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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学经管文库·大连理工大学管理论丛：非市场旅游资源经济价值评价的理论与方法》在系统
总结国内外非市场资源价值评价理论、方法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滨海旅游资源
经济价值评价理论与方法。
利用国际滨海旅游活动价值评价数据库和“效益转移方法”评价中国滨海旅游资源和旅游活动的经济
价值。
通过实证研究，证明采用“国际效益转移方法”在中国进行非市场资源价值评价的可行性和可靠性。
　　《科学经管文库·大连理工大学管理论丛：非市场旅游资源经济价值评价的理论与方法》适于从
事资源环境经济及管理研究，特别是滨海旅游环境资源管理研究、环境政策研究的科研人员以及政府
负责制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和旅游管理的部门参阅；也适于高等院校资源经济、环境经济、旅游经济
及管理专业的研究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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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1章非市场旅游资源经济价值评价1.1 非市场自然资源价值评价的重要意义无论是在何种社会
制度下，人类的文明与发展及其福利水平离不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质量，包括我们饮用的水的质
量，呼吸空气的质量，用于娱乐活动的河水和湖泊的质量，因为这些环境要素直接影响到我们每一个
人的身心健康。
然而，这些清洁优美的自然环境要素给我们提供的各种服务具有的重要价值却不能直接地通过市场价
格进行计算和评价。
因此，它们的重要性往往被政策制定者所忽略，他们会错误地认为只有那些能够带来直接的市场收入
或创造出就业机会的资源才会真正具有货币价值。
然而，事实告诉我们，人们的确从清洁优美的自然环境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或效用。
而且，随着收入水平不断的提高和自然资源的日益短缺，环境的质量对我们人类来说会越来越表现出
具有更高的价值。
但是，我们如何对这些具有重要经济价值但却没有市场价格的自然环境要素（如清洁的海水、清新的
空气、美丽的草地、幽静的森林、奇特壮丽的自然景观、各种野生动植物）进行价值量化呢？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经济学家提出采用隐性或市场模拟方法来估计环境质量的货币价值。
这些方法是基于这样的现实情况：人们经常对具有价格的商品与自然环境质量之间进行选择性取舍。
很多人为了得到良好的居住或工作环境，宁愿放弃购买某些高档的商品或放弃能够带来高收入的工作
，例如，愿意付出高价去购买环境质量较好的住宅小区（位于海边或森林幽静处）的房屋，宁愿挣得
较低的工资去选择到一些自然环境质量好的地方工作，或者愿意支付高额的费用到距离遥远的地方从
事旅游观光活动等。
人们的这些行为向政策制定者传递出这样的一种信息，即自然环境是具有经济价值的，这种价值的衡
量单位跟具有价格的市场商品价值的衡量单位是一样的，一元钱的环境价值与一元钱市场商品价值是
等同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把环境质量具有的价值通过货币的形式客观地反映出来。
对环境质量开展经济价值评价能够使得资源环境的管理者更加有效地管理和分配环境资源。
这是因为，通过环境价值评价，整个社会能够将环境保护获得的经济价值与其为保护该环境付出的成
本或者环境投资的机会成本进行客观地比较，从而避免过多的人为性的主观决策偏差。
实质上，环境质量经济价值评价的目的是为了把环境质量具有的货币价值与市场商品的价格进行同等
的比较，即把他们看做是一回事。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满足社会效益最大化条件的环境与资源的保护和利用。
用最通俗的语言来讲，非市场评价就是对那些不具备或者不存在市场条件的自然资源或服务要素，如
对环境服务或人类健康水平的价值进行货币性核算。
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对使用公共水域，如在河流和海洋从事游泳活动或呼吸新鲜的空气，是不支付任
何价格的。
因此，当某一拟建项目会对这些人类活动产生影响时，就需要采用非市场价值评价方法来估计这种项
目投资的经济效益。
对于环境质量进行货币性价值估计，能够避免在管理决策和政策制定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很容易混淆不
清的问题。
这些问题包括：（1）环境价值的估计能够避免在政策上经常会出现的一些错误观念。
例如，很多人把一些政策的决定过程看做是“经济与环境之间的一种取舍”，即将二者对立起来。
环境质量的经济评价过程能够清楚地证明，环境本身就是人们福利效用的一种源泉。
虽然环境质量与普通市场商品之间有着某些细微的差别，因为环境质量是一种公共品，而不是私有产
品，但这不应该使得我们混淆环境是给人类带来福利效用的一种十分重要的源泉。
相反，环境质量属于公共品的这一特点，通常意味着社会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来实现公共品数量的
有效供给。
让我们在此举个例子说明一下这是为什么，例如，在一个小城市里，一旦一个人能够呼吸到清新的空
气，那么在不需要额外增加任何成本的情况下，城市中的每一个人都会呼吸到同样新鲜的空气（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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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属于非竞争品）。
空气的这一特点，使得政府对消费新鲜空气的其他人收取额外的费用，或者设法阻止其他任何人呼吸
新鲜空气（对大多数公共品来说这样做在技术上通常是不可行的）在经济上都是无效的。
（2）环境评价证明绝大多数公共政策的制定并非“全有或全无”性选择。
就是说，由于用在不同领域的单位投资的边际回报率有所不同以及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最初几亩
（1亩＝0.067公顷）湿地保护带来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才会可能大于增加种植一亩玉米或大豆带来的
经济价值。
所以这里并非一亩湿地与一亩玉米之间的简单替代性取舍，而是在保护几亩湿地创造的生态经济价值
才会等同于一亩玉米地带来的经济价值。
那么，在没有进行生态环境价值评价的情况下，找到湿地保护与种植玉米之间的有效替代是不可能的
。
（3）开展非市场环境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成本和效益的经济价值评价能够帮助决策者回答这样的一些
问题：“环境清洁到何种程度才算是足够的清洁？
环境安全到何种程度才能算是足够的安全？
”即如何把握环境质量保护的“度”。
虽然在很多情况下，经济学分析往往不会作为政策决策最重要的依据，同样的，完全出于技术层面考
虑或完全凭借主观性判断来进行政策决策也是不可取的。
要知道，当环境质量或环境安全达到某一标准之后，进一步增加经济投入去提高环境质量及其安全水
平，给社会带来的成本可能会大于给社会带来的收益。
这个道理与我们在农业生产函数中讨论对玉米施用氮肥表现出的边际报酬递减原理是一样的。
在新古典生产函数的讨论中，生产函数曲线被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第一、第二阶段均为不合理阶段
，只有生产函数的第三阶段才是合理性阶段（arational stage）。
也就是说，只有这一阶段才与我们的管理决策密切相关。
然而，由于一条典型的生产函数曲线是一条连续的曲线，生产管理者必须密切关注第一阶段的结束点
与第二阶段的结束点，同时根据产品的价格与投入要素成本信息，通过运用边际效益等于边际成本的
原理，最终决定最佳的玉米产量和化肥的使用量。
玉米生产函数的这一决策过程完全适用于环境管理的决策当中。
但前提是必须具备环境价值评价的信息。
然而，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用来计算环境成本和效益的价格标准，我们很难知道环境使用或环境要素
投入何时达到了边际递减的点。
因此，价值评价技术的主要作用在于它能够帮助政策决策者和利益相关各方了解实现不同水平的食物
安全或水质量保障与其投入成本之间的此消彼涨关系。
通过把这些反映经济效率的信息与社会公平和分配问题（如环境公平性）结合起来统筹考虑，政策制
定者就能够做出更好的环境管理决策，在对各种不同环境影响投资方案中做出有效的取舍。
但是，有人可能会问：由经济学家所做的经济价值评价工作有多大的价值呢？
换句话说，从这些研究中获得的收益，即通过提高环境资源利用效率获得的价值能够抵偿付出的研究
成本吗？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对诸多专业研究领域，像天气预报和灾害预报研究等提出同样
的问题。
给定政策决策过程除了考虑经济效率因素之外，还应考虑到其他多种因素（如收入均等和可持续发展
等）。
因此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很难说某个单一因素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不论怎样，当政策制定者在决定数以百万、亿万投资项目的时候，如果没有对各种可供选择方
案进行全面的成本和效益评价，而是完全基于其他非经济因素进行决策就是错误的，甚至可以说是愚
蠢的、不负责任的行为。
1.1.1 非市场评价的概念与表示市场产品价值的概念一样，意愿支付被用来表示非市场资源的价值的大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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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产品的价格是指消费者对多购买一个单位产品所愿意支付货币的数量。
那么，没有市场我们也就无法得到这样的价格。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消费者做出取舍的行为来推断消费者对非市场产品的意愿支付水平，或者说
是非市场产品的价格。
从这个角度来讲，非市场产品的价格相当于从一组包括购房、接受某种工作或参与某种旅游娱乐活动
交易中推断出消费者对环境质量的意愿支付或货币价格。
在房地产交易中，我们都知道房屋的地理位置对于房子价格的影响至关重要。
这是因为当房屋的地理位置是处于自然环境优美的地段（如靠近自然旅游公园、美丽的滨海，空气质
量好），或者是远离环境污染地段，像畜牧业饲养场地等时，由于美丽的环境属于稀缺性资源，所以
房屋购买者为了能够买到环境质量非常好地段的房屋，互相之间展开竞争，从而导致这一地段或地区
的房价上升。
经济学家通过使用统计分析方法把环境质量对房价的贡献从全部房子销售价格当中剥离出来，从而得
知人们愿意为较好的环境质量支付的价格。
钓鱼、划船、观海等娱乐活动能为参与者带来愉悦。
这种效用反映在，加入让参与者必须支付额外价格费用的话，他们各自可能会愿意为参与这些活动支
付比当前支付的名义价格（钓鱼许可费用或划船门票价格）更高的费用。
而事实上，钓鱼或划船管理部门并没有按照市场决定的最高价格向参与者收取费用，这对旅游者来说
产生了“消费者剩余”，相当于消费者把省下的钱揣到了自己的口袋里。
这种情形与利用政府所有的水库资源进行灌溉的项目一样，此时收取的灌溉水的价格并不是基于市场
决定的价格水平（即完全是由供给和需求决定的价格水平）。
同样的，很多属于公共所有的旅游娱乐资源的价格，也不是按照供给和需求数量决定的市场均衡价格
，而是由政府或管理部门设定的所谓的资源管理价格。
因此，这类资源实际的经济价值往往要大于由政府制定的资源管理价格。
以自然旅游娱乐活动为例，经济学家依赖旅游者的旅行行为来试图建立某一景区的旅游娱乐需求曲线
。
通过建立的需求曲线，来估计如果让旅游者为继续使用该旅游资源必须支付额外费用的话，这个额外
的费用应该是多少？
这种基于旅游者实际消费行为来估计旅游娱乐资源价值的方法，叫做旅行成本法（TCM）。
由于每个旅游者的居住地点到旅游景区的距离各不相同，分析者可以观察随着旅行距离或旅行成本的
增加，来该景区的旅行次数会呈现什么样的变化，即游客的旅行距离（运输距离）与旅行费用之间存
在着怎样的关系？
实质上，就是相当于考察空间价格的变化对旅游需求的影响。
经济学家可以通过这些观察得到的截面数据利用多重回归模型估计出该景区旅游需求曲线，把旅行成
本看做是价格，把每一季节旅行的次数看做是需求。
此外，还可以通过观察旅行次数随河水流量上涨、水库水位上升以及水的质量改善呈现出的变化状况
，经济学家可以利用统计分析方法估计出由水环境条件的变化，引起的需求曲线的移动。
通过需求曲线的移动，测算出旅游者对水环境改善所愿意额外支付的费用。
然而，上面的例子只能用来说明部分旅游资源价值评价的问题，并不能反映旅游资源的全部价值。
我们知道许多人可能从未参加甚至也不准备在未来参加钓鱼或划船等娱乐活动，但他们仍然能够从知
道河流资源的存在（Sanders et al.1990），或知道某种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物种的存在（Loomis，White
1996）中得到某种满足和快乐，这种满足和快乐当然是一种价值，它是消费者效用函数中的一个变量
，其边际效用大于0，为正数。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样才能对这种价值进行量化呢？
经济学家的做法是采取询问每个家庭对资源保护（如保护野生动物）的意愿支付是多少。
目前，这项研究工作可以通过类似一种假设的住户民主选举的方法来完成。
在这个过程中，分析者可以通过向每个家庭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对某种资源管理方案支付X元不等的费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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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分析者对不同的家庭询问不同的意愿支付价格，因此一些家庭可能被询问是否愿意支付较高的价
格，而另外一些家庭被询问是否愿意支付较低的价格。
利用大样本调查反馈结果，分析者可以估计出一条环境资源保护的需求曲线。
利用这条需求曲线可以计算出公众的意愿支付。
这种方法，一般来说被称作条件评价法（CVM）。
这种基于样本统计调查的分析方法估计得到资源的娱乐或存在价值，通常被称为被动利用价值
（passive use values）。
1.1.2 非市场价值评价受到美国政府和法律部门的高度重视在美国，许多联邦政府部门和州政府部门早
已把非市场评价信息运用到自然资源管理决策的工作中。
从1979年开始，美国联邦政府有关部门，包括美国陆军工程兵部队（the U.S.Army Corps of Engineers）
和土地开垦局（Bureau of Reclamation）要求采用TCM和CVM对那些能够为众多游客提供旅游娱乐活动
景区的开发项目，进行旅游经济效益评价（U.S.Water Resources Counci l1979）。
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陆军工程兵部队就颁布了一个如何进行条件评价方法的手册（Moser
，Dunning 1986）。
直到今天，美国土地开垦局仍然聘用部分专门接受非市场评价教育和培训的经济学家从事这一领域的
研究工作，并负责出版大量的关于非市场评价的研究论文或相关著作。
同时，美国环境保护局（EPA）要求对各项环境保护立法开展成本效益评价，在这个过程中运用大量
已有的TCM和CVM价值评价研究成果信息。
此外，美国国家公园局（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利用非市场评价方法对自然旅游资源破坏造成的价
值损失进行估计。
当美国国会于1980年通过了环境总体评价、赔偿与负债法案（CERCLA）时，美国内务部（the
U.S.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决定采用CVM作为对有毒垃圾和有害物质喷发所造成的部分旅游景区旅
游价值损失的一种主要估计方法（U.S.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1986）。
尽管当时美国很多产业经济部门对利用CVM进行环境资源价值评价提出质疑，但是美国各级上述法院
仍然坚持使用CVM方法，并责令内务部要进一步扩大使用CVM方法在估计存在价值中的应用（法院
将这种存在价值称作被动价值），即使是当一些旅游景区已经在向众多游客开放，也同样要采用CVM
方法测算景区的存在价值。
美国法院的这一做法应该说是完全符合经济学理论的，法院认为一个旅游景区提供的娱乐价值与存在
价值之间，存在着一种累加的关系。
就是说，仅仅通过旅行成本法测算某一旅游景区的直接利用价值是不全面的，还需要考虑景区的存在
价值或被动使用价值。
1989年美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埃克森瓦尔德兹（The Exxon Valdez）石油公司在阿拉斯加海域石油泄漏
事故，再一次把CVM评价方法推到美国政府和公众的面前。
当美国国会于1990年通过石油污染法案时，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NOAA）曾建议利用CVM来估计由于石油泄漏所造成的旅游休闲娱乐价
值和被动利用价值的损失。
根据这样一个带有争议的背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任命了一个蓝带小组（ABlue Ribbon Panel
），该小组由两位诺贝尔获得者牵头，主要任务是评价运用CVM方法测算被动利用价值的可靠性。
在1993年的首份研究报告中，蓝带小组专家得出这样的结论：通过精心设计和研究实施步骤，采
用CVM方法研究得出的环境资源的被动利用价值/存在价值，可以用来作为资源管理决策和相关法律
决策的标准（Arrow et al.1993）。
非市场评价并非只是局限于美国联邦政府部门。
在美国绝大多数州政府都已利用TCM和CVM评价钓鱼和狩猎等娱乐活动的经济价值，从而大大提高
了森林、海洋、湖泊、地质等旅游资源的管理有效性，为国家资源环境保护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例如，美国全国有一半以上的州政府采用TCM和CVM方法进行大规模的统计抽样，用于评价狩猎和
钓鱼等娱乐活动的经济价值。
1.1.3 我国非市场价值评价研究相比之下，非市场评价在我国尚属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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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20世纪90年初期我国已有个别学者开始涉足这一研究领域。
但从总体来看，我国在非市场价值评价理论方法和实证研究方面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和许多东南亚国家
。
从检索的文献来看，国内关于旅游资源游憩价值评估的研究成果很少，与国外的研究存在较大差距。
文献查询结果显示，从1990年至2010年20多年的时间里，我国学者采用TCM和CVM方法研究非市场价
值评价研究论文共有117篇，其中包括167个资源与环境价值的评价结果。
涉及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公园、植物园等自然景观和资源价值评价的文章共67
篇；有关滨海、湿地、湖泊等水资源价值评价的文章共24篇；涉及空气质量改善及生态系统保护等价
值评价的文章共26篇。
在167个评价结果中，TCM评价结果有54个，CVM评价结果有113个，分别占32%和68%（Wang
，Zhao2011）。
关于自然旅游资源价值评价，我国学者的研究仅涉及11种旅游活动。
而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到2010年美国已有上千篇实证研究论文，涉
及20多种旅游娱乐活动经济价值评价、2340个实证研究结果。
可见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与美国差距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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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非市场旅游资源经济价值评价的理论与方法》是国内第一部关于非市场滨海旅游资源价值评价理论
与方法的专著，系统地介绍了非市场旅游资源价值评价理论与方法，以及各种自然旅游活动的经济价
值。
《非市场旅游资源经济价值评价的理论与方法》适于从事资源环境经济及管理研究，特别是滨海旅游
环境资源管理研究、环境政策研究的科研人员以及政府负责制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和旅游管理的部门
参阅；也适于高等院校资源经济、环境经济、旅游经济及管理专业的研究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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