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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古茶树资源属于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的合理评定对促进古茶树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具有重要

意义。本文从古茶树价值特点出发对古茶树价值构成和价值表现进行分析，将其价值分为经济、社会、

环境及生态价值四项大类及11项亚类，采用市场价值法、旅行费用法、土壤侵蚀指数法、碳税法和工业

制氧法等对其价值进行货币化估算，以云南M野生古茶树居群为评估案例对其价值进行评估。结果表明：

1) 经济、社会和环境价值，可以直接或间接在市场上流通，分别体现了其市场价值、机会成本及公众支

付意愿；2) 生态价值占比相对较小，但其中遗传价值所蕴含的资源的独特性是其他价值的基础；3) 古
茶树价值量大小随人们认知利用水平的变化而变化。本研究为探索古茶树资源资产经济估算技术思路和

方法提供参考，正确认识和评估古茶树价值对积极保护和合理采摘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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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cient tea tree resources constitute a significant seg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The judicious 
evaluation of their worth is imperative for advocating the preservation and reasoned utilization of 
ancient tea trees. This paper scrutinizes the value components and value manifestations of ancient 
tea trees, grounded in their unique valu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economic value classifica-
tion method, their value is segmented into four categories and 11 subcategories, namely economic 
value, social value, environmental value, and ecological value. Several methods, such as market 
value, travel cost, soil erosion index, carbon tax, and industrial oxygen production, are employed 
to monetize their value. This study undertakes an evaluation of the M ancient tea tree cluster.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1)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values of these trees can circulate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within the market, thereby manifesting their inherent market value, 
potential opportunity costs, and the public’s willingness to contribute towards their preservation; 
2) The ecological worth of these trees, although constituting a smaller proportion, is fundamental 
due to the unique genetic value that these resources embody; 3) The perceived value of these an-
cient tea trees fluctuates in response to changes in people’s understanding and utilization of these 
resources. This research paves the way for potential methodologies and strategies in economically 
appraising assets like these ancient tea tree resources. An accurate understanding and assessment 
of the value of these age-old tea trees carries paramount importance for their proactive conserva-
tion and sustainable harv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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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是古茶树资源最丰富的国家，西南地区是茶树的原产地和起源中心(虞富莲，1986；张文驹等，

2018) [1] [2]，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丰富的古茶树资

源(王平盛等，2002) [3]，具有从野生原始种类到栽培进化种类的一系列演化群(魏小平等，2017) [4]。古

茶树不仅是重要的经济资源，也有着重要的社会、环境和生态价值，而不恰当的开发行为造成了古茶树

诸多价值的破坏(周红杰，2017；刘敏等，2022) [5] [6]。 
针对古茶树价值评估的研究较少，可以参照自然资源价值资产经济和生态价值评估的方法(杨昔，

2020) [7]，类似的还有水资源、湿地资源等(侯文坤等，2020；王玲等，2021) [8] [9]。自然资源资产的

特征决定其价值应从资源、环境、生态、经济和社会五方面进行确定和计量(刘利，2021) [10]。本文

从古茶树价值特点出发，探讨其价值构成及表现形式，构建价值评估体系，选取案例进行评估及分析。 

2. 古茶树的价值特点分析 

古茶树不仅是一种特殊的自然资源，也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凝结了自然资源生产和再生产的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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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一般劳动。从自然资源价值视角分析古茶树价值特点，可以看出天然古茶树相比于现代栽培型茶树

(园)，具有不能比拟的四个特征，即：更具稀缺性、更具效用性、较少生产要素的投入及资源性效益显著。

更具稀缺性体现在时间范围和空间范围，即生长的长期性和分布的随机性；更具效用性中的效用可分为

能被人类社会所利用的效用和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被利用的效用，这些效用一直存在，但是随着

人类科学和认知水平发展，对其利用水平不断提高；较少生产要素投入体现为其天然性，因为在古茶树

生长过程中古茶树生长中除了摘茶叶的劳动投入外鲜少有劳动、资本和技术的投入，在漫长岁月中古茶

树自我筛选保留了良好的抗灾抗病虫害体质。资源性效益是指那些现代栽培型茶园所不具有的，基于生

态学在基因、物种、生态系统层面的种质资源的保存。 

3. 古茶树的价值构成分析 

对自然资源的传统价值分类法主要有“五分法”和“两分法”。本文将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

值归入使用价值，存在价值、遗产价值及选择价值归入非使用价值，并且将把直接使用价值划分为了实

物价值和服务价值，依此对古茶树价值构成进行分析。 
使用价值是能被人类所直接利用和感受的部分。其中直接使用价值是指自然资源的产品和服务直接

利用或者相互利用的价值，它以显著或是不显著的实物形式表现出来。古茶树的直接使用价值是指其可

以作为商品在市场上进行交换的部分，表现为实物价值和服务价值两个方面。其中，实物价值主要在农

林业领域产生，古茶树和其它树木一样具有林副产品价值和木材价值；服务价值表现为古茶树对和生物

多样性对人类观赏休憩、教育科研方面提供的服务。间接使用价值即生态功能价值，是指自然资源的生

态环境所能够提供的对经济活动的间接支持和保护功能，以及调节的服务功能。古茶树的间接使用价值

主要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如保持碳氧平衡、水气循环、调节气候、土壤等等，除了涵养水分、净化空

气，它更多表现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 
非使用价值主要反应的是人们为了保护和改善那些永远不会或暂时不会使用的资源所支付的价值。

这种价值既不是指对资源的直接使用，也不是指对资源的潜在使用，非使用价值的提出几乎是基于伦理

学角度出发。从效用上看，是指人们虽然不打算利用，但如果资源消失了又会感到可惜所损失的价值。

进一步将非使用划分为选择价值和消极价值。 
选择价值也叫远期价值即潜在使用价值，是指人们为了在未来某一时间能够使用资源而获得的价值，

是人们为确保未来能够利用古茶树资源以及其产生的效益而愿意支付的“保险金”，它是为保护这种资

源而做出的预先支付。选择价值与使用价值相比，前者反应的是人们现在不使用、但是保留未来使用权

的一种意愿；后者反应的是现时使用所获得的价值。 
 
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value components of ancient tea trees 
表 1. 古茶树价值构成分类 

价值构成分类 功能价值 价值分类 

使用价值 
直接使用价值 

实物价值 经济价值 

服务价值 社会价值 

间接使用价值 生态功能价值 环境价值 

非使用价值 
选择价值 遗产价值 

生态价值 
消极价值 存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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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价值是指人类将资源本身及其所蕴含的生物多样性、动植物资源等留给下一代的价值。古茶树

的消极价值包括存在价值和遗产价值，体现的是其能满足人类精神文化和道德需求的价值。其中，存在

价值是古茶树客观存在的价值，与人类劳动附加无关，反映的是自然资源价值中物的原始属性。遗产价

值是指维持资源的完整性保存下去的价值。价值构成与分类如表 1 所示。 

4. 古茶树的评估体系构建 

基于古茶树价值特点及功能特点细分古茶树价值评估体系并选用相应的评估方法。 

4.1. 经济价值评估 

经济价值对应实物价值，是目前在市场上流通的古茶树价值的核心与重点。 
1) 林副产品价值。古茶树茶叶的独特及安全性使需求增加，古茶树经济价值得以体现。古茶树茶叶

在市场上流通，茶叶价格资料可获得，且年产量较稳定，因此采用收益法。公式如下： 

( )1 iV Q P= ×∑  

V1为林副产品的价值，Q、P 为分别为茶青产量和价格。 
2) 木材价值。树木自身具有木材价值 V2。古茶树一般比较珍贵稀有且材积量较大，但其枯死后遗骸

一般原地做保护处理，不进入市场销售，在此不予考虑。 

4.2. 社会价值评估 

社会价值对应服务价值，是古茶树对人类生理和心理方面提供的服务。 
1) 社会保障价值。古茶树起着重要的社会保障作用：滞留在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需要国家为他们支

付最低生活保障。公式如下： 

3V N M r= × ×  

V3 为社会保障的价值；N 为保障的人数；M 为城市最低社会保障标准；r 为农村居民生活消费开支

与城市居民生活消费开支的比值。 
2) 科考文化价值。科考文化价值主要衡量在过去时间已经形成、基于现在实现时点对于历史文化具

有科考研究价值的衡量。公式如下： 

4V A VR= ×  

V4为科考文化价值；A 为古茶树分布面积；VR 为单位面积科考文化价值。 
3) 景观价值。景观价值因其稀缺、独特的景观和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为周边地区增加的额外收益。

公式如下： 

( )5V CP T CR N= + + ×  

V5为景观价值；CP 为消费者支出，由交通费、食宿费和门票及景区内服务费构成；T 为旅行时间价

值，从旅客支付意愿角度度量时间价值；CR 为消费者剩余；N 为游客人数。 

4.3. 环境价值评估 

环境价值对应间接使用价值，即生态功能价值，体现为古茶树资源提供的服务对人类福利水平和经

济活动产生的成本和收益的节约。 
1) 气体调节。气体调节可以分为净初级生产力和释放氧气和吸纳二氧化碳等价值。 
① 净初级生产力。生态系统积累的有机物视为生态系统的净第一生产力，其价值按有机物质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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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价值(元·g−1C)换算。公式如下： 

( )1 1i
n

i iiNP PP R W
=

× −=∑  

NPP 为净初级生产力；Pi为茶叶作物的经济产量；Ri为茶叶作物的收获指数；Wi为茶叶作物的水分

含量。 
② 释放氧气和吸纳二氧化碳。光合作用方程式推算单位干物质生产量，根据排放收费标准将生态指

标换算成经济指标。采用碳税率法和工业制氧法，公式如下： 

6 C OV V V= +  

V6为气候调节价值；Vc为固碳价值； c cV Q R Tax= × × ；Q 为植物的干物质量；Rc为植物中的碳含量；

Tax 为瑞典碳税率；VO为释氧价值， O o oV Q R C= × × ，Ro为植物中的释氧量，Co为工业制氧成本。 
2) 营养物质循环与贮存。古茶树生态系统对营养物质的固定和循环使得人类农业生产投入得到了节

约。以生物量与净初级生产力为基础估算其氮、磷、钾几种主要营养物质的年总吸收量与年总储量，公

式如下： 

17 i i
n
iV PNPP ω
=

= × ×∑  

ωi、Pi分别为氮、磷、钾元素在茶树植物体中的百分含量，及氮、磷、钾元素的折算价格。 
3) 土壤保持。古茶树根系发达﹐起到了良好的防止冲刷土壤保持及营养保持的作用。 
① 固持土壤价值： 

8-1V A h rδ= ÷ ×  

δ为土壤侵蚀模数；A 为茶园面积；h 为农田土壤耕作层平均厚度。 
② 减轻泥沙淤积的价值： 

V8−2 = 土壤侵蚀总量 × 泥沙淤积百分比 × 单位库容成本 
③ 保肥价值： 

8-3V A Pδ ρ ω= × × ×  

ρ 为土壤容重，ω为 N、P、K 在土壤中的含量占比；P 为我国 N、P、K 化肥的平均价格。 
4) 涵养水源。古茶树根系发达，树冠面积较大，覆盖度能达 90%以上，起到良好的截留降水、吸持

土壤水分、补充地下水、减少地表径流的流量等作用。用水量平衡法计算，公式如下； 

( )W R E A R Aθ= − ⋅ = −  

9V w p= ×  

w 为年涵养水源量(m3·yr−1)，R 为年平均降雨量(mm·yr−1)，A 为研究区域面积(hm2)，E 为年平均蒸散

量(mm·yr−1)；θ 为径流系数；p 为单位库容水价。 

4.4. 生态价值评估 

生态价值对应非使用价值。它不会在市场上流通，评估时常用支付意愿法和条件市场法衡量人们对

于自然资源保护的支付意愿。 
1) 遗传价值。遗传价值是指将生态系统当作遗产保护起来留给后代利用愿意支付的价值。本文将生

态价值中存在价值、选择价值合并入遗传价值进行计算。公式如下： 

10V Q WTP 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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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0为遗传价值；Q 为居民数量；WTP 为每年支付意愿(WTP)；R 为居民对保护古茶树居群的偏爱比

率。 
2) 生物多样性价值。生物多样性的价值不会被利用也不会在市场上流通，用为了保护资源而牺牲

的最大的替代选择的价值去测量，即机会成本法。 
评估方法体系如表 2。 
 

Table 2. Comprehensive opportunity assessment method system for ancient tea trees in Yunnan Province 
表 2. 云南省古茶树综合机会评估方法体系 

价值分类 具体内容构成 价值评估方法 

经济价值 
林副产品价值 市场价值法 

木材价值 假想市场法 

社会价值 

社会保障功能 支付费用法 

科考文化研究 单位面积法 

景观价值 旅行费用法 

环境价值 

气体调节 碳税法/工业制氧法 

营养物质循环及储存 假想市场法 

土壤固持 土壤侵蚀指数法 

涵养水源 水量平衡法/影子工程法 

生态价值 
遗传价值 支付意愿法 

遗传价值 支付意愿法 

5. 评估案例 

5.1. 古茶树资源概况 

案例选取有代表性的 M 野生古茶树居群，位于云南省西南部，现存面积 846.67 hm2，是国内外发现

的海拔最高、面积最大、密度最大、原始植被保存最完整的野生古茶树居群之一。 

5.2. M 野生古茶树居群价值评估 

5.2.1. 经济价值评估 
M 野生古茶树居群可采摘面积约 380 hm2，毛茶总产量 716.4 t/年，茶叶农业产值 324 万元/年，茶农

人均茶叶收入 3827 元/年。年产干毛茶 46.2 t，年茶叶总收入 6444 万元，均价为 1394.8 元/kg。计算得经

济价值为 6444 万元·yr−1。 

5.2.2. 社会价值评估 
参考云南省城市低保标准为 667.9 元/人·月、农村低保标准为 452.6 元/人·月。茶叶产值占农业总产

值的 2%~3%，茶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按上限计算。农村与城镇常住居民生活消费支出比例为 0.35，
计算得社会保障价值为 2375 万元·yr−1。 

M 野生古茶树居群单位面积科考文化价值为 861 美元/hm2，取 2022 年人民币对美元平均汇率 7.116
计算，科考文化价值为 518.74 万元·yr−1。 

据实地调查，2022 年受疫情影响，取 2020 年数据，共接待游客 15 余万人，故休闲娱乐价值为 315
万元·y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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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环境价值评估 
已知亚热带常绿阔叶林面积为 0.108 × 108 hm2，净初级生产力为 1.8650 × 108 t，推算出 M 野生古茶

树居群有机物年度净生产量为 14620.74 t。根据植物的光合作用方程式，估算得年总固定的 CO2 量为

23685.60 t，释放 02量为 17544.89 t。已知瑞典碳税 150 美元/t，取平均汇率 7.116 得固 C 的经济价值为

2528.20 万元·yr−1；已知工业制氧成本 400 元/t，释 O2 的经济价值为 701.80 万元·yr−1。气体调节价值为

3230 万元·yr−1。 
茶树植株含氮量约 4%，含磷量约 1%，含钾量约 2%，计算得年度净生产量为 14620.74 t·yr−1，相当

于固定了 584.8296 t·yr−1、146.2074 t·yr−1、292.4148 t·yr−1的 N、P、K。对应商品中纯氮、磷、钾的折算

率分别为 17.94%、12.25%、52.35%。按照当前氮、磷、钾化肥平均价格 2720 元·t−1，估算出营养物质的

循环价值为 75.05 万元·yr−1。 
土壤保持功能价值。① 固持土壤价值。已知侵蚀模数为 200 m3·hm2·yr−1，计算出减少土壤侵蚀总量

为 169,334 m3；土壤耕作层平均厚度取 0.5 m，云南省茶产业平均年产值为 3.9 万·hm−2，计算出固持土壤

价值为 132.08 万元·yr−1。已知减少土壤侵蚀总量为 169,334 m3，单位库容成本取 0.67 元·m−3，泥沙淤积

百分比取 24%，计算得减少泥沙淤积价值为 2.72 万元·yr−1。云南土壤表层 N、P、K 平均含量取 3.69%，

当前氮、磷、钾化肥平均价格 2720 元·t−1，土壤容重取平均值 1.185 t/m3，可得保肥价值为 2013.99 万元·yr−1。 
取云南省年平均降水量为 1278.8 mm，雨水截流系数取 0.275，可估算 M 野生古茶树居群涵养水源总

量为 297748.44 m3·yr−1。根据影子工程法，水库蓄水成本为 1.27 元·m3。可计算出 M 野生古茶树居群涵

养水源的价值为 37.81 万元·yr−1。 

5.2.4. 生态价值评估 
根据《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估算支付意愿、云南省统计年鉴数据和实地问卷调查结果，

计算得 M 野生古茶树居群维持生物多样性价值约为 130 万元。 
生物多样性价值运用机会成本进行衡量。云南省 2020 年茶产业平均年产值为 3.9 万·hm−2，因维持生

物多样性而丧失的古茶树开发利用机会成本为 1820.01 万。 

5.3. 评估结果分析 

Table 3. Assessment value of M wild ancient tea tree population 
表 3. M 野生古茶树居群评估价值 

价值分类 价值构成 价值(万元) 价值比例 价值合计(万元) 价值占比 

经济价值 
林副产品价值 6444.00 37.70% 

6444 37.70% 
木材价值 0 0.00% 

社会价值 

社会保障功能 2375.00 13.89% 

3208.74 18.77% 科考文化研究 518.74 3.03% 

景观价值 315 1.84% 

环境价值 

气体调节 3230.00 18.90% 

5491.65 32.13% 
营养物质循环及储存 75.05 0.44% 

土壤固持 2148.79 12.57% 

涵养水源 37.81 0.22% 

生态价值 
遗传价值 130 0.76% 

1950.01 11.41 
生物多样性 1820.01 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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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野生古茶树居群价值为 17094.4 万元。具体价值构成与占比如表 3。四类价值对比，经济和环境价

值占比较大；从细分指标来看，林副产品价值最大。表明 M 野生古茶树居群的价值的实现主要集中于其

经济价值。茶叶生产提供农副产品，吸纳大量劳动力就业，发挥社会保障功能价值，同时旅游经济的发

展推动了景观价值的实现。环境价值不直接在市场流通，以古茶树植株的净初级生产力、营养物质含量

等客观数据为基准，价值实现运用市场数据；生态价值只能运用支付意愿、机会成本进行衡量。 

6. 结论 

根据古茶树效益划分了经济、社会、环境、生态价值四种价值类型，构建了价值评估体系，研究结

论如下： 
1) 经济、社会和部分环境价值可以在市场流通。环境价值属于纯公共产品范畴，社会价值受益主体

也是公共，只能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通过假想市场法衡量保护工作的劳动价值或机会成本。2) 生态价

值在未来一段时间或永远都不会利用它，只能衡量现有社会认知水平下人们对它的保护意愿而非其真正

的“存在价值”。遗传价值占比虽然相对较小，但所蕴含的资源的独特价值是其它价值的基础，是不可

忽视的部分。3) 古茶树价值取决于其有用性和稀有性，价值量大小随社会认知和利用水平的变化而变化。

正确认识古茶树价值对积极保护和合理采摘具有重要意义，促进“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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