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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

许  妍1, 2 , 高俊峰1* , 黄佳聪1, 2

( 1.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江苏 南京 210008; 2.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0049)

摘  要: 随着生物资源价值估算方法的日益成熟,生态系统的服务评估成为生态系统研究的热点。运用市场价值、

影子工程、碳税法等方法对太湖湿地生态系统的物质生产功能、环境调节功能和文化社会功能等直接与间接价值进

行评估。结果表明:太湖湿地生态系统具有巨大和多重服务价值,总价值为 1121 39@ 108 元。其中, 生态环境调节与

维护功能价值最大, 占总服务价值的 481 98% ; 其次是物质生产与供给功能, 占 291 1% ; 文化社会功能最小, 占

211 91%。通过对 9 项子功能进行评估得出, 调蓄洪水的功能价值最大,约占 26. 23% ,供水功能其次, 约占 241 56% ,

气候调节功能,约占 181 23% ,科研教育价值约占 131 16% , 植被资源生产功能价值最小, 约占 01 09%。此项研究首

次定量评估了太湖湿地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价值, 研究成果对于认识太湖湿地的价值, 有针对性地保护太湖湿地具

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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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指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

形成及所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

用,包括对人类生存及生活质量有贡献的生态系统

产品和生态系统功能 [ 1]。湿地是地球上三类最重要

的生态系统(森林、海洋和湿地)之一,具有陆地生态

学和水域生态学所无法涵盖的特征和特性, 其独特

性在于它特殊的水文状况、陆地和水域生态系统交

错带作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特殊的生态系统功

能
[ 2]
。湿地生态系统不仅为人类提供大量食物、原

料和水资源,而且在维持生态平衡、涵养水源、蓄洪

防旱、保持生物多样性和珍稀物种资源等方面起到

重要作用[ 3] , 是人类生存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

基本条件。然而,湿地的服务功能大多为公益性的,

由于缺乏直观的价值评价而长期不为人们所重视,

由此导致了人类对湿地资源的盲目开发, 造成湿地

结构的改变和湿地功能的退化, 湿地利用与保护之

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 4]
。因此,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及其价值研究已经成为湿地生态学与生态经济学

研究的热点,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国内外许多学者结合具体评估对象, 探讨了

不同尺度的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框架与评估方法;

从不同视角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进行了

客观评估, 取得了丰硕成果。Constanza 等人从功

能的角度对全球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进行了

评价 [ 5] ; Turner则侧重于对生态系统服务经济价

值评价方法和技术的研究 [ 6] ; M itsch 和 Gosselink

从种群、生态系统、生物圈等不同的生态尺度入

手,分析了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 [ 7] ; Millen-

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项目在流域、国家、区

域以及全球等多个尺度同时开展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的评估
[ 8]
。尽管国内关于生态系统服务的研究

起步较晚, 但近年来仍取得了较大进步。欧阳志

云、谢高地等详细介绍了生态系统服务的内涵、分

类及价值评估方法, 并系统分析了生态系统服务

的研究进展与发展趋势。一些学者还针对不同尺

度、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进行了个案研究。如: 关

于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研究, 有以环渤海为

研究尺度的环渤海三角洲湿地资源研究; 有以省

市为研究单位的辽宁湿地、盘锦湿地生态系统价

值测评与估算及以单个湖体为研究对象的乌梁素

海、鄱阳湖、洞庭湖、洪湖、湖北保安湖、肇庆仙女

湖等湖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
[ 4, 9~ 16]

。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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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为止, 尚未见关于太湖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价值评估的文章。太湖作为我国第三大淡水

湖, 在长期的发育和演化过程中, 形成了具有完整

结构的生态系统, 在维系自身生态平衡的同时, 也

维系了区域的生态平衡, 发挥着其特有的生态服

务功能和价值。但由于人类不当的生产活动和环

境污染等原因, 太湖湿地生态系统的正常功能与

可持续利用遭到严重威胁。为此, 在总结已有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研究的基础上, 对太湖湿地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情况进行了估算, 直观

地揭示了太湖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类型和不同

服务功能的经济价值, 定量描述了太湖湿地生态

系统在维持流域生态系统稳定和促进社会经济持

续发展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 对太湖湿地生态系

统的保护与管理, 恢复与重建提供理论依据与实

践参考,使太湖湿地生态系统向资源可持续利用

的方向演变。

1  研究区域与方法

1. 1  区域概况
太湖地处长江三角洲南缘,是我国第三大淡水

湖,水域面积 2 338 km2 ,南北长 681 5 km,东西平均

宽 34 km ,湖岸线总长 405 km。太湖是一个浅水湖

泊, 正常水位下容积为 44. 3 亿 m
3
, 平均水深

11 9 m,多年平均年吞吐量 52亿 m3 , 具有蓄洪、供

水、灌溉、航运、旅游等多种功能[ 17] , 同时又是流域

内最重要供水水源地,不仅担负着无锡、苏州和湖州

等大中城市的城乡供水, 还具有向下游地区供水并

改善水质的作用。太湖的水生生物资源极其丰富,

根据太湖水生动物名录记载和近几年的调查可知,

共有鱼类 107 种, 底栖动物 40 多种, 浮游植物 91

属,水生维管束植物 66 种、27 科、48 属; 浮游动物

135属, 其中原生动物 63属、轮虫类 30属、枝角类

21种、桡足类 21种。

1. 2  评估方法

( 1) 市场价值法: 是指对有市场价格的生态

系统产品和功能进行估价的一种方法, 这里主要

用于对生态系统物质产品进行评价
[ 18]

, 计算公

式为:

V = E S i # Y i # P i ( 1)

式中: V 为物质产品价值, 既包括水产品价值,

又包括原材料生产价值; S i 为第 i 类物质的可收获

面积; Y i 为第 i 类物质的单产; P i 为第 i 类物质的

市场价格。公式亦可写成:

V = E M i # P i ( 2)

式中 M i 为物质产品总生产量。

( 2) 碳税法与工业制氧价格法:生物具有吸收

CO 2和释放 O2 的能力,根据光合作用方程式:

CO 2+ H 2O yC6H 12O 6+ O 2 y多糖 ( 3)

以干物质生产量来换算固定 CO 2 和释放 O2 的

量即生态系统每生产 11 00 kg 植物干物质, 能固定

11 63 kg CO2 , 释放 11 20 kg O2。根据国际和我国对

CO 2排放收费标准[ 19] 将生态指标换算成经济指标,

得出固定 CO2 的经济价值; 利用工业制氧价格得出

释放 O2 的经济价值。

( 3) 影子工程法: 指以人工建造一个工程来替

代生态功能或原来被破坏的生态功能的费用。湖泊

调节水分功能与水库类似,一般用总水分调节量与

单位蓄水量的库容成本之积来估算湖泊的调蓄洪水

价值和涵养水源价值[ 12] 。计算公式为:

R = V i # 1
n E

n

i = 1
ci ( 1+ x i ) ( 4)

式中: R 为调蓄洪水或涵养水源的价值量; V i

为当年洪水调蓄量或涵养水源量; ci 为当年修建

1 m 3 水库库容的平均价格; x i 为价格的增长系数。

单位蓄水量库容成本以 1988~ 1991年全国水库建

设投资计算, 加上物价变化指数,算出每建设 1 m3

库容,需年投入成本 01 67元 [ 20]。

( 4) 价格替代法: 由于目前国内湿地科研工作

尚处于初级阶段, 科研经费投入远小于实际科研价

值。因此,主要用国际和国家科研教育的平均值及

栖息地保护费用标准的平均值替代科研教育和生物

栖息地功能的价值进行评价。

( 5) 支付意愿法
[ 21~ 23]

:支付意愿指消费者为获

得某种商品或服务所愿意付出的价格。支付意愿法

是以亚行和世行建议的方法估算消费者的水费支付

意愿,通过间接计算的方法来获得水资源的经济使

用价值。假设消费者的水费支付意愿为 P, 供水系

统的边际成本为 C,则水资源经济价值的间接估算

值即为:

P T= P- C ( 5)

式中: P T 为水资源经济使用价值; P 为消费者

的水费支付意愿; C为供水系统的边际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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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消费者的水费支付意愿为:

P i=
B i

W i
#Ai ( 6)

式中: P i 为第 i 用水行业消费者水费支付意

愿; B i 为第 i 用水行业的销售收入或年人均收入;

W i 为第 i 用水行业的用水量或年人均用水量; Ai 为

第 i 用水行业的支付意愿系数。

供水工程系统的边际成本:

Cd = [ K t# (1+ i )
n#i

(1+ i)
n
- 1

+ U a+ x#i ] / W ( 7)

式中: K t 为供水工程系统相关项目的总投资

量; i为国内社会折现率; n为供水工程经济寿命; U a

为供水工程年运行费; x 为供水工程流动资金占用

量; W 为供水工程的年供水量。

2  太湖湿地服务功能价值评估

根据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及美国生态学家

Costanza等人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划分体系, 并结

合太湖湿地生态系统类型、结构和生态过程的特点,

将太湖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划分为生产与供给功

能、生态环境调节与维护功能、文化社会功能。其

中,生产与供给功能又包括产品生产(渔业生产、植

物生产)与供水两个子功能;生态环境调节与维护功

能包括调节气候、净化水质、调蓄洪水、涵养水源及

维护生物多样性等子功能;文化社会功能包括旅游

休闲娱乐、科研教育等子功能。根据太湖湿地生态

系统各项服务功能的特点,选择合适的生态经济学

评价方法进行评估(见表 1)。

表 1 太湖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类型

T ab. 1 Ser vice Funct ion Type o f Wetland Eco system in Taihu

服务功能 定义 服务子功能 服务产品 评价方法 评价指标

物质生产与供给
功能

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取
的各种产品

渔业生产、植物生产、
供水

食物、淡水、薪材、生
化药剂、遗传资源

市场价值法、支
付意愿法

太湖湿地物质生产
量、市场平均价格、
水资源价值、供水量

生态环境调节与
维护功能

从生态系统过程的调
节作用当中获取的各
种惠益

调节气候、净化水质、
调蓄洪水、涵养水源、
维护生物多样性

气候调节、疾病调节、
水资源调节、净化水
质和授粉

碳税法、工业制
氧法、影子工程
法、价格替代法

CO 2 排放收费标准、
工业制氧标准、全国
水库建设费用标准

文化社会服务
功能

人们通过精神满足、认
知发展、思考、消遣和
美学体验而从生态系
统获得的非物质惠益

旅游休闲娱乐、科研
教育

文化多元性、知识系
统、教育价值、美学价
值、旅游休闲娱乐等

价格替代法
国际和国家科研教
育、栖息地保护费用
标准的平均值

2. 1  湿地产品生产与供给功能

2. 1. 1  产品生产功能

太湖水产资源丰富, 其中有经济价值能被人们

利用的种类较多,水产品、水生植物都是太湖湿地生

态系统直接产生的, 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采用市场

价值法进行估算。

( 1) 水产品

鱼类和虾类是太湖的主要渔获物, 也是太湖生

态系统提供物质产品的主要组成部分。鱼类主要有

梅鲚、银鱼、鲤鱼、鲫鱼、青鱼、草鱼、鲢鱼、鳙鱼等二

十余种, 其中梅鲚鱼数量最大, 约占总产量的

241 8%~ 671 0%。虾类主要有白虾(秀丽长臂虾)、

青虾(日本沼虾 ) , 虾产量约占总产量的 31 6% ~

151 1%, 其中白虾产量又占虾类产量的 221 1% ~

781 9% [ 24]。从太湖渔业管理委员会统计年报获得

太湖鱼类产量为 30 458. 67 t(包括人工养殖) , 按照

当地普通鱼类的平均价格为 15元/ kg 估算,得到太

湖鱼类产品价值为 41 57 @ 108 元。按照占总渔获量

的 71 6% [ 24] 估算虾类产量为 2 330. 4 t ,市场平均售

价为 19元/ kg ,得出虾类产品价值为 01 44 @ 108 元。

由此,估算出太湖湿地生态系统物质生产功能中水

产品生产价值为 51 01 @ 108 元。

( 2) 植物资源

由于太湖大量湖滩在 20世纪 60年代、70年代

被围垦, 水草种类不多。挺水植物主要分布在沿湖

水深约 01 8 m 以内的水域; 浮叶植物在挺水植物外

围水深 11 2 m 之内的范围; 漂浮植物无独立植物

带,只散布在挺水植物丛中;沉水植物分布在水深不

超过 21 0~ 41 0 m 的范围内。根据中国科学院南京

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对东太湖和西太湖(除东太湖以

外的湖区)水生植物生物量调查结果显示 [ 25, 26] , 太

湖水生植物优势种主要有荇菜、伊乐藻、芦苇、苦草、

轮叶黑藻、微齿眼子菜、菹草和金鱼藻等, 水生植物

量为 1 406. 03 @ 103 t , 其中东太湖水生植被量为

5061 67 @ 103 t , 西太湖为 8991 36 @ 103 t。据了解,

当地渔民主要利用金鱼藻、黑藻、竹叶眼子菜等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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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作为放养鱼类的饲料, 因为这项服务的价值最

终转移到渔业等水产品的价值中,所以这项服务的

价值不纳入单独评估。在这里只对芦苇的经济价值

进行评估,芦苇的产量为 34 401. 1 t , 以 300元/ t 的

市场价格计算, 每年芦苇的产值为 01 1 @ 108 元。

水产品和植物资源两项合计得到太湖湿地物质

生产功能总价值约为 51 11 @ 10
8
元。

2. 1. 2  供水功能

根据当地水资源量和引江水量合计得到太湖可

供水资源量为 184亿 m
3
。利用公式( 5)估算太湖水

资源的经济使用价值。其中, 消费者的水费支付意

愿可根据公式( 6) , 对居民的生活用水, 一般以家庭

收入的 1%~ 2%作为生活用水的水费支付意愿
[ 21]
。

参考长三角地区的工业、农业、生活供水价格, 最终

得到综合水费支付意愿为 21 56 元/ m 3 ; 根据公式

( 7)估算出太湖地区供水的边际成本约为 21 41元/

m3 ,进而得到水资源价值为 01 15元/ m3 , 乘以可供

水资源量即为太湖供水功能价值 271 6 @ 108 元。

2. 2  生态环境调节与维护功能
2. 2. 1  气候调节

湿地通过大面积挺水植物芦苇及其他水生植

物的光合作用, 固定大气中的 CO2 , 向大气释放

O2 ,从而达到对大气的调节作用。按照鲜样平均

含水率 84%计算得出太湖湿地生态系统形成的植

物干物质为 1181 11 @ 104 t。根据反应式的比值关

系得出湿 地固定 CO 2 和释 放 O2 量分 别为

1 925. 13 @ 10
6
kg 和 1 417. 27 @ 10

6
kg。目前, 国

际上通用的碳税率通常为瑞典的碳税率 150 美

元/ t, 对于我国来说无疑是偏高的, 所以这里采用

中国造林成本 250元/ t
[ 27]
和国际碳税标准 150美

元/ t[ 10] 的平均值 770元/ t, 得出太湖湿地固定 CO 2

的功能价值为 141 82 @ 108 元; 湿地释放 O2 功能

价值采用工业制氧成本法估算, 我国工业制氧成

本为 01 4元/ kg
[ 28]

, 得出太湖湿地释放 O2 价值为

51 67 @ 10
8
元。

湿地植被在固定 CO2 释放 O 2 的同时, 还释放

大量的温室气体,对大气环境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

响。根据相关研究得出
[ 29, 30]

, CH 4 和 N 2O 排放均

有明显的季节变化规律, 且植被型湖滨带 CH 4 和

N 2O排放通量是湖体水面的 50 余倍。太湖湖滨

CH 4 和 N 2O 的平均排放通量分别为 21 74 和
01 19 mg / ( m

2#h) , 按照太湖挺水植物分布面积
101 5 km2 , 排放时间 4~ 10月估算得出太湖植被型

湖滨带每年排放 CH 4 和 N 2O 的总量分别为

141 77 @ 104 kg 和 11 03 @ 104 kg。依据 Pearce等人

在 OECD中提出的CH 4 和N 2O 态的散放值即 CH 4

为 01 11美元/ kg( 01 95元/ kg) , N 2O 为 21 94美元/

kg( 251 28元/ kg)
[ 4]

,计算得到这两项气体排放造成

的经济损失为 131 97 @ 104 元和 261 04 @ 104 元。太

湖湿地的大气调节总价值为: (固定 CO2 + 释放 O 2 )

的正效应价值-排放( CH 4 + N 2O)的负效应价值,结

果为 201 49 @ 10
8
元。

2. 2. 2  水质净化
湖泊水体中的水生生物具有降解和去除环境污

染的作用,尤其是对氮、磷等营养元素以及重金属元

素的吸收、转化和滞留具有较高的效率,能有效降低

其在水体中的浓度; 此外, 还可通过减缓水流,促进

颗粒物沉降,从而将其上附着的有毒物质从水体中

去除,达到净化水质的目的。太湖湿地净水功能价

值是鱼类和水生植物去除营养盐之总和。将太湖湿

地主要水生植被的总氮、总磷平均含量(见表 2)作

为去除总氮、总磷的数量, 以总氮 11 5 元/ kg, 总磷

21 5元/ kg
[ 16]

,估算出太湖湿地水生植物去除营养

盐的净化价值为 21 65 @ 108 元。根据鱼类含水率平

均为 77% ,鱼类(干重)氮的含量为 111 44%,磷的含

量为 01 98% [ 31] , 估算得出因鱼类捕捞而去除氮、磷

的净化价值为 01 01 @ 108 元。

表 2 太湖湿地几种常见水生植物的氮、磷含量[ 32]

Tab. 2  Nitro gen and Pho sphorus Content in Some

Aquatic Veget at ion of T aihu Wetland

植被种类
植被现存量

( t )
总氮
( % )

总磷
( % )

去氮量
( t )

去磷量
( t )

芦苇 183 185. 25 2. 93 0. 77  5 372. 82 1 405. 03

凤眼莲 51 112. 25 3. 05 0. 54 1 558. 92 277. 54

苦草 124 025. 25 2. 01 0. 22 2 496. 63 274. 10

轮叶黑藻 97 381. 75 2. 34 0. 31 2280. 68 300. 91

微齿眼子菜 113 590. 75 2. 51 0. 29 2 846. 58 332. 83

菹草 82 092. 25 3. 06 0. 65 2 507. 92 533. 60

金鱼藻 103 686. 25 2. 53 0. 22 2 619. 12 230. 18

总计 755 073. 8 18. 43 3. 01 139 122. 3 22 689. 97

2. 2. 3  调蓄洪水

湿地具有巨大的渗透能力和蓄水能力, 由于

湿地植物吸收、渗透降水, 致使降水进入江河的

时间滞后, 入河水量减少, 从而减少了洪水径流,

达到削洪的目的 [ 33] 。同时, 储备大量的水资源,

可为干旱季节提供生产、生活用水。太湖水位具

有明显的丰、平、枯期, 多年平均水位介于 31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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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40 m(吴淞基面)。本文取太湖平均水位时的蓄

水量 44 @ 108 m3 , 采用影子工程法,最终估算出太

湖湿地生态系统水分调节功能价值为 291 48 @ 10
8

元。

2. 2. 4  涵养水源

湖泊、河流和坑塘等具有较强的水源涵养功能。

太湖湿地全流域多年平均地表径流为 377 mm , 流

域面积为 36 895 km2 ,其中受太湖直接影响较大的

区域面积为 3 091 km2。采用影子工程法, 估算出

太湖湿地涵养水源价值为 11 946 @ 10
8
元。

2. 2. 5  维护生物多样性

太湖湿地位于人口稠密区,湖滨带被围垦,建堤

筑闸,水位受人工控制,湖内交通、渔业、旅游等行舟

繁忙。因此,除了东太湖自然保护区外,其余湖区罕

有种群数量大的游、涉禽的自然分布。东太湖自然

保护区可供生物栖息的湿地面积为 131 km2 ,生物

多样性价值按 Costanza等人对全球湿地生物多样

性价值的估计标准 3 512元/ hm
2 [ 6]

, 估算得出太

湖湿地为生物提供栖息地的多样性保育价值为

01 46 @ 108 元。

2. 3  文化社会功能
2. 3. 1  旅游休闲娱乐

湿地生态系统既包括沼泽型动植物生态系统,

又包括水陆型动植物生态系统, 具有水域、陆地、沼

泽、滩涂等多种生境,形成了结构和功能奇异的动植

物群落,具有巨大的旅游价值。根据中国 2007年国

家级风景名胜区统计数据 [ 34] , 太湖景区资金收入包

括国家拨款、经营收入,总计为 241 45 @ 10
8
元,景区

资金支出合计为 141 61 @ 108 元。由此估算出太湖

湿地旅游休闲价值为 91 84 @ 108 元。此外, 湿地的

旅游休闲功能还可以使人们心情愉悦、舒适, 有利于

身体健康和提高工作效率,但因数据缺乏,难以定量

化,暂时不予考虑。

2. 3. 2  科研教育

太湖湿地具有重要的湖泊湿地教学与科研

价值, 为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中

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

研究中心和南京大学等单位提供了良好的科研

平台。本研究采取我国单位面积湿地生态系统

的平均科研价值 382 元/ hm2 和 Costanza 等人对

全球湿地生态系统科研教育功能价值 861 美元/

hm
2
的平均值 3 893. 3元/ hm

2
作为计算太湖湿

地科研价值的参数
[ 1 0]

, 得到太湖湿地科研教育价

值为 41 79 @ 108 元。

表 3 太湖湿地不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量

T ab. 3 Evaluat ion of Wetland Ecosy st em

Service of T aihu

生态系统服务类型
价值量

( @ 108 元)
价值比例
( % )

物质生产与
供给功能

水产品生产 5. 01 4. 46

植被资源生产 0. 10 0. 09

供水 27. 60 24. 56

小计 32. 71 29. 10

生态环境调
节与维护功
能

气候调节 20. 49 18. 23

水质净化 2. 67 2. 38

调蓄洪水 29. 48 26. 23

涵养水源 1. 95 1. 74

维护生物多样性 0. 46 0. 41

小计 55. 05 48. 98

文化社会功
能

旅游休闲 9. 84 8. 76

科研教育 14. 79 13. 16

小计 24. 63 21. 91

合计 112. 39 100   

3  评估结果分析

由表 3可见,太湖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总

价值为 1121 39 @ 108 元。在评价的三大类湿地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价值量中, 生态环境调节与维护功能

价值最大, 为 551 05 @ 108 元, 占总服务价值的

481 98% ;其次为物质生产与供给功能, 为 321 71 @

10
8
,占总价值的 291 1%; 文化社会功能价值最小,

为 241 63 @ 108 元,占总价值的 211 91%。通过比较
各子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及其所占比例得到各子

功能价值量大小依次为: 调蓄洪水> 供水> 气候调

节> 科研教育> 旅游休闲> 水产品生产> 水质净化

> 涵养水源> 维护生物多样性> 植被资源生产。太

湖湿地生态系统在调蓄洪水、供水功能及气候调节

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是太湖湿地的核心服务功

能。其中,以调蓄洪水的价值最大, 约占 261 23%,

气候调节功能价值约占 181 23%。由此可见, 太湖

湿地在对长江洪峰的调蓄、改善区域环境质量等方

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另一方面亦说明太湖湿

地是典型的过水性洪涝型湖泊湿地; 供水功能价值

约占总价值的 241 56%, 仅次于调蓄洪水价值,这进

一步证实了太湖是长三角地区重要的供水水源地,

具有重要的供水功能。从以上分析可见, 这些服务

功能大部分是潜在的、无形的,但对整个太湖地区的

生态环境及社会发展贡献巨大。此外, 社会文化功

能中的科研教育及旅游休闲价值约占总生态系统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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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 1/ 4,是太湖湿地的重要服务功能。而水产品

与植被资源价值相对较小, 仅占全部功能价值的

41 6%左右。

总体来看, 太湖湿地生态系统的间接价值占总

经济价值量的 701 9% ,而物质生产等直接价值仅占

291 10%。这说明湿地在发挥显著的直接经济效益
同时, 还发挥着巨大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这与

人们传统观念认为生态系统的价值仅为物质生产功

能是截然不同的。由于湿地生态系统是一个脆弱、

动态、复杂的系统,系统内各要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

相关性,如果只重视物质生产的功能价值,势必会影

响整个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发挥,造成生态系统功

能价值的损失, 产生一系列不良后果。因此, 在开发

利用湖区湿地资源时, 应充分考虑太湖湿地生态系

统的基本特征, 以生态系统各项功能价值得到充分

的持续发挥为原则, 注重湿地生态环境的保护,在各

项服务价值平衡发展的基础上, 重点加强对核心服

务功能的保护, 制定符合湖区湿地生态系统特点的

开发方案,从而实现湖区湿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4  讨论

近些年,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和人类活动加剧,

太湖面积不断萎缩, 水草资源量逐年下降,鱼类和浮

游生物小型化趋势日益明显, 沉积物中污染物浓度

不断升高, 湖区富营养化现象进一步加剧。为保证

太湖流域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提

高太湖流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必须要以湿地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为指导, 对现有资源实施合理利

用和有效保护, 加强太湖湿地的生态恢复与保护。

本文首次对太湖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了

估算,有助于直观地揭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类型和

不同服务功能的经济价值, 定量描述太湖湿地生态

系统在维持流域生态系统稳定和促进社会经济持续

发展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由于研究数据和资料的

局限性以及评估手段尚不完善等原因, 只对太湖湿

地生态系统主要的服务功能价值进行了价值评估。

其它功能,如防止噪音、生化药剂、遗传资源等功能

价值没有在本研究中进行评估,因此,太湖湿地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的实际价值应大于评估值。此外, 本

文只对太湖湿地现状的服务价值做了静态评估, 在

后续工作中应进一步对太湖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的演变和趋势进行深入研究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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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SYSTEM SERVICE VALUATION OF TAIHU WETLAND

XU Yan
1, 2
, GAO Jun-feng

1
, HU ANG Jia-cong

1, 2

( 1. Nanjing Inst itute of Geography & Limnology, Chines e Acad emy of Science, Nanjing 210008, China;

2. Graduate U nivers ity of the Ch ines 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 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Along w ith the maturat ion of est imat ion methods for bio logical r esource value, the study on the

service value of ecosystem becomes a hotspot in ecolog ical field. T hrough using market value method,

shadow engineering approach as w ell as carbon tax method and so on, this paper at tempts to est imate both

direct and indirect v alues of T aihu w et land such as org anic mat ter funct ion, environment regulat ion

funct ion and culture-social funct 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 aihu Lake w et land possesses huge and mult iple

ecolog ical services value, w hich is about 1121 39 @ 10
8
Yuan in all. T aihu w et land has the greatest value in

the fun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regulator y, accounting for 481 98% of the to tal. T he org anic mat ter

product ion and w ater supply account fo r 291 1%. The cultur e-social funct ion has the least v alue, account ing

fo r 211 91% . T he result of evaluat ion of 9 subfunct ions show s that the most impo rtant funct ion is f lood

regulat ion w hich is about 261 23% of the w ho le value. The second is w ater supply, account ing for 241 56%
and the third is climate regulat ion, account ing fo r 181 23%. T his study first asseses the value of T aihu

w et land ecosy stem ser vice from the quant itative prospect ion. The finding s o f this study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recognizat ion the value of v ar ious ecosy stem service o f T aihu w et land and prov iding reasonable

direct ion to the protect ion.

Key words: wet land ecosystem; ecosystem services; evaluation; Tai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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