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8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18年 第3期

莱州湾湿地资源价值评估综合研究

马彩华1,马伟伟1,游奎2,赵志远3,刘雁冰1,李凤岐1

(1.中国海洋大学 青岛 266100;2.大连理工大学 大连 116024;3.上海海洋大学 上海 201306)

收稿日期:2017-07-01;修改日期:2018-01-01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究计划子课题“水母减灾技术和应急处置设备研发(2017YFC1404405)”.

作者简介:马彩华,副教授,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海洋经济及区域经济研究

通信作者:游奎,副教授,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海洋资源与环境相关领域研究

摘要:文章分析了国内外资源价值评估现状及莱州湾湿地自然资源地理经济概况,构建了价值评

估体系,运用价值评估方法对该湾湿地资源的直接和非直接使用价值进行评估计算,结果分别为

449640.5万元/a(其中,水产资源价值220532万元/a,水资源价值73887万元/a,原盐资源生产

价值147200万元/a,植物资源生产价值8021.5万元/a)和85972.6万元/a(其中,气候调节

49976万元/a,涵养水源27515万元/a,湿地水质净化4008万元/a,生物多样性维护4473.6万

元/a),发现水产资源、水资源、矿物资源、气候调节与涵养水源为莱州湾资源价值量较高的前5位。

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当地政府、企业及公众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应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发展

渔业与盐化工产业,以达资源可持续利用及生态保护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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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paperanalyzedthecurrentsituationofresourcevalueassessmentathomeanda-

broad,thegeographicaleconomyofnaturalresourcesinLaizhouBay,constructedthevalueevalu-

ationsystem,evaluateedthedirectandindirectvalueofLaizhouBayviausingvalueassessment

method(TravelCostMethod-TCM,HedonicApproach-HA,DefensiveExpendituresApproach-

DEA,ShadowProjectApproach-SPA,CarbonTaxApproach-CTA,ContingentValuationMethod-

CVM,etc.).Theresultswere449640.5tenthousandyuan/a(thevalueofaquaticresources

220532tenthousandyuan/a,thevalueofwaterresource73887tenthousandyuan/a,theproduc-

tionvalueofrawsaltresources147200tenthousandyuan/a,andtheproductionvalueofplantre-

sources8021.5tenthousandyuan/a)and85972.6tenthousandyuan/a(thevalueofthec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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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egulation49976tenthousandyuan/a,thevalueofwaterresource27515tenthousand

yuan/a,thevalueofthepurificationofwetland4008tenthousandyuan/a,thevalueofprotection

thebiodiversity4473.6tenthousandyuan/a)respectively.Itwasfoundthatthetopfiveresource

valueinLaizhoubaywereaquaticresources,waterresources,mineralresources,climateregulation

andwaterconservation.Therefore,thispaperarguedthatthelocalgovernment,enterprisesand

thepublicshouldalsomadefulluseoflocalresourceadvantagetodevelopfisheryandsaltand

chemicalindustrytoachievethegoalsofsustainableutilizationofresourcesandecologicalprotec-

tion.

Keywords:Wetlandresources,Valueassessment,Ecologicalprotection,Evaluation methods,

Laizhoubay

  莱州湾是渤海三大海湾之一,是山东省重要的

渔盐生产基地。湿地作为陆海过渡地带,拥有巨大

的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蕴藏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资源和极高的初级生产力,被称为“地球之肾”。莱

州湾南岸受胶莱河、小清河和潍河等河流堆积的影

响,在河口地带形成较多湿地景观。其西岸湿地又

称为黄河口湿地,而其南岸湿地又称为莱州湾湿

地,本研究选后者为研究区域。随着资源开发的深

入,资源破坏程度愈加严重。如何做到既满足政府

开发需要、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又尽可能地保护自

然环境、维持生态的永续发展,成为摆在政府和学

者面前的一大难题。

本研究运用资源价值评估方法对山东莱州湾

南岸滨海湿地资源价值进行调查评估,并以资产化

的方式探究莱州湾湿地资源现状,据此提出资源可

持续利用对策以供相关涉海部门参考。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A.Myrick.Freeman在其《环境与资源价值评

估———理论与方法》一书中,首次系统地将新古典

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应用于资源环境价值评估。其

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认为个人的福利水平不

仅取决于其从市场上购买的商品和服务,还取决于

从生态环境中获得的非市场性的产品及服务。对

资源环境系统变化的经济价值计量的理论依据在

于它们对于人们福利水平的影响,由于“福利水平”

与“经济价值”在使用时可以互相替代,以可替代性

理论为基础的资源价值评估就能在很大程度上表

示资源环境的经济价值。

1.1 国外资源价值评估研究现状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就已经开始该领域

的研究,先后有20多个国家的政府或研究机构开展

了其评估理论、方法以及实施方案的研究。研究主

要集中于包括滨海湿地资源价值评估在内的海岸

带等次级海洋生态系统价值评估的水平上。Wang
为了改善美国加尔维斯顿湾的环境质量,在1997年

采用了或然价值法(CV)对海湾资源进行评估[1]。

Edwards等在1986年通过享乐价格法,对滨海“天

然游泳池”的价值进行调查,研究了沿海“宜人使用

功能”的经济效益[2]。2012年J.Maes对欧盟生态

服务保护政策进行研究,认为量化湿地所提供的生

态系统价值是一个有效的工具,有利于社会更好地

做出开发与保护的决策[3]。Farber在1987年用市

场价值法估计了滨海湿地在抵御海岸侵袭方面的

价值[4]。Sandstrom 在1990—1994年通过旅行费

用法对瑞典海域富营养化减少而带来的经济效益

进行了评估[5]。L.Ledoux在2002年总结了12种

评估生态系统价值的方法,并对每一种方法的适用

范围做了说明[6]。VeraCamacho-Valdez在2013
年用meta-analysisapproach总结了超过30名学者

的研究结果并对西北墨西哥湾的沿海湿地生态资

源进行了价值评估[7]。

1.2 国内资源价值评估研究现状

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渔业资源与旅游资

源两方面。作为滨海湿地的特例,学者们重点进行

了以下几方面的研究。首先,归纳总结了湿地资源

价值评估的基本方法,比较了包括碳税法等6种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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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方法的优缺点,并据此对洞庭湖湿地的资源价值

进行了评估[8];其次,通常采用直接市场价值法(包

括市场价值法、生产效率法、人力资本法和机会成

本法等)评估渔业资源价值,即据其实物量变化并

结合当地当年渔业资源市场价格计算渔业资源价

值量[9]。通过文献及相关资料比较分析,找出影响

海洋资源价值的因素及评估方法,认为完善的市场

法(亦称市价法、市场比较法)将是“最简单、最有效

的海洋资源价值评估方法”[10]。此外,鉴于旅游资

源的特殊性,专家们将旅行费用法和条件价值法相

结合作为评估旅游资源最为有效的方法[11]。条件

价值法适用于缺乏实际市场和替代市场交换的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是至今为止国内外用于评估

生物多样性的存在价值、生物的遗产价值和基因的

选择价值等非使用价值的最佳选择[12]。最后,有学

者通过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湿地资源案例评估其直

接经济价值时,为了使评估更准确有效而将其划分

为水资源、土地资源、矿砂资源和生物资源[13]。

随着我国市场制度日臻成熟,以市场价值法为

代表的直接价值评估方法的适用范围愈加广泛。

1.3 莱州湾湿地研究进展

国际上目前公认的湿地定义源于1971年通过

的《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

约》(以下简称《湿地公约》),公约规定:湿地是指

“不论其为天然或人工、长久或暂时性的沼泽地、泥

炭地或水域地带,静止或流动的淡水、半咸水、咸水

体,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6m的水域”。据此定义

可将滨海湿地分为潮下带浅海区域、潮间带滩涂、潮

间带河口、潮上带低洼湿地、盐田和养殖池等类型。

对于莱州湾湿地的研究,多数学者主要侧重于

地理、气象和生态等自然科学方面。尤其在进行莱

州湾湿地生态地质环境变化的研究时,学者们普遍

认为莱州湾湿地是东北亚鸟类迁徙的重要中转站,

自然湿地面积的减少破坏了鸟类的生存环境,对整

个东北亚的生态系统造成了巨大的压力[14]。分析

莱州湾湿地氮、磷循环过程时,学者们指出莱州湾

自然湿地对氮、磷等污染物有明显的吸收净化作

用。通过分析莱州湾湿地景观破碎化,发现原因在

于人类定向选择活动,在此影响下莱州湾湿地景观

破碎化现象严重。因此,合理调控人类活动是保持

莱州湾湿地景观风貌的最佳途径[15]。分析莱州湾

湿地景观格局变化及评价其生态脆弱性,认为该湾

湿地利用情况在2004年前的10余年间就已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明显的变化趋势为自然湿地面积的减

少与人工湿地面积的增加,湿地利用情况的改变加

剧了当地生态的脆弱性。近30年来,莱州湾湿地由

于自然灾害与人类活动的破坏而出现了一系列问

题,包括自然湿地面积萎缩、渔业资源枯竭和生物

多样性 减 少 等,针 对 现 状 提 出 了 生 态 重 建 的 方

案[16]。除自然方面外,也有学者从经济角度作了许

多研究,分析莱州湾1987年和2002年的卫星影像数

据,发现15年间莱州湾湿地生态服务价值大幅减少。

2 莱州湾海滨海湿地概况

2.1 自然地理经济概况

本研 究 以 36.50°N—37.16°N,118.40°E—

119.33°E为莱州湾湿地研究范围,该区海岸线长约

140km,湿地陆域总面积为1554km2。其中,人工

湿地即盐田和养殖池总面积946.6km2,占湿地陆域

总面积的60.91%;自然湿地即河口、滩涂和潮上带

低洼 地 总 面 积 607.4 km2,占 湿 地 总 面 积 的

39.09%,另有浅海区域2000km2。东临烟青威城

市群,北靠京津冀都市圈和环渤海经济圈,是山东

半岛蓝色经济区和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重

要的交汇区域。向西以小清河与黄河口湿地为界,

向东以胶莱河与烟台市为界。行政上囊括潍坊市

所辖全部沿海区域。面积共3553km2,其中陆域

面积1553km2,海域面积2000km2。该区域自然

环境特点为海洋与河流共同作用形成的平原,大部

分地区海拔高度在10m以下,属温带大陆性季风

气候,平均气温与降水分别为12℃和615mm,夏季则

达417mm[17]。潍坊市北部潮间带滩涂4.47万hm2,

5m等深线以内前海海面20万hm2。莱州湾南岸

自西向东有小清河、新弥河、白浪河、虞河、堤河、潍

河和胶莱河等河流汇入莱州湾,河口湿地特征明

显。地下卤水储量保守估计为20×108m3,资源储

量位居全国湿地首位。近海海洋生物种类众多,是

我国著名的贝类之乡。

寿光市2002年建立了以“厌氧+氧化沟+芦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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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为主要模式的城市污水处理系统改造,在原

有的盐碱荒地上建成了267hm2的人工芦苇沼泽湿

地,并利用湿地的生态功能对城市污水进行处理,

减轻了企业的负担,取得了较好的效益,被国家环

保部门选入示范推广项目[18]。此外,莱州湾湿地区

域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范围

主要涉及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昌邑滨海经济

开发区、寿光滨海经济开发区。主要发展产业有装

备制造、海盐化工、石化产业、临港物流等。其中,仅
在寿光滨海经济开发区就有企业690家,限额以上工

业企业160家。寿光2011年滨海经济开发区实现地

区生产总值共计370亿元,财政收入25亿元。

2.2 湿地资源概况

2.2.1 水产资源

莱州湾湿地的水产资源是指生态系统为人类

提供的鱼类、贝类和虾蟹等资源。该湾南岸滨海湿

地的水产资源有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和鱼类。目

前,主要捕捞品种为梭鱼、鲈鱼、鲅鱼、青鳞鱼及鲆、

鲽类鱼[12]。2009年沿岸养殖池出产凡纳滨对虾苗

种11亿尾,商品虾11800t;2013年潍坊市渔业总

产值为45.1亿元,水产品总产量为60万t。鉴于莱

州湾湿地沿岸渔业资料繁杂且年份难以统一,以上

述统计资料为基础并参考山东省第二次湿地资源

调查数据等文献[19]中的分类统计方法和数据,将
该湾湿地水产资源实物量归纳(表1)。

表1 莱州湾湿地水产资源实物量

水产资源 种类 莱州湾湿地总产量/t

天然水产

天然鱼

天然虾蟹

天然贝类

15373

9246

4838

养殖水产

养殖鱼

养殖虾蟹

养殖贝类

72286

11800

29726

合计 143269

2.2.2 水、矿资源

湿地被称为“生命的摇篮”“地球之肾”和“鸟类

的乐园”,湿地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水资源的功能

须予以重视。莱州湾湿地流域有小清河、白浪河、

弥河、潍河和胶莱河5条主要河流汇入莱州湾,2004

年河流年径流量为8.618亿 m3。由于莱州湾湿地

区域地下水超采严重,当地海水及卤水入侵。早在

2000年,潍坊市北部滨海区域的咸水区总面积就已

达到1869.6km2。无法被工农业及居民使用,故

注入湿地的水资源成为当地的主要水源(表2)。当

水流经湿地时,其流速将会减缓,所携带的有机颗

粒或者自然沉降,或者被湿地植物过滤,成为湿地

生态系统的养料。此外,湿地还会吸收转化水流中

有毒有害物质,防止其造成更大的污染。2010年潍

坊市输入莱州湾南岸滨海湿地的工业废水0.504亿t、

城市生活污水0.153亿t,合计向湿地排放氮元素

2628t。涵养水源功能,水资源是人类生产生活所

必需的原料,湿地在防洪蓄水、调节径流、补充地下

水等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被誉为天然海绵。莱州

湾湿地在雨季可防洪蓄水,在旱季可为工农业提供

水资源,其涵养水源的功能突出。通过整理发现莱

州湾湿地每年向该区工业、农业、城乡居民供给

5.143亿t水资源,即为其水源涵养量。

表2 莱州湾湿地水资源供应实物量

用水类型 莱州湾湿地供给量/万t
工业用水

农业用水

生活用水

13517

24362

13551
合计 51430

矿物资源,莱州湾盐场是我国北方著名的盐

场,该湾湿地盐田分布密集且产量丰富,约占全国

总产量的25%。例如据2009年数据显示,该湾湿

地区域共有盐田74340hm2,按照当时单位面积盐

田原盐平均年产量225t/hm2 计算,则盐田年产量

为1673万t。植物资源,莱州湾湿地或连片或零散

分布有芦苇、茅草、柽柳、碱蓬等植物。据寿光县地

方史志编纂委员会记载,20世纪90年代该湾湿地

的芦苇沼泽地多分布在古巨淀湖地区;至21世纪莱

州湾湿地上有经济价值的天然芦苇沼泽则退化严

重,保护区外芦苇湿地已较罕见。因此,2011年潍

坊市人民政府批准建立了寿光市滨海湿地海洋特

别保护区,包含668hm2的小清河下游滨海芦苇湿

地核心区,年芦苇生产量为23080t。众所周知,生

态系统的气候调节功能是通过植物光合作用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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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释放氧气的过程实现的。莱州湾湿地有

植被覆盖的区域为河口、潮上带低洼湿地和人工芦

苇湿地,自然湿地面积总计为16040hm2,人工湿

地面积270hm2。据此计算,该湾湿地植被年初级

生产力为275592.5t,每年吸收449216t二氧化

碳,释放327955t氧气。旅游资源,2013年潍坊市境

内外旅游总人数为4735万人次,总收入达441.1亿

元。该湾湿地除了提供以上资源外,还具有抵御海

岸侵袭、维护生物多样性、教育科研等作用。

3 海洋资源价值评估体系的构建

3.1 滨海湿地资源价值评估方法概述

资源价值评估方法诸多,而本研究只介绍几种

相关的方法。首先,直接市场价值法。其是指对存

在市场或存在市场价格的资源(指产品或提供的服

务)进行价值评估的方法,主要包括市场价值法、人

力资本法、机会成本法和费用支出法等。鉴于湿地

生态系统的物质生产功能,该方法能够准确高效地

对其进行评估。其次,替代市场价值法。主要有旅

行费用法(TravelCostMethod,TCM)、享乐价格法

(HedonicApproach,HA)、恢复和防护费用法(De-

fensiveExpendituresApproach,DEA)、影子工程法

(ShadowProjectApproach,SPA)、碳税法(Carbon

TaxApproach,CTA)。TCM核心思想是旅游资源

对于游客的吸引并不能完全通过门票收入体现出

来,游客为旅游而支出的旅行费用、时间成本、住宿

成本等都应计入旅游资源的价值。HA是假如人们

愿意为沿海某一地方的房屋支付比内陆同样类型

的房屋更高的价格,且其他各种可能造成价格差异

的因素都已予以考虑之后,余下的价格差则可归因

于对沿海生态环境因素的贡献[20]。DEA法又称替

代费用法,是指为了估计资源环境的价值,可先假

设资源环境被破坏,计算恢复环境正常状态所需的

费用,并与防止环境被破坏的花费对比,如果恢复

费用大于防护费用,则环境破坏就应该避免。SPA
本质上是替代费用法的一种形式,是假设不存在湿

地,要达到同样效果所需努力(如建水库)而产生的

费用。CTA是利用碳汇的思想原则,根据光合作用

的反应方程,以初级生产力所积累下的植物生产量

来换算湿地植物固定CO2,再以排放成本为标准,

计算植物因固定的温室气体而创造的生态价值。

在此基础上,造林成本法根据生态过程中光合作用

释放氧气的量,结合当地单位氧气质量所需的造林

成本,得出氧气释放创造的价值。最后,条件价值

法(ContingentValuationMethod,CVM),又称意

愿调查法,是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通过建立“虚拟

的”市 场 来 获 取 消 费 者 对 资 源 服 务 的 支 付 意 愿

(WillingnessTOPay,WTP)或损失资源服务的接

受赔偿意愿(WillingnessToAccept,WTA),以估

计资源价值。对于部分难以获得实际数据的统计

对象,可利用成果转化法或专家评估法而实现。本

研究将上述资源评价方法进行对比并列于表3。

表3 不同资源价值评估方法的对比

评估方法
评估资源的

特征

评估的

侧重点

直接

市场法

费用支出法

市场价值法

人力资本法

机会成本法

有市场的服务

有市场的产品

环境对健康的影响

多种用途下的资源

直接使

用价值

替代

市场法

旅行费用法

享乐价格法

恢复和防护费用法

影子工程法

碳税法/造林成本法

低门票服务

房地产开发

环境遭到破坏

人造工程代替环境

生态对气候的调节

非直接使

用价值

条件

价值法

条件价值法

专家评估法

无市场的资源

数据难以获得的资源

非使用

价值

3.2 莱州湾滨海湿地资源价值评估体系的构建

根据莱州湾渔业资源的实际,结合各个资源实

物统计量,本研究通过比较所提及的资源评估方

法,拟定莱州湾滨海湿地资源价值评估体系(表4),

并将该体系加以应用,并在实际操作中加之检验。

4 莱州湾滨海湿地资源价值评估

4.1 莱州湾滨海湿地资源直接使用价值价值评估

水产生产功能。鉴于该湾湿地产出的水产资

源有明确的市场进行消费,市场价格较易确定,故

本研究采用市场价值法进行评估。据统计,2011年

山东 省 天 然 鱼 类 价 格 为 2.3 万 元/t,养 殖 鱼 类

1.3万元/t[21]。据此推算,天然水产品的价格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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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水产品的1.77倍。2009年潍坊某水产养殖合

作社销售贝类5100t,收入3200万元,可以算出养

殖贝类市场价格为0.63万元/t。据以上相关方法

计算莱州湾湿地的水产资源价值为220532万元/a,

如表5所示。

表4 莱州湾滨海湿地资源价值评估体系

资源/功能名称 评估方法

水产资源

水资源

矿物资源

生物资源

气候调节

涵养水源

水质净化

抵御海岸侵袭

生物多样性维护

教育科研

旅游休闲

市场价值法

市场价值法

市场价值法

市场价值法

碳税法/造林成本法

影子工程法

影子工程法

影子工程法

专家评估法

专家评估法

费用支出法

表5 莱州湾湿地水产资源价值量

产品名称 总产量/t
单价

/(万元·t-1)

水产总值

/(万元·a-1)

天然鱼

天然虾蟹

天然贝类

15373

9246

4838

2.30

4.20

1.10

35358

38833

5322

养殖鱼

养殖虾蟹

养殖贝类

72286

11800

29726

1.30

2.40

0.63

93972

28320

18727

合计 143269 220532

水资源提供功能。莱州湾湿地的存水作为工

业、农业用水和当地居民的生活用水,都是直接使

用的水资源供给。该部分资源既有直接使用的功

能,又具有间接提供防洪蓄水功能,因此其价值应分

别计算。为了问题说明的直接性,此处则直接使用市

场价值法进行评估,水资源价值共计73887万元/a,

结果详如表6所示。

矿物生产功能。莱州湾湿地是我国著名盐场,

应用市场价值法计算盐田74340hm2,按照单位面

积盐田原盐平均年产量99t/hm2计算[19],盐田年产

量为736万t。原盐的市场价格为200元/t,则莱州

湾原盐资源生产价值147200万元/a。

表6 莱州湾湿地水资源供应价值量

用水类型
莱州湾湿地

供给量/万t

水资源的平均

市场价格/(元·t-1)

水资源产值/

(万元·a-1)

工业用水

农业用水

生活用水

13517

24362

13551

1.9

1.2

1.4

25682

29234

18971

合计 51430 73887

植物资源生产功能。莱州湾湿地生物资源价

值主要指芦苇作为造纸原料和柽柳作为观赏植物

的直接使用价值,在产量和市场价格已知时,市场

价值法评估不失为一项好的措施。小清河下游滨

海芦苇湿地核心区年芦苇生产量为23080t,寿光

市城市处理厂年芦苇生产量为9225t,按芦苇价格

310元/t计算[19],该湾湿地芦苇每年产值为1001.5万

元。柽柳为我国北方著名盆栽景观植物,一年即可

生成直径1cm的幼苗,每株市场价格3.9元,则莱

州湾湿地柽柳每年产值为7020万元。综上可见,该

湾植物资源生产价值共计8021.5万元/a。

4.2 莱州湾滨海湿地资源非直接使用价值价值

评估

气候调节功能。湿地生态系统是地球上初级

生产力最高的生态系统之一,其固定CO2和释放O2
的功能不容忽视。但因目前并不存在成熟的碳-
氧交易市场,无法使用市场价值法估算莱州湾湿地

气候调节价值。在此笔者用碳税法与造林成本法

对其进行评估,结果显示,莱州湾湿地植被年初级

生产力为275592.5t,每年吸收449216tCO2,释

放327955tO2,由此该湾生物气候调节价值共计

49976万元/a。

涵养水源功能。该湾湿地除直接提供水资源

供给外,亦有涵养水源、防洪蓄水之功效。如果没

有莱州湾湿地,当地政府可能需修建水库以达到同

样效应的生态目的。故在此使用影子工程法评估

该湾湿地涵养水源的功能价值,该湾湿地涵养水源

量为51430万t/a。2014年12月27日落成的日照

市龙潭沟水库总库容1078万方,总投资2.6868亿

元,则该水库单位库容建设成本为24.9元/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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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6日招标的莲花县寒山水库设计库容

1401万方,预计投资4亿元,则该水库单位库容建

设成本为28.6元/m3。两水库平均单位库容建设

成本26.75元/m3,按水库设计使用寿命50年计

算,该湾湿地涵养水源价值共计27515万元/a。

水质净化功能。湿地可以接纳并再循环陆地

上的污水,有显著的水质净化功能。类似地可以用

影子工程法估算该功能价值:如果不存在莱州湾湿

地,人们不得不修建更多的污水处理厂以维持生态

稳定,由此多产生的成本即可认为是莱州湾湿地的

水质净化功能价值。例如,2010年研究区域内工业

及生活污水排放量为6570万t,处理费用以2008
年华北地区某处理量3万t/d的城镇生活污水处理

厂为例,每吨处理成本为0.61元[22],则该湾湿地水

质净化价值共计4008万元/a。

抵御海岸侵袭功能。该湾湿地中的河口三角

洲、泥质砂质滩涂具有较高的防浪护岸和抵御风暴

潮功能,该功能的价值评估多数可以采用影子工程

法进行,原因在于滨海湿地的抵御海岸侵袭功能与

防潮堤有较高的替代性,可通过计算在该湾湿地沿

岸建设防潮堤的成本,估算该湾湿地的抵御海岸侵

袭的价值。目前莱州湾南岸湿地地势平缓,岸线高

程3.02m[17-18,21]。依据段晓峰等的研究成果,3m
高的防潮堤造价为283.77万元/km[23],按照防潮

堤50年使用寿命计算,140km长的莱州湾滨海区

域抵御海岸侵袭价值共计794.56万元/a。

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由于湿地生物多样性

维护价值直接界定存在诸多限制,该功能的价值

评估往往采用专家评估法进行。根据Costanza计

算的单位面积滨海湿地的生物多样性维护服务价

值评估 结 果,按 照 汇 率 换 算 人 民 币 后 为 每 公 顷

2789元/a[20,24]。该湾河口湿地与潮上带低洼湿

地面积和为16040hm2,由此计算该湾湿地生物

多样性维护价值共计4473.6万元/a。

4.3 莱州湾滨海湿地资源非使用价值价值评估

教育科研功能。由于直接数据的缺乏,该功能

价值评估也采用专家评估法进行。该湾具有较强

的科研教育价值,多年来专家学者围绕其生物多样

性维护、海岸线变化、湿地的演化规律、海水入侵、

岸线防护等进行了诸多研究。按照我国单位公顷

生态系统平均科研价值382元/a计算,则该湾湿地

陆域教育科研价值为5936万元/a。

旅游休闲功能。莱州湾湿地旅游发展较为迟

缓,但该湾湿地植被特征明显、景观独特,随着国家

经济转型的东风及开发的深入,该湾湿地旅游业将

大有可为。为评价莱州湾湿地旅游休闲价值,本研

究采用费用支出法对其进行评估。2013年潍坊市

境内外旅游总人数为4735万人次,旅游总收入为

441.1亿元,则当地旅游平均花费为932元。其中,

湿地旅游约12万人次[20],则莱州湾湿地旅游休闲

价值为11184万元/a。总之,评估结果显示湿地资

源价值为553527.66万元/a,分布及比例如表7
所示。

表7 莱州湾湿地资源价值量及占比

湿地资源 价值量/(万元·a-1) 占比/%

旅游休闲 11184 2

教育科研 5936 1

生物多样性维护 4473.6 1

抵御海岸侵蚀 794.56 0

水质净化 4008 1

涵养水源 27515 5

气候调节 49976 9

植物资源 8021.5 1

矿物资源 147200 27

水资源 73887 13

水产资源 220532 40

5 结论与措施建议

5.1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比多种资源价值评估方法,建立

了一套莱州湾资源价值评估体系,经评估该湾湿地

资源价值为553527.66万元/a。经过实践操作,证

明该体系具有较强的实用性。通过分析发现,资源

价值量较高的前5位分别是水产资源、水资源、矿物

资源、气候调节与涵养水源,说明当地在发展经济

的同时注意利用资源优势发展渔业与盐化工产业,

以达促进经济增长之目的。然而,当地为了提高经

济效益而采取的部分开发行为依然值得商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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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强力推动潍坊港建设。该湾南岸大多为砂质或

淤积沿岸,筑港条件极差。为了港口航道安全而疏

浚航道,改变了当地浅海的地形地貌,给浅海生态

系统造成较大破坏。其次,强力推进城市化建设。

最后,粗放的盐化工产业仍在发展。利用资源禀赋

发展经济本无可非议,但当地地下卤矿经过多年开

发,已经导致海水入侵、地下水卤化咸化等严重问

题,并导致莱州湾湿地土壤半干旱化趋势明显。

5.2 措施建议

好的措施为成功的一半,对该湾湿地资源的建

设更是如此。第一、合理规划,协调发展与保护的

关系。目前当地的开发规划比较激进,恐难以顾及

保护湿地生态的问题,而湿地生态的健康运行是保

证当地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地方政府应少一

分功利主义,多一点长远眼光。第二,审慎进行港

口与海岸工程建设。受当地海岸地质条件约束,该

湾南岸人工工程建设成本较大,且对该湾湿地影响

极为显著。当地可利用山东半岛现有港口(如青岛

港、烟台港等)满足自身货物运输需求。此外,禁止

以芦苇为原料的造纸产业,发展以柽柳为代表的景

观植物产业。通过研究可知,莱州湾湿地芦苇生存

状况不容乐观,亟须保护。而当地可利用其独特的

环境优势,发展一年生柽柳的培育产业。同时,审

慎进行荒地开发。当地正对河口、滩涂、盐碱地等

区域进行大规模的开发行动,虽能在短期内低成本

地获得较多的建设用地,但由此导致的生态后果不

容忽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限制甚至禁止地下卤

水开采,发展深加工盐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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