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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湿地农户生态 

补偿受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 CVM 和排序 Logistic 模型的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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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农户调查数据，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和排序 Logistic 模型，对都阳湖湿地农户生态补

偿受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区内具有生态补偿受偿意愿的农户占被调查农户总数的

89.49 % ，农户户均年受偿意愿值为 5531.08 元；被调查农户的受教育年数、家庭人口数、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家

庭居住位置、是否重视对湿地环境的改善、耕地面积和承包水域面积与农户受偿意愿呈现显著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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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为缓解环境污染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尚海洋，2011 ）。
[1]
湿地不仅是一个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

还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其在蓄水防洪、调节气候、降解污染、保护生物多样性、休闲与旅游及提供动植物经济产品、水运等

方面，为人类提供各种重要的功能和服务（刘影和彭薇，2003 ）。
[2]
我国湿地类型多、面积大、分布广，占世界湿地面积的 11.9 % 

（陈兆开，2009 ）。
[3]
都阳湖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是全球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和国际重要湿地之一（郭恢财等，2014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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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 2009 年 12 月 12 日正式批复并实施《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国家和地方政府不断加大对禁渔期偷捕、封洲禁牧、

候鸟保护等的监管力度，湿地资源得到了较为有效的保护与利用（姜宏瑶和温亚利，2011）。
[5]

但是，湿地农户作为都阳湖湿

地天然的拥有者和使用者，政府湿地禁止性保护措施对其收入造成了巨大冲击和影响，按照生态环境保护权利与责任平等原则，

农户收入损失应该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态补偿机制是目前全球生态保护领域十分重要而有效的管理途

径（熊凯和孔凡斌，2014 ）。
[6]

当前，建立都阳湖湿地生态补偿机制已经正式纳入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议事日程，但是，该

项工作仍然面临着补偿客体难以确定的困难。从国内外经验看，从湿地资源利用主体角度出发，贪多湿地资源直接利益受损者

在生态补偿机制中的权利及实现问题，是当前湖泊湿地生态补偿机制研究的薄弱点，也是需要重点突破的难点。 

条件价值评估法（CVM）是一种典型的叙述性偏好评估法（Hanemann,1984），
[7]

是在假想市场情况下直接调查和询问利益

相关者对环境与资源质量损失的受偿意愿，以人们的 WTA 来估计环境质量损失的经济价值（张志强等，2003）。
[8]

该方法无序

建立非市场商品与市场价格之间显性的联系（Tao 等，2012）、
[9]

只需建立一个假想市场环境并获得受访者对公共物品的价值

（Venkatachalam,2004）,
[10]

并能够同时测算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Johnson等，2012）。
[11]

因此，其比旅行费用法、商品

替代法和 机会成本法等更具有优越性（Berg等 2005；Armbrecht，2004）。
[12-13]

目前被广泛用于森林（Tao等，2012）、[9]

湿地（王昌海等，2012；李芬等，2009）、
[14-15]

水域（徐大伟等，2013）、
[16]

核能等资源意愿价值的估测研究中（Sun和 Zhu，

2014）。
[17]

另外，目前国内针对农户受偿意愿影响因素评估的文献较多（杨欣和蔡银莺，2012；汪霞等，2012；高汉奇等，2011），

[18-20]
主要运用 Tobit模型（许恒周，2012）、

[21]
二元 Logistic模型（王湃和凌雪冰，2013；林乐芬和金媛，2012）、

[22-23]

多元 Logistic模型（李芬等，2009）、
[24]

对数-线性模型（Log-Lin model）等对受偿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孔祥智等，2007），

[25]
关于湖泊湿地农户受偿意愿评价的文献明显不足，仅有的研究仅以二元 Logistic 模型为主（王昌海等，2012；姜宏瑶和温

亚利，2011）。
[14，26]

不进入如此，目前湿地生态补偿的研究没有体现区域和农户特征的差异性，本文研究目的是发展农户受

偿意愿的差异性，并据此提出体现差异性的生态补偿方案。基于以上考虑，本文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对鄱阳湖湿地农户受偿意

愿及其水平进行分析，建立排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在将农户受偿意愿分为四个部分
①

的基础上，定量分析影响农户生态补偿

受偿意愿的主要因素，据此提出湿地生态补偿方式，对于完善我国湖泊湿地农户生态补偿理论和方法具有重要的补充价值。 

一、研究区概况 

                                                        

①四个部分分别为“不愿意受偿、低受偿意愿、中受偿意愿和高受偿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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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湿地是我国首批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的自然保护区之一，被世界自然基金会划分为全球重要生态区之一，对维

系区域和国家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王晓鸿，2004）。
[27]

国务院批复的《鄱阳湖生态经济规划》将鄱阳湖生态紧急区划分为

湖体核心保护区、滨湖控制开发带和高效集约发展区（简称“两区一带”）（熊凯和孔凡斌，2014）。
[6]

本文研究的鄱阳湖湿

地分布于“滨湖控制开发带”湖口县、庐山区、共青城、德安县、进贤县、新建县和南昌县。 

鄱阳湖湿地区域的农户主要从事种植业、养殖业等传统第一产业。为了便于后续分区比较研究，本文按照农业产值比重大

小对研究区进行简单农业类型分区。具体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统计年鉴 2012》中“区内各县（市、区）生产总值产业构成”

的第一产业产值占所对应地区生产总值之比为依据，将研究区划分为第一产业产值占比较小区（10%）、第一产业产值占比中等

区（10%-20%）和第一产业产值占比较大区（20%）（熊凯和孔凡斌，2014）。
[6]

具体划分如下表所示。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 ．抽样方案及数据来源 

不考虑研究总体，简单随机抽样样本计算公式为
22 /**)1( ezppn  ，其中 n 为样本数量。在此做出较为保守假设，

p 值取 0.5 ，在 95 ％的置信区间下，误差 e 不能大于 0.05 ，通过试调查估算出 Z 值约为 1.5 。综合以上数据，得出最低抽

取样本数量为 225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 2013 年、2014 年两次分别对都阳湖湿地农户的调查，调查过程中共发放问卷 288 份，

收回有效问卷 271 份，问卷有效率为 94.10 ％。 

为确保所抽样样本的有效性及无偏性，该抽样方法采用三阶段抽样，具体如表 2 所示。 

                                                        

① 第一阶段的样本框是根据 2010 年 12 月 12 日国务院批复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域》中确定的湖体核心保护区和湖滨控

制带中的 12个县（市、区）的乡镇；第二阶段的抽样框是在抽中的乡（镇）中所有的村名单；第三阶段的样本框是在抽中的村

所有户主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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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一阶段抽样（PSU ）对研究区各研究单元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分别抽取 2 个在都阳湖湿地范围内的乡（镇）；第

二阶段抽样（SSU ）对抽中的 24个乡（镇）用整群抽样（PPS 放回）的方法分别在其中各抽出 1个村；第三阶段抽样（TSU ）

在抽到的村当中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式抽取农户。
①
 在调查过程中，采用人户调查的方式对所抽中的样本农户进行逐一面对面

的问卷调查。 

2 ．研究方法 

( l ）条件价值评估法。本文测算农户受偿水平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并使用开放式的问卷格式。该问卷格式的优势是使

得结果的标准误更小和集中趋势估计更低（Boyle 等，19 % ）。
[28]

对于确 TA 值的计算采用数学期望公式（离散变量），公

式如下所示： 

 

上式中，j表示为被调查农户受偿意愿的数额，i表示为被调查农户愿意接受某一受偿数额的概率，k 表示农户愿意接受补

偿的样本数，上述数据均来自于课题组对都阳湖湿地实地调研数据。( 2 ）排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本文建立排序 Logistic 

模型，以此对湿地农户受偿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① 变量选取及说明。本文在借鉴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都阳湖湿地的具体情况，设计 8个都阳湖湿地农户生态补偿受偿

意愿的影响指标（见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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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模型选择。本文采用排序 Logistic 模型来对农户受偿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被解释变量为农户受偿意愿，分为无、

低、中、高四种情况。其中，无受偿意愿取值为 0 ，低受偿意愿取值为 1 , 中受偿意愿取值为 2 ，高受偿意愿取值为 3 。对

于任意选择，表达式如下所示： 

 

式（2 ）中，潜变量 Z 表示农户受偿意愿的程度， i表示所对应自变量的回归系数，Xi表示第 i个影响农户受偿意愿的自

变量，j表示截距。Zi表示农户受偿意愿程度的观测值，Zi=（0、1、2、3），潜变量 Z
’
根据以下规则定义观测值。 

 

为使 Zi与 Z
’
有较强的相关性（即若 Zi

‘
<Zj

’
，则 Zi=Zj，），Zj分别取 0、1、2或 3的概率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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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上式中 F为j的累计分布函数。本文运用排序 Logistic 模型，因此假定 F服从 Logit分布。模型一般表示为如下： 

 

对该模型取自然对数，得到最终模型如下： 

 

三、农户生态补偿受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1.鄱阳湖湿地农户受偿意愿与受偿水平 

表 4显示，不具有受偿意愿与具有受偿意愿的农户分别占总调查农户的比例为 11.07%和 88.93%，总体来看，绝大部分被调

查农户具有受偿意愿。 

 

依据公式（1 ) ，得出总体和三个区域农户生态补偿平均受偿水平，即：都阳湖湿地农户户均生态补偿受偿意愿值为 5531.08 

元／年，第 I 类、第Ⅱ类和第Ⅲ类地区农户户均受偿意愿值分别为 8497.24 元／年、4492.31 元／年和 2628.79 元／年。这也

说明，在都阳湖湿地分布区，农业经济比例越高的区域，其农户生态补偿受偿水平意愿值越高。 

2 ．农户生态补偿受偿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 l ）模型整体运算结果。基于 SPSS15.0 软件平台的排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将农户生态补偿受偿意愿作为因变量，对

应的农户特征数据作为自变量，代入模型进行估计，模型整体运算结果如表 5 、表 6 和表 7 所示。表 5 显示，模型通过了显



 

 7 

著性检验，说明该模型是有效的。表 6 显示，皮尔森( Pearson ）和偏 D ( Deviance ）指标统计不显著，由于这两个指标不

显著代表模型拟合度较好，因此，通过指标结果反映该模型的拟合度较好。在 Logistic 模型中，一般采用伪 R方值来比作线性

回归中的 R 方。表 7 显示，该自变量能够解释因变量的程度较高，能够解释约 70 ％以上。 

 

( 2 ）农户生态补偿受偿意愿影响因素分析。表 8 中“排序 Logistic 。模型”回归结果显示，被调查农户受教育年数（Xl ）、

家庭人口数（X2 ）、家庭主要收人来源（X4 ）、家庭居住位置（X5 ）、是否重视对湿地环境的改善（X6 ）、耕地面积（X7 ）

和承包水域面积（X8 ）与农户受偿意愿呈现显著相关关系，而被调查农户的家庭年收入（X3 ）与农户受偿意愿没有显著相关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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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l 的系数为负且与农户受偿意愿显著相关，这是因为农户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能够了解对都阳湖湿地的保护以及

湿地环境改善对农户自身的生产与生活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故其受偿意愿相对越低；X2 的系数为正且与农户受偿意愿显著相

关，这是因为农户的家庭人口数越多，由于湿地保护对其影响程度就越大，其受偿意愿自然就越高；X4 的系数为正且与农户受

偿意愿显著相关，同时农户的收入来源于水产和禽畜养殖是来源于其他的受偿意愿的 19.030倍，而收入来源于种植业是来源于

其他的受偿意愿的 2.540 倍，这是因为对于收入来源于水产和禽畜养殖比收入来源于种植占农户家庭年收入的比重要大得多，

而湿地环境的保护及其措施会对水产和禽畜养殖带来更大的影响，故水产和禽畜养殖的农户受偿意愿最大；X5 的系数为正且与

农户受偿意愿显著相关，说明农业产值占比不同的地区，即 I 类、Ⅱ 类与Ⅲ类地区的农户受偿意愿存在较为显著的不同；X6 的

系数为 O 且其与受偿意愿呈显著相关性，同时不关注湿地环境改善的农户是关注湿地环境改善的农户受偿意愿的 7.099 倍，这

是因为相比不关注湿地环境改善的农户，其对目前湿地状况更为不满意，希望政府或者组织加大对湿地环境改善的投入，故对

湿地环境的保护及其改善，其受偿意愿相对较低；X7 和 X8 的系数为正且其与受偿意愿呈显著相关性，这是因为农户家庭所拥

有的耕地面积或者承包的水域面积越多，其从耕地或者从水产品中获得的收入也就越多，其收入与湿地资源就会有越紧密的关

系，湿地环境的保护及改善措施（例如，退耕还湖、设置禁渔期、保护候鸟）对耕地面积或者水域面积越多的农户产生的影响

越大，故其受偿意愿也越高。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对都阳湖湿地农户生态补偿受偿意愿的研究显示，研究区农户具有生态补偿受偿意愿的农户占总调查农户的比例为

88.93 % ，户均年受偿意愿值为 5531.08 元；被调查农户的受教育年数、家庭人口数、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家庭居住位置、耕

地面积和承包水域面积与农户受偿意愿呈现显著相关性，家庭年收入与农户受偿意愿呈现边际显著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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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有效提升都阳湖湿地农户生态补偿效率水平，必须推动建立和实施都阳湖湿地农户生态补偿机制，现提出以下几点政

策建议。 

第一，积极开展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农户对湿地环境的重视程度。实证结果显示，农户对湿地环境越重视，其受偿意愿越

低。因此，应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加强与湿地农户的沟通与交流，不断使得农户意识到都阳湖湿地环境的重要性，从而使其重

视都阳湖湿地的环境保护及改善，从而降低农户受偿意愿进而使得国家能够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湿地环境保护中。 

第二，加大教育投入，提高教育年数及教学质量。实证结果证明，受教育年数与农户受偿意愿呈显著的负相关，即受教育

程度越高的农户受偿意愿越低。因此，目前应该加大对都阳湖湿地区域农村的教育投入，使得更多农户尤其是该地区的适龄儿

童获得更多的教育资源与机会，让其充分认识与了解湿地环境的重要性，不断提高湿地农户的环境意识，加入到保护都阳湖湿

地环境当中。 

第三，要加快建立服务于生态补偿制度的湖区农户家庭基础数据库。可以考虑在每年人口普查中，即在对农户进行人口普

查的基本调查过程中，对该区域的农户调查增加一些与生态补偿相关的信息，比如家庭收入来源占比情况、耕地面积以承包水

域面积等等，以上调查信息为制定具体的农户受偿标准提供重要依据，为建立科学的湖泊湿地生态补偿制度提供数据基础。 

第四，要建立有差异的生态补偿受偿标准，不搞“一刀切”。应按照农户家庭特征情况，充分考虑不同农户家庭特征的异

质性，制定不同生态补偿资金发放标准，从家庭收入来源以及所处地域等角度采取不同的资金发放标准。根据实证证明，收入

来源于水产和禽畜养殖或者处于 I 类地区可以给予农户较高的补偿标准，其他则采取发放较低的生态补偿资金。 

第五，大力扶持与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实证结果证明，农户耕地面积和承包水域越多，其获得受偿意愿水平越高。应该

大力推行与扶持以水产、禽畜养殖或者种植为主的农户专业合作社，吸引更多的农户加入其中，以使得农户的人均拥有耕地与

水域面积降低，从而使得农户降低受偿意愿进而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而同时由于规模和专业的合作经营，也可以增加单位面

积产量和提高单亩的经济价值使得农户的收入增加。 

第六，要深入系统研究都阳湖湿地生态补偿的具体运作方式，采取多样的生态补偿受偿方式，对农户的受偿方式不一定仅

仅限制在货币支付方式，可以根据不同地区特点而采用基础设施建设、优惠信贷支持、有利财政倾斜以及加强技术培训等多种

补偿方式以提升生态补偿的能力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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