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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我国河北省承德市森林资源 ,以“京津唐 —承”区域为研究对象 ,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

模型 ,分析了影响居民对森林资源生态价值支付意愿的诸多因素 ,并根据平均支付意愿对承德市森林资源

生态价值及相关方的受益大小进行了估算。结果表明 ,承德市森林资源生态价值为 163127 亿元 ,其中森林

资源所在地承德市受益 17192 亿元 ,占 10198 % ,周边区域京津唐 3 市受益 145135 亿元 ,占 89102 %。在众

多因素中 ,收入、居住地以及对森林资源重要性的认识程度是影响居民对森林资源生态价值支付意愿大小

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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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以流域为尺度、以森林生态价值为核心、以

相关方受益大小为依据的流域区际森林生态补偿机

制 ,是国内外政府和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 1 ] 。由于

森林生态价值具有公共物品性和外部性的特征 ,因

此对其进行准确评估和确定相关方受益大小是非常

困难的[2 ] 。本文以承德市森林资源为核心 ,以“京津

唐 —承”区域为研究对象 ,对承德和北京 2 市居民的

支付意愿 (willingness to pay ,W TP)进行了调查 ,并

根据调查结果对承德市森林生态价值以及京津唐承

4 市受益大小做出评估 ,以期为建立承德市与京津

唐 3 市之间横向森林生态补偿机制、促进区域生态

环境改善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有价值参考。

1 　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 　区域概况

“京津唐—承”区域包括北京、天津、唐山、承德

4 市 ,总面积 81156 平方公里 ,总人口 3657 万人 ,是

一个相对完整的生态经济系统。从自然地理条件

看 ,由海河流域的滦河、蓟运河、潮白河、北运河水系

构成的区域 ,基本覆盖了京津唐承 4 市。从经济地

理条件看 ,京津唐承 4 市同为京津冀都市圈成员 ,其

土地面积、人口、生产总值和森林面积分别占京津冀

都市圈的 4412 %、4816 %、7016 %和 6112 % ,在京津

冀都市圈区域中占居核心位置。

从区域内部看 ,承德市与京津唐区域相比在自

然条件、资源禀赋、发展水平等方面呈现出明显的非

均衡性结构特征。在自然条件方面 ,承德市位于内

蒙古高原南缘 ,是滦河和潮河的发源地 ,地貌主要由

中山、低山、沟谷川台地与局部高山、丘陵、山地组

成 ,气候属半干旱间半湿润大陆季风型山地气候。

京津唐 3 市北接承德 ,南临渤海 ,海河、滦河分别流

经天津和唐山 ,汇入渤海 ,地貌主要由中山、低山、山

前平原和沿海滩涂组成 ,气候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

季风型气候。在资源禀赋方面 ,承德市人均土地面

积、森林面积和水资源占有量分别是京津唐 3 市平

均的 818 倍、1610 倍和 412 倍。在发展水平方面 ,

京津唐 3 市人均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和地方财

政支出分别是承德市的 318 倍、810 倍和 318 倍。

112 　区域生态环境现状

根据宋秀清的研究成果 ,1980 —2000 年间 ,承

德市年均向潘家口、大黑汀、于桥水库提供地表径流

22112 亿立方米 ,“十五”以来年均生态建设投入

7139 亿元。除了 2007 年开始实施的密云水库上游

“稻改旱”工程以外 ,京津唐 3 市对承德市的补偿项

目很少 ,补偿资金有限 ,针对森林的补偿则基本处于

空白。根据米峰等的调查结果 ,北京市每年用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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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山区生态林的补偿资金为 212 亿元 ,平均每公顷

补助 315 元。参照北京市的补偿标准 , 承德市

148113 万公顷生态公益林 ,每年应得到补偿资金

4167 亿元。

水资源短缺和水土流失严重是“京津唐 —承”区

域生态环境方面存在的核心问题。根据水利部海河

委员会提供的资料 ,与 20 世纪 60 年代相比 ,2000

年滦河、蓟运河、潮白河、北运河等 4 条河流下游河

段 ,年均干涸天数由 4 天增加到 321 天 ,年均河道干

涸长度占河道总长度的比例由 816 %上升到 56 % ,

年均河道断流天数由 44 天增加到 345 天 ,基本出现

“有河皆干”局面。90 年代 ,滦河和海河北系年均入

海水量分别为 1919 亿立方米和 1412 亿立方米 ,与

50 年代相比分别减少了 4912 亿立方米和 4016 亿

立方米。20 世纪 90 年代 ,滦河、蓟运河、潮白河、北

运河等 4 条河流水土流失面积 35634 平方公里 ,占

流域面积的 54 % ,其中中度以上面积 16390 平方公

里 ,占水土流失面积的 46 %。目前 ,承德市滦河流

域的水土流失面积仍有 17000 多平方公里 ,其中位

于滦河上游丰宁、围场坝上及坝下地区风蚀沙化和

潜在沙漠化面积已经达到 2000 多平方公里。

113 　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实质与途径

宋健指出 ,可持续发展既包括经济发展 ,也包括

社会发展和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 ,而良好的生态环

境和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 ,是人类生存和保障社会、

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牛文元认为 ,可持续

发展应处于生态响应 (自然) 、经济响应 (财富) 、社会

响应 (人文)的三维作用之下 ,具有发展度、协调度、

持续度 3 个明显特征。由此可见 ,区域可持续发展

的实质 ,就是以发展为核心 ,坚持时间和空间发展的

公平性 ,坚持生态、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性 ,实现流

域区际间高效和谐、循环再生、协调有序、运行平稳

的良性状态[4 ] 。

范小杉等认为 ,人们可以提高本区域生态系统

服务能力和水平 ,但要使其与本地经济发展水平保

持严格平衡状态 ,既不必要 ,也不可能。因为生态环

境只是影响经济布局和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 ,而生

态系统还具有开放性 ,生态资产在一定区域内会通

过物质能量的输出与输入进行有序流转 ,并保持相

对平衡状态。只要整个生态系统内生态资产的有序

流转没有遭到不可逆转的破坏 ,流域区际这种相对

平衡状态就不会被打破。经济社会发展对生态环境

资源的消耗和污染程度以及各级政府生态环境建设

和污染治理的力度和成效的大小 ,是影响生态系统

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的两大因素。实际上 ,在财政

分灶吃饭、环境分区负责的体制下 ,生态系统的这种

平衡状态很难维系[5 ] 。在非均衡状态下 ,流域区际

发展模式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分散布局、均衡发展”

模式 ,另一种是“集中布局、优先发展”模式。前一种

模式虽然能够缩小区际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 ,但却

导致结构趋同、效率低下。后一种模式虽然能够提

高效率、改善结构 ,但却会失去公平、拉大差距。两

种模式都会导致生态环境的廉价与过度使用、经济

的低效与无序运行 ,最终结果是区际间摩擦增多、冲

突加剧、环境恶化、差距扩大[6 ] 。

就“京津唐 —承”区域而言 ,要实现流域区际可

持续发展 ,就要求 4 市之间特别是承德市与京津唐

3 市之间正视非均衡性结构和非均衡状态的存在 ,

通过科学规划完善机制、协调行动 ,将经济效率、社

会公平和环境友好有机结合起来 ,使流域区际自然、

经济、社会 3 个子系统相互协调、持续、有序运转 ,共

同进入适度均衡、相互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良性轨

道。而建立一个以流域为尺度、以森林为核心、以相

关方受益大小为依据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就成为

推动流域区际可持续发展的关键[7 ] 。

2 　问卷设计及样本统计特征

2. 1 　问卷设计

调查问卷是用于收集被调查者意愿的基本工

具 ,一般由几个、十几个或几十个用来获取被调查者

的社会特征、测试被调查者对某类问题的行为和态

度的问题组成。本项调查问卷包括问卷标题、问卷

说明、问卷正文和必要注明等 4 部分 ,调查中共发放

问卷 1000 份 (其中承德市 600 份 ,北京市 400 份) ,

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893 份 (其中承德市 538 份 ,占

6012 % ,北京市 355 份 ,占 3918 %) 。问卷正文分为

调查的主题内容和被调查者基本情况两部分。调查

的主题内容包括对森林资源重要性的认识程度、对

承德市的了解程度、愿意和不愿意支付的理由、愿意

支付的金额、可以接受的补偿金额等 10 个结构性选

择问题和 1 个开放性问题。其中 ,调查的主题内容

各有所侧重 ,支付意愿按照金额大小划分为 9 个等

级 ,意见和建议是由被调查者说明自己其他方面的

态度或观点 ,以征询被调查者对问卷设计或对问卷

调查本身有何感受等 ,作为主题内容的最后补充。

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包括居住地、性别、年龄、学历、

职业、个人年收入、家庭人均年收入等 10 个结构性

选择问题 ,以便于对支付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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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单变量描述统计

1)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是政府公共财政资金最

应优先投入的领域。在询问被调查对象“您认为政

府的公共财政资金应最优先投入哪一个领域”时 ,回

答“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占 5813 %。其余回答

由多到少依次为“扶贫和社会保障”、“公共教育”、

“卫生保健”、“科技创新”、“公共安全”和“其他”,所

占比例分别为 1713 %、121 0 %、419 %、416 %、119 %

和 110 %。

2)森林资源在生态系统中居于核心地位。在询

问被调查对象“您认为森林资源在生态环境中的重

要性”时 ,回答“最重要”的占 6419 % ,回答“比较重

要”的占 3316 % ,回答“一般重要”或“不重要”的只

占 115 %。

3)承德市森林资源对周边区域生态环境的重要

性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可。当询问被调查对象“您认

为承德市森林资源对北京市环境改善起了多大作

用”时 ,回答“和北京市森林资源一样有非常重要的

作用”的占 7612 % ,回答“有作用 ,但不如北京市森

林资源作用重要”的占 1315 % ,回答“有作用 ,但作

用很小”和“没有任何作用”的只占 1013 %。

4)根据受益大小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的条件

初步具备、共识初步形成。在询问被调查对象“您认

为对承德市森林资源生态价值进行补偿应该主要由

哪方政府负责”时 ,回答“根据受益大小确定各方政

府分担比例”的占 4413 % ,回答“中央政府和河北省

政府”的占 3712 % ,回答“北京市政府”或“承德市政

府”的占 1815 %。在本次调查范围中 ,回答愿意为

使承德市的森林资源能够长期保存下去而支付费用

的居民占样本总数的 9210 %(有 6 位被访者不愿透

露其真实意愿) ,平均支付意愿为 803121 元/ 年 (见

表 1) 。在 9 个支付级别中 ,年支付意愿为 50 元、

100 元、200 元、500 元和 1000 元等 5 个支付级别的

样本占 8112 %(见表 2) 。居民支付意愿频数分布情

况见图 1。愿意支付的最主要原因是“森利资源是

我们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要留给后代”的占 4717 % ,

其他原因依次是“人类不仅追求物质文明 ,还要追求

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我享受了承德市森林资源

带给我的好处 ,我应该付费”、“如果不保护好 ,生态

环境问题就会加剧”和“其他”。

5)收入水平是影响支付意愿大小的主要因素。

在询问被调查对象“不愿意为保护承德市森林资源

支付资金的主要原因”时 ,回答“我的收入有限 ,还有

更重要的支出事项”的占 5516 % ,表明收入对人们

的支付意愿产生最明显的约束作用。回答“保护承

德市森林资源的费用应由政府承担”的占 3818 % ,

说明“搭便车”现象还比较明显。

6)从被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看 ,样本具有较好

的代表性。见表 3。
表 1 　被调查对象支付意愿统计

样本数 (个) 887

平均值 (元/ 年) 8031 21

中位数 (元/ 年) 200

众数 (元/ 年) 100

最大值 (元/ 年) 10000

最小值 (元/ 年) 0

标准差 1873169

偏度系数 41 14

峰度系数 20104

总和 (元/ 年) 712450

表 2 　居民支付意愿金额频数统计

样本状况 金额 频数
百分比

( %)

变量百分比

( %)

累计百分比

( %)

Valid 0 71 810 810 81 0

50 151 161 9 1710 251 0

100 166 181 6 1817 431 7

200 149 161 7 1618 601 5

500 127 141 2 1413 741 9

1000 127 141 2 1413 891 2

2000 54 610 611 951 3

5000 12 113 114 961 6

10000 30 314 314 10010

Total 887 991 3 1001 0

Missing System 6 017

Total 893 10010

图 1 　居民支付意愿金额频数分布

2. 3 　多变量描述统计

对承德市和北京市居民平均支付意愿和受偿意

愿的比较分析表明 ,无论是承德市居民还是北京市

居民 ,受偿意愿都远远大于支付意愿 ,是支付意愿的

10 倍左右。此外 ,无论是支付意愿还是受偿意愿 ,

承德市居民都高于北京市居民。可能的原因是 ,森

林资源与承德市居民的生产、生活关系更为密切 ,因

此该市居民更愿意为保护森林资源支付资金或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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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受生态环境恶化接受更多补偿。承德市和北京市 居民平均支付意愿和受偿意愿的比较见表 4。
表 3 　被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类别 变量 变量属性 样本人数 比例 ( %)

人口变量

性别

年龄

男 516 581 0

女 374 421 0

18～22 72 811

23～29 231 261 0

30～39 248 271 9

40～49 252 281 3

50～59 82 912

60～69 4 015

70 岁及以上 0 0

职业变量 职业

农民 84 915

企业职工 227 251 5

科研人员、教师和学生 204 221 9

机关公务人员 216 241 3

自由职业者 158 171 8

教育变量 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84 914

中专、高中 253 281 4

大专、本科 425 471 7

研究生及以上 129 141 5

收入变量

个人年收入

家庭人均年收入

0 64 712

5000 元以下 150 161 8

5000 元～8000 元 84 914

8000 元～12000 元 216 241 2

12000 元～20000 元 259 291 0

20000 元～30000 元 55 612

30000 元～50000 元 32 316

50000 元～80000 元 16 118

80000 元～120000 元 10 111

120000 元以上 6 017

2000 元以下 114 121 8

2000 元～3000 元 98 111 0

3000 元～5000 元 115 121 9

5000 元～8000 元 128 141 4

8000 元～12000 元 178 201 0

12000 元～20000 元 125 141 1

20000 元～50000 元 85 916

50000 元～100000 元 29 313

100000 元以上 17 119

表 4 　承德市和北京市居民平均支付意愿与受偿意愿比较

城市
支付意愿

(元/ 年)

受偿意愿

(元/ 年)

支付意愿

/ 受偿意愿

承德市 883127 8177139 01 108

北京市 681153 6118182 01 111

　　表 5 为用 SPSS 软件对“是否愿意支付”与居民

社会经济背景进行列联分析的结果。结果表明 ,所

有变量 Chi2Square 检验都是显著的 ,这初步说明具

有不同性别、年龄、居住地、学历和职业特点的调查

对象回答是否愿意支付的比例是不一致的。被调查

对象的这些特点对其做出是否愿意支付的回答具有

十分明显的影响 ,这与现实生活中的实际情况和经

验判断相一致。

表 5　“是否愿意支付”与居民社会经济背景的列联分析结果

指标 变量
Pearson

Chi2Square

Asymp1
Sig1 (22sided)

人口变量

性别

年龄

居住地

51 654

211168

171310

01 017

01 004

0

教育 学历 191596 0

工作 职业 251692 0

　　按照支付意愿理论 ,被调查对象支付意愿大小

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收入水平 ,表 6 为支付意愿

与收入水平相关系数分析结果。结果表明 ,支付意

愿和收入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 ,在 10 %水平上是显

著的 ,并且相关系数为 01056 (收入中缺失了 6 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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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因为被调查者不愿透露) 。
表 6 　支付意愿与收入水平相关系数分析结果

变量 相关分析指标 支付意愿 收入

WTP

Pearson Correlation

Sig1 (22tailed)

N

1

010

887

01 056 3

01094

880

收入

Pearson Correlation

Sig1 (22tailed)

N

01056 3

01 094

880

1

010

886

注 :“3 ”表示相关性在 10 %水平上显著 (双尾检验) 。

3 　回归模型分析

3. 1 　模型建立

为进一步解释居住地、性别、收入等因素对被调

查对象支付意愿大小的影响 ,本文建立多元线性回

归方程 ,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分析。方程形式如下 :

W T P =β0 +β1 ×dis +β2 ×sex +β3 ×age +β4

×im p +β5 ×inc +β6 ×ed u +β7 ×d1 +β8 ×d2 +β9

×d3 +β10 ×d4 +μ。 (1)

式 (1) 中 ,W T P 为被解释变量 ,表示被调查对

象支付意愿大小 ;β0 为常数项 ,β1 、β2 、β3 、β4 、β5 、β6 、

β7 、β8 、β9 、β10 为待估系数 ; dis、sex、a ge、im p、i nc、

ed u、d1 、d2 、d3 、d4 为解释变量 ,具体含义见表 7 ;μ

表示误差项。

表 7 　模型中有关变量的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定义

居住地 dis 北京市 = 0 ,承德市 = 1

性别 sex 女 = 0 ,男 = 1

年龄 age
≤22 岁 = 1 ,23～29 岁 = 2 ,30～39 岁 = 3 ,40～49 岁 = 4 ,50～59 岁 = 5 ,

60～69 岁 = 6 , ≥70 岁 = 7

对森林资源重要性的认识 im p 不重要 = 1 ,一般重要 = 2 ,比较重要 = 3 ,最重要 = 4

个人年收入 inc

0 元 = 1 ,0～5000 元 = 2 ,5000 元～8000 元 = 3 ,8000 元～12000 元 = 4 ,

12000 元～20000 元 = 5 ,20000 元～30000 元 = 6 ,30000 元～50000 元 = 7 ,

50000 元～80000 元 = 8 ,80000 元～120000 元 = 9 , ≥120000 元 = 10

受教育程度 edu 初中及以下 = 1 ,中专、高中 = 2 ,大专、本科 = 3 ,研究生及以上 = 4

职业虚拟变量

d1 企业职工 = 1 ,其他 = 0

d2 科研人员、教师和学生 = 1 ,其他 = 0

d3 机关公务人员 = 1 ,其他 = 0

d4 自由职业者 = 1 ,其他 = 0

3. 2 　回归结果分析

表 8 为模型回归结果。结果表明 ,居住地变量

符号为正 ,变量系数在统计上非常显著 ,说明森林所

在地居民由于切身利益与本市森林资源的相关性更

强 ,因而愿意为保护本市森林资源支付更多的资金。

性别变量系数为正 ,说明男性比女性更具有支

付意愿 ,这可能是因为男性对整个社会的信息掌握

普遍较女性更多、更广 ,从而对森林资源生态价值及

其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认识可能也就更多、更深。

年龄变量系数为负 ,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 ,支付

意愿在下降 ,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 ,人的知

识结构相对落后 ,收入预期也在下降 ,因而支付意愿

有所下降。该变量系数在统计上也比较显著。

对森林资源重要性的认识程度系数为正 ,表明

人们对森林资源在生态环境中的重要性认识越深

刻 ,支付意愿就越强烈 ,而且这个变量的系数在统计

上非常显著。

收入变量系数为正 ,并且在统计上达到了 99 %

的显著性水平 ,说明随着收入的增长 ,人们的支付意

愿在提高。

以上 5 个因素对支付意愿的影响 ,与现实情况

和预期结果一致。

受教育程度变量系数为负 ,似乎与一般的常识

判断不一致 ,学历对支付意愿的影响缺乏规律性。

可能有助于解释系数为负的原因是 :初中及以下学

历这部分被调查对象 ,基本上是农民 ,由于长期生活

在农村 ,虽然学历低但对森林的重要性有切身的体

会和认识 ;高中、中专学历这部分被调查对象整体上

既缺乏对森林重要性的切身体会 ,同时又不如研究

生及以上学历被调查对象对森林重要性认识程度

高 ;大专、大学及研究生及以上这部分学历被调查对

象中可能在校生较多 ,基本上没有收入。此外 ,学历

水分及回答不真实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职业变量中 ,只有“科研人员、教师和学生”变量

系数在统计上显著 ,其他职业变量都不显著 ,这说明

科研人员、教师和学生群体接受环境保护宣传教育

更多 ,其环保意识更强 ,从而更愿意为保护森林资源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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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支付意愿方程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回归系数 T 统计值

常数 (β0) 31446912 3 3 3 71 117427

居住地 ( dis) 01623300 3 3 3 31 900761

性别 ( sex) 01 234109 3 11 739079

年龄 ( age) - 01143983 3 3 - 21065758

对森林资源重要性的认识 ( im p) 01429860 3 3 3 31 222093

个人年收入 ( inc) 01172838 3 3 3 31 926289

受教育程度 ( edu) - 01230993 3 3 - 21113783

企业职工 ( d1) 01 317378 01 976881

科研人员、教师和学生 ( d2) 01831386 3 3 21 220773

机关公务人员 ( d3) 01 413018 11 178980

自由职业者 ( d4) 01 257084 01 783079

　　注 :“ 3 ”、“ 3 3 ”、“ 3 3 3 ”分别表示统计检验显著水平为

10 %、5 %、1 %。

4 　生态价值及相关方受益估算

根据问卷调查分析结果 ,2008 年北京和承德二

市居民平均支付意愿为 803121 元/ 人 ,其中北京为

681153 元/ 人 ,承德为 883127 元/ 人。承德市森林

资源生态价值的受益区除了承德市本身和北京市以

外 ,天津、唐山二市也是重要的受益地区。但是考虑

到时间和经费成本因素 ,本文问卷调查没有在天津

和唐山二市展开。为完整地评估承德市森林资源生

态价值 ,本文以北京市居民平均支付意愿作为天津

和唐山二市居民的平均支付意愿 ,并将京津唐承 4

市 2007 年三次产业从业人员作为问卷调查样本的

总体 ,代表承德市森林资源生态价值受益人群。

计算结果表明 ,2008 年承德市森林资源生态价值

为 163127 亿元 ,其中森林资源所在地承德市受益

17192 亿元 ,占 10198 % ,周边区域中 ,北京市受益 75175

亿元 ,占 46140 % ,天津市受益 41184 亿元 ,占 25165 % ,

唐山市受益 27176 亿元 ,占 17100 % ,京津唐 3 市合计受

益 145135 亿元 ,占 89102 %。具体见表 9。
表 9 　承德市森林资源生态价值受益情况

指标
平均支付意愿

(元/ 人)

从业人员

(万人)

生态价值

(亿元)

比重

( %)

合计 699109 23351 47 163127 100

承德市 883127 202183 171 92 101 98

京津唐 (3 市) 681153 21321 64 145135 891 02

北京市 681153 111114 751 75 461 40

天津市 681153 613193 411 84 251 65

唐山市 681153 407131 271 76 171 00

5 　结论与建议

1)承德市与京津唐区域之间既是一个相对完整

的生态经济系统 ,同时又具有明显的非均衡性结构

特征。承德市人均土地面积、森林面积和水资源占

有量分别是京津唐 3 市平均的 818 倍、1610 倍和

412 倍 ,而京津唐 3 市人均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

和地方财政支出分别是承德市的 318 倍、810 倍和

318 倍。承德市年均向京津唐 3 市供水超过 22 亿

元立方米 ,“十五”以来年均生态建设投入 7139 亿

元 ,而京津唐 3 市对承德市的生态补偿还十分有限 ,

横向生态补偿机制远没有建立起来 ,面对水资源短

缺和水土流失严重等突出问题 ,实现区域可持续发

展面临严峻考验。

2)承德市森林资源生态价值巨大 ,外部性明显 ,

是“京津唐 —承”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基础。研究

结果显示 ,承德市森林资源生态价值为 120195 亿

元 ,其中 ,森林资源所在地承德市受益 14174 亿元 ,

只占 12119 % ,而森林资源周边区域京津唐 3 市受

益 106121 亿元 ,占 87181 %。

3)承德市森林资源生态价值支付意愿受多重因

素影响 ,其中居住地、个人收入以及环保意识是最关

键因素。回归结果显示 ,居住地、个人收入及对森林

资源重要性认识程度等变量在 99 %水平上显著。

年龄、性别、职业变量 (科研人员、教师和学生) 等因

素对支付意愿也有较为显著的影响 ,基本符合常识

判断。受教育程度变量 (学历)的回归结果与一般的

常识判断不一致 ,对支付意愿的影响缺乏规律性 ,可

能的原因是学历程度和人与森林密切程度相左以及

学历存在水分和回答不实。

4)为促进“京津唐 —承”区域全面、协调、可持续

发展 ,建议在中央政府和区域发展组织协调下 ,尽快

构建以承德市森林资源为核心、以京津唐 3 市受益

生态价值大小为依据的流域区际生态补偿机制。进

一步加强京津唐承 4 市居民的生态环境教育和宣

传 ,继续加大对承德市生态保育和环境污染治理力

度 ,加快承德市经济结构调整步伐 ,不断提高承德市

居民收入水平 ,减轻生产生活造成自然资源的浪费

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将有限的资源更多配置给效

率更高的京津等下游城市。

5)问题讨论。由于天津、唐山 2 市居民在区位、

收入、偏好等方面与北京居民存在差别 ,因此以北京

市居民平均支付意愿代表天津和唐山 2 市居民平均

支付意愿 ,可能会导致估算结果出现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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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aking t he region of Beijing2Tianjin2Tangshan2Chengde as t he study object ,t his paper investigates t he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t he WTP of resident s in Beijing and Chengde ,and set s up a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to analyze t he major factors influencing WTP. And

it estimates t he ecological value of forest resources in Chengde and t he benefit s of related regions based on t he average WTP1 The result s show

t hat :t he ecological value of forest resources in Chengde is 161 327 billion yuan ,of which Chengde benefit s 11 792 billion yuan which accounting

for 101 98 % ,and Beijing2Tianjin2Tangshan benefit s 141535 billion yuan which accounting for 891 02 %1 Among t he various factors ,t he income ,

t he inhabited area and t he degree to understand t he importance of forest resources are t 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influencing WT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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