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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reational service is an important function of the urban ecosystem. Based on the conditional value 
assessment method (CVM), the value and residents’ willingness to pay for the entertainment service 
of the urban green ecosystem were studied by using the Spearma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inary lo-
gistic and ordered ordinal model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average probability of respon-
dents expressing a WTP in Jianghan district was 73.45%. “It should be funded by the government” 
was the main reason why residents were unwilling to pay; secondly, people’s WTP was affected by 
the long distance and poor accessibility. 2) The probability was not only a reflection of residents’ in-
come level, but also related to non-economic factors such as age and education level. Residents’ WTP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next recreation,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
relation with the residents’ age and satisfactory evaluation of the green ecosystem, and residents’ 
satisfactory evaluation ha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amount of the residents’ WTP. 3) The 
average WTP was 164.92~224.54 yuan per year per person, and the value of recreational in the 
green ecosystem of Jianghan District was calculated to be 1.76~2.417 billion yuan per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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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游憩服务是城市绿色生态系统的重要功能。基于条件价值评估法(CVM)，本文采用Spearman相关系数、

二元Logistic和有序Ordinal模型，对武汉市江汉区绿色生态系统游憩服务支付意愿及价值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1) 73.45%的受访居民有支付意愿，居民不愿支付的主要原因是“应由政府出资”，其次是

距离较远，可达性较差，从而影响人们的支付意愿；2) 居民支付意愿不仅仅是收入水平的体现，还与年

龄、受教育程度等非经济因素相关，江汉区居民支付意愿与再次游憩显著正相关，与年龄、满意度显著

负相关，居民的满意度对支付金额有负影响；3) 受访居民支付意愿164.92~224.54元∙年−1∙人−1，江汉

区城市生态系统游憩价值17.76~24.1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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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市绿色生态系统是指城市内部及周边为人们提供服务的绿色基础设施，包括森林、河流、湖泊、

公园等。在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同时，也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游憩服务[1]。《2016 年中国国土绿化状况

公报》显示，我国城市建成区绿地率 36.4%，低于国际标准的 50%以上，这与居民追求幸福生活的期望

有一定差距[2]。因此，对城市绿色生态系统游憩服务价值进行研究，旨在提高人们对城市绿色生态系统

的认识，更好地发挥城市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 
游憩服务是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功能，对其价值进行科学研究，有利于城市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在进行环境资源非使用价值评估时，条件价值评估法是一种比较常用的调查方法。Davis 在 1963 年首次

用于森林娱乐价值的评价之中，随后得到广泛应用[3]。利用效用最大化原理，在假想市场情况下，调查

人们为使用或保护某种生态系统服务的最高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 WTP)，用人们的 WTP 来估计

环境资源的经济价值[4] [5] [6] [7]。尽管 CVM 在国内外学术界仍存在一些争议，但 CVM 方法被认为是

近 10 余年来国外生态与环境经济学中最重要和应用最广泛的公共物品价值评估方法[8]。一些学者利用

CVM 方法，基于居民支付意愿，就稻田[9]、湿地[10]、公园[11]、湖泊[12]等生态系统的休闲娱乐服务价

值进行了评估。早期的研究主要利用社会经济因素来解释受访者的支付意愿，然而，非经济因素对于受

访者的支付意愿和支付金额亦相当重要[13]。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偏好、距离等非经济因素引入支付意愿方

程中，与社会经济因素一起研究[14] [15] [16]。 
本文通过实地调查获取数据，采用 Spearman 相关系数、二元 Logistic 模型和有序 Ordinal 模型，研

究居民对江汉区城市绿色生态系统游憩服务的支付意愿和支付金额的影响因素，并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

(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 CVM)，对其游憩服务进行货币化评价。旨在正确认识城市绿色生态系统的

游憩服务价值，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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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区域概况与研究方法 

2.1. 区域概况 

江汉区(30˚34'~30˚39'E, 114˚13'~114˚18'N)位于武汉市汉口地区中部，是武汉市 7 个中心城区之一。地

形南高北低，平坦开阔，无山丘，多湖塘，属于长江、汉江冲积的高河漫滩阶地。海拔在 23~26 m，低

于长江洪水位，属亚热带季风气候，雨量充沛，光照充足，年平均气温在 16℃左右，年降雨量 1300 mm
左右。江汉区有中山公园、小南湖公园、常青公园、菱角湖公园、后襄河公园、北湖、机器荡子等城市

绿色生态系统。 

2.2. 问卷设计与调查 

本次调研采用支付卡式问卷，基于典型的 CVM 调查的样本数 100~3000 个[17]，发放问卷 120 份，

有效问卷 113 份，比例达 94.2%。 
调查问卷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部分引言，主要介绍城市绿色生态系统定义、江汉区城市

绿色生态系统的概况以及其所提供的休闲娱乐功能。第二部为受访者性别、年龄、居住地、受教育程度、

月均收入等社会经济信息。第三部分是受访居民对江汉区城市绿色生态系统休闲娱乐服务的了解程度、

满意程度等的主观评价以及再次游憩的意愿。第四部分为问卷的核心部分，首先询问受访者是否愿意为

江汉区城市绿色生态系统休闲娱乐服务的建设发展支付一定费用，如果愿意，进一步询问其最高支付金

额。其核心问题为： 
1) 如果到江汉区的绿道、公园、景区等城市生态系统游玩一次，不限时间、地点，需要您支付一定

费用(如基础设施建设)，您是否愿意？1、愿意；2、不愿意。 
若不愿意，则询问不愿意支付的原因； 
2) 如果您愿意支付，您个人每年(或年票)最高意愿支付多少？根据预调查的结果，同时借鉴前人研

究，本问卷最终设置 29 个支付金额选项，具体见表 1。 
 
Table 1. Questionnaire payment card 
表 1. 调查问卷支付卡 

(1) 1 元 (2) 2 元 (3) 3 元 (4) 4 元 (5) 5 元 

(6) 6 元 (7) 7 元 (8) 8 元 (9) 9 元 (10) 10 元 

(11) 20 元 (12) 30 元 (13) 40 元 (14) 50 元 (15) 60 元 

(16) 70 元 (17) 80 元 (18) 90 元 (19) 100 元 (20) 200 元 

(21) 300 元 (22) 400 元 (23) 500 元 (24) 600 元 (25) 700 元 

(26) 800 元 (27) 900 元 (28) 1000 元 (29) 大于 1000 元 

数据来源：根据调查数据整理。 
 

CVM 调查存在假象偏差、支付偏差、策略性偏差、抵制性偏差等，这些偏差会影响调查结果的精准度。

因此，在设计问卷时，对调查者进行培训，使其能够向受访者解释清楚城市绿色生态系统的重要性，减少偏

差。问卷的设计力求简洁，重点突出，尽量控制在 3 分钟内完成，避免出现时间过长，受访者感到厌烦。 

2.3. 研究方法 

运用 IBM SPSS 22 软件，建立二元 Logistic 模型，分析影响受访者支付意愿的关键性因素。被调查者

的支付意愿是一个典型的二分变量，0 表示拒绝支付，1 表示愿意支付。二元 Logistic 模型的基本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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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1p y = 表示被调查者意愿支付的概率； 0β 表示回归方程的截距； 1 2, , , nX X X 表示各个解释变

量，即被调查者的特征信息； 1 2, , , nβ β β 表示回归系数， ( )exp iβ 表示支付意愿的概率。 
同时，运用有序 Ordinal 模型，分析影响受访者支付金额的关键性因素。假设支付金额有 1k + 个级

别，则对应有 k 个公式： 

( ) ( )1
1 1 , 1, 2, ,i k

i j j iL In P Y j X P Y j X i iX i kα β+

= = +
 = = = = + = ∑ ∑                  (2) 

式中，Li 表示第 i 个有序 Ordinal 模型；i 表示响应变量的水平即支付金额的级别；Y 表示响应变量；X 表

示自变量向量；αi 表示第 i 个模型的截距参数；βi 表示斜率向量； ( )P Y j X= 表示被调查者的支付金额

所属级别概率。 
根据何可[18]等的已有研究，将支付金额的算术平均数作为平均支付意愿的上限，并用 Spike 公式计

算得到下限，表示为公式(3)，考虑到江汉区绿色生态系统服务于武汉市居民，因此，其游憩服务总价值

见公式(4)。 

( )
( ) ( )

1 1, 2,3, ,n
iE WTP AiPi i n

E WTP E WTP
=

 = =


= ×

∑ 上限

下限 上限 意愿支付的比例
                         (3) 

( )
( )

Q E WTP
Q E WTP

α
α

 = ⋅
 = ⋅

上限 上限

下限 下限
                                   (4) 

式中， ( )E WTP 为受访居民年平均支付金额的算术平均值(元/人)；Ai 为支付金额；Pi 为有支付意愿的样

本选择该金额的概率；n 为有支付意愿的样本量；Q 为 2017 年江汉区城市绿色生态系统游憩服务总价值

(亿元)；𝛼𝛼为 2017 年武汉市常住居民数量。 

3. 结果与分析 

3.1. 受访者的基本情况 

表 2 看出，调查样本总体呈正态分布，符合抽样统计原理，具有代表性。受访者主要以中青年为主，

占总体的 86.7%，男性 54.9%，女性 45.1%，性别比例符合实际情况。受访者受教育程度较高，基本处于

高中、中专及以上学历水平，月均收入集中在 8000 元及以下。 
 
Table 2. Statistical description of the respondent’s social attribute variables  
表 2. 受访者社会属性变量的统计描述 

变量 类别 频数 频率/% 累计比例/% 

性别 男 62 54.9 54.9 

 女 51 45.1 100.0 

年龄 20岁以下 20 17.7 17.7 

 21~30岁 49 43.4 61.1 

 31~40岁 24 21.2 82.3 

 41~50岁 5 4.4 86.7 

 51~60岁 10 8.8 95.6 

 60岁以上 5 4.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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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2 1.8 1.8 

 初中 7 6.2 8.0 

 高中、中专 29 25.7 33.6 

 大学(本科、大专) 70 61.9 95.6 

 研究生及以上 5 4.4 100.0 

月均收入 2000元及以下 30 26.5 26.5 

 2001~4000元 26 23.0 49.6 

 4001~6000元 30 26.5 76.1 

 6001~8000元 18 15.9 92.0 

 8001~10,000元 4 3.5 95.6 

 10,000元以上 5 4.4 100.0 

数据来源：根据调查数据整理。 
 

83 位受访者具有正支付意愿，占比 73.5%。受访者投标额意愿集中分布在 100~500 元，投标频率最

高意愿值 100 元，占比 25.3%，其次是 200 元和 500 元，分别占 14.5%和 13.3% (图 1)。 
 

 
Figure 1. The distribution frequency about each bid value of respondents 
图 1. 江汉区受访者投标额分布频率图 

 

调查中，30 位受访者不愿意支付，占 26.6%。究其原因分析如下：“应由政府出资”，占 40.9%，

“距离较远，不太方便前往”，占 15.9%，“暂未考虑支付”，占 13.6%，“有点担心费用不能真正用

于环境保护”，占 11.4%，“收入有限，暂时无力支付”，占 11.4%，“倾向于支付其他用途”，占

6.8%。 

3.2. 支付意愿的 Spearman 秩相关分析 

影响受访居民支付意愿与数量的变量进行 Spearman 秩相关分析，见表 3。受访者对江汉区绿色生态

系统的满意程度与其支付意愿和金额显著负相关，再次游憩与居民支付意愿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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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Spearman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respondents’ WTP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表 3. 受访者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 Spearman 相关分析 

变量 
支付意愿 支付金额 

相关系数 显著性 相关系数 显著性 

性别 −0.022 0.819 −0.162 0.143 

年龄 −0.145 0.126 0.147 0.184 

受教育程度 −0.041 0.670 0.079 0.477 

常住地(距离远近) −0.121 0.202 −0.120 0.280 

月平均收入 0.150 0.113 0.203* 0.066 

对江汉区绿色生态系统的了解程度 0.040 0.672 0.056 0.612 

对江汉区绿色生态系统的满意程度 −0.241*** 0.010 −0.329*** 0.002 

是否会再次游憩 0.319*** 0.001 — — 

样本量 113 83 

数据来源：根据调查数据整理“*”、“**”、“***”分别代表 0.1、0.05、0.01 的显著性水平。 

3.3. 支付意愿的回归分析 

影响受访居民支付意愿与数量的变量分别做二元 Logistic 和有序 Ordinal 回归分析，见表 4。其中，

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的 Hosmer-Lemeshow 拟合优度检验的 P 值为 0.175，说明回归模型能够接受调查

数据，预测准确率 76.1%，可靠性较高。有序 Ordinal 回归分析中，平行线检验 P 值为 0.493，表明其参

数估计值准确可靠。模型整体拟合较好，结果可信度高。 
 
Table 4. Regression analysis of respondents’ WTP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表 4. 受访者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变量 
二元 logistic 回归 有序 Ordinal 回归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性别 — — −0.829* 0.481 

年龄 −0.437*** 0.174 — — 

受教育程度 — — −0.290 0.315 

常住地(距离远近) — — −0.967* 0.512 

月平均收入 0.396* 0.203 0.404** 0.180 

对江汉区绿色生态系统的满意程度 −1.005*** 0.335 −1.349*** 0.422 

常量 3.900*** 1.161 — — 

阈值 1 — — −3.608** 1.647 

阈值 2 — — −2.488 1.620 

样本量 113 83 

数据来源：根据调查数据整理。 
 

受访者年龄对支付意愿有显著负影响，通过了 1%水平检验。随着年龄的增大，可能由于其消费增加

或生活压力所致，其支付意愿降低。 
受访者的月收入对支付意愿和支付金额有显著正影响，受访者月收入越高，其支付意愿越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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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对绿色生态系统的满意度对其支付意愿和支付金额有显著负影响，均通过了 1%显著水平检验。

居民对城市绿色生态系统的休闲娱乐服务越满意，其支付意愿越不强烈，说明居民对城市生态系统休闲

娱乐服务的认知与支付意愿及行为存在偏差。 

3.4. 江汉区绿色生态系统游憩服务价值评估 

在分析受访者支付意愿与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对江汉区城市生态系统游憩服务价值进行经济评估。

计算得出江汉区绿色生态系统 E (WTP)上限 = 224.54 元，E (WTP)下限 = 164.92 元，即受访者平均支付

意愿为 164.92~224.54 元∙年−1∙人−1。根据《2017 年武汉统计年鉴》，武汉市人口 1076.62 万人，计算得出

江汉区绿色生态系统游憩服务价值 17.76~24.17 亿元。 

4. 结论与讨论 

受访者对江汉区绿色生态系统有较高支付意愿，支付意愿率 73.5%。不愿支付的主要原因是受访者

对城市生态系统保护的主体界定模糊不清，确实城市生态系统的建设发展主要是政府的职责，但是个人

也是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守护者。此外就是距离较远，可达性较差，未来可以在居民社区或者社区附近

建立特色口袋公园，惠及城市居民。 
Spearman 秩相关分析和二元 Logistic、有序 Ordinal 回归分析结果基本一致。人们的支付意愿和支付

金额不仅仅是收入水平的体现，还与年龄、受教育程度、满意度、再次游憩意愿有关。就江汉区而言，

再次游憩对人们的支付意愿有正影响，年龄、满意度对其有负影响，居民的满意度对支付金额有负影响。

城市居民是城市绿色生态系统的受益者，公众的直接或间接参与具有积极的作用，通过宣传和正确引导，

提高全社会居民对城市绿色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认知，唤醒人们的环境责任意识。 
受访居民平均支付意愿 164.92~224.54 元∙年−1∙人−1，江汉区绿色生态系统游憩服务价值为 17.76~24.17

亿元。随着社会的进步，居民的支付意愿会增加，城市绿色生态系统具有较大的潜在的游憩价值。 
本文运用 CVM 方法，建立假想市场进行价值评估，但受访者的支付意愿受到经济水平、社会环境

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计算得出的价值与实际会存在一定偏差，但不影响我们对城市绿色生态系统游憩

服务价值的理解和认识。同时，人们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满意度、再次游憩意愿等影响居民的支付

意愿，因此评估结果具有时效性，未来还需进行长期的调查和进一步研究，分析城市绿色生态系统游憩

价值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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