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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国内外森林生态环境价值评价所遵循的环境价值观 、 评价理论基础 、 评价方法及主

要成果做了归纳和评述。环境价值观主要包括劳动价值观 、效用价值观 、 双重价值观和自然

价值观;相应评价理论基础有劳动价值论 、 效用论 、 效能论和能值论 。据此形成不同的评价

方法 , 取得相应的理论成果。指出了森林生态环境价值评价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参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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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森林生态环境价值的若干观点

近年来 , 人们对环境问题日益重视 , 针对森林生态环境是否有价值 , 其价值量如何决定等问题展

开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 提出了多种不同的观点 , 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

1.1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

价值是指凝结在商品之中的人类一般劳动 , 价值量的大小由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对于森

林生态环境价值来讲 , 同样可以采用该理论进行分析
[ 1 ,2]

。但根据不同学者对环境价值量具体决定形

式的理解不同分为 2个亚派:一是认为森林生态环境价值量的大小 , 取决于投入生态环境的人类劳动

量。因此 , 纯天然林是没有价值的
[ 3]
。二是认为森林生态环境价值量的大小 , 取决于森林生态环境再

生产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量
[ 4 , 5]

, 并认为误导资源无价论是因为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机械式理

解和教条式套用 , 没有将经济系统和自然系统有机结合从整体上进行考察 。从生态经济角度来看 , 生

产过程不仅消耗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 还使用了自然资源及环境因素的变化 , 在该系统中还存在自然

资本补偿的问题 。因此 , 自然资源的价值应由再生产其使用价值所必须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

1.2　效用论和稀缺论

效用 (即客体对主体的有用性)是价值形成的基础 , 稀缺性是决定价值量大小的关键
[ 6 ～ 8]

。如阳

光 、 空气虽然对维持人类生命具有重要作用 , 对人类具有效用 , 但其供给是无限的 , 不具有稀缺性 ,

那么在市场上就没有价格 , 也就没有价值。

在人类与森林生态环境这对关系中 , 人类是主体 , 森林生态环境是客体。森林生态环境资源的价

值首先决定于它对人类的有用性 , 其价值的大小取决于它的稀缺性 (体现为供求关系)和开发利用的

条件 。

这种观点 , 将人类的需求和森林环境资源的供给相结合来分析森林生态环境价值问题 , 较易被人

们所接受 , 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



1.3　双重价值论

自然资源的价值应包括 2 部分
[ 9～ 11]

, 一是自然资源本身的价值 , 实际上是由供求状况所产生的

“稀缺价值” , 二是基于人类劳动投入所产生的价值。

生态环境不像一件商品 , 它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的庞杂的大系统。劳动不仅在其中凝结 、聚集抽

象价值 , 而且价值还可能在其中流转和传递 , 即生态环境价值包括 3部分:价值 、生态价值和使用价

值 , 其中价值是指生态环境劳动意义上的价值 , 是劳动在生态环境中的凝结和聚集;生态价值即为劳

动使生态环境的质量发生变化以后 , 使生态环境中物物关系的变化 , 即生态功能发生的变化;使用价

值即生态环境表现出来的对人类的有用性。

这种观点认为生态环境不管是否投入劳动 , 其本身都具有价值 , 这是对环境价值认识的进步 。但

是对于不同性质价值之间关系以及应如何计算等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

1.4　自然价值论

自然资源具有真正的价值 , 这是根据它对社会的实际贡献而不是市场需求变化或所凝聚的社会劳

动量来衡量的 , 其实际贡献的大小可以通过自然资源所凝聚的太阳能定量地计算出来
[ 10, 12]

。所包含的

太阳能值越高 , 其价值 (贡献)越大。

另外也有学者提出
[ 13, 14]

, 在价值主客体关系中 , 应将主体的内涵从人类扩大为整个自然界和人类

社会 。也就是说 , 凡是能对某一事物 (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事物)的存在和发展有意义有作用

的 , 就有价值。在生态环境中 , 物物相关 , 相生相克 , 物物都有价值。

这种观点完全撇开人的因素来谈生态环境的价值问题 , 较难被人们所接受 。但同时也反映了人们

对人与自然相互关系深刻反思后自我角色回归的一种倾向 , 对保护环境和促进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的

意义 。

2　森林生态环境价值评价研究的理论基础

由于不同学者对价值概念有不同的理解 , 对森林生态环境价值评价而采用的理论基础也有所不

同 , 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观点
[ 15 ～ 22]

。

第一 , 森林生态环境价值的计量评价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为基础 。具体地说 , 马克

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 、级差地租理论和节约理论 , 是研究森林生态环境价值计量方法和计量模型的理

论基础。

部分学者认为 , 森林生态环境价值计量 , 应以森林发挥某种效能的作用所投入的劳动量为基础。

采用这种方法时 , 具体计算必须在获得理想的社会效果所投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基础上进行 。这

种观点考虑了森林环境作为一种服务商品 , 其价值实现的条件 , 实质上是第 2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

时间决定森林生态环境价值量 。但它不能解释天然林可以为人类提供理想的社会效果而是否具有价值

的问题。而另一部分学者认为 , 森林生态环境价值应以这种环境要素为社会提供的级差地租 、劳动节

约或社会再生产这些环境要素所必须投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计量依据。这种意见实际上把要素

使用所产生的产出增加直接当作要素本身的价值来计算 , 剥夺了要素使用者所有的剩余 。

第二 , 森林生态环境价值评价应以最佳效能理论为基础 , 其主要内容是:当一种资源或生产成果

有若干效能或效能组合时 , 应利用它对社会影响或国民建设作用最大的效能或效能组合;当几种资源

或生产成果可以在社会发展或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同样作用时 , 应利用劳动量消耗最小的资源或生产

成果 。据此 , 进行森林环境社会效益计量研究 , 不能就森林谈森林 , 而必须综合考虑与之有联系的各

项生产活动及其经济指标 。因此 , 森林生态环境价值的大小 , 不能由森林自身的价值来表示 , 而必须

借助等效物 , 采用替换法来评价森林生态环境价值的大小 。这是目前国内外研究中取用较多的计量评

价方法。

第三 ,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 森林生态环境价值大小取决于环境供求状况和森林环境要素使用者所

获得的效用量 2个方面。即森林生态环境价值的大小同森林多寡密切相关 , 因此 , 应根据森林环境要

素使用者所获得的实际效用的数量与效用单位价格乘积作为森林生态环境价值大小 。但有人认为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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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主观概念 , 在实际中难以准确计量。这种方法虽然在理论上完美无缺 , 但在实际操作中缺乏准

确性 。

第四 , 在森林环境评价中应抛弃人为主观因素的干扰 , 采用客观的价值通约 “能值” 进行综合评

价
[ 10 , 12]

。他们认为 , 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一切资源财富皆遵循能量等级原理。太阳能是最原始和基本

的能源形式 , 一切物质的能量均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太阳能。

能值分析的方法是以太阳能值为基本的度量单位 , 以能量定律 、 系统学和系统生态学为理论基

础 , 将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各种形式的能量 (风能 、水能和生物能等)换算为太阳能来评价自然过

程和人类经济活动 , 对自然系统和经济系统的资源 、 服务和商品的价值进行定量分析。

他们认为 , 自然资源具有真正价值 , 这是根据它对社会经济的实际贡献而不是市场需求变化或凝

聚的社会劳动量来衡量 , 其实际贡献的大小可以通过自然资源所凝具的太阳能值定时的计量出来 。这

是一种既不同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 , 也不同于效用论的一种自然价值论。

这种理论为人类评价森林综合效益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 是对森林效益评价理论发展的贡献;但

是 , 离开人的需要谈森林价值问题 , 较难为人们所接受 , 同时其中存在的技术问题也还有待进一步的

研究 。

3　森林生态环境价值计量方法及主要研究成果

森林生态环境价值计量是一项工作量大而又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自 20世纪 70年代以来 , 在众多

学者的努力探索下 , 取得了较大的突破 , 积累了不少的理论成果
[ 23-39]

。

3.1　森林生态环境价值评价方法分类

3.1.1　按照森林生态环境价值评价所采用的理论基础分类
[ 15]
　①价值法:这类方法以生产生态效益

的森林效能所承担的价值量 , 或以森林效能引起的土地级差收入和社会劳动节约量作为森林环境效益

计量值。 ②效益法:完全撇开培育森林所投入的劳动量 , 以森林诸效能所造成的社会劳动节约作为公

益林生态效益计量值 。③效能法:这类方法以采取技术手段获得与森林效能作用相似的结果 , 所花费

的代价作为计算森林环境效益计量值的依据 。

3.1.2　按照森林生态环境价值评价对象分类　①效果评价法:以级差地租和节约理论为基础 , 注重

对森林效能所产生的社会效果进行评价 。②消耗评价法: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 , 注重森林诸效能如何

分担凝结在森林中的价值量 , 而不注重森林效能对社会产生的实际使用。

3.1.3　按照森林生态环境价值评价的角度分类　①客观评价法:指根据环境变化所造成的物质影响

进行经济评价。 ②主观评价法:根据人们意愿或根据对人们行为的观察 , 对可能的损害 (收益)进行

间接估算 。

3.1.4　按照森林生态环境价值评价时市场信息完全性分类
[ 40]
　①市场价值法是指存在市场信息的情

况下 , 通过市场价格来反映森林环境的价值 。具体包括生产率变动法 、人力资本法 、机会成本法 、有

效成本法和置换成本法。 ②替代市场法是指在不存在直接市场信息的情况下 , 通过寻找替代物的市场

价格来衡量森林环境的价值。如森林制氧的价值可以制造同样氧气所需的工业成本作为其影子价格。

主要包括旅行费用法和资产价值法 。 ③假想市场法是指在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替代物市场信息的情况

下 , 通过意愿调查的方法 , 直接对森林生态环境价值做出估价 。

上述评价方法是从不同角度进行的划分 , 它们之间实际上是相互交叉和重叠的 。笔者认为 , 由于

森林生态环境产品没有现实的市场存在 , 主要通过替代法和假想市场法进行评价。但在具体评价时应

考虑公众对森林生态环境价值的支付意愿和所选择等效物的可比性 。

3.2　森林生态环境价值计量研究主要成果

根据现有文献资料 , 森林生态环境价值计量研究成果可分为2类:一类是只给出一般数学方法的

描术型模型;另一类是给出具体计算公式的求解型模型。前者涉及到森林生态环境各种价值 , 具有理

论上的完整性 , 但缺乏实际可操作性;后者只涉及森林生态环境个别价值 , 但可据此进行综合计量 ,

具有实际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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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具有涵养水源 、 土壤保育 、森林游憩 、 调节气候 、防风固沙 、美化环境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

多种环境价值。限于篇幅文章主要介绍目前国内外在森林涵养水源 、土壤保育和游憩等方面的价值计

量研究的理论成果。

3.2.1　森林涵养水源价值计量研究　目前 , 森林涵养水源价值计量主要有替代工程法 , 地下径流增

长法和采伐损失法。其中替代工程法是指森林所贮蓄的水量用修建同等贮量的水库造价来计算。日本

林野厅在计算森林涵养水源价值时
[ 30]
, 采用此法。具体计算公式为:森林降水贮存量 (t·hm

-2
)=

森林土壤非毛管孔隙度×森林土壤平均深度×10 000。森林涵养水源价值=生产周期内林地平均贮水

量×中小型水库单位库容造价 。

我国学者在研究森林涵养水源价值时 , 较多采用此方法 。如吉林省环境保护研究所课题组
[ 7]
, 采

用此法对长白山森林涵养水源价值进行计量 , 结果为 3.7亿元·a
-1
;顾云春

[ 41]
等以此法计算得出福建

省森林涵养水源的价值为 23.67亿元·a
-1
;李忠魁

[ 42]
等以此法计算得出北京市森林栏蓄降水约 15亿

m
3
·a

-1
, 价值大于 95亿元·a

-1
。该方法较为简单实用 , 但在采用时应注意选择适宜且便于计价的水

利工程作为替代工程 , 同时还要考虑人们的支付意愿 , 并进行必要的调整 。

地下径流增长法及采伐损失法最早由前苏联学者提出 , 但在国内应用较少 。

3.2.2　森林保育土壤价值计量研究　森林通过林冠对降水的截留 , 枯枝落叶层对降水的吸持 , 树木

根系对土壤的固结等作用可以减少降水对土壤的直接冲刷 , 从而减少土壤流失 , 江河淤积和土壤养分

损失 , 起到保育土壤作用 。

森林保育土壤价值计量方法包括潜在土壤侵蚀损失法 、替代工程法 、 综合费用效益法及经济效益

法等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南京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采用潜在土壤损失法计算得出中国森林每年平均保

土价值为 9 773亿元 。吉林省环境保护研究所
[ 7]
采用替代工程计算得出长白山森林每年的保土价值为

167亿元 。综合费用效益法最早由前苏联学者 T·A 基斯洛娃于 1970年提出 , 并用此法对德聂斯特河

左岩 “胡德柯夫墙” 地段护岸林的保土价值进行评价 , 年价值达4.9万卢布。经济效益法由翟中齐首

先提出 , 认为农田防护林的经济效益由防护林的增产效益和林副产品出产效益组成 , 并以防护林的增

产效益来间接地衡量森林的保土价值。

3.2.3　森林游憩价值计量研究　随着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 人们对森林提供的舒适性服务

的需求越来越多 , 森林游憩价值也日益凸显 , 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 。目前常用的森林游憩价值评价方

法主要有政策性评估法 、 生产成本法 、 费用支出法 、 机会成本法 、 市场价值法 、资本效益法 、调查评

价法和旅行费用法等
[ 43]
。其中旅行费用法和调查评估法曾在1978年和 1983年 2次被美国水资源委员

会推荐给联邦政府有关机构作为游憩价值评价的标准方法 , 成为世界上最流行的游憩价值评估方法。

近几年来 , 随着森林旅游热的兴起 , 国内众多学者围绕森林游憩价值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 并

取得了不少理论成果 。如 1984年 , 陆鼎煌以游憩费用法评价张家界森林公园的游憩价值为 2 400.88

元/hm
-2
·a

-1
。1991年 , 有学者用旅行费用法评价张家界森林公园的游憩价值为 0.16亿元·a

-1[ 43 , 44]
。

1998年 , 戴广翠等
[ 45]
采用旅游费用法对我国 748个森林公园的游憩价值进行估测 , 结果为293.4亿元

(1995年价格)。另外 , 周冰冰等
[ 46]
以收益资本化法对北京市森林游憩价值进行了估算 , 年平均最大

价值 0.9亿元。

4　森林生态环境价值研究存在的问题

目前 , 人们对森林环境具有价值已有比较统一的认识 , 森林生态环境价值定量评价也取得较大的

突破 , 但仍存在不少问题 , 有待进一步研究 。①在森林生态环境价值定量研究中 , 不同学者所采用的

理论基础各不相同 , 评价内容和对象也有差异 , 评价结果缺乏可比性。②森林生态环境价值具有多重

性和交叉性 , 在具体计算时应如何加总 , 有待进一步研究 。③有些定量评价模型只是理论上完美 , 缺

乏实际应用的可行性 。④现有评价较少考虑社会对森林生态环境价值的认可和支付意愿 , 其评价结果

离社会可承认度相去甚远 , 缺乏实际应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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