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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平原农业多功能性保全的 CVM 研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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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应用条件价值评估法 (CVM) ,采用入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式 ,随机抽样调查了江汉平原部分

县乡的 870 位农民 ,了解农民对农业多重功能的具体内涵、公益功能的保护责任等方面的认知程度 ,调查农民自

愿参与农业多功能性保全的支付意愿 ,并对影响支付意愿的主要社会经济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 :在

除了物质生产以外的公益功能中 ,受访者对防止水土流失这一公益功能的认知度最高 ,达 67. 84 % ,而对其它公

益功能的认知度都低于 50 % ;86. 84 %的受访者愿意为农业多功能的保全支付额外的费用 ,剩余的 13. 16 %则因

责任归属不明或时间金钱匮乏等而拒绝支付 ;对影响农民支付意愿的诸多因素进行的相关分析显示 ,支付意愿

与调查区域、性别、文化程度、收入来源呈极显著相关 ,与受访者年龄呈显著相关 ;运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得出

家庭收入来源和受教育程度这 2 项对支付意愿的敏感性较大 ,而年龄和性别这 2 项对支付意愿的敏感性

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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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件价值评估法 ( 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2
od ,CVM) 是一种典型的陈述偏好法 ,通过调查、问

卷、投标等方式咨询人们对环境质量改善的支付意

愿 ( Willingness To Pay , W TP) 或忍受环境损失的

受偿意愿 (Willingness To Accept ,W TA) 来推导出

环境物品或服务的经济价值[1 ] 。CVM 是由 David

于 1963 年首先提出并首次应用于研究美国缅因州

林地宿营、狩猎的娱乐价值[2 ] 。20 世纪 90 年代初 ,

CVM 引入中国后 ,已有的研究不同程度地论证了

其操作的可行性及评估结果的可靠性 ,初步显示出

该方法在我国广阔的应用前景[329 ] ,然而利用 CVM

研究农业多功能性保全的论题却很少。本研究运用

CVM 对江汉平原农业多功能性的保全进行价值评

估 ,获取农民的支付意愿 ( W TP) ,分析影响支付意

愿的主要社会经济因素 ,以期为新农村建设中更好

地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理论依据。

　　一、CVM 设计与实施

1. CVM 设计

本次 CVM 调查是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 ,根据

NOAA 原则[8 ]进行设计 ,包括 3 部分内容 :一是受

访农民的基本信息 ,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家

庭收入主要来源等 ;二是了解受访农民对农业多功

能性的认知程度 ,调查人员首先会针对本研究的相

关背景作简单介绍 ,并通过与农民面对面交流的方

式 ,对农业提供粮食之外的其它多项功能加以说明 ;

三是假设以建立农业多功能性保护基金会 (非政府

行为)的方式倡导群众支援农业多功能性保护 ,受访

农民可以选择参加义务劳动或捐钱的方式参与活

动 ,所得款项将用于修建当地的农田水利设施、建立

耕地保护补偿机制、加强环境治理等公益事业 ,询问

受访农民对农业多功能性保护的支付意愿。具体调

查流程如图 1。

图 1 　CVM设计整体流程

　　2. CVM实施

根据 CVM 设计于 2007 年 4 月到 2008 年 4 月

之间进行了 2 次抽样调查。第 1 次属于预调查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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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为了证实构建的评估假想市场是否与真实市场

吻合 ,共发放样本 670 份 ,回收有效样本 625 份 ,回

收率 93. 28 %。第 2 次调查是在预调查的基础之

上 ,在江汉平原选取荆州市、宜昌市、天门市、荆门市

部分县市作为样本抽样调查区 ,正式调查共发放样

本 870 份 ,其中荆州市、宜昌市、天门市、荆门市分

别发放样本 280 份、250 份、180 份和 160 份。采取

面对面的入户调查方式 ,去除一些有明显错误的样

本 (如前后矛盾、信息严重残缺等) ,回收有效样本

813 份 ,回收率 93. 45 %。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1. 受访者对农业多功能性认知程度的结果分析

受访农民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及家庭主要收

入来源等基本社会经济属性如表 1 所示。由样本特

征可见 ,随机抽样调查的受访样本具有广泛的代表

性。
表 1 　受访者社会经济属性统计

因素 频数 百分比 ( %) 因素 频数 百分比 ( %)

①性别 813 100. 00 ③文化程度 813 100. 00

男 442 54. 37 小学及以下 183 22. 47

女 371 45. 63 初中程度 365 44. 92

②年龄 813 100. 00 高中及以上 265 32. 61

20 - 29 岁 164 20. 17 ④家庭收入来源 813 100. 00

30 - 39 岁 167 20. 54 做生意 224 27. 55

40 - 49 岁 301 37. 03 打工 232 28. 54

50 岁及以上 181 22. 26 务农 357 43. 91

　　通过对受访者关于农业多功能性的认知程度调

查 ,得到结果如表 2 所示。从农民对农业多功能性

的评价按选择“重要”的人数比例依次排名为 :食品

安全保障 > 防止水土流失 > 保护生物多样性 > 水源

涵养 > 农业景观观赏 > 休闲修养娱乐 > 乡土文化与

孩子教育 > 强化交流并增强地域活力 ,在除了物质

生产以外的公益功能中 ,受访者对防止水土流失这

一公益功能的认知度最高 ,达 67. 84 % ,而对其它公

益功能的认知度都低于 50 %。
表 2 　受访者对农业多功能性的认知程度 %

项目名称 A B C D E F G H

知道 100 67. 84 43. 11 49. 47 40. 54 25. 89 20. 66 46. 76

不知道 0 32. 16 56. 89 50. 53 59. 46 74. 11 79. 34 53. 24

　注 :A. 食物安全保障 ; B. 防止水土流失 ; C. 农业景观观赏 ;

D. 保护各种各样的生物 ; E. 休闲修养娱乐 ; F. 乡土文化与

孩子教育 ; G. 强化交流并增强地域活力 ; H. 涵养水源

公众对农业多功能性保护的认识 ,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其参与的主动性。从总体来看 ,47. 89 %的受

访者认为保护农业多功能性是政府的责任 ,6. 79 %

认为是农民的责任 , 5. 47 %认为谁破坏谁负责 ,

39. 85 %认为是大家共同的责任。大家普遍认同保

护农业的多功能性是政府领导下的公众行为。

86. 94 %的农民认为农业多功能性遭到破坏会影响

家庭当前及未来子孙后代的生活 ,还有将近10. 67 %

的受访农民认为不会对他们现在以及未来的生活产

生影响 ,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可以靠做生意或出外打

工的方式脱离农村这个贫穷落后的环境”或者认为

“他们的儿女读书成材后 ,可以带着他们一起居住在

城市里”;还有 2. 39 %的受访者对这个问题朦胧不

清 ,不知该怎么回答。

2. 受访者参与农业多功能性保护的支付意愿

(1)受访者对农业多功能性保护的愿付情况分

析。本研究采用建立农业多功能性保护基金会 (非

政府行为) 的方式作为 W TP 的支付手段。从表 3

可以看出 ,受访农民参与农业多功能性保护的热情

较高。关于不愿支付农业多功能性保护基金的原

因 ,35. 32 %的受访者认为超过家庭支付能力 ,

47. 66 %的受访者认为应由政府承担 ,11. 21 %的受

访者认为应该谁破坏谁支付 ,5. 61 %的受访者是因

为不满意政府相关政策的实施状况而不愿意支付 ,

认为建立这样的基金解决不了问题 ,可见要提高广

大农民的农业多功能性保护意识 ,政府的作用是十

分关键的。
表 3 　受访者对农业多功能性保护的愿付情况分析

受访者对农业多功能性保护的愿付情况

统计结果

频数/
百分比 ( %)

累积百
分比 ( %)

对农业多功能性保护
基金是否愿意支付

不愿意 107 (13. 16) 13. 16

愿意 706 (86. 84) 100. 00

支付方式
(共 706 人)

现金 295 (41. 78) 41. 78

义务劳动 387 (54. 82) 96. 60

其它 24 (3. 40) 100. 00

不愿意支付的原
因分析(共 107 人)

政府的责任 51(47. 66) 47. 66

超过家庭经济支付能力 38(35. 52) 83. 18

谁破坏谁负责 12(11. 21) 94. 39

不满意政府政策实施状况 6(5. 61) 100. 00

　　(2)影响农民支付意愿的因素分析。如表 4 所

示 ,通过对影响农户支付意愿的因素进行相关性分

析 ,可知年龄与支付意愿显著相关 ;调查区域、性别、

文化程度、收入来源对支付意愿的影响是极显著的。

由于不同地区总体环境质量、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

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 ,导致农民对农业环境质量的

感受不同 ,在支付意愿上反映出极显著的差异。多

数农村地区“男尊女卑”的思想至今仍根深蒂固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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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家之主”对消费方面有绝对发言权 ,因此 ,支付

意愿上男性比例显著高于女性。受访者的年龄和文

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其对环境信息的拥有程度

和对于环境问题的认识能力 ,从而影响其做出支付

意愿的决定。收入是影响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 ,收

入水平越高 ,支付能力越强 ,恰好符合消费理论的一

般预期 ,也充分反映了我国转型经济阶段的社会特

殊性。
表 4 　受访者社会经济特征对支付意愿影响的相关性分析

因素 χ2 值 自由度( d f ) 显著水平( p) 偏爱特征

调查区域 28. 153 3 0. 000 —

性别 9. 538 1 0. 002 男性支付意愿高

年龄 2. 644 3 0. 450 30～40 的青年农民

文化程度 11. 446 2 0. 003 高中文化水平

收入来源 9. 688 2 0. 008 边打工边务农

　　(3) 支付意愿的敏感性分析。根据 Logistic 回

归分析模型 ,将支付意愿为“是”的答案赋值为 1 ,将

支付意愿为“否”的答案赋值为 0。变量选定为调查

样本的性别 S ( Sexual) ,年龄 A (Age) ,受教育程度

E( Education)和家庭收入来源 I ( Income) ,得到 :

Log i t ( od ds) = b0 + b1 S + b2 A + b3 E + b4 I

式中 :b0 为常量 ; b1 , b2 , b3 , b4 分别为对应因子

S , A , E , I 的常量。经 Logistic 回归分析的结果如

表 5。
表 5 　总样本回归方程中的变量统计

项目 系数 S. E W al d 显著水平 自由度 指数 ( B)

常数 - 1. 425 0. 568 6. 295 0. 012 1 0. 241

S 0. 326 0. 144 5. 103 0. 024 1 1. 386

A 0. 264 0. 103 12. 494 0. 000 1 1. 424

E 0. 757 0. 228 11. 042 0. 001 1 2. 132

I 1. 353 0. 128 7. 606 0. 006 1 1. 440

　　根据表 5 中的数据可以得到总样本的回归方程

为 :

Log i t ( od ds) = - 1. 425 + 0 . 326 S + 0 . 264A +

0. 757 E + 1 . 353 I

则总样本意愿支付的概率 P 为
P = е- 1. 425 + 0. 326 S + 0. 264A + 0. 757 E + 1. 353 I /

　　　 (1 + е- 1. 425 + 0. 326 S + 0. 264A + 0. 757 E + 1. 353 I )

由上式可知 , b0 为负值 , b1 , b2 , b3 , b4 值的大小

直接反应样本支付意愿的敏感程度。根据模型计算

结果 ,农民对农业多功能性保全的支付意愿的影响

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 ①农民收入对支付意愿具有

极其显著的正向影响。收入水平的系数在 1 %的水

平上显著 ,而且系数为正值 ( > 1) 。表明在其他条件

不变的情况下 ,农民家庭收入水平越高 ,对保全农业

多功能性的积极性越高 ; ②受教育水平是影响农民

支付意愿的因素之一。受教育水平的系数在 1 %的

水平上显著 ,而且系数达 0. 757。这说明在其他条

件不变的情况下 ,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民比受教育

水平低的农民支付意愿要高 ; ③受教育程度和家庭

收入来源的估计系数较大 ,表明该次调查中家庭收

入来源和受教育程度这 2 项支付意愿的敏感性较

大 ,而年龄和性别这 2 项支付意愿的敏感性较小。

　　三、结论与讨论

1. 结 　论

(1)在除了物质生产以外的公益功能中 ,公众对

防止水土流失这一公益功能的认知度最高 , 达

67. 84 % ,而对其它公益功能的认知度都低于 50 %。

(2) 86. 94 %的受访者认为农业多功能性遭到破

坏会影响自己家庭当前及未来的生活 ,还有将近

10. 67 %的受访者认为不会对他们现在以及未来的

生活产生影响。

(3) 86. 84 %的受访者愿意支付保护基金以更好

地保全农业的多功能性 ,只有 13. 16 %的受访者不

愿意支付。关于不愿支付的原因 ,与国际上主要是

“收入限制”不同 ,其中“应由政府负责”是主要原因 ,

而低收入、对相关管理部门的不信任等因素增加了

农民不愿意支付的概率。

(4)年龄与支付意愿显著相关 ,调查区域、性别、

文化程度、收入来源与支付意愿极显著相关。

(5)运用 Logistic 模型对受访者支付意愿的敏

感性分析结果表明 ,家庭收入来源和受教育程度这

2 项对支付意愿的敏感性较大 ,而年龄和性别这 2

项对支付意愿的敏感性较小。

2. 讨 　论

(1)由于 CVM 总是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进行 ,

因此其结果必然与所调查地理区域的经济水平、政

策实施、环境管理模式、居民素质等因素紧密相关。

为了保证新农村建设中农业多功能性的保全工作健

康有序地开展 ,亟待建立一套能够符合中国国情、客

观公正、可操作性强和反映各地农业多功能性建设

成效的评价体系。

(2) CVM 作为一种主观的评价方法 ,调查结果

的准确性取决于受访者对评估物品的熟悉程度及其

认知意识。由于受访群体普遍较低的受教育水平和

收入能力 ,以及对问卷调查形式的陌生 ,都可能影响

他们真实支付意愿的准确表达 ,因此强化国民对农

业多功能性的认识、进一步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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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迫在眉睫。

(3)尽管调查显示了公众积极的保护态度 ,但是

“搭便车”的心理和完全依赖政府的心态还很普遍。

在保全农业多功能性的问题上 ,政府、民众的协调和

信任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业多功能性保全相关措

施的顺利实施。

(4)由于在调查时涉及到被调查者的心理及社

会特征 ,容易产生不可控的偏差 ,如 CVM 研究不需

要被调查者做出实际支付 ,因此所得到的愿意支付

的比例可能会高于实际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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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M Study of Preservation of Agricultural

Multi2f unctionality in Jianghan Plain

CAO Peng ,CH EN2Xing ,L IU Zhang2yong

( Col lege of A g ricult ure , Yangtze U ni versi t y , J i n gz hou , H ubei ,434025)

Abstract 　Based on t he random sampling investigation of 870 peasant s living in some count ries in

J ianghan Plain ,t his paper adopted t he mode of questionnaires and home interviews and conformed to t he

principle of contingent valuation met hod (CVM) to investigate t he peasant s’cognitive level on specific

connotation of Agricult ural multi2f unctionality and responsibility to p rotect p ublic welfare f unctions ,and

t heir willingness to pay ( W TP) about t he multiple f unctions ,and simultaneity to analyze t he interrela2
tionship between respondent s’social2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and W TP. The result s show t hat except

material p roduction ,t he peasant s’cognitive level on preventing soil and water erosion is t he highest in

all p ublic welfare f unctions ,reaching 67. 84 percent ,while the awareness of ot her p ublic f unctions is low2
er t han 50 percent . 86. 84 percent of interviewees are willing to pay additional cost s for t he p reservation

of Agricult ural Multi2f unctionality ,while t he remaining 13. 16 percent ref uses to pay due to uncertain at2
t ribution responsibility and lack of money and time. Correlation analysis reveals t hat t he respondent s’

survey region , sexuality , education , source of income have ext remely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 h W TP

value ,while t he respondent s’age has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 h it . Meanwhi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2
sis reveals that source of income and educational level are more sensitive to willingness to pay t han t he

age and sexuality.

Key words 　J ianghan Plain ; agricult ural multi2f unctionality ; environmental p reservation ; contin2
gent valuation met hod (CVM) ; willingness to pay ( W 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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