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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支付意愿的空间属性是影响环境物品估值效度的主要因素之一,忽略对空间距离的考量可

能导致最终资源环境物品或服务的货币估值产生偏差。文章以青岛市海域浒苔灾害为研究对象,

使用条件价值评估法,构建支付意愿函数模型,测算受访者距青岛市海边的距离,探索浒苔治理支

付意愿是否存在距离衰减现象;通过划分不同的距离区,测算不同距离区内公众浒苔治理支付意

愿,最终汇总得出浒苔治理带来的经济价值。研究结果显示:公众浒苔治理支付意愿“距离衰减”

效应明显,距离海边较近的公众倾向于为治理浒苔支付较高的金额;青岛市浒苔治理总经济价值

为9.84亿元/a;不考虑距离衰减效应最终导致浒苔治理经济价值的高估达27.03%。研究结论可

为空间尺度上的非市场价值评估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和科学参考,不仅提高了条件价值评估法估值

结果的有效性,也提供了更加精准的青岛市浒苔治理经济价值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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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spatialattributeofwillingnesstopayisoneofthemainfactorsaffectingthevalu-

ationvalidityofenvironmentalgoods,andignoringtheconsiderationofspatialdistancemay
leadtobiasinthemonetaryvaluationoftheresourceenvironmentalgoodsorservices.Thispa-

pertakestheEnteromorphaproliferainQingdaoseaareaastheresearchobject,usesthecon-
tingentvaluationmethod,constructsthewillingness-to-payfunctionmodel,measuresthedis-

tanceofrespondentsfromQingdaocityseashore,andexploreswhetherthereisadistancedecay

phenomenoninthewillingnesstopayforEnteromorphaprolifera management;thispaper

measuresthepublicwillingnesstopayforEnteromorphaproliferamanagementindifferentdis-
tancezonesbydividingthemintodifferentdistancezones,andaggregatesthemtoobtaintheto-

taleconomicvalueofEnteromorphaproliferamanagement.Theresultsshowthat:thewi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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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sstopayforthemanagementofEnteromorphaproliferaisobviouslydistancedecay,andthe

publicclosertotheseashoretendstopayhigher;thetotaleconomicvalueofEnteromorpha

prolifera managementinQingdaois984 millionyuan/year;disregardingthedistancedecay
effectwilleventuallyleadtoanoverestimationoftheeconomicvalueofEnteromorphaprolifera
managementbyupto27.03%.Thefindingsofthestudycanprovidenewresearchideasandsci-

entificreferencesfornon-marketvalueassessmentatthespatialscale,whichnotonlyimproves

thevalidityofthevaluationresultsofthecontingentvaluationmethod,butalsoprovidesamore

accurateeconomicvalueofEnteromorphaproliferamanagementinQingdao.
Keywords:Enteromorphaprolifera,Contingentvaluationmethod,Distancedecay,Valueevalu-
ation

0 引言

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ValuationMethod,

CVM)通过构建假想市场,以问卷调查的方式直接

询问被调查者对生态环境资源改善的支付意愿

(WillingnesstoPay,WTP)或忍受资源损失的受

偿意愿(WillingnesstoAccept,WTA),对那些无

法在市场中表达其价值的资源环境物品或其所提

供的服务进行货币估值。近年来,空间属性在非市

场价值评估中逐渐得到重视,空间属性与受访者支

付行为的相关性越来越被认可。

目前,受访者支付意愿的空间属性分析通常聚

焦于“距离衰减”效应上,“距离衰减”效应是指受访

者愿意支付的最大支付意愿与距离呈反向变动关

系[1-3]。这种反向变动关系之所以存在,一是随着

受访者距所研究环境物品越远,其旅行时间和机会

成本就会越大[4];二是如若受访者越接近环境物品

所在地区,则更有可能掌握关于该地区更为全面的

信息,从而表现出较为强烈的支付意愿[5];三是居住

在离环境改善地区较近的受访者拥有更加强烈的

道德义务感[6];四是替代品的可用性将随着受访者

距环境物品的距离增加而提高,即距环境物品越远

的受访者可能拥有更多的选择,那么人们对该环境

物品所愿意支付的最大支付意愿就越低[2,7-8]。

学者们的大量实证研究也都为支付意愿与距

离有关这一说法提供支持,并在如何根据距离衰减

效 应 获 取 精 准 的 环 境 效 益 值 做 出 了 贡 献。

Sutherland等[9]基于距离影响支付意愿的假设,建

立 支 付 意 愿 函 数 模 型,得 出 每 个 家 庭 为 保 护

Flathead湖水质的支付意愿随受访者距湖泊距离增

加而减小。Bateman等[10]在研究公众改善泰姆河

水质支付意愿时,将距离衰减效应纳入支付意愿函

数模型中,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空间位置上的受访

者为改善泰姆河水质所愿意支付的金额存在差异

性,验 证 了 支 付 意 愿 距 离 衰 减 效 应 的 存 在。

Concu[11]通过设计距离与支付意愿关系的最佳拟合

模型,指出遗漏距离变量会使得最终汇总值产生偏

差,最终导致资源的错误分配。

国内学者研究空间属性与 WTP之间的关系较

晚。敖长林等[12]在评估三江平原湿地生态保护价

值时,引入距离变量,分析受访者距三江平原湿地

的距离对保护三江平原支付意愿的影响。模型结

果表明,距离三江平原较近的受访者倾向于为保护

三江平原湿地支付更高的金额,即受访者支付意愿

具有“距离衰减”特征。尚海洋等[13]借助多分类

Logit模型,对干旱区内陆河流域农户生态补偿支

付意愿的空间异质性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流域

农户支付意愿呈现明显的“距离衰减”规律。魏强

等[14]使用选择实验法,纳入距离变量,构建随机效

应Logit模型,评估曹妃甸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支持

服务价值。研究结果显示,随着距曹妃甸滨海湿地

距离的增加,支持服务价值会呈现逐渐衰减的趋

势,该研究结果揭示了支持服务价值的空间演变和

区域差异。

目前距离与 WTP这种反向变动关系已经充分

应用在湿地管理、水质改善、垃圾治理以及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评估等领域中,相关学者就距离是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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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P产生影响进行了充分的检验。并建议在汇总

支付意愿时应将距离因素纳入进去,否则会导致最

终估值产生偏差。

自2007年以来,浒苔连续16年在每年的6-

7月登陆青岛,呈现连续性、大规模暴发态势。浒苔

覆盖海面会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15],海洋

生物种群结构变化,海洋生物多样性降低[16]。不仅

如此,浒苔大规模暴发也严重影响滨海景观[17],致

使滨海休闲项目和海上体验项目无法正常开展,严

重干扰了公众旅游观光和水上运动等相关活动,公

众的环境福利水平下降[18]。基于我国浒苔灾害连

年发生,对沿海经济活动和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严重

危害的现实背景,国内学者相继开展浒苔损害评

估。大多学者使用条件价值评估法或选择实验法

(ChoiceExperiments,CE)研究公众的浒苔灾害治

理支付意愿,测算浒苔灾害造成的滨海旅游价值损

失等[18-21],研究结论对制定浒苔治理政策具有现实

性的指导意义。

浒苔暴发时会在海面上大面积漂浮,被打捞上

来若不及时处理,会在沿岸堆积,破坏滨海景观。

海面上漂浮和沿岸堆积的大量浒苔严重影响生活

在海边附近地区居民的视觉感官,那些靠近海边地

区的居民会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浒苔腐败后的恶臭

气味。因此,在浒苔发生与治理背景下研究公众浒

苔治理支付意愿时,有理由作出一个假设,即那些

距海边较近地区的人们可能会对浒苔治理愿意支

付更多的金额,此时研究距海边不同距离上人们的

浒苔治理支付意愿差异就显得十分重要。对青岛

市居民浒苔治理支付意愿的距离衰减效应进行可

靠估计可防止遗漏变量,并可规范CVM 汇总个人

WTP的步骤与程序,有效减小CVM 的估值结果

偏差。

本文选取青岛市海域为研究区域,使用支付卡

式条件价值评估法,通过纳入距离变量,构建支付

意愿函数模型,研究浒苔治理支付意愿的空间演化

路径和衰减模式,揭示青岛市居民浒苔治理支付意

愿的影响因素。本文还通过划分距离区进行浒苔

治理总支付意愿的汇总,以期获得更加精准的浒苔

治理经济价值货币估值,将此结果与传统 WTP估

计模型结果进行比较,进一步验证在CVM 中引入

空间距离的重要性。这可以在CVM 研究中添加空

间维度,为改进CVM的估值有效性提供借鉴,可进

一步提高CVM非市场商品货币估值结果的精确性

和有效性。

1 研究方法与模型构建

1.1 条件价值评估法基本原理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CVM 本质上评估的是希

克斯消费剩余。在此,以浒苔治理为例,假定个体

的效用U 是滨海环境状态X1 、收入y 以及其他基

本社会属性s的函数,可表示成U =U(X1,y,s)。

当实施浒苔治理项目或工程后,使青岛的滨海环境

恢复至浒苔发生前的状态,即浒苔完全消失,滨海

环境状态得以改善,从X'1 改善至 X″1 ,即 X″1 >

X'1 。个人的效用水平相应发生变化,个人效用水

平从U0 提升至U1 。此时,个体应做出一定的收入

变化以维持总福利水平不变,假设个体为浒苔治理

愿意支付的货币数额为c,则有U1=U(X″1,y-c,

s)≥U0=U(X'1,y,s),该数额c即为个体为浒苔

治理而愿意支付的 WTP。良好的滨海环境是公共

物品,将个体 WTP进行汇总即可得到总支付意愿

值,该值即为浒苔治理带来的经济价值。

本文使用支付卡式调查问卷询问受访者浒苔

治理的支付意愿,受访者在一组有序的投标值中选

出其最 大 支 付 意 愿 区 间,受 访 者 真 实 支 付 意 愿

WTPi 则位于其选择区间的最小投标值tli 和最大

投标值thi 之间,即tli< WTPi<thi 。受访者真实

支付意愿为其选择区间的中点值,即:

WTPi=
tli+thi

2
(1)

1.2 距离测算

精准测算受访者距环境物品的距离对后续实

证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进行距离测算时,

需要对被研究环境物品的形状进行界定。如果从

分布形式上看,环境物品呈线状分布,例如河流、山

脉等,可将此类环境物品看作一条曲线,通过多项

式函数模拟环境物品曲线方程,进而测算一点到此

曲线的最短距离[22]。

在浒苔治理情境下计算受访者距青岛市海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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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短距离时,可以将青岛市海边沿岸近似看成一

条曲线。但由于青岛市海边曲线形状较为复杂,求

解切线方程的计算量较大,并且利用切线方程计算

点到曲线的最短距离时,在曲线上某点存在不可导

等特殊情况下并不适用。本文计算受访者到青岛

市海边距离时,以青岛市各个区、市管辖的街道办

事处或乡镇为基本单元,受访者距青岛市海边距离

可以近似看成是所在街道办事处或乡镇行政所在

地距青岛市海边的最短距离。其中需要说明的是,

平度市和莱西市距青岛海边较远,并与海不相邻,

因此本文直接将平度市和莱西市分别作为一个基

本单元。本文计算受访者距青岛市海边距离的具

体步骤如下。

(1)确定青岛市海边沿岸的几何形状和位置,

将青岛市海边的形状离散化,选取曲线上的一些

点,将其定义为一组有序目标点,组成一个点序列。

(2)使用百度地图的坐标拾取器功能读取各个

街道办事处或乡镇行政所在地的经纬度坐标和有

序目标点的经纬度坐标。

(3)计算受访者距点序列中所有目标点的距

离,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di =2rargsin
 

sin2
latm -lati

2( ) +coslatm( )coslati( )sin2
lonm -loni

2( )
é

ë
êê

ù

û
úú

(2)

式中 :di 为第i位受访者距青岛市海边的距离;r为

地球半径;lati 为第i个街道办事处或乡镇行政所

在地的纬度;latm 为第m 个目标点的纬度;loni 为

第i个街道办事处或乡镇行政所在地的经度;lonm

为第m 个目标点的经度。

(4)计算所选的目标点与受访者之间的距离,

选取最小值即为受访者距青岛市海边的最短距离。

通过以上步骤,即可得出每位受访者距青岛市

海边的最短距离,该结果可直接运用到后面的模型

分析中。

1.3 距离函数模型构建

本文通过加入距离变量,构建支付意愿函数模

型,探索受访者浒苔治理支付意愿的最佳空间表现模

式和最佳的支付意愿函数模型,验证支付意愿具有距

离衰减性。本文借鉴Bateman等[10]和Concu[11]的做

法,引入下列两种模型,选取拟合度最优的模型,以

期能获得准确的距离衰减表现形式,提高估计结果

的准确度,减小模型估算结果偏差。

模型1:

WTPi=αdisi+βiXi+εi (3)

  模型2:

WTPi=αlndisi+βiXi+εi (4)

式中:WTPi 为受访者的支付意愿;disi 为第i位受

访者距青岛市海边的距离;α 为距离变量的系数;

Xi 为影响 WTP的其他属性变量;βi 为其他属性变

量所对应的系数;εi 为随机误差项。

2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青岛市地处山东半岛东南部,濒临黄海,海域

面积约1.22万km2,广阔的海域空间及丰富的海洋

生物资源为青岛市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

件。但2007年以来,青岛市浒苔连年暴发,2021年

黄海浒苔的覆盖面积一度高达2020年的9倍之多。

2021年7月6日,青岛市管辖海域浒苔分布面积约

为9290km2,覆盖面积约为490km2。浒苔治理是

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此背景下,

开展青岛市公众浒苔治理支付意愿调查,测算浒苔

治理总经济价值,可为青岛市开展浒苔治理、制定

浒苔治理政策提供有效参考和重要理论依据。

2.2 数据来源

本文采取问卷调查形式收集研究数据。根据

预调查过程中受访者反馈信息,对问卷内容进行适

当删减与修改,确定最终问卷。此次调查问卷主要

包含以下内容。

(1)背景介绍和浒苔认知调查。向受访者介绍浒

苔现状、浒苔造成的影响以及开展浒苔治理重要性,

帮助受访者更好地了解评估对象和评估目的。询问

受访者去海边游玩的次数和受访者对浒苔灾害关注

程度等,以获取受访者对浒苔的了解和认知程度。

(2)浒苔治理支付意愿调查。使用支付卡引导

方式获取受访者对青岛市浒苔治理的支付意愿,在

此提醒受访者设计此问题是希望了解他们的“支付

意愿”,不表示他们将真正支付这笔费用,并提醒受

访者根据自身真实情况作答,以提高其支付意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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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性。

(3)受访者社会经济特征调查。询问受访者年

龄、性别、收入、受教育程度等相关信息。

(4)受访者位置调查。通过询问受访者街道信

息、小区位置及距离其最近的公交站或地铁站,以

获得受访者位置。

课题组于2022年8—9月进行正式调研,调查

小组主要由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组成。

问卷设计完成之后对调研小组进行先期培训,培训

中告知调查人员应对被调查者提出的任何有关支

付意愿水平选择及其他问题进行详细解释,以保证

问卷调查的有效性。本次调查对象为青岛市居民,

采用线下面对面调查和线上发放相结合的方式,为

保证调研对象具有代表性,采取随机抽样方式,问

卷投放区域覆盖青岛市的7区3市。最终共发出调

查问卷330份,回收309份,回收率93.64%,其中剔

除无效作答问卷及非青岛市居民作答问卷后,得到

有效问卷为270份。

2.3 变量选取

本文选取了距离变量及其他社会经济变量,变

量的选取及赋值说明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解释与说明

Table1 Variableexplanationanddescription

变量名 变量含义 赋值方法

DIS
距青岛市

海边的距离
DIS=距离

MALE 性别 男=1,女=2

INC
年收入

/万元

2以下=1,2~5=2,5~8=3,8~12=4,

12~24=5,24以上=6

AGE 年龄/岁
19及以下=1,20~29=2,30~39=3,40

~49=4,50~59=5,60及以上=6

EDU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1,高中及中专=2,本科及

大专=3,研究生及以上=4

CON
对浒苔的

关注程度

非常关注=1,比较关注=2,一般=3,比

较不关注=4,非常不关注=5

3 统计分析与结果

3.1 受访者基本特征描述性统计

对受访者社会经济特征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

示男性占比41.85%,女性受访者占比为58.15%,

男女比例基本相当;受访者主要为18岁以上人群,

其中年龄19~29岁的比例最高,为30.74%,其次为

30~39岁,占比为22.96%;36.30%的受访者受教

育程度为本科及大专。样本基本包含了青岛市区

域内不同层次或水平的群体,分布范围较广,具有

较好代表性,符合本文需要,可进行后续研究。

从受访者的回答情况来看,32.16%的受访者认

为浒苔对青岛市海域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

44.71%的受访者认为浒苔对青岛市海域生态环境

比较有影响,反映公众对浒苔损害有基本的认知能

力;从关注程度上来看,36.67%的受访者对浒苔治

理较为关注,而10%的受访者对浒苔治理非常关

注,表明青岛市居民对浒苔治理具有较高的关注程

度;针对受访者的支付意愿回答情况,愿意为治理

浒苔支付一定费用的受访者占比89.63%,对于那

些不愿意为浒苔治理支付费用的受访者而言,不愿

意进行支付的原因主要为收入水平有限,没有能力

支付和治理浒苔是政府的责任,应由政府来支付。

3.2 浒苔治理支付意愿的空间距离效应

本文以受访者浒苔治理支付意愿为因变量,受

访者距青岛市海边的距离、性别、年收入、年龄、受

教育程度及对浒苔治理的关注程度为自变量,分别

对以下3种 WTP模型进行参数估计,模型估计结

果如表2所示。

表2 支付意愿函数模型估计结果

Table2 Willingness-to-payfunctionmodelestimationresults

变量 不考虑距离衰减效应
考虑距离衰减效应

模型1 模型2

DIS -1.855***

LnDIS -27.547***

MALE -12.084 -6.460 -13.206

INC 9.355** 8.000* 8.305*

AGE 8.627 9.448* 9.138*

EDU -11.001 -8.643 -7.849

CON -28.064*** -21.024** -20.595**

常数项 188.791*** 177.809*** 205.979***

Adjust-R2 0.064 0.133 0.142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从表2可以看出,受访者距青岛市海边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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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影响浒苔治理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之一,且系数

符号为负值。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

受访者与青岛市海边距离的增大,受访者的支付意

愿也随之下降,公众浒苔治理支付意愿在空间上表

现出了明显的距离衰减效应。不仅如此,通过比较

传统 WTP模型和考虑距离衰减效应模型的拟合优

度,后者拟合度大于前者,说明考虑距离衰减效应

模型对受访者支付行为具有更高解释力。比较模

型1和模型2的结果,模型2拟合度更大,支付意愿

在空间上的表现形式也更加符合模型2的假设。

为进一步探讨受访者浒苔治理支付意愿的空

间差异,本文进行划分距离区,即将青岛市居民划

分入几个距离区中,不同距离区的人们距青岛市海

边的距离差异较大,相同距离区内的人们距青岛市

海边的距离相差较小。在此,基于上述测算得到的

各基本单元距青岛市海边距离数据,将其由小到大

进行排序并标号,画出距离与序号的散点图,结果

如图1所示。

图1 距离与序号散点

Fig.1 Distancevs.ordinalnumberscatterplot

图1中,距离随序号呈阶梯式增长,以此图为依

据,可将青岛市划分为4个区域,分别为 D1、D2、

D3、D4。在这4个区域内,区域内距离并无较大波

动,区域间距离呈现增长态势。其中D1区域内居

民距青岛市海边的范围在0~4.1km;D2区域内居

民距青岛市海边的范围在6~11.7km;D3区域内

居民距青岛市海边的距离范围在15.2~27.8km;

D4区 域 内 居 民 距 青 岛 市 海 边 的 范 围 在 33~

63.6km。D1、D2、D3、D4距离青岛市海边的距离

依次增加。

以距离分区结果为基础,将D1、D2、D3、D4的样

本均值代入模型2的估计结果中,可得D1区域内样

本平均 WTP最高,为140.58元/(人·a),D2区域内

样本平均 WTP次之,为108.11元/(人·a),D3区域

内样本平均 WTP为76.02元/(人·a),D4区域内样

本平均 WTP为33.56元/(人·a)。距离青岛市海边

越近的区域内样本平均 WTP越大,也验证了受访

者浒苔治理支付意愿存在距离衰减现象。具体结

果如表3所示。

表3 各区域平均支付意愿统计

Table3 Averagewillingness-to-paystatisticsbyregion

区域 平均 WTP/(元·人-1·a-1)

D1 140.58

D2 108.11

D3 76.02

D4 33.56

3.3 浒苔治理支付意愿其他影响因素分析

从表2模型估计结果可知,受访者收入水平和

对浒苔的关注程度对治理浒苔支付意愿有显著影

响,而受访者性别、教育程度对支付意愿影响并不

显著。其中,受访者收入水平与浒苔治理支付意愿

呈正相关,收入越高的受访者对环境物品的实际支

付能力越强,越倾向于提供更多支付,与以往绝大

多数非市场估值研究结果相符合。另外,受访者对

浒苔的关注程度与支付意愿呈正相关,对浒苔灾害

表现出越多关注的受访者,更能意识到浒苔灾害带

来的严重后果,倾向于选择更高的支付金额。

3.4 浒苔治理经济价值核算

以往的研究范式通过将所有样本的平均支付

意愿乘以汇总区域内总人数,进而测算总支付意愿

值,但并未考虑到公众支付意愿空间上的差异性,

即距环境物品不同远近地区上的人们为改善环境

所愿意支付的最大支付意愿不同,这种计算方法可

能会导致最后结果出现偏差。因此,本文通过对不

同距离区上人们的支付意愿进行加总,最终汇总得

到浒苔治理的总经济价值。具体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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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TP=∑
n

n=1
MWTPn ×peoplen (5)

式中:AWTP为青岛市公众浒苔治理总支付意愿

值;n为划分成了n个区域;MWTPn 为第n个区域

上的受访者浒苔治理平均支付意愿;peoplen 为第n
个区域内的人口数。

通过将样本均值和区域内对应的人口数代入

上式,其中区域内人口采用第7次人口普查数据,最

终可得浒苔治理经济价值,具体结果见表4。

表4 总支付意愿值测算

Table4 Totalwillingness-to-payvaluemeasurement

区域
平均 WTP/

(元·人-1·a-1)
人口数/万人

总支付意愿值/

(亿元·a-1)

D1 140.58 352.70

D2 108.11 235.24

D3 76.02 205.44

D4 33.56 231.04

9.84

从表4可看出,通过划分距离区汇总得到的浒

苔治理总支付意愿值为9.84亿元/a,即浒苔治理总

经济价值为9.84亿元/a。若按照以往的研究范式,

即构建不考虑受访者距离因素的支付意愿函数模

型,得出受访者浒苔治理的平均支付意愿,将样本

均值直接乘以青岛市总人口。最终得到每人每年

愿意为浒苔治理支付121.91元,青岛市公众的浒苔

治理总支付意愿值为12.50亿元。因此,传统的不

考虑距离衰减模型计算结果会造成汇总值高估,比

模型2结果高估了27.03%。

通过查阅之前青岛市浒苔治理非市场价值评

估文献,发现以前大多数浒苔治理研究调查区域多

集中于市南、市北、崂山和李沧市内4个区,而这些

区域距海边距离较近,若将这4个区的样本均值直

接应用于计算整个青岛市公众浒苔治理总支付意

愿值,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最终的浒苔治理经济价

值计算结果偏高。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正确地认识并处理空间距离因素是提高CVM
方法有效性的关键步骤。本文选取青岛市海域为

研究区域,使用支付卡式CVM 调查问卷所获数据,

构建浒苔治理支付意愿的参数化模型,划分不同的

距离区,评估青岛市公众浒苔治理的总支付意愿

值,主要结论如下。

(1)本文通过测算受访者距青岛市海边的距

离,引入距离变量,构建支付意愿函数模型。模型

估计结果显示,距离对受访者浒苔治理支付意愿具

有显著负向影响,受访者浒苔治理支付意愿距离衰

减效应明显。本文将青岛市分为4个距离区,不同

距离区上受访者的平均支付意愿存在明显的空间

差异,距离青岛市海边较近的受访者倾向于为浒苔

治理支付更高的金额。

(2)通过计算4个距离区上的公众浒苔治理支

付意愿,并对其进行加总,最终可得到青岛市浒苔

治理总经济价值为9.84亿元/a,该值可为后续建立

浒苔生态补偿机制提供技术依据。

(3)传统 WTP模型计算出的浒苔治理总支付

意愿值高于模型2计算结果。在青岛市浒苔发生背

景下,不考虑距离变量的 WTP估计模型会导致最

终汇总值的高估高达27.03%。估值结果表明在条

件价值评估法研究中,纳入对受访者距环境物品空

间距离的考量可有效提高CVM 资源环境商品货币

估值的科学性,提高评估结果的有效性和精确性。

在后续环境商品价值评估时,应充分考虑到受访者

距待评估环境商品的距离,并针对距离如何影响受

访者支付意愿进行讨论,否则将会导致CVM 估值

结果产生偏差。

4.2 讨论

由于CVM具有假想市场的特殊性,评估结果

偏差问题一直受到学者们的高度重视。近年来,越

来越多的学者把空间因素与CVM 方法结合,以期

提高CVM估值结果的准确性。但由于所研究环境

商品本身特征、替代品的存在等因素,受访者支付

意愿的空间表现模式可能较为复杂。本文虽对浒

苔治理支付意愿的距离衰减效应进行了初步探索,

但在今后的研究中仍存在以下问题有待进一步

完善。

(1)将空间信息进一步整合到非市场估值中的

需求可能会持续增加,但是支付意愿的空间表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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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复杂性为后续支付意愿汇总计算带来了一定

难度,空间估值函数精度也有待提高,如何将地理

信息系统(GIS)和CVM 更加紧密地结合是后续非

市场价值评估过程必须突破的一环。

(2)本次研究中发现一些受访者虽然不在青岛

市居住,但是仍然选择了较高的浒苔治理支付意

愿。在之后的研究中,可在探讨支付意愿的距离效

应基础上,进一步探索环境改善效益的空间演化过

程,确定环境质量改善的社会福祉效应辐射范围,

并据此估计环境物品受益的人群范围,因为这可能

与之前选用的行政管辖区范围不重合。

(3)限于调研条件限制,本次共发放调研问卷

330份,最终得到有效样本270份。虽调研样本具

有较好的代表性,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有效可靠的数

据支撑,但在未来的研究中可进一步扩大样本量,

增强研究结果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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