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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嘉湖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服务价值影响 

高文成 

（浙江财经大学，浙江 杭州 310008） 

[摘 要] 对于土地利用方式方面的研究与对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变化、生态环境的变化以及人与自然相

互关系的研究存在着密切的相关联系。以杭嘉湖平原地区2009 年、2011 年和2013 年3 个时期的土地的利用类型

为参照因子，根据三年的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计算方法，对所调查地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

行研究。结果表明：2009 ～ 2013 年杭嘉湖平原地区耕地面积一直居于首位，在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上，草地、

林地和滩涂减少的面积相比较少，而水域和耕地减少的面积较多。从生态服务价值总量的角度看，在调查期间内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总量呈现出了先下降后上升的波动。从敏感性分析的结果来看，2009 ～ 2013 年所有土地利用类

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的敏感性指数结果趋向于0，这表明杭嘉湖平原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对于系数的变化是

弹性不足的，因此研究成果是具有研究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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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服务是指通过生态系统的结构、过程和功能直接或间接得到的生命支持产品和服务，可分为提供人们生活必需的

生态系统产品和保证。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生活的物质载体，也是农业生产的基本生产资料，一切社会生产和一切社会存在的源泉都是土

地。土地利用则是人类开发土地、利用土地的最基本经济活动，在各种因素的不断驱动下，不断发生着可见以及不可见的变化。

土地利用的过程不仅仅可能改变地表的自然景观，更有可能引起生态系统功能的改变，从而带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因

此，对于土地利用方式方面的研究与对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变化、生态环境的变化以及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研究存在着

密切的相关联系。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是一个效用价值，对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研究已吸引了国内外大量专家学者的关注，也

成功将国际上对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目光吸引过来。 

1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杭嘉湖平原位于太湖流域，是长江三角洲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太湖流域南部，浙江省北部，南濒钱塘江杭州湾，西靠天

目山，土地类型以平原和地山丘陵为主，平均海拔小于4m，属典型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冬季温和少雨，热量充足，

气温年较差较小，降水丰富。本次研究区研究面积约为10031km2，主要包括杭州市东北部、嘉兴市全部、湖州市大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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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下辖12个区、3个县级市、3个县，200个街道和乡镇。 

1.2 数据收集及处理 

本研究中所采用的社会经济数据主要来源于杭州市、嘉兴市和湖州市2010 年、2012 年及2014 年统计年鉴及其下辖县（区、

市），各地级市及其下辖县（区、市）的三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政府工作报告等统计数据和政府文件；土地利用数

据来自三个地级市三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报告；其次，本论文中有关杭州市、嘉兴市和湖州市的所有数据除特别注明以外，均

指这三个地级市中位于研究区范围以内区域的数据。参照全国土地利用分类方法，将土地利用类型分为耕地、林地、草地、水

域和滩涂五类，采用基于知识的决策树分类方法对杭嘉湖平原地区土地利用类型进行解译，然后对于初级的结果进行人工的比

对，校正以及实验测试，以确保可以提高结果的准确性。 

1.3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方法 

谢高地等根据Costanza 的部分研究成果，结合生态问卷调查，得出了我国陆地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价值系数。本文采用谢

高地等的方法来对杭嘉湖地区的生态服务价值进行定量化估算。针对杭嘉湖地区具体情况，对单位面积农田每年自然粮食产量

的经济价值进行了修正：以杭嘉湖地区2009 ～ 2013 年平均粮食产量6951 kg/hm2 为基准单产，考虑到粮食价格具有一定的波

动性，因此按照2013 年该地区市场价格2.19 元/ kg 进行计算，而在人力不参与自然生产的前提下，自然生态系统所能提供的

经济价值仅仅为人力参与情况下的1/7，从而计算出杭嘉湖平原地区农田自然粮食产量的经济价值为2468 元/ hm2，得到“基于

杭嘉湖平原地区不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见表1），基于Costanza 等的生态服务价值的计算公式，结合表1 的数据进行处理，

计算杭嘉湖平原地区生态服务价值，其公式为： 

 

式中：ESVt 为t 种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服务价值，At 为杭嘉湖平原地区t 种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hm 2）；VCt 为t 种土

地利用类型生态价值系数（元·hm -2·a -1）；ESV 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总价值，t 为土地利用类型，m 为杭嘉湖平原地区土地

利用类型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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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敏感性程度分析 

敏感性指数是指土地利用类型生态机制系数每变动一个百分点所引起的土地利用类型生态服务价值的变化情况，如果敏感

性指数大于1，说明对于系数的变化是敏感的；如果敏感性指数小于1，则说明对于系数的变化是不敏感的，缺乏弹性的，比值

越大，表明对于系数的依赖性越强。本文通过将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价值系数分别上下调百分之五十来分别计算敏感性指

数，从而来分析生态服务价值对于生态价值系数的敏感依赖度。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ESV---某种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服务价值；VC---土地利用类型生态价值系数，t 和p---调整前的价值系数和调整后

的价值系数；k---某种土地利用类型；CS---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敏感度。 

2 杭嘉湖平原地区生态服务价值变化及其分析 

2.1 土地利用面积变化 

通过相关文献及其统计数据，以及杭嘉湖地区土地利用现状图的数据信息，从而可以计算出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见

表2）。在2009 ～ 2011 年，耕地、草地、林地、水域和滩涂5 类面积减少情况显而易见，尤其是草地和滩涂，其中草地由2009 

年的6542.2hm2 减少到2011 年的5150.2hm2，减少了21.3%；同样的滩涂地减少了10.5%，于此同时，林地、耕地和水域面积的减

少也占了这两年土地面积减少的一部分。而在2011- 2013 年，这五种土地类型面积进一步减少，尤其又以草地减少的比例最大，

达到惊人的9.7%，而耕地面积也减少了3403.7 hm2。（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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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杭嘉湖平原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 

通过公式计算得出杭嘉湖平原地区各生态系统价值系数以及翻阅相关资料得到的2009 年、2011 年、2013 年各土地利用类

型面积，分别计算出杭嘉湖平原地区这三年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见表3），三年来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别为252.60×108元、

232.49×108 元、249.68×108 元，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曲线呈现出先抑后扬的趋势。其中林地、耕地和水域的生态服务价值，

占价值总量的95 % 以上，剩余的其他类型占总体服务价值不到5 %。在2009 ～ 2011 年间，杭嘉湖平原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呈下降趋势，由2009 年的252.60×108 元减少到2011 年的232.83×108 元，年均减少9.89×108 元。主要原因是林地、耕地

和水域的大部分减少，减少量达到了4.35×108 元，5.08×108 元和7.90×108 元，减少量最小的为草地，减少了0.59×108 元。

导致杭嘉湖平原地区生态服务总价值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滩涂面积的大量减少，以杭州为例，滩涂面积从2009 年的1311.16hm2锐

减到2011 年的812.88hm2（主要是萧山区的滩涂面积骤减），而耕地和林地的生态服务总价值的减少主要原因也是两种土地利用

类型的面积减少。 

而从2011 年到2013 年，虽然杭嘉湖平原地区城市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于城市建设用地需求不断变大，但是地方政

府及社会各层意识到保护土地的重要性，制定了相关政策保护土地，所以生态系统总服务价值增加了 16.85×108 元，其中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增加最多的为水域，增加量为7.22×108 元，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域的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不断增

加，其次服务价值增加主要来自于林地和耕地，分别增加5.23×108 元和3.94×108 元，主要因为林地和耕地保护政策使得林

地和耕地的数量得以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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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杭嘉湖地区生态服务价值敏感性分析 

根据敏感性分析的公式，我们将某一种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价值系数上下调整百分之五十，计算杭嘉湖平原地区2009 年、

2011 年和2013 年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服务价值的敏感性分析（见表4）。由表4 可以看出，敏感性指数由低到高依次为草

地、滩涂、耕地、林地和水域，其中，最高的为水域介于0.215 ～ 0.217之间，说明研究区水域的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

变化所做贡献比重最大，当水域生态系统价值系数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的时候，总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加 0.215 到0.217 个百分

点，而研究期内所有土地利用类型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系数的敏感性指数结果皆趋向于0，这表明杭嘉湖平原地区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对于系数的变化是弹性不足的，因此研究成功是具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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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1）2009 ～ 2013 年杭嘉湖平原地区耕地面积一直居于首位，占总面积比例均在50 % 以上。在土地利用方式的面积变化

具体表现为，林地面积减少1063.8 hm2，滩涂面积减少865.2hm2，水域面积减少808.3 hm2，而耕地和草地减少的面积最多，分别

为6667.3hm2 和1889.9 hm2，远高于其他土地利用类型。 

（2）从每个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构成来看，林地、耕地和水域的生态服务价值，占价值总量的95 % 以上，是生态系统服

务的主体部分，剩余的其他类型占总体服务价值不到5 %。总的生态服务价值从2009 年的252.60×108 元到2011 年的232.83×

108 元再到2013 年的249.68×108 元，杭嘉湖平原地区在研究年期间的总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现出先下降再上升的趋势。

2011 ～ 2013 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提高表明，退耕还林、土地总和开发整治等政策方针有效地推动了杭嘉湖平原地区的生态

系统服务价值的增加，推动了该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3）2009 ～ 2013 年杭嘉湖平原地区所有土地利用类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的敏感性指数均小于1，并且结果趋近于0，

这表明杭嘉湖平原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对于系数的变化是弹性不足的，因此研究结果是具有意义的。其中，最高的为水域敏

感性指数介于0.215 ～ 0.217 之间，说明研究区水域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贡献率最大，说明想要维持杭嘉湖平原地区保持较

高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有必要加强对于水域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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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想要促进杭嘉湖平原地区生态环境的改善和进一步优化以及社会的和谐可持续发展，应重视人与自然在广泛的时间和

空间尺度上的协调，树立正确的生态观和价值观。合理开发土地资源，加强土地整理和土地利用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协调人

地关系，注重转变增加增长方式，发展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加强区域与区域间的合作，这样才能促进杭嘉湖平原地

区的生态环境效益的整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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