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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选择实验法的生态景观非市场价值研究
———以徐州云龙湖为例

刘亚臣ꎬ王　 乐

(沈阳建筑大学管理学院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１６８)

摘　 要:以徐州云龙湖景区为调研地ꎬ研究其核心景观资源云龙湖的非市场价值ꎮ
基于效用理论、消费者偏好理论ꎬ通过选择实验法设计问卷ꎬ分析了不同特征的受

访者对景区内景观的感知差异ꎬ构建了多项 ＬＯＧＩＴ 模型来评估云龙湖的非市场价

值ꎮ 结果表明:云龙湖现有观赏状态下的非市场价值为每人次 ８ ０１ 元ꎻ湖水能见

度提升至 １ ~ ２ ｍ 时ꎬ受访者的意愿支付提升至每人次 ８ ７５ 元ꎻ湖水能见度大于

２ ｍ时ꎬ受访者的意愿支付提升至每人次 １０ 元ꎮ

关键词:选择实验ꎻ云龙湖ꎻ非市场价值ꎻ多项 ＬＯＧＩＴ 模型

中图分类号:Ｆ０６２ １　 　 　 文献标志码:Ａ

　 　 体验经济时代背景下ꎬ经济的繁荣已不

再是人类追求的唯一目标ꎮ 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也不再止于吃穿用度ꎬ而是拥有欣赏美的

态度ꎮ 人们能够稍停脚步去享受日常、放松

心灵ꎬ把自然看作一种可享受的资源ꎬ把生态

景观游览视为追求生活品质的方式ꎮ 生态景

观作为一种非市场资源ꎬ是不存在交易市场

的ꎬ但不存在交易市场并不代表其没有价值ꎮ
非市场价值是不同于市场价值那种公开标价

的行为体现ꎬ是一种特定双方由于获得某种

产品或服务所带来的获益估计ꎮ 实际上就是

景观游览为人自身带来某种程度上的满足ꎬ
这种满足如果能用货币计量则可以得出景观

的非市场价值ꎮ 此类生态景观都是免费向公

众开放的公共产品ꎬ所以人们往往不能正确

认识其给自身带来的幸福感及其重要程度ꎬ
因而导致其资源价值被低估或弱化ꎬ出现诸

如环境污染、管理不当等一系列问题ꎮ 为更

好地认识、保护以及促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ꎬ
笔者以满足人的需求为标准ꎬ将无法用货币

计量的生态景观量化ꎬ旨在为同类型的景观

非市场价值评价提供借鉴和参考ꎬ为其进行

合理的建设维护提供科学决策ꎮ

一、选择实验法的研究基础

１.选择实验法的应用研究

国际上多采用显示偏好法和陈述偏好法

来评估那些不存在交易市场的生态景观资源

的非市场价值ꎮ 显示偏好法多采用旅行成本

法ꎬＣｈａｅ Ｄ Ｒ 等[１]利用旅游成本法估计了英

国 Ｌｕｎｄｙ 岛海滩资源的非市场价值ꎻ王喜刚

等[２]运用选择实验法对环境资源属性价值

进行了评价并展开实证研究ꎮ 陈述偏好法多

采 用 条 件 价 值 法 (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ꎬ ＣＶＭ ) 和 选 择 模 型 法 ( Ｃｈｏｉｃｅ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ꎬＣＭ)ꎮ 但与旅行成本法和条件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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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法相比选择模型法稍显不足ꎮ Ｓｃｈｕｌｚｅ Ｗ
Ｄ 等[３] 认为ꎬ条件价值法因其询问的是受访

者的主观价值判断ꎬ容易夸大支付意愿而产

生偏误ꎬ而旅行成本法也相对主观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ꎬ选择实验法逐渐被运用到资源

环境领域的非市场价值评估中[４]ꎮ 选择实

验法属于选择实验模型的分支ꎬ不同于 ＣＶＭ
的直接出价模式ꎬ而是构造了一个不同水平

属性组合的虚拟交易市场ꎮ Ｃｅｒｄａ 等[５] 用选

择实验法研究了智利自然保护区的非市场价

值ꎬ建立了 ４ 属性 ３ 水平的环境组合ꎬ由此测

算出受访者对保护区中每种环境资源属性的

意愿支付ꎮ 国内对该领域的研究相对较晚ꎮ
王尔大等[６] 研究了沈阳国家森林公园这一

公共物品的非市场价值ꎬ采用选择实验法对

其内的主要资源属性进行了非市场价值评

价ꎬ得到公园的非市场价值为每人次 ２７ ３
元ꎮ 张小红[７]分析了湘江流域降低水体污染

时的非市场价值ꎬ测算出居民的总意愿支付为

１ ０７４亿元ꎮ 通过参考上述国内外研究ꎬ笔者

将自然资源的研究拓展到生态景观非市场价

值研究ꎬ运用选择实验法探讨其非市场价值ꎮ
２.选择实验法的理论基础

选择实验法源自 Ｌａｎｃａｓｔｅｒ Ｋ[８] 的特征

效用理论ꎮ 按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原理ꎬ物
品的效用来自于它本身ꎬ是一种具象化的直

接表达ꎮ 但是他却认为ꎬ效用并不是来源于

这一直接对象ꎬ而是在于其产出的属性或特

征ꎮ 以服装为例ꎬ带给消费者效用或满足的

是该件衣服的款式、材质、颜色、舒适度等系

列属性或特征ꎮ 人们选择时ꎬ实际上是间接

地在属性之间进行选择和把握ꎮ 运用计量经

济学模型可以得出哪个或者哪些属性是人们

关注的主要因素ꎬ分析当某个或者某些属性

发生变化而导致价值的意愿变化[９]ꎮ
选择实验法以随机效用理论为基础ꎮ 随

机效用理论表示个人选择因其个体的独特性

而变得或然ꎬ因此ꎬ只能预测个体以何种概率

选择什么ꎮ 根据随机效用理论ꎬ将选择问题

转化为效用比较问题ꎮ 笔者以云龙湖景区这

一不存在交易市场的公共生态物品为依托ꎬ

探讨其首要观赏属性云龙湖的非市场价值ꎮ
云龙湖景区带给消费者的效用和满足在于它

特有的景观属性ꎬ由于不同的消费者对景区

内的不同景观有不同的感知差异ꎬ运用选择

实验模型就可以将消费者对景观属性的选择

问题量化为经济价值问题去分析ꎬ即符合物

品特征效用理论ꎮ 因此ꎬ运用该方法可以测

算云龙湖的非市场价值ꎮ
选择实验随机效用函数模型公式为多项

式模型(Ｍｕｌｔｉｎｏｍｉｎａｌ Ｌｏｇｉｔ ＭｏｄｅｌꎬＭＮＬ)产

生的系统效用函数[１０]ꎮ
Ｖ(ｘꎬＴ) ＝∑Ｐβｐｘｐ ＋ βＴＴ (１)

式中:Ｖ 为效用ꎻｘ 为云龙湖景以及其他自然

景观等属性状态ꎻＴ 为门票属性ꎻｘｐ 为调查者

选择某种选项组合ꎻｐ 为所对应的属性状态ꎻ
βｐ、βＴ 分别为属性状态和门票属性的估计

系数ꎮ
亦可写为

∑ｐ
∂Ｖ
∂ｘｐ

ｄｘｐ ＋ ∂Ｖ
∂ＴｄＴ ＝ ｄＶ (２)

式中:∂为求偏导ꎻｄ 为求微分ꎮ
ｄＶ ＝ ０ꎬ各个属性边际价值可表示为

ＭＷＴＰｐ ＝ ｄＴ
ｄｘｐ

＝ － ∂Ｖ
∂ｘｐ

/ ∂Ｖ∂Ｔ ＝ －
βＰ

βＴ
(３)

ＭＷＴＰｐ 为边际支付意愿价值ꎮ 由此可

得出云龙湖的非市场价值ꎮ

二、选择实验问卷设计

１.研究对象

云龙湖景区是江苏省徐州市区南部云龙

湖风景区的主要分支景区ꎬ是主要依托自然

资源发展的公益性景区ꎮ 云龙湖景区以云龙

湖为核心ꎬ湖景是最具吸引力的观赏景观ꎬ云
龙湖十八景独具特色ꎬ丝毫不逊色于杭州的

西湖景致ꎬ２０１６ 年 ８ 月被授予国家 ＡＡＡＡＡ
级旅游景区ꎮ 云龙湖成为徐州最宝贵的城市

环境资产ꎮ
２.选定属性及其水平

选择合适的属性及其水平是选择实验法

准确测算价值的关键ꎮ 属性的选定既要符合

实际状况ꎬ也要和研究者的研究目标相契合ꎬ
也一定是服务于管理需求及调查对象的ꎮ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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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属性要尽可能涵盖调查目标的主要方

面ꎬ但也不能过多ꎬ以免造成后续处理过程中

的重复计算ꎮ 根据走访调查ꎬ人们大多倾向

于观赏云龙湖的景致和感受绿化植被ꎬ由于

景区内物种稀少ꎬ人们只能观赏到个别海鸟

鱼群ꎬ所以ꎬ远不及湖景和其他自然景观带给

人们的感悟更深ꎮ 同时ꎬ将公园、岛屿、基础

设施等也纳入考核ꎮ 通过进一步查阅及归纳

整理相关文献ꎬ将调查属性确定为:云龙湖景

(湖水能见度越高景致越好)、其他自然景

观、生物多样性、配套设施和一个成本属

性———门票价格ꎮ
给选定的属性设置合适的水平ꎬ由于调

查数据通过回收问卷获得ꎬ水平应设置得可

区分且层次性强ꎮ 通过查阅类似问题的研究

方案及与有经验者集体商榷ꎬ确定各属性水

平ꎮ 湖景(湖水能见度):小于 １ ｍ、１ ~ ２ ｍ、
大于 ２ ｍꎻ其他自然景观:变差、现状、增多ꎻ
生物多样性:减少、现状、增多ꎻ配套设施:现
状、增多ꎻ票价:０、１０、２０、３０ 元ꎮ
３.确定选择项———正交实验设计

在已经确定属性和水平的基础上ꎬ需要

将不同水平的属性组合成备选项ꎬ进而将各

备选项配对组成选择集ꎮ 运用因子设计法ꎬ５
个属性中 ３ 个 ３ 水平属性、１ 个 ２ 水平属性、
１ 个 ４ 水平属性ꎬ共计有 ２１６ 种(３３ × ２ × ４)
选择项ꎬ实际发放问卷时不可能将 ２１６ 种选

择项都展现给作答者ꎬ所以采用正交设计方

法正交化ꎮ 本实验正交设计采用 ＳＰＳＳ２１ ０
软件进行ꎬ目的是将备选项剔除些许ꎬ仅保留

正交项ꎬ再剔除不合理选项后ꎬ得到 １２ 种选

择项ꎬ意味着可以构造 ３ 种选择集ꎮ
４.构造选择集

将 ３ 个选择集设置的选项卡分别放入 ３
份问卷ꎮ 一个选项卡包含 ４ 个选择ꎮ 在问卷

发放过程中ꎬ可以随机展现给作答者一份问

卷ꎬ受访者将根据自己的判断作出相应选择ꎬ
无论受访者对云龙湖是否满意ꎬ是否想维持

现状ꎬ都需要一定的措施ꎬ在不破坏生态环境

的前提下可以从 ４ 个方面进行改善ꎬ改善需

支付一定的金额ꎬ门票价格不同改善倾向有

所不同ꎬ受访者可以根据自身意愿选择是否

支付ꎮ 选项卡样例如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选项卡样例

属性 选择项 １ 选择项 ２ 选择项 ３ 选择项 ４

湖景(湖水能见度) < １ ｍ(现状) １ ~ ２ ｍ(高 １ 级) > ２ ｍ(高 ２ 级) > ２ ｍ(高 ２ 级)
其他自然景观(森林、岛屿等) 变差 变差 现状 增多

生物多样性(鱼、鸟等) 减少 现状 现状 现状

配套设施(观光车、长椅、自动贩卖机等) 现状 增多 增多 增多

门票价格 ０ 元 １０ 元 ２０ 元 ３０ 元

４ 个选项请选择其一→ (　 ) ( 　 ) ( 　 ) ( 　 )

５.形成问卷

问卷设计 ３ 版ꎬ每个版本的一、三部分相

同ꎬ第二部分不同ꎮ 以徐州云龙湖景区游览

体验问卷调查为标题ꎬ第一部分主要探讨受

访者对云龙湖景区的活动感知情况ꎮ 第二部

分是基于选择实验法设计的问卷核心部分ꎬ
也是研究的重点难点ꎮ 基于第一部分的问题

回答ꎬ无论对云龙湖景区内景观状态满意与

否ꎬ是否想维持现状ꎬ都需要采取一定的措

施ꎮ 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可从以上选

项卡示例的 ４ 个属性进行改善ꎬ如要改善需

相应支付一定的费用ꎬ因而设定 ４ 种门票价

格ꎬ门票价格不同改善倾向有所不同ꎬ可以根

据自身意愿选择是否支付ꎮ 第三部分为受访

者的社会经济特征ꎬ是进行受访者社会经济

属性后续分析的依托ꎮ

三、实证结果分析

１.受访者社会经济属性分析

将受访者社会经济属性所有变量定义如

下:性别男、女分别用 １、２ 表示ꎻ年龄 １８ 岁以

下、１８ ~ ４０ 岁、４１ ~ ６５ 岁、６５ 岁及以上分别

用 １、２、３、４ 表示ꎻ参加工作用 １ 表示、未参加

工作用 ０ 表示ꎻ学历初中及以下、高中(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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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大学(含大专)、硕士及以上分别用 １、２、
３、４ 表示ꎻ家庭人均月收 １ ０００ 元及以下、
１ ００１ ~ 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１ ~ 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１ ~ ４ ０００、
４ ００１ ~ 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１ ~ 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 元以上分

别用 １、２、３、４、５、６、７ 表示ꎻ居住地本地(徐
州)用 ０ 表示、非本地用 １ 表示ꎮ 得到描述性

统计信息(见表 ２)ꎮ
表 ２　 描述性统计信息

解释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性别 １ ５２ ０ ５０ １ ２
年龄 ２ ３４ ０ ７７ １ ４

是否参加工作 ０ ５６ ０ ５０ ０ １
受教育程度 ２ ７１ ０ ７７ １ ４

家庭月均收入 ４ ６７ １ ７４ １ ７
居住地 ０ ６７ １１５ ０ １

　 　 回收的 ３４２ 份有效问卷中ꎬ居住地本市

人口数为 １１２ꎬ非本市人口数为 ２３０ꎬ其中ꎬ男
性 １６４ 人ꎬ女性 １７８ 人ꎻ年龄 １８ 岁以下至 ６５
岁及以上各阶段人数分别为 ３２、１９２、８８、３０
人ꎻ有工作 １８１ 人ꎬ无工作 １６１ 人ꎻ学历初中

及以下至硕士及以上各阶段人数分别为 ３２、
７０、２０６、３４ 人ꎮ
２.受访者活动感知描述性分析(非货币化分

析)
　 　 (１)受访者最近一年的游玩次数ꎮ 最近

一年到云龙湖游玩次数为 １ 的占比 ６４ ３％ 、
２ 次的 １５ ２％ 、３ 次的 ２０ ５％ ꎮ 初次到云龙

湖游玩占比达 ５０％ 以上ꎬ很多都是外地人ꎮ
数据体现了调查问卷设置的科学性ꎬ由于很

多外地人是初次到云龙湖游玩ꎬ说明云龙湖

景区现阶段具有吸引游客的价值ꎮ
(２) 受访者对景区生态环境状况的态

度ꎮ ９０％以上受访者对景区生态环境持满意

态度ꎬ可见ꎬ现阶段云龙湖的开发处于好的态

势ꎬ景区开发尚未达到饱和状态ꎬ而在此基础

上继续优化景区配置、提升服务水平ꎬ做出相

应改善ꎬ定会极大提升游客的游览体验ꎮ
(３)受访者对景区景观的偏好ꎮ ６０ ８％

的受访者认为湖景(云龙湖、小南湖等)最具

吸引力ꎬ接着依次是其他自然景观 １３ ５％ 、
公园 １２ ３％ 、岛屿 ７ ０％ 、瀑布 ５ ３％ 、人造景

观 １ ２％ ꎮ 大多数游客到云龙湖旅游的目的

是欣赏湖景ꎬ要进行景区开发须最大程度依

托云龙湖自然景观ꎮ
(４) 受访者对景区开发状况的认知ꎮ

８５ ４％的游客认为现阶段开发程度适中ꎬ另
有 １４ ６％ 的游客认为目前开发程度不够ꎮ
所以可依托游客追求品质生活的心理ꎬ对云

龙湖及其周边环境进行优化改善ꎬ达到既能

提升游客的游览体验ꎬ又能促进自身旅游产

业发展的目的ꎮ
(５)受访者游览感受ꎮ 近 ７５％的游客认

为很满意ꎬ并表示会再次游玩ꎬ但仍有约

２５％的游客认为很一般ꎬ并没有什么新意ꎮ
大多数游客对现阶段的云龙湖景区持满意态

度ꎬ而少部分游客的态度恰恰说明了目前云

龙湖景区面临的问题ꎬ必须加快景区改善进

程ꎮ 只有这样ꎬ才能让云龙湖景区的发展朝

着好的方向前进ꎮ
问卷针对受访者基本游览体验提出有针

对性的问题ꎬ从游客角度出发ꎬ分析游客对云

龙湖景区的认识偏好及支付意愿ꎬ可知现阶

段云龙湖的开发程度仍未达到最优ꎮ
３.多项 ＬＯＧＩＴ 模型(货币化分析)

(１)相关变量定义和设计处理ꎮ 问卷共

１３ 个问题ꎬ其中问题 ５ 和问题 ８ 之间是一个

选择集问题ꎮ ２ 个数值型(连续)变量ꎬ３ 个

０ ~无序分类变量ꎮ 选择集中包含 ５ 个特征ꎬ
由此得到 ３ 个有序分类变量(湖景变量 ＱＶ＿
ｌａｋｅꎬ其他自然景观变量 ＱＶ＿ｎａｔｕｒｅꎬ生物多

样性变量 ＱＶ＿ａｎｉｍａｌ)和 １ 个 ０ － １ 哑变量

(配套设施变量 ＱＶ＿ａｉｄ)和 １ 个数值型连续

变量(门票价格变量 ＱＶ＿ｔｉｃｋｅｔ)ꎮ
由于得到的变量比较多ꎬ可以考虑将有

序分类变量近似看作数值连续变量ꎮ 将每个

无序分类变量转化成对应的哑变量ꎮ 新增变

量大多数是从每个(有序或无序)分类变量

得到的对应的多个哑变量ꎬ还有 ２ 个分别从

有序分类变量 Ｑ９ ＿ ａｇｅ (年龄段) 和 Ｑ１２ ＿
ａｖｇＩｎｃ(收入段) 得到的对应的数值型 (连

续)变量 Ｑ９＿ａｇｅＲ(年龄估计)和变量 Ｑ１２＿
ａｖｇＩｎｃＲ(收入估计)ꎮ

(２)多项 ＬＯＧＩＴ 模型设计ꎮ 基于随机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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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理论和以此为基础的选择实验方法及其设

计和变量整理ꎬ确定模型分析的思路框架为多

项 ＬＯＧＩＴ 模型分析ꎬ如估计云龙湖在不同设

置水平下的边际替代率ꎬ继而得出云龙湖不同

状态下的景观价值ꎮ 关于问题 ５ 和问题 ８ 之

间的选择集ꎬ根据综合选项得到分类变量即

(选项变量 ＱＶ＿Ｙ)ꎮ 考虑将 ＱＶ＿Ｙ 作为多项

ＬＯＧＩＴ 回归模型的因变量ꎬ构建方程如下ꎮ
方程(Ⅰ):
ＱＶ ＿ Ｙ ＝ β１ＱＶ ＿ ｔｉｃｋｅｔ ＋ β２ＱＶ ＿ ｌａｋｅ ＋

β３ＱＶ＿ｎａｔｕｒｅ ＋ β４ＱＶ＿ａｎｉｍａｌ ＋ β５ＱＶ＿ａｉｄ ＋ ε
式中:β 为相应变量系数

方程(Ⅱ):
ＱＶ ＿ Ｙ ＝ β１ＱＶ ＿ ｔｉｃｋｅｔ ＋ β２ＱＶ ＿ ｌａｋｅ ＋

β３ＱＶ＿ｎａｔｕｒｅ ＋ β４ＱＶ ＿ａｎｉｍａｌ ＋ β５ＱＶ ＿ ａｉｄ ＋
β６Ｑ１＿ｎｏ ＋ β７Ｑ２＿ｅｃｏ ＋ β８Ｑ３Ａ＿ｂｅｓｔ ＋ β９Ｑ３Ｂ＿
ｂｅｓｔ ＋ β１０Ｑ３Ｃ＿ｂｅｓｔ ＋ β１１Ｑ３Ｄ＿ｂｅｓｔ ＋ β１２Ｑ４Ｂ＿
ｄｅｖ ＋ β１３Ｑ４Ｃ＿ｄｅｖ ＋ β１４Ｑ５＿ｎｏｗ ＋ β１５Ｑ８＿ｇｅｎ￣
ｄｅｒ ＋ β１６Ｑ９＿ａｇｅＲ ＋ β１７Ｑ１０Ａ＿ｊｏｂ ＋ β１８Ｑ１０Ｂ＿
ｊｏｂ ＋ β１９Ｑ１０Ｃ＿ｊｏｂ ＋ β２０Ｑ１０Ｄ＿ｊｏｂ ＋ β２１Ｑ１０Ｅ＿
ｊｏｂ ＋ β２２ Ｑ１０Ｆ＿ ｊｏｂ ＋ β２３ Ｑ１１ ＿ｅｄｕ ＋ β２４ Ｑ１２ ＿
ａｖｇＩｎｃＲ ＋ β２５Ｑ１３＿ｐｒｏｖ０ ＋ β２６Ｑ１３＿ＰＣ０ ＋ ε
式中:Ｑ１＿ｎｏ 为游玩次数变量、Ｑ２＿ｅｃｏ 为环

境状况变量、Ｑ３Ａ＿ｂｅｓｔ 为小南湖变量、Ｑ３Ｂ＿
ｂｅｓｔ 为岛屿变量、３Ｃ＿ｂｅｓｔ 公园变量、Ｑ３Ｄ＿
ｂｅｓｔ 为瀑布变量、Ｑ４Ｂ＿ｄｅｖ 为开放程度适中

变量、 Ｑ４Ｃ＿ｄｅｖ 为过度开发变量、Ｑ５＿ｎｏｗ 为

感受变量、Ｑ８＿ｇｅｎｄｅｒ 为性别变量、Ｑ１０Ａ＿ｊｏｂ

为家庭人均月收入小于等于 １ ０００ 变量、
Ｑ１０Ｂ＿ｊｏｂ 月收入 １ ００１ ~ ２ ０００ 变量、 Ｑ１０Ｃ＿
ｊｏｂ 月收入 ２ ００１ ~ ３ ０００ 变量、Ｑ１０Ｄ＿ｊｏｂ 月

收入 ３ ００１ ~ ４ ０００ 变量、Ｑ１０Ｅ＿ｊｏｂ Ｑ１０Ｆ＿ｊｏｂ
月收入 ４ ００１ ~ ５ ０００ 变量、Ｑ１１＿ｅｄｕ 为教育

变量、Ｑ１３＿ｐｒｏｖ０ 为居住地位于江苏省变量、
Ｑ１３＿ＰＣ０ 为居住地位于徐州市变量ꎮ

(３)多项 ＬＯＧＩＴ 模型试验ꎮ 对于三版

问卷的 ３ 组样本数据中的每组ꎬ采用 ＳＰＳＳ
软件进行多项 ＬＯＧＩＴ 模型分析ꎬ可分成两大

步骤:先分析关于选择集的核心内容的方程

(Ⅰ)ꎻ再分析加上诸多控制变量的方程

(Ⅱ)ꎮ 关于各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共同点ꎬ
即:关于方程(Ⅰ)的分析结果都是非零参数

值ꎬ有意义ꎻ而关于方程(Ⅱ)的分析结果不

能挖掘出更多信息ꎬ关于添加的所有控制变

量的参数估计都是 ０ ０ꎮ 可得 ３ 组样本数据

的核心方程(Ⅰ)的多项 ＬＯＧＩＴ 模型的回归

分析结果(参数估计部分)ꎮ
４.回归结果及云龙湖景观边际价值估计

(１) ＳＰＳＳ 的回归结果如表 ３ ~ 表 ５
所示ꎮ

(２)边际价值估计ꎮ 由表 ３ ~ 表 ５ 可以

估计云龙湖湖水能见度在不同状态下游客的

意愿支付值ꎬ根据门票价格变量系数 β１、湖
水能见度小于 １ ｍ 时系数 γ２、湖水能见度

１ ~ ２ ｍ 时系数 γ３、湖水能见度大于 ２ ｍ 时系

数 γ４ꎬ得到不同水平下湖景的支付意愿ꎮ
表 ３　 第一版问卷的回答样本数据的方程( Ｉ)的 ＳＰＳＳ 多项 ＬＯＧＩＴ 回归分析结果

ＱＶ＿Ｙ 选项变量 系数 β 标准误差 卡方值 自由度 显著性 指数

１. ０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 截矩 － ２７. ３４０ ３６７ ９８４. ２９４ ０ １ １ ０

　 　 　 ＱＶ＿ｔｉｃｋｅｔ － ５. ０８１ ３０ ４２０. ８５０ ０ １ １ ０. ００６

　 　 　 ＱＶ＿ｌａｋｅ ２８. ３８６ ３０２ ３４８. ２８１ ０ １ １ ２. １２６

　 　 　 ＱＶ＿ｎａｔｕｒｅ ２２. ４２７ ９８ ９２８. ２３３ ０ １ １ ５ ４９５ １５６ ２２２

２. ０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 ３７. ６２０ ３３５ ５５０. ８０６ ０ １ １ ０

　 　 　 ＱＶ＿ｔｉｃｋｅｔ － １. ４６９ ２７ ０７２. ９７０ ０ １ １ ４. ３４７

　 　 　 ＱＶ＿ｌａｋｅ ６. ８４６ ２６８ ７８２. ４９８ ０ １ １ ９４０. ０１８

　 　 　 ＱＶ＿ｎａｔｕｒｅ － ４３. ０８０ ９４ ９５３. ５２４ ０ １ １ １. ９５３

３. ０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 － １０２. ３０９ ３１２ ７４４. ８８１ ０ １ １ ０

　 　 　 ＱＶ＿ｔｉｃｋｅｔ － ７. ７６２ ２５ ６７１. ７２４ ０ １ １ ０

　 　 　 ＱＶ＿ｌａｋｅ ７７. ６２２ ２５３ ６６２. ５９１ ０ １ １ ５. １３７

　 　 　 ＱＶ＿ｎａｔｕｒｅ ２５. １１８ ８９ ８８６. ８５４ ０ １ １ ８１ ０２３ ７６２ ４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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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第二版问卷的回答样本数据的方程( Ｉ)的 ＳＰＳＳ 多项 ＬＯＧＩＴ 回归分析结果

ＱＶ＿Ｙ 选项变量 系数 β 标准误差 卡方值 自由度 显著性 指数

１. ０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 截矩 － ４８. ５２６ ３５. ３９１ １. ８８０ １ ０. １７０ ０
　 　 　 ＱＶ＿ｔｉｃｋｅｔ － ５. ５００ ０. ３４１ ２５９. ４０７ １ ０ ０. ００４
　 　 　 ＱＶ＿ｌａｋｅ ５２. ８４３ ０ ０ １ ０ ８. ９０２
　 　 　 ＱＶ＿ｎａｔｕｒｅ １. ０７８ ３５. ３９１ ０. ００１ １ ０. ９７６ ２. ９４０
２. ０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 － ５１. ８８６ ３５. ４７７ ２. １３９ １ ０. １４４ ０
　 　 　 ＱＶ＿ｔｉｃｋｅｔ － ５. ５００ ０. ３４１ ２６０. １５９ １ ０ ０. ００４
　 　 　 ＱＶ＿ｌａｋｅ ５７. ４４４ ０ ０ １ ０ ８. ８６８
　 　 　 ＱＶ＿ｎａｔｕｒｅ － ２. ４４４ ３５. ４７７ ０. ００５ １ ０. ９４５ ０. ０８７
３. ０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 － ６６. ９５８ ３４. ７３６ ３. ７１６ １ ０. ０５４ ０
　 　 　 ＱＶ＿ｔｉｃｋｅｔ － ６. ４１７ ０. ３６４ ３０９. ９９２ １ ０ ０. ００２
　 　 　 ＱＶ＿ｌａｋｅ ６４. １６７ ０ ０ １ ０ ７. ３６６
　 　 　 ＱＶ＿ｎａｔｕｒｅ ４. ５８３ ３４. ７３６ ０. ０１７ １ ０. ８９５ ９７. ８４０

表 ５　 第三版问卷的回答样本数据的方程( Ｉ)的 ＳＰＳＳ 多项 ＬＯＧＩＴ 回归分析结果

ＱＶ＿Ｙ 选项变量 系数 β 标准误差 卡方值 自由度 显著性 指数

１. ０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 截矩 － １６. ０１１ ４. ７４０ １１. ４０９ １ ０. ００１ ０
　 　 　 ＱＶ＿ｔｉｃｋｅｔ － ２. ２００ ０. ２４８ ７８. ６９２ １ ０ ０. １１１
　 　 　 ＱＶ＿ｌａｋｅ １９. ４４２ ０ ０ １ ０ ２７７ ６４６ ８２９
　 　 　 ＱＶ＿ａｎｉｍａｌ １. ２７９ ４. ７４０ ０. ０７３ １ ０. ７８７ ３. ５９３
２. ０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 － １９. ８４８ ４. ７１６ １７. ７１６ １ ０ ０
　 　 　 ＱＶ＿ｔｉｃｋｅｔ － ２. ２００ ０. ２４８ ７８. ６９２ １ ０ ０. １１１
　 　 　 ＱＶ＿ｌａｋｅ ２４. ５５８ ０ ０ １ ０ ４６ ２８７ ５８１ ０８１
　 　 　 ＱＶ＿ａｎｉｍａｌ － ２. ５５８ ４. ７１６ ０. ２９４ １ ０. ５８７ ０. ０７７
３. ０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 － ２９. ３４９ ４. ６００ ４０. ７００ １ ０ ０
　 　 　 ＱＶ＿ｔｉｃｋｅｔ － ２. ７７９ ０. ２７０ １０５. ６２８ １ ０ ０. ０６２
　 　 　 ＱＶ＿ｌａｋｅ ２７. ７８９ ０ ０ １ ０ １. １７２
　 　 　 ＱＶ＿ａｎｉｍａｌ ２. ８９５ ４. ６００ ０. ３９６ １ ０. ５２９ １８. ０７９

　 　 第一版:
小于 １ ｍ:ＭＷＴＰｐ ＝ － γ２ / β１ ＝ ２８. ３８６ /

－ ５. ０８１ ＝ ５. ５９
１ ~ ２ ｍ:ＭＷＴＰｐ ＝ － γ３ / β１ ＝ ６. ８４６ /

－ １. ４６９ ＝ ４. ６６
大于 ２ ｍ:ＭＷＴＰｐ ＝ － γ４ / β１ ＝ ７７. ６２２ /

－ ７. ７６２ ＝ １０. ００
第二版:
小于 １ ｍ:ＭＷＴＰｐ ＝ － γ２ / β１ ＝ ５２. ８４３ /

－ ５. ５０ ＝ ９. ６１
１ ~ ２ ｍ:ＭＷＴＰｐ ＝ － γ３ / β１ ＝ ５７. ４４４ /

－ ５. ５０ ＝ １０. ４４
大于 ２ ｍ:ＭＷＴＰｐ ＝ － γ４ / β１ ＝ ６４. １６７ /

－ ６. ４１７ ＝ １０. ００
第三版:
小于 １ ｍ:ＭＷＴＰｐ ＝ － γ２ / β１ ＝ １９. ４４２ /

－ ２. ２０ ＝ ８. ８４
１ ~ ２ ｍ:ＭＷＴＰｐ ＝ － γ３ / β１ ＝ ２４. ５５８ /

－ ２. ２０ ＝ １１. １６
大于 ２ ｍ:ＭＷＴＰｐ ＝ － γ４ / β１ ＝ ２７. ７８９ /

－ ２. ７７９ ＝ １０. ００

可以取平均数近似估计湖景不同状态下

的边际价值ꎬ即非市场价值ꎮ
小于 １ｍ:ＭＷＴＰｐ ＝ ８. ０１
１ ~ ２ｍ:ＭＷＴＰｐ ＝ ８. ７５
大于 ２ｍ:ＭＷＴＰｐ ＝ １０. ００

四、结论与建议

１.结　 论

徐州云龙湖现有观赏状态下的非市场价

值为每人次 ８ ０１ 元ꎮ 对每一位受访者每次

观赏而言ꎬ湖水能见度提升至 １ ~ ２ ｍ 时ꎬ意
愿支付提升至 ８ ７５ 元ꎻ湖水能见度大于 ２ ｍ
时ꎬ意愿支付提升至 １０ 元ꎮ ６０ ８％的受访者

认为云龙湖的景致最具吸引力ꎬ通过上述研

究让人们直观感受生态景观的内心价值ꎬ正
确认识其生态地位和重要程度ꎬ进一步理解

保护生态资源的必要性ꎮ



５８０　　 　 　 　 沈阳建筑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 ２１ 卷

２.建　 议

云龙湖景区虽是具有公益性质的公共产

品ꎬ但如要进行更好的维护管理ꎬ０ 元准入显

然是不可取的ꎮ 当地居民因每日强健身体需

要可凭借证件在固定时间段免费进入ꎬ但对

于游客而言ꎬ可接受程度内的准入金额更能

体现美好景致的珍贵ꎮ 合理的门票价格能凸

显自然资源的价值ꎬ门票收入也可以用来提

高景区的管理水平ꎬ建议云龙湖景区将门票

价格设置为 １０ 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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