。

表３　２００１和２００５年河南省农田防护林生态服务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核算

指标类别
价值量／１０４ 元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５年
指标因子　

价值量／１０４ 元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５年

提供林产品　　 ５２　４７８．７８　 ８０　４６７．４７ 木材供给 ５２　４７８．７８　 ８０　４６７．４７
农田防护林防护 ２４３　０２７．３８　 ３６３　３４５．３６ 作物增产 ２４３　０２７．３８　 ３６３　３４５．３６

保育土壤　　　 ５１３　８８３．３１　 ７１１　６６２．２３
固 土 ３３　０３９．３６　 ４１　３３１．１９
保 肥 ４８０　８４３．９５　 ６７０　３３１．０４

固碳释氧　　　 ３３　６１６．１２　 ４８　７１１．２７
固 碳 １　１０４．４６　 ５　８２７．３０
释 氧 ３２　５１１．６６　 ４２　８８３．９７
吸收二氧化硫 １　０６２．２８　 １　３２９．５５

净化空气　　　 １　２３９．０３　 １　５５０．６６
吸收氟化物 １４．８７　 １８．６０

吸收氮化物 １６０．６５　 ２００．９７
滞 尘 １．２３　 １．５４

生物多样性保护 １９９　８１５．３９　 ２４９　９６２．７３ 物种保护 １９９　８１５．３９　 ２４９　９６２．７３
合 计 １　０４４　０６０．０１　 １　４５５　６９９．７２ 合 计 １　０４４　０６０．０１　 １　４５５　６９９．７２

３．２　价值变化量分析

（１）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 河 南 省 农 田 防 护 林 生 态 服

务总价值 年 均 增 加１５２　９０９．９３万 元。其 中 林 产 品

生态服务的价 值 年 均 增 加６　９９７．１７万 元，占 总 增 加

值的 ５．４７％；农 田 防 护 林 防 护 的 价 值 年 均 增 加

３０　０７９．５０万元，占总增加值的２３．５２％；保育土壤的

价值年均增加最大为９９　４４４．７３万元，占总增加值的

３８．６６％；固 碳 供 氧 的 价 值 年 均 增 加３　７７３．７９万 元，
占总 增 加 值 的２．９５％；净 化 空 气 的 价 值 年 均 增 加

７７．９１万元，占总增加值的０．０６％。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价 值 年 均 增 加１２　５３６．８４万 元，占 总 增 加 值 的

９．８０％。保育土壤 的 价 值 增 加 占 总 值 的 百 分 比 最 大，
其次是农田防护林防护的作用，净化空气对农业生产

的作用不大，价 值 增 加 占 总 值 的 百 分 比 最 小（图１）。
结果表明，受益最大的是农业部门，因此，农业部门应

该为林业部门支付一定的管理费用，这样有助于实现

社会分配的公平，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图１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河南省农田防护林

各项生态系统服务指标年均增加量

注：１为林产品；２为防护林防护；３为保育土壤；４为 固 碳 供 氧；

５为净化空气；６为生物多样性保护。

（２）２００１和２００５年河南省单位面积农田防护林

服务 功 能 的 经 济 价 值 分 别 为 ５．２３ 万 元／ｈｍ２ 和

５．８２万元／ｈｍ２。我国平 原 地 区 林 业 的 调 查 统 计 结 果

显 示，２００１和２００５年 河 南 省 农 业 总 产 量 分 别 为

１．１５×１０１０元和 １．５７×１０１０ 元，农 田 面 积 分 别 为

１．１６×１０７　ｈｍ２和１．１６×１０７　ｈｍ２，由 此 得 到２００１和

２００５年 单 位 面 积 农 田 服 务 功 能 经 济 价 值 为 别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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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９９万元／ｈｍ２和１．３５万 元／ｈｍ２，两 者 对 比 可 以 看

出，２００１和２００５年单位面积农田防护林比农田产生

的 经 济 价 值 分 别 多 出 了 ４．２４ 万 元／ｈｍ２ 和

４．５０万元／ｈｍ２；２００１和２００５年 农 田 防 护 林 使 作 物

增产的价值分别２．４３×１０９ 元 和３．６３×１０９ 元，充 分

说明了河南省农田防护林对地区经济 发 展 有 重 要 贡

献。林业部门应该采取措施完 善 农 田 防 护 林 体 系 的

结构和管理 水 平，开 展 空 间 格 局，建 立 多 层 次、多 系

统、多功能的高效农田防护林 体 系，建 立 农 田 防 护 林

试验示范区，使农田防护林综合效益大幅度提高。
（３）２００１和２００５年河南省农田防护林直接经济

价值分别为５．２５×１０８ 元和８．０５×１０８ 元，期间农田

防护林直接价值年均增加７．００×１０７ 元，间接价值年

均增加１．４６×１０９ 元，间接价值增加量是直接价值增

加量的２０．８５倍，农田防护林的间接经济价值远超过

直接价值。要反映农田防护林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
必须重视农田防护林间接经 济 价 值 的 实 现。在 衡 量

林业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经济联系，以及用经济手

段实现农田防护林管理费用、补 偿 支 付、产 权 转 让 等

时必须考虑农田防护林生态服务的价值，这不仅关系

到农田防护林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贡献的大小，也直

接关系到利益相关者权利的实现。
（４）基于外 部 性 理 论、公 共 产 品 理 论、法 学 的 价

值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农田防护林带来的农作物增

产、保育土壤、固碳供 氧、净 化 空 气、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均属外部经济性行为，应给予补偿。环境经济学外部

性理论认为，当外部边际成本等于外部收益时可达到

环境效益的最大化。基于此，农田防护林生态补偿的

上限应为外部经济性行为的全部，即整个农田防护林

生态系统的间接经济价值。农 田 防 护 林 生 态 补 偿 下

限标准应本着因地制宜原则，视生态服务的空间差异

而定，下限标准不能低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中主导效

应因子的价值。农田防护林防护和保育土壤的价值为

其生态 服 务 的 主 导 因 子，可 作 为 生 态 补 偿 的 下 限。

２００１年河南省农田防护林生态补偿的上限和下限分别

为９．９２×１０９ 元和７．５７×１０９ 元；２００５年生态补偿的

上限和下线分别为１．３８×１０１０元和１．０８×１０１０元。

４　结 论

（１）近年来，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价方面

研究成果颇丰，但目前仍未形成标准化的评价理论和

指标体系。我国应该在完善森林生态服务系统价值评

估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建立农田防护林的价值评价指

标体系。本研究根据农田防护林的特点，确立了其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其中一级指标６个，

直接价值指标１个，间接价值５个；二级指标８个。
（２）筛选 出 农 田 防 护 林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功 能 的 评

价方法和各项评级指标具体计算公式，定量地评价河

南省农田防护林生态系统各种服务功 能 的 实 物 量 与

价值量。受研究资料、计量方法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的

限制，人类迄今对生态系统的 价 值 认 识 有 限，大 多 数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都没有合理的计算方法，甚至还有

些价值没有发现，这些价值的核算都有待于进一步发

现与研究。但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价值评估研究

的最终目的是为生态系统管理决策者提供信息，服务

价值评估的意义不在于对每一项服务 功 能 价 值 的 精

确估算，甚至不需要计算一个生态系统所有的服务功

能价值，而应抓住一个或几个有计算依据的核心服务

功能。
（３）农田 防 护 林 间 接 经 济 价 值 的 各 项 指 标 的 排

序为保育土壤＞农田防护林防护＞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固碳释氧＞净化空气。农田 防 护 林 的 指 标 中 没 有

包括涵养水源和游憩的价值，是因为农田防护林与林

带附近的 农 作 物 竞 争 水 分，涵 养 水 源 的 价 值 比 较 复

杂。而且单纯就农田防护林而言，还没有形成可供旅

游的景观生态系统，目前游憩的价值还不大。建立农

田防护林的最初目的是为农田、道路等构筑高标准的

绿色屏障，增强农田生态统的 抗 干 扰 能 力，保 护 土 壤

免受风蚀，增加土壤肥力，所以 计 算 结 果 中 保 育 土 壤

和防护的价值较大。
（４）政府 应 该 尽 快 建 立 生 态 服 务 市 场 和 生 态 补

偿机制。农田防护林间接经济 价 值 远 高 于 其 直 接 经

济价值，因此，要反映农田防护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必须重视农田防护林间接经 济 价 值 的 实 现。间 接 经

济价值即农田防护林的非市场性价值，非市场性价值

无法在传统市场上进行交易，目前我国生态服务市场

又处于起步阶段，导致其巨大的间接经济价值无法真

正实现，现阶段在我国建立生态服务市场就显得尤为

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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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９６页）

　　本文尝试将景观格局与生态服务价值两者进行

耦合研究，景观格局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生态服务

价值变化，而生态服务价值变化间接反映了景观格局

布局的优劣，以 期 为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和 重 建 提 供 新 思

路。今后研究应采用分辨率更高的影像作数据源，以
提高结果精确度。结果显示长寿区水田呈逐年减少

发展趋势，有关部门应采取相应措施加强对基本农田

的保护，减缓耕地流失速度，控制建设用地扩展速度，
合理调整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景观结构，提高生态系

统总服务价值，改善人们生产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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