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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及可持续性发展研究

魏云龙! 蔡建国

!浙江农林大学 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 浙江 临安
+00+""

#

摘要! 构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指数% 经济发展指数及社会效益指数概念! 运用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指标法对杭

州市
!""("!"0%

年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进行评估! 并且计算出生态服务功能可持续性发展综合指数&

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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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杭州市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总价值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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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杭州市生态服务功能可持续性发展综合指数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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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续发展能力逐年提升呈波动变化! 大体呈现先增后减趋势' 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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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可以用线性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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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的急剧退化已经成为影响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随着协调) 绿色等发展理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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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成为当下诸多学者的研究热点之一! 其中评价方法主要涉及能值分析" 物质流分析" 服务流分

析" 生态补偿及生态足迹等#

#!'

$

%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人类直接或间接地从生态系统中得到的效益! 同

时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

$

!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学者对于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评估已经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但由于缺乏统一的评估方法及理论依据! 研

究结果往往差异性较大#

)!#*

$

% 本研究采用的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指标法可以同时反映单项指标与综合指标

的关系! 从而减少了因主观判断而产生的随意性#

#+!#,

$

% 通过研究分析一段时间内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社

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可以表征区域内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可持续性发展水平% 本研究对杭州

市
!&&,!!&#+

年的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进行评估! 并且构建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指数&

!

-.-

'!

经济发展指数&

!

-/

'和社会效益指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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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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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而探索研究区域近
1" 2

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社会经

济发展之间的协调关系! 为今后城市绿地格局优化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参考%

1

研究概况与研究方法

!"!

研究区概况

杭州市位于
!)"11#3*&"**$4

!

11%%!1$31!&"*&$-

! 地处东南沿海北部! 钱塘江下游! 京杭大运河南

端! 东临杭州湾! 西南与衢州市相接! 北与湖州市" 嘉兴市毗邻! 西南与黄山市交界! 西北与宣城市交

接% 杭州市总面积为
1' ,)' 56

!

! 下辖
)

区
!

县! 代管
!

个县级市! 全市
!&#+

年生产总值为
) !&'71'

亿元! 森林面积为
1& )+) 56

!

! 森林覆盖率达
',71+8

% 杭州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四季分明! 雨水

充沛! 环境优美! 景色怡人! 自古就有 (人间天堂) 的美誉% 本研究区域范围为市区城市绿地! 不包含

行政区划中的
!

县及
!

个代管县级市! 根据
9::;< %,!!""!

*城市绿地分类标准+相关准则! 文中城市绿

地面积为公园绿地" 生产绿地" 防护绿地" 附属绿地及其他绿地的面积总和%

!"#

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可持续性发展评估指标体系

充分考虑杭州市生态环境" 经济和社会民生等方面的地域性特点! 基于科学性" 系统性" 典型性"

导向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下! 同时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经验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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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从环境" 经济" 社会等
*

个方

面出发! 选取了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指标" 经济发展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作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可持续性发展研究的评估指标体系&表
1

'% 整个评估指标体系相对全面的涵盖了可持续性发展的各方面

影响因素! 创新性的引入社会效益指标! 将社会民生等因素纳入评估指标当中! 摆脱了以往单一的对生

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可持续性研究! 使对可持续性发展的研究更加科学性%

运用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可持续发展指数的概念来表示其可持续性发展能力的大小! 将绿地生态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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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可持续性发展评估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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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价值指标
涵养水源

"

N

&#'$

O

'

&

%

N

(&

N

'

'

&

'!(!)

' &

#

'

"

N

为涵养水源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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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绿地面积&

P6

!

',

$

O

为城市绿地面积转

换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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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绿化土壤侵蚀模数! 取常绿阔叶林土壤

侵蚀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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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算公式 公式参数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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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工业制氧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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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单位面积净生产力$ 取常绿阔叶林年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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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城市绿地净化空气总价值#

"

$

"

'

见式!

$

"#

%

2

为城市绿地

单位面积年吸收二氧化硫量$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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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治理二氧

化硫费用$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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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城市绿地单位面

积年滞尘量$ 取常绿阔叶树滞尘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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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见式!

$

"#

%

>

为城市绿地夏

季每天蒸腾吸收的热量$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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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物种

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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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城市绿地保护物种多样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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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城市绿地每年物种损失的机会成本$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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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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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水平
!! )

$

%)

+

!

!

$(

"

)

$

为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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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指数# 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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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域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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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国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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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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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指数为某一区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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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与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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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效益指标
恩格尔系

数

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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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F

"

生产者物

价 指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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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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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水

平
用全市城镇人口数量占全市总人口数量的比值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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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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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0GHI $ E'J*KJLI@

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指标( 经济发展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作为可持续性发展分指数$ 通过计算可以得出杭

州市近
$) 0

来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指标$ 从而评估其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可

魏云龙等) 杭州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及可持续性发展研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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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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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杭州市城市绿地指标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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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园林绿地总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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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园绿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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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园数量 公园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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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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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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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 FF% > &F$ F$B F C&B FB ?%D DCGC>

!&FF F> %C% > !%$ F%F ! &?$ F$ DDB ?&G&&

!&F! FB B?$ > BD> F%> ! &B> F% FD> ?&G&$

!&FD F$ &$F > %!& FC& ! &C? F% B&B ?&G!D

!&F? F% D%B B D&? !&$ ! !C% !& &DF ?&G>$

持续性发展水平与潜力!

$&'

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指标法的运用

本研究采用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指标法对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可持续发展进行综合评价! 该方

法可同时反映单项指标与综合指标" 既有直观图形又有数值解释
H

只要确定有关的最大值# 最小值# 临

界值" 不需要考虑专家主观确定的权重系数大小! 其基本原理$ 设共有
!

个指标%标准化后的值&" 以城

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可持续发展分指数及综合指数指标的最大极值作为半径构建一个中心的正
!

边形
H

各个指标相连接形成一个不规则中心
!

边形! 对第
"

个指标进行计算时采用如下标准化函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式%

##

&中$

#

"

为第
"

个指标标准化后指数"

&

"

为该指标实际数值"

(

"

为该指标最大数值"

%

"

为该指标最

小数值"

*

"

为该指标平均值! 全排列多边形综合指数计算公式为$

#

I

J

"H,

" ! ,

"

%

-

"

K#

&%

#

,

K#

&

@

'

!!

%

!LF

&(! %

F!

&

式%

F!

&中$

#

I

为综合指标值"

#

"

和
#

,

分别为第
"

个和第
,

个分指标值'

F?

(

!

运用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指标法" 按照各评价指标所对应的具体分指标数目" 分别构建相应数量的正

多边形" 从而得出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可持续发展的
D

个分指数即$ 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综合指数

%

.

MNM

&" 经济发展综合指数%

.

M,

&和社会效益综合指数%

.

NO

&! 根据所得
D

个分指数数值" 再次运用多边形综

合指标法计算出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数%

#

I

&" 用来评估城市绿地生态服务功能

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的水平大小!

!

结果与分析

!&$

杭州市绿地生态系统生态服务功能实际价值

根据杭州市
!&&>!!&#?

年城市绿地面积%表
!

&及生态服务功能实际价值计算公式" 计算出
!&&>!

!&#?

年杭州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实际价值
&

"

%表
D

&! 近
#& (

间杭州市城市绿地建设不断完善加强"

绿地系统生态服务功能总价值增加了
#&G!!

亿元" 年增长率为
BG#?P

" 在
!&F?

年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达到

F& (

中最高值" 为
!?GBD

亿元) 近
F& (

来生态服务功能总价值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

Q,R

&的比重基本呈

现下降态势"

!&&>

年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占当年
Q,R

比值的
&G?CA

"

!&F?

年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占当年

Q,R

比值下降到
&G!$A

" 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增长率明显小于
Q,R

增长率
FDG>&A

) 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价值构成中"

C

个指标的历年平均价值大小排序为$ 涵养水源# 保护物种多样性# 释氧# 固碳# 减少噪

声# 降低温度# 滞尘# 固定土壤# 净化空气!

!&!

杭州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分指数及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综合指数

对
!&&>!!&F?

年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实际价值
&

"

进行标准化处理" 得到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的各

项分指数
#

"

" 结果见图
F

! 分指数数值越高" 表示该单项价值在当年的生态服务功能中贡献越大" 分指

数绝对值越大" 表示该单项价值与平均值相差越大! 利用全排列多边形综合指数公式分别计算出
!&&>!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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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年杭州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

#$%&' ! ()*&*+,)$& -'./,)' /$&0' *1 0.%$2 +.''2 -3$)' -4-5'6 ,2 7$2+89*0 1.*6 :;;<!:;="

年份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
>

!

"=;

?元"

总价值占

@AB

比例涵养水源
固定

土壤
固碳 释氧 净化空气 滞尘 减少噪声 降低温度

保护物种

多样性
总价值

@AB

:;;< "CDE!" !E?? =C!EF" :??EFF =E=F =<EF! =;"E"= ""E!= !=!E:: = "";E?D :C" !F"E;; ;E"C

:;;? <:CE=" !EF" =C<E<D :DCE!< =E:" =?E<D =;CE:C "?E!= !:DEF? = <;CE=< !"" !"CE;; ;E""

:;;D ?":E=D "E=; =CDEF? :CFED< =E!! =DED: ==?EFF "CE"= !<;E?! = ?DFEFD "=; ";=E;; ;E"=

:;;F ?C!E:D "E!D =C<E!; !=FE;; =E"= =FEFD =:"E"= <:E"C !D!E:! = DF=E!! "DF FCDE;; ;E!D

:;;C F<<E"" "EF! :="ED= !<=E?D =E<? :;EF? =!DE<F <DECC "=:ED" : ;<DE"; <== =";E;; ;E";

:;=; C"FEFC <E;F :=CE<! !?CED? =E?" :=EC" =""E?? ?;EC< "!!ECD : :;?E"= <C? <D=E;; ;E!D

:;== F:DE== <E!" :!;E"= !FFEF; =ED: :!E;D =<:E== ?"E;F "<?E!: : ="FECD D;! D:DE;; ;E!=

:;=: =;""E:< <E<C ::DEC" ";?EDC =EF; :"E=! =<CE=" ?DE;: "DDE"! : "="E== DF! !?=E;; ;E!=

:;=! C?DE=? <ED! :!=E"! "=DE;: =EF< :"ED" =?!E=" ?FE?C "FCE"! : !?CE=F F!C F<DE;; ;E:F

:;=" C<<E:= ?E=D :"DE<F ""CE;: =ECC :?E?" =D<E?? D!EC< <:?ECC : "?!E:: C:; ?=?E;; ;E:D

:;="

年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综合指数!

!

(G(

"# 结果见图
:

$

:;;<

年除了涵养水源分指数之外# 其余分指数

最低值均为
!=E;;;

# 表明
:;;<

年的生态服务功能在近
=; $

中效果最差# 但涵养水源功能对本年度的生

态服务功能价值贡献最大% 从
:;;?

年开始# 各项分指数均呈现上升态势# 且涵养水源分指数值均为最

高%

:;==

年涵养水源分指数出现较大降幅# 为该年各项分指数中最低# 固碳分指数上升明显# 为该年

所有分指数中最高# 固碳功能所提供的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贡献值最大%

:;=!

年固定土壤& 释氧& 净化

空气& 滞尘& 减少噪声& 保护物种多样性这
?

个分指数数值相同# 均为当年最大分指数%

:;="

年中涵

养水源分指数最小# 其他分指数均达到最大值
=E;;;

# 表明该年涵养水源贡献力最微弱#

:;="

年的生态

服务功能在近
=; $

效果表现最佳$ 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的
C

个分指数# 从总体来看均呈现增加趋势# 其

中固定土壤& 释氧& 净化空气& 滞尘& 减少噪声& 保护物种多样性这
?

个分指数每年数值都相同# 生态

服务功能价值贡献力一致$

:;;<!:;="

年杭州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综合指数 !

!

(G(

"分别为
;E;;;

#

;E;==

#

;E;?C

#

;E="D

#

;E"C:

#

;ED:=

#

;EC:;

#

=E:"?

#

=E!<:

#

=EFC!

$ 通过这
=; $

来城市绿地系统的不断规划整治# 使得杭州市

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综合指数呈现上升趋势# 生态服务功能水平得到提升$

"'!

杭州市经济发展分指数及经济发展综合指数

对杭州市近
=; $

经济发展各项指标实际数值
"

#

进行标准化处理# 得到经济发展各项分指数
$

#

$ 近

=; $

杭州市经济发展分指数中#

@AB

# 人均
@AB

# 第三产业比例等
!

个分指数逐年上升# 均在
:;="

年

达到最大值
=E;;;

# 第三产业比重分指数在
:;=;

年出现下滑波动# 而后在
:;==

年重新呈现上升趋势#

魏云龙等' 杭州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及可持续性发展研究

图
= :;;<!:;="

年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各项分指数

H,+0.' = ($)9 ,2I,/,I0$& ,2I'J *1 59' ')*&*+,)$& -'./,)' /$&0' *1 0.%$2 +.''2 -3$)' -4-5'6 1.*6 :;;<!:;="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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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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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分指数与其他
'

个分指数表现相反! 总体呈现下降趋势! 并在
!&#'

年达到最低

值
!#(&&&

! 主要因为杭州市人均
)*+

增长率低于全国人均
)*+

增长率! 导致人均
)*+

指数逐年下降!

所以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分指数呈现下降趋势"

利用全排列多边形综合指数公式分别计算出
!&&,!!&#-

年杭州市经济发展综合指数
!

.*

! 结果见图

!

" 由图
!

可知#

!"",!!"/-

年杭州市经济发展综合指数
!

.*

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由
!"",

年的
"("""

上升

至
!"/-

年的最大值
/(///

! 其中
!"/'

年出现波动! 数值下降! 后又在
!"/-

年重新上升"

图
! !"",!!"/-

年生态服务功能价值! 经济发展和社会效益综合指数

012345 ! .678721698 :54;165: ;9835 1<=5> 7? 5678721698 :54;165 ;9835:@ 567<7A16 =5;587BA5<C 1<=5> 9<= 76198 D5<5?1C 1<=5> 1< !&&,!!&#-

$

!

EF

%

!"#

杭州市社会效益分指数及社会效益综合指数

对杭州市近
/" 9

社会效益各项指标实际数值
"

#

进行标准化处理! 得到社会效益各项分指数
$

#

& 近

/" 9

杭州市社会效益分指数中! 城市化水平分指数变化稳定! 呈现总体产生趋势! 表明近
/" 9

杭州市

城市化进程处于稳步发展阶段! 恩格尔系数分指数'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G+H

%分指数' 工业品出厂价格

指数(

++H

%分指数均呈现较大波动! 但三者变化存在相似性! 从
!"",

年至
!""%

年均表现上升趋势! 在

!""I

年均出现最大降幅! 在
!"/"

年出现回升趋势! 而后至
!"/-

年总体呈现下降趋势& 利用全排列多

边形综合指数公式计算得出的
!"",!!"/-

年社会效益综合指数
%

EF

结果见图
!

& 由图
!

可知#

!

EF

变化起

伏较大! 大致
'

个阶段! 从
!"",!!""%

年呈上升趋势并达到最大值
/(',/

! 受
G+H

分指数和
++H

分指数

的影响! 在
!""I!!"/"

年出现大幅波动! 数值下降到最低值
"(/'$

! 而后又上升至
/('/,

!

!"//!!"/-

年

呈现总体下降趋势&

!"$

杭州市生态服务功能可持续性发展综合指数

选取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综合指数
!

.E.

! 经济发展综合指数
!

.*

和社会效益综合指数
!

EF

作为生态服务

功能可持续性发展综合指数的
'

个分指数! 对数值进行标准化处理! 得到生态服务功能可持续性发展分

指数
&

#

! 结果见图
'

& 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分指数和经济发展分指数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均由
!"",

年的

最小值
!/("""

上升在
!"/-

年的最大值
/("""

! 社会效益分指数受
G+H

和
++H

指数影响! 总体波动较大!

在
!""%

年达到最大值
/("""

! 在
!""I

年下降到最小值
!/("""

! 最终在
!"/-

年达到
!"($-J

&

运用全排列多边形综合指标法算出
!"",!!"/-

年生态服务功能可持续性发展综合指数见图
-

& 参照

相关综合指数分级方法研究)

/-

!

!$

*

! 将生态服务功能可持续性发展能力分为
-

个等级! 综合指数
!"(!,

为

弱可持续性+

"(!,!

综合指数
!"(,"

为较弱可持续性+

"(,"!

综合指数
!"($,

为较强可持续性+ 综合指

数
""($,

为强可持续性& 由图
-

可知#

!"",!!""%

年生态服务功能可持续性发展指数呈现上升趋势!

!""I

年出现下降!

!""I!!"//

年开始回升!

!"//!!"/-

年处于相对平稳状态! 可持续性发展指数受
%

.E.

!

%

.*

!

%

EF

三者的共同影响! 虽然
%

.E.

和
%

.*

指数均在
!"/-

年达到最高值! 但由于
%

EF

指数的波动性影响较

大! 在对
'

个分指数进行标准化处理之后! 在
!"//

年
'

个分指数之和达到最大值! 所以生态服务功能

可持续性发展指数在
!"//

年达到最大值
/("!"

+ 从可持续性发展能力来看!

!"",!!""$

年生态服务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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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发展处于弱可持续性水平!

#$$%

年发展至较弱水平!

#$$&

年重新下降至弱可持续性水平!

#$'$!#$("

年发展成强可持续性水平"

运用
)*)) (&+$

对生态服务功能可持续性发展综合指数
!

,

与
!

个分指数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

!

发现
!

,

与
"

-)-

!

"

-.

!

"

)/

之间存在可信线性关系" 线性方程为
!

,

"0+&(#"

-)-

!$+1"#"

-.

#$+"!("

)/

!$+$%"

" 方差

分析表明%

#

#

2 3+&4$

! 通过
$

检验!

%＜$+$(

! 达到极显著水平" 从线性方程中可以看出%

"

-)-

对于生

态服务功能可持续性发展综合指数的影响最大! 其次是
"

-.

和
"

)/

的影响相对较小! 对于提高生态服务功

能可持续性发展水平来说! 首先应该关注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的体现! 注重区域内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的提

升! 同时要重视经济的循环发展! 维持经济与生态之间的和谐稳定! 社会效益问题也应该加以权衡"

!

结论与讨论

#$$5!#$("

年间杭州市绿地生态服务功能总价值由
( ""$+41$($

4元增加至
# "4!+##$($

4元! 增加了

($+##

亿元! 年增长率为
4+("6

! 单位面积绿地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由
%+4%$($

"元增加至
("+%"$($

"元! 但

生态服务功能总体价值所占
7.*

比例从
$+"&6

下降至
$+#16

! 这是因为虽然生态服务功能价值量在逐年

增加! 但相对城市经济总量发展速度而言却在降低" 在构成杭州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
&

个指

标中! 历年平均价值大小排序为涵养水源& 保护物种多样性& 释氧& 固碳& 减少噪声& 降低温度& 滞

尘& 固定土壤& 净化空气"

#$$5!#$("

年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综合指数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城市绿地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水平处于积极向上状态"

#$$5!#$("

年杭州市生态服务功能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数呈现波动

性变化!

($ 8

间生态服务功能可持续性能力先增后减! 整体趋势表现良好' 生态服务功能可持续性发展

综合指数与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综合指数& 经济发展综合指数& 社会效益综合指数等
!

个分指数之间可以

用线性方程
!"$+&(#"

-)-

!$+1"#"

-.

#$9+"!("

)/

!$+$%"

较好表征! 对于提高生态服务功能可持续性发展水平来

说! 应该把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放在首要位置"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涵盖面广泛! 其

选择价值和存在价值均有重要研究意义" 本

研究由于数据获取的限制没有将两者纳入指

标体系当中" 不同的绿地结构和类型的相互

组合对于生态服务功能价值量的影响也会出

现差异! 不同绿地类型在固碳& 涵养水源及

固定土壤等方面的参照标准均有变化" 本研

究由于相关数据获取的难度较高没有对不同

类型的绿地分别展开计算" 在今后的研究中

应该充分全面的考虑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

的指标选择! 涵盖其多方面功能价值! 并且

结合地理信息系统(

7:)

)等影像数字处理技

术! 分析不同植被类型下的绿地生态服务功

图
" #335!#3("

年生态服务功能可持续性发展综合指数

;<=>?@ " ,ABC?@D@EF<G@ <EH@I AJ F>FK8<E8L9@ H@G@9ACB@EK AJ @MA9A=<M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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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云龙等% 杭州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及可持续性发展研究

图
! #005!#0'"

年生态服务功能可持续性发展各项分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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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浙 江 农 林 大 学 学 报

能! 提高研究数据的科学性及精确性"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逐年上升并不表示生态环境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城市经济的总体发展速率

远远高于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的发展速率! 生态服务功能的可持续性发展往往受到经济发展的制约和影

响! 要极力避免经济发展造成环境破坏之后! 盲目单一地进行生态保护! 从而提高生态服务功能的暂时

性表现" 处理好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是促进生态服务功能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 从城市角度

而言! 应该出台完善有效的法律政策来保障城市绿地不被破环! 创建生态效益补偿机制# 科学规划城市

绿地系统# 合理布局# 优化结构# 加强管理! 从而多方面多角度有效地提高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价值! 实现生态服务功能的绿色# 协调可持续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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