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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将江河源区作为社会-经济-自然环境复合生态系统，研究了江河源区生态系统的内涵、特点、结
构和功能，建立了江河源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结构体系，分析了江河源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特点及
其影响因素，构建了江河源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体系；进而以江西东江源区为案例，对东江源区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了定量估算，并在建立江河源区生态补偿机制框架的基础上，探索了东江源区
生态补偿机制；最后，以东江源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最优化为目标，建立数学模型，对东江源区
土地可持续利用进行总体规划，提出了东江源区生态系统管理对策建议。

本书可供相关专业的科研和管理人员及高等院校本科生、研究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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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新时期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
的崭新的思维理念，党的十七大已把科学发展观正式列入党章。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而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求加强对生
态系统的科学管理、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现实选择，也是我们解决现实矛盾和问题的迫切需要。
因为，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越来越面临资源瓶颈，环境容量受到严重制约！
 江河源区是指一条或多条江、河的源头地区，一般均处于边远山区。
江河源区是一个流域上或生态地理上的概念。
“源者，江河之初也”。
一条江或河可能不止一个源头，常见江、河由多个源头汇集而成，这些源头有的可能处于一个较为集
中的区域，也有的可能相距较远。
区，是指水系交织的区域，是一个范围概念。
源和区合用则表示这一水系区域（杨改河等，2004）。
 我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各种山地面积约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2/3，主要包括西北内蒙古温带干旱区
的高山（如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祁连山）、黄土高原温带半干旱区的山地丘陵、东北温带半湿
润区的中低山地（如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张广才岭、长白山）、华北暖温带半湿润区的中低山地（
如太行山、五台山、燕山、泰山）、华中北亚热带湿润区的中低山地（如秦岭、大巴山、巫山、桐柏
山、大别山等）、江南与西南中亚热带湿润区的中低山地（如乌蒙山、娄山、武陵山、罗霄山、南岭
、武夷山、括苍山）、华南与滇南热带与南亚热带湿润区的低山丘陵及青藏高原区的高山（如喜马拉
雅山、冈底斯山、念青唐古拉山、唐古拉山、横断山脉）等类型，总体上构成了我国地形的3级阶梯
。
江河源区就处在这三大阶梯隆起带上，并发育着我国主要的江河大川，如长江及主要支流岷江、嘉陵
江、湘江、汉水、赣江等，黄河、淮河、珠江及其主要支流西江、北江、东江等，黑龙江及其主要支
流松花江，海河、辽河及雅鲁藏布江、怒江、钱塘江、闽江、瓯江、韩江等。
除石骨裸露山地、常年积雪和覆盖冰川的高山外，大部分山地均已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开发利用。
 江河源区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石忆邵，1999）
： （1）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
江河源区地理环境特殊，独特的山地气候条件不仅因地理位置、海拔、坡向等因素的差异而变化，而
且对土壤、植物、动物等施加影响，形成了迥然异样的山地垂直景观带结构。
我国天然林基本上集中在山区，是山区生态保护功能的源头和支撑。
此外，江河源头地区森林覆盖、水源涵养、水土保持、洪水控制等生态系统功能的优劣程度，对下游
地区具有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据统计，我国大江大河下游地区集中了全国1/2的人口、1/3的耕地和70%的工农业产值。
不考虑平原的山区发展规划将会有失偏颇，而抛弃山区的平原发展规划亦不足取。
江河源区往往又是生态脆弱地区，若资源开发利用不合理或产业选择失当，不仅会影响到江河源区自
身的发展，而且将危及源区外广大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2）具有特殊的经济功能。
我国约有1/3的人口、2/5的耕地分布在山区，有1/3的粮食产自山区。
山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宝藏，尤其是生物资源、矿产资源、水能资源和旅游资源。
国家基建和民生用材主要由山区采伐供应；不少珍稀动植物栖息于山区，使山区成为天然生物园；林
、竹、茶、果、菌、药等品种繁多的土特产品也多产于山区。
江河源区水能资源、矿产资源蕴藏量也较为丰饶，开发潜力很大。
江河源区特殊的气候、地形地貌、森林植被、众多水库、珍稀动植物及少数民族风情，更使探险、求
知、健身、休闲疗养、旅游观光等多种功能融于一体，集吃、住、行、游、购、娱一条龙的生态旅游
成为人们生活中的新时尚、新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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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具有独特的社会功能。
我国不少江河源区往往集林区、革命老区、少数民族聚居区、自然保护区、库区及贫困地区等多种区
域于一体，具有特殊的社会功能。
国家划定的18个成片贫困区也基本上位于江河源头地区。
加速这些地区的建设和发展，能够加快我国农村脱贫致富奔小康进程，改善少数民族生活、加强民族
团结，不仅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还有影响深远的政治意义。
有些河流如雅鲁藏布江、澜沧江、怒江等甚至是国际性河流的源头地区，其开发利用合理与否将影响
到国家之间的关系。
 但是，由于历史、自然、经济等原因，江河源区往往既是贫困山区又是生态脆弱地区。
更由于受传统经济理念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忽视江河源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存在，尤其是江河
源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大部分都属于公共产品，无法形成市场供求机制；另外，对于江河源区生态环
境保护和建设做出的牺牲缺乏补偿激励机制，有关政策和制度长期缺位，这直接导致“靠山吃山”的
现象。
江河源区追求片面经济利益的人为的开发活动持续强化，特别是盲目地砍伐森林和开发矿产，导致源
区面临水源涵养能力弱化、水土流失严重、河水水质变差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
由于生态环境的退化，区域生物资源和物种资源随之衰退，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影响了生态资源的
持续利用和资源再生，这不仅制约江河源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给中下游广大地区的持续繁荣
带来了严重威胁。
 最具典型的例子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黄河的源头区――三江源区的演变过程。
三江源区位于青藏高原腹地，平均海拔5000m，流域面积达32万km2。
曾几何时，三江源区也是山清水秀，森林茂密，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黄河。
但在过去的400年间，由于人为开发活动的持续强化，特别是森林砍伐和矿产开发，长江流域的森林覆
盖率减少了60%以上，上游许多地方原来茂密的森林现已荡然无存。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黄河源区还呈现大片绿色，而目前黄河源区的森林覆盖率只有7.56%；目前长江
源区也仅为2.03%。
由此带来的后果是：①严重的水土流失。
长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积达56万km2，占全流域面积的1/3，每年流失土壤20亿t，而这些流失面积和表土
流失量大部分都来自包括源头区在内的上游地区；黄河流域每年流失土壤16亿t，仅青海湟水河流域年
平均向黄河输沙即达6780t，龙羊峡水库每年入库泥沙达31万m3，这些泥沙都沉在中下游的河床上。
②河床抬高，河库淤塞。
上游源头地区在高落差、低植被的双重打击下，水土流失的速度是中下游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
 每年大量泥沙冲沉到中下游，使其河床每10年抬高1m以上，容水蓄洪能力相应减少20.30%。
③水量减少甚至江河断流。
一项调查表明，仅1988年至1998年的10年间，黄河水量比正常年份减少了23.3%，在进入90年代以后，
黄河断流历时、频次和断流长度均在不断增加，断流的时间由1991年的16天增至1996年的136天。
专家推算，到2020年，黄河下游将完全断流，黄河将成为一条内陆河。
而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说明，由于长江中上游生态环境的恶化，中华民族的生命大动脉――长江正面
临着沦为第二条黄河的危险。
④洪旱灾害越趋频繁，严重危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韩萍，1999）。
 所以说，江河源区生态环境的问题是带有全局性的大问题，必须对江河源区生态系统管理问题进行系
统和深入的研究。
生态系统管理问题涉及诸多前沿领域，其中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生态补偿机制、生态系统可
持续发展规划等是基本研究内容。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ecosystem services）是指生态系统及其物种所提供的能够满足与维持人类生活需要
的条件和过程。
它在为人类提供物质资料的同时，还创造和维持了地球生命支持系统，形成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环境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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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区域的生态环境状况完全取决于该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强弱，而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也完全有赖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支撑。
 生态系统管理是以顶极生态系统为主要对象，以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为核心，以
维持生态系统的组成、结构和功能的整体性和长期稳定性为目标的一种生态管理方式。
 近年来，随着一些全球性和区域性的环境问题的加剧，如全球气候变暖、土地退化、水土流失、荒漠
化、沙尘暴、水资源短缺、空气质量下降、生境破碎化和片段化、自然生态系统稳定性降低等，生态
系统服务及其管理越来越受到生态学者、经济学者、社会学者、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等的高度重视，
生态系统服务及其价值评估、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与实施以及生态系统管理已成为当前生态学、生态
经济学研究的前沿和热点。
 综上所述，研究江河源区生态系统的内涵、结构、服务功能及其价值，探索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进而研究作为内部约束机制的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最优化为目标的江河源区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规划
，是生态系统管理研究的重要内容，更是江河源区生态系统保护、恢复与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
这无论是对保护江河源区生态服务功能和促进江河源区经济、社会与生态协调发展，还是对保障江河
源区广大中下游地区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2 文献综述 1.2.1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研究综述 1.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概念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ecosystem services）是指生态系统及其生态过程所形成与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条件与效用。
它不仅包括各类生态系统为人类所提供的食物、医药及其他工农业生产的原料，更重要的是支撑与维
持了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统、维持生命物质的生物地化循环与水文循环、维持生物物种与遗传多样性、
净化环境、维持大气化学的平衡与稳定（Daily，1997）。
 不同的学者对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内涵的界定有一定的区别，但其主要内容有：净化空气；缓解干旱
和洪水；废物的分解和解毒；产生、更新土壤和土壤肥力；植物授粉；农业害虫的控制；稳定局部气
候；缓解风、海浪和气温骤变；支持不同的人类文化传统；提供文化、娱乐和美学等。
总体上，可将其大致分为三大类：生活与生产物质的提供、生命支持系统的维持、精神生活的享受。
 第一类是生态系统通过第一性生产与第二性生产为人类提供的直接商品或将来有可能形成商品的部分
，如食物、木材、燃料、工业原料、药品等人类所必需的产品。
 第二类是支撑与维持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和生命支持系统，其中很多都是难以直接用现有的市场价值
加以衡量的，因此常常被人们忽视。
这些方面包括：生物多样性的产生与维持、调节气候、减轻洪涝与干旱灾害、防止水土流失、生态系
统之间的服务功能、维持进化过程、有害物质的控制、环境净化等。
 第三类是为人类的生活提供了休闲、娱乐与美学享受。
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
户外游乐如登山、野游、渔猎、漂流、摄像、划船等活动都是在自然生态环境中进行的。
 2.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分类 有什么样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就决定了什么样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
值，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多价值性源于它的多功能性。
学者徐篙龄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市场联系的角度，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分为3类（徐嵩龄
，1998）：①能够以商品形式出现于市场的功能；②虽不能以商品形式出现于市场，但有着与某些商
品相似的性能或能对市场行为（商品数量、价格等）有明显影响的功能，如大部分调节功能；③既不
能形成商品，又不能明显地影响市场行为的功能，如大部分信息功能，它们的机制与现行市场有关，
只能通过特殊途径加以计量。
 欧阳志云等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总结为4类（欧阳志云等，1999a）。
①直接使用价值，主要指生态系统产品所产生的价值。
它包括食品、医药及其他工农业生产原料、景观娱乐带来的直接价值。
直接使用价值可用产品的市场价值来估计。
②间接使用价值，主要指无法商品化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如维持生命物质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与水
文循环、维持生物物种与遗传多样性、保持土壤肥力、净化环境、维持大气化学的平衡与稳定等支撑
与维持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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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选择价值，是人们为了将来能直接利用或间接利用某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支付意愿。
选择价值又可分为3类：为了将来自己利用、为了将来子孙后代利用、为了将来别人利用。
④存在价值，也称内在价值，是人们为了确保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继续存在的支付意愿。
存在价值是生态系统本身具有的价值，与人类利用无关的经济价值，如生态系统的物种多样性与涵养
水源能力。
 3.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方法 根据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和资源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的经济价值评估方法可分为两类（UNEP，1991）：一是替代市场技术法，它以“影子价格
” 和消费者剩余来表达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经济价值，评价方法有市场价值法、机会成本法、费用支
出法、旅行费用法和享乐价格法等；二是模拟市场技术法（又称假设市场技术法），它以支付意愿和
净支付意愿法来表达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经济价值，其评价方法是条件价值法。
目前常见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价方法有以下几点。
 1）市场价值法 市场价值法是指对有市场价格的生态产品和功能进行估价的方法。
例如，有的产品没有在市场交换，而在当地消费，但有市场价格，则可以按市场价格来确定它们的经
济价值。
又如，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经济价值可以直接用农田生产的农作物产量乘以农作物在市场上的价
格得到。
 2）边际机会成本法 边际机会成本法是由边际生产成本、边际使用成本和边际外部成本组成的。
机会成本是指在其他条件相同时，把一定的资源用于生产某种产品时所放弃的生产另一种产品的价值
；或利用一定的资源获得某种收入时所放弃的另一种收入。
对于具有稀缺性的自然资源和生态资源而言，其价格不是由其平均机会成本决定的，而是由边际机会
成本决定，它在理论上反映了收获或使用一个单位自然和生态资源时全社会付出的代价。
 3）费用支出法 费用支出法是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消费者所支出的费用来衡量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
值的方法。
这种方法常用于对旅游文化娱乐功能的估算，通过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交通、观赏、食宿等方面的花
费，对生态系统的游憩功能进行评估。
由于受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这种方法并不能真正反映旅游者对于旅游区的支付意愿，而且这种方法
只适用于游客较多的地区。
 4）条件价值法 条件价值法属于模拟市场技术方法。
当缺乏真实的市场数据，甚至也无法通过间接地观察市场行为来赋予环境资源以价值时，只好使用条
件价值评估法。
条件价值法利用征询问题的方式诱导人们对公共物品的偏好，并导出人们对此物品的保存和改善而支
付的意愿，从而诱导出公共物品的价值，它针对缺少公共物品市场的情况，通过提供消费者一个假设
市场，使消费者有机会去购买其偏好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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