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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生态产品价值水平测度与时空差异分析 1 
罗嘉颖 

(安顺开放大学  贵州安顺  561000) 

摘要：基于 2012—2021 年贵州 9 个市（州）的面板数据，借助熵权 TOPSIS 法对贵州生态产品价值水

平进行实证检验，并通过构建障碍度模型，测量影响市（州）生态产品价值水平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识

别差异化的贵州生态产品价值水平影响因子。研究结果表明：2012—2021 年贵州生态产品价值水平总体趋

势呈现逐步上升的状态，调节服务价值、文化服务价值呈持续增长，而物质产品服务价值则无增长；贵州

各市（州）的贵州生态产品价值水平总体趋势上较低，但从时间上看各市（州）贵州生态产品价值水平却

呈现出明显提高趋势；贵州生态产品价值水平受调节服务价值和文化服务价值的影响程度大；障碍因素中，

物质产品价值维度的影响程度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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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中国西南山地是全球 34 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

区之一，喀斯特地区生物多样性尤其丰富（Myers et 

al.，2000；Mittermeier et al.，2004；Luo et al.，2016）。

多年来，围绕喀斯特生态系统已开展了很多研究工

作，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喻理飞等，2002；Liu 

et al.，2016），加深了对喀斯特生态系统的认识。然

而，如何在维护生态系统持续发展的同时，发挥其

经济效益，促进区域生态、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一直是喀斯特区域需要解决而没有解决的关键科

学问题。 

贵州是中国喀斯特中心区，是长江、珠江上游

重要的生态屏障，又是贯彻落实“五位一体”发展

战略的优先区域。2016 年贵州省获国家批准成为首

批 3 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之一。国家明确提出要

开展“典型脆弱生态修复与保护研究”，解决“石

漠化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技术模式研发与典型

示范”。面对这一国家重大需求，迫切需要从科学

理论上正确认识生态系统的价值，解决好喀斯特石

漠化地区人口增长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并保持

其动态平衡，完善喀斯特生态系统保护的应用基础

理论，合理利用喀斯特生态资源。 

生态系统价值核算是当前生态经济学的前沿

领域和全球热点领域(Costanza 等，1997；UNSD2012；

Ouyang 等，2016；Mandle 等，2019)。为开展生态

系统服务研究，评价各类生态系统对人类福祉的贡

献(Daily，1997)，联合国启动了《千年生态系统评

估》计划，旨在通过在全球范围开展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的评价将生态学保护的目标整合到经济社会

决策之中(MEA，2003，2005)。 

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也是检验 2012 年开始的生

态文明建设成果的需要。近年来，中国随着“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生态产品重

要性凸显。2021 年 4 月，中国印发《关于建立健全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加快推动建立、

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2022 年，中国提出“建

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完善生态保护补偿制

度”。开展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是有效推进生态系统

合理利用与保护、生态补偿等具体工作的重要依

据，也是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跨越的

桥梁之基。 

当前一些学者率先探索了生态产品价值核算

的指标体系和核算方法，并开展了不同尺度的案例

研究，但到目前为止，尚未形成标准的 GEP 核算

体系，因统计数据缺失、定价方法模糊等问题影响

了 GEP 核算结果的准确性和说服力，需要加强对

生态系统产品与服务的相关研究，完善各项指标相

应的定价方法，以建立一套完整的 GEP 核算框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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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鉴于此，本研究在国内外生态系统价值核算

理论与最新核算方法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

索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指标体系、核算方法和核

算机制，以期为我国生态系统价值核算研究起到一

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同时通过对贵州省 9 个市州

生态产品价值进行核算，对比分析不同行政区域单

位之间的差异，为今后核算指标体系和核算方法的

进一步优化提供更丰富的案例，促进生态产品核算

向更科学、更实用的方向发展。 

2.贵州生态产品价值水平实证测度和时空差

异分析 

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我们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两山理论”为

理论依据构建贵州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指标体系。

同时，遵循科学性、普遍性、系统性、可操作性、

可比性的原则，结合贵州喀斯特生态系统特点，在

参照欧阳志云等的文献基础上，构建了包含物质产

品提供价值、调节功能价值和文化服务价值三个价

值维度，物质产品提供价值维度包括农业产品、林

业产品、畜牧业产品、水资源产品 4 个核算指标，

定价法为市场价值法，功能量为产品产量。调节功

能价值维度包括水源涵养、土壤保持、水质净化、

洪水调蓄、固碳、气候调节、净化空气、生物多样

性、病虫害控制 9 个核算指标，定价法和功能量采

用国家相关规定计算。文化服务价值维度包括休憩

娱乐和文化遗产 2 个核算指标，休憩娱乐定价法为

旅行费用法，功能量为旅游年总人数，文化遗产定

价法为支付意愿，功能量通过问卷调查获取。 

2.2 数据来源 

包括生态系统空间分布、气象、土壤、地形、

植被覆盖、物种分布等数据，主要以贵州省为研究

对象，共有 9 个市州,年限选择 2012—2021 年。数

据来源于《贵州省统计年鉴》、《中国气象数据》、《中

国农村统计年鉴》、《水资源公报》、《中国环境统计

年报》和 EPP 数据库等，缺失数据经插值法计算

得到。 

2.3 研究方法 

2.3.1 数据付值方法 

EPVij=  

EPVij 是生态产品价值；QESFij 是第 i 个维度第

j 个指标的功能量；EPPij 是第 i 个维度第 j 个指标按

定价方法的单位价格。 

2.3.2 数据分析方法 

经过文献分析，我们采用的熵权 TOPSIS 对贵

州生态产品价值水平进行测量。TOPSIS 是一种借

助多属性问题的正理想解与负理想解对评价对象

进行排序的统计分析方法。 

2.4 实证分析 

2.4.1.时序差异分析。根据熵权 TOPSIS 模型测

算出 2012—2021 年贵州生态产品价值的综合水

平。贵州生态产品价值水平总体上呈现不断上升的

趋势，综合水平从 2012 年的 0.218 上升到 2021 年

的 0.360，上升了 0.142，说明贵州生态文明建设取

得了显著成效。具体来看各一级指标，生态系统的

调节服务价值获得持续性增长，增长了 0.147；生

态系统的文化服务价值，2012 年-2019 年获得持续

性增长，增长幅度达到 0.267，2020 年有所下降，

但 2021 年呈上升趋势；最后是产品服务价值，10

年间基本保持在同一水平。数据显示，物质产品服

务价值维度在 2016 年发展最好，2018 年以前均高

于调节服务价值和文化服务价值，2018 年以后明显

落后于调节服务价值和文化服务价值。虽然文化服

务价值维度最初发展水平最差，但是获得了较快的

发展。因此，未来应该加大在物质产品的投入，实

现各个维度的协调均衡发展，从而提高贵州生态产

品价值水平。 

2.4.2.空间差异分析。2012—2021 年贵州各市

州的贵州生态产品价值总体较低，且存在区域差

异。其中，贵州生态产品价值最高的是位于前 3 位

的遵义市、黔东南州、黔南州，排名最后的 3 位分

别是贵阳市、安顺市和六盘水市；水平最高的遵义

市与水平最低的六盘水市相差近 3.65 倍。综合排名

前 3 的市（州）中生态产品价值的核心驱动因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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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服务价值和调节服务价值维度，综合得分较高

的是调节服务价值维度，其次是文化服务价值维

度，其中，遵义市的物质产品服务价值和文化服务

价值均处于为第一位。而综合排名最后的 3 个市州

其得分较高的同样是调节服务价值维度，其次是文

化服务价值维度，而排名最后六盘水市得分最高的

是文化服务价值维度。 

物质产品价值维度的综合水平是三个维度中

最低的，是各市提高生态产品价值共同的薄弱环

节。调节服务价值排名第一的是黔东南州，黔东南

州的森林覆盖率全省最高，促进了黔东南州的生态

产品价值水平。调节服务价值和文化服务价值最高

的是遵义市，其原因可能是生态利用效率较高且生

态产品三维度的结构配对均衡，而且遵义市的人工

造林成果显著，酒、烟、茶均是其良好生态环境的

特色产物。 

3.生态产品价值水平影响因素分析 

3.1 障碍度模型 

引入障碍度模型对其结果进行诊断和分析，从

而找出制约贵州生态产品价值水平的关键因素。具

体测算过程如下： 

（1）测度因子贡献率 

Gi=Ri×Wij 

因子贡献度测度单项因素对总目标的影响程

度。其中，Ri 表示综合评价模型中第 i 个子系统的

权重。 

（2）定义指标偏离率 

Dj=1-Aj 

指标偏离度测度单项指标与指标间的理想目

标之间的差距。其中 Aj 为经标准化后第 j 项指标的

值。 

（3）测度障碍度 

=  

n 表示系统指标个数，Bj 越大，表示该项基础指

标对生态产品价值水平的障碍程度越高，按照从大

到小的顺序排序可以确定障碍因素的主次关系。 

（4）在分析单项基础指标对水平的限制程度的

基础上，通过集成衡量各子系统对生态产品价值水

平的障碍程度，即： 

 
3.2 各因素对生态产品价值水平的影响程度 

引入障碍度模型对影响贵州生态产品价值水

平的各因素进行测评可以看出，产品服务价值、调

节服务价值、文化服务价值的平均障碍度分别是 

0.117、0.553、0.330。对障碍度进行排名，可知各

维度对生态产品价值水平的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依

次是调节服务价值、文化服务价值、产品服务价值。 

第一，为保障农业安全，贵州确定了耕地红线

并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林业产品、畜牧业产品占比

大幅增加，保证了农业产值的稳定，但由于受宜耕

面积的制约和农村地区存在的资源条件落后、农业

现代化水平低的问题，从而导致农业生产的方式和

途径停滞不前，因此，农业生产成为阻碍生态产品

价值水平提升的主要阻碍因素。第二，从综合评价

和障碍度分子中可知，贵州生态产品价值的整体水

平较高，良好的生态环境发展更是为促进贵州生态

产品价值提升提供了较大的助力。2012—2021 年由

于贵州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贵州加大生态建设投

入，森林覆盖率从 2012 年的 37.1%上升至 62.12%，

为生态调节服务价值和文化服务价值的提升提供

了有力支撑。综上，今后的发展应调整农业产业结

构，拓展农业发展空间和方式，增加农业现代化投

入，同时注意资源要素的整合与协调，更好地推动

贵州生态产品价值的提升。要引起注意的是，虽然

调节服务价值维度的整体影响度较高，但其中的

“土壤保持”因子却阻碍贵州生态产品价值的整体

提升，在今后的发展中仍然要注意水土保持能力的

提升。 

3.3 各市（州）障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障碍度模型，根据 9 个市（州）10 年

的平均障碍度对障碍度大小进行诊断，试图挖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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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生态产品价值水平发展的阻碍因素。 

总体上各市（州）生态产品价值水平的主要障

碍维度集中于物质产品价值维度。其中，物质产品

价值维度中农业产品是最主要的障碍因子，其次是

水资源产品。但是各市的主要障碍因子不尽相同，

因此在制定促进生态产品价值水平发展的措施时

还应根据各市（州）的具体情况有的放矢。如产品

服务价值对贵阳生态产品价值的障碍比其他市

（州）高出近 2 倍，但由于贵阳是贵州省府，农业

产品提升的空间不大，所以应该调整农业结构，发

展药材、乳畜业等。在文化服务价值维度，贵阳的

文化服务价值影响最大，而黔东南和黔西南相对较

小，在今后的发展中，黔东南和黔西南应注意加大

文化服务价值的开发与投入。 

4.结论及对策建议 

4.1 结论 

运用熵权 TOPSIS 法以及障碍度模型对贵州

生态产品价值水平进行实证分析，识别影响发展的

障碍因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2012—2021 年贵

州生态产品价值水平总体趋势呈现逐步上升的状

态，调节服务价值、文化服务价值呈持续增长，而

产品服务价值则无增长；第二，贵州各市（州）的

贵州生态产品价值水平总体趋势上较低，但从时间

上看各市（州）贵州生态产品价值水平却呈现出明

显提高趋势；第三，贵州生态产品价值水平受调节

服务价值和文化服务价值的影响程度大；第四，对

于障碍因素而言，物质产品价值维度的影响程度最

大。 

4.2 政策建议 

（1）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一是发展以种草养

畜为核心的草地畜牧业，着力打造贵州生态畜牧产

品品牌；二是发展生态茶产业，发挥贵州生态环境

优势，促进茶园集中连片规模发展；三是发展壮大

中药材产业，积极打造贵州地道药材品牌。 

（2）拓展农业发展空间和方式。一是充分利

用庭院等空闲空间及老弱等弱劳动力发展庭院农

业，增加农业产值；二是增强资源要素整合能力，

推进农业集约式发展；三是引导土地有序流转，合

理提升农业经营规模。 

（3）推进喀斯特山地特色农业现代化创新发

展。立足贵州山多、喀斯特地貌发育、土地零散、

生态脆弱等特征，推进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与农业

科技示范园区及产业基地共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农科基地和协同创新中心。加快构建贵州山

地生态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与机制，搭建平台、协同

研发，推进喀斯特山地农业现代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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