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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耕地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替代的重要资源，承载着保证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功能，开展耕地资源价

值测算研究，为耕地保护补偿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随着生态系统服务稀缺性变得越来越突

出，耕地生态价值评估受到了空前的重视，本文对国内外耕地资源价值的研究体系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对国

内外耕地生态价值的评估方法进行了总结，并对各种方法的优缺点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耕地生态价值评估将

来的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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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耕地作为土地资源的精华部分，其可持续利用

是影响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
［１－２］

。耕地资源

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替代的重要资源，在我国，耕

地资源更是承载着保证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功

能，因此，我国政府高度重视耕地保护，将其列入基

本国策，采取“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
［３］
，

而全面认识耕地的价值是保护耕地的关键。２０００
年以来，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生态系统服务

稀缺性变得越来越突出，耕地生态系统的多功能性

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国外有关农地价值，特别是耕地

生态价值的研究成为热点
［４－７］

。国内外耕地资源价

值的研究都经历了由无价值到单一价值到综合价值

核算的发展过程，学者们的关注点由简单的关注耕

地能生产多少粮食、养活多少人，逐渐过渡到全面关

注耕地的经济产出价值、所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与

生态服务价值
［８］
，出现了耕地生态价值的不同评估

方法
［９－１０］

。科学界定耕地资源生态价值，构建完善

的耕地资源价值测算体系，对制定有效的耕地保护

政策，缓解城市化进程中耕地资源流失具有重要意

义。本文在对国内外耕地生态价值评估研究成果进

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针对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阐明其研究趋势，以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１　耕地生态价值及评估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概念始于 １９７０年联合国
大学（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发表的人类对全球
环境的影响报告，报告中首次列举了生态系统对人

类的环境服务功能。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较全

面的研究，是以 ＤＡＩＬＹ［１１］编著的《ＮａｔｕｒｅｓＳｅｖｒｉｃｅｓ：
Ｓｏｃｉｅｔａｌ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ｏ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ｅｏｓｙｓｅｔｍｓ》的出版和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等［１２］

对全球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

价结果的发表为标志，从此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

价值评价研究工作逐渐成为生态、经济学界的热

点
［１３－１４］

。耕地资源的生态价值是指耕地在调节气

候、净化与美化环境、防止水土流失、维护物种多样

性等方面所具有的功能价值
［３］
。近年来，耕地资源

稀缺的矛盾日益突出，除了耕地的经济价值与社会

价值外，耕地的生态价值逐渐引起学者们的重视，如

何合理评估耕地的生态价值成为研究的重点，耕地

生态价值评估即将耕地生态价值进行货币化表

现
［１５］
。由于耕地作为不动产，又有其特殊性，因此，

在耕地生态价值评估中要考虑耕地的特殊性，包括

反映位置的固定性或不可移动性、耕地生态功能的

不可替代性、动态变化性等
［１６］
。

２　国外研究进展

国外对土地价值进行系统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

到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提出的

农业地租理论。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前，国外关于耕地
价值评价文献基本属于耕地经济价值评价研究，之

后国外对农地价值的研究过渡到研究生态环境价

值、农业生产价值及其评价方法等方面。随着人们

对资源生态环境及具有公共属性的资源的重视，资

源生态环境价值评估日益被关注。１９８０年，世界自
然保护联盟（ＩＵＣＮ）在《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指
出，必须从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角度核算自然资

源价值，以确保全球的可持续发展。２０世纪 ８０年
代末，国际生态经济协会的成立，引发了关于可持续

发展指标和综合经济与环境核算体系构建的大讨

论，并引起了关于环境价值研究的热潮，不同土地生

态价值的评估涌现，包括湿地
［１７－１８］

、河流
［１９－２０］

、海

洋红树林等
［２１－２４］

。

国外耕地生态价值评估研究中
［２５－２７］

，除了对耕

地生态价值总体性的评估
［２８－２９］

，多数认为耕地生态

功能主要包括土壤肥力的维持、营养物质循环、废弃

物同化、碳汇、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的研究，比如，

ＳＷＩＮＴＯＮ等［３０］
认为耕地生态系统在提供粮食、纤

维和燃料等产品过程中还提供其他生态系统服务，

包括授粉服务
［３１］
、害虫控制服务

［３２］
、水质净化服

务
［３３］
等；ＰＯＲＴＥＲ等［３４］

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农场

评价了草地、谷物、生物燃料以及由这三者构成的粮

食能源联合生产系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ＷＡＬＬ
等

［３５］
认为耕地土壤是陆地生态系统的核心组成，并

评估了土壤在全球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中起着重要作

用；ＷＯＯＤ等［３６］
分析了世界农业生态系统的定量和

定性信息，评估了农业生态系统的状态；ＤＡＩＬＹ［３７］

评价了一个澳大利亚农场收益的组成及其比重；

ＰＲＥＴＴＹ等［３８］
研究了免耕技术对农田生态系统碳

蓄积能力的增加情况，并估计了英国种植业和畜牧

业的碳累积能给农民带来的收入；ＤＯＭＩＮＡＴＩ等［３９］

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归纳了土壤自然资产产生的生态

系统服务。也有学者研究了不同农业模式提供生态

服务的差别，包括集约农业和传统农业某些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变化
［４０］
、耕地景观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

价值
［４１］
、不同自然景观和农业景观生态系统服务

等
［４２］
。

在评估方法方面，很多学者试图对耕地生态价

值类型进行细分，并采取不同的评价方法对各项耕

地生态功能进行评估。由于没有专门成熟的耕地生

态价值核算方法，大多数评估方法都是借用资源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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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价值核算的方法，多采用替代市场技术，出现了成

本替代法、旅行成本法、意愿评估法、条件价值法等

多种评价公共品属性、环境价值的方法。在耕地生

态价值评估中应用相对成熟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

为替代市场法，即采用替代市场技术，以“影子价

格”和消费者剩余来表达资源环境的经济价值，比

如，ＧＥＮＥＬＥＴＴＩ［４３］提出了一个基于常规数据评价农
地景观生态价值的数学方法，该方法依赖于 ＧＩＳ中
的景观生态指标，选择农地景观类型、剩余物覆盖和

边缘特征、森林与农业区的交错长度及近似自然储

量等作为生态指标变量；ＭＩＬＮＥ等［４４］
以加拿大南安

大略湖为例，利用市场法核算该地区风景保护用地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价值；ＡＭＹ等［４５］
采用影子价格

法评估了冬水田天然储水功能价值；也有研究采用

替代市场法对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农业结构转

化的基础上，提出了政策干预建议
［４６］
。另外一种方

法是条件价值评估法，条件价值评估法属于模拟市

场法的一种，国外采用模拟市场法对自然资源价值

进行核算的研究较多，模拟市场法又称假设市场法，

它以支付意愿和净支付意愿来表达生态环境的经济

价值。由美国学者 ＣＩＲＩＡＣＹＷＡＮＴＲＵＰ［４７］最先开
发应用的条件价值评估法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ＣＶＭ）逐渐成为一种特别适用于非市场价值
评估的经典方法，众多学者采用条件价值法对自然

资源进行了评价
［４８－５２］

，并对方法进行了改进研

究
［５３－５４］

，条件价值评估法是公共物品非市场价值评

估的唯一方法
［５５－５７］

，属于典型的陈述偏好法，该方

法不依赖于现实市场中的数据，而是设计一个虚拟

的市场，通过问卷调查，向被调查者描述虚拟市场中

环境物品供应数量或质量的变化情况，询问其支付

意愿金额（ＷＴＰ）或受偿意愿金额（ＷＴＡ），据此评价
资源的经济价值

［５８］
。耕地非市场价值评估方面，国

外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如 ＤＯＲＦＭＡＮ等［５９］
对农地

保护非市场价值的研究；ＣＨＯ等［６０］
对地役权保护

支付意愿的研究；ＢＡＮＺＨＡＦ等［６１］
对城市近郊土地

公共价值的评估；ＳＵＴＴＯＮ等［６２］
利用全球覆盖映象

数据，估计了全球土地的市场经济价值和非市场经

济价值。耕地生态价值评估方面的研究也较多，例

如，ＴＨＯＭＡＳ等［６３］
采用意愿法分析了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保护动物繁殖权利对农业用地价值的影响，发现动

物得到保护的地区比没有得到保护的地区的土地价

格高；ＳＰＥＬＬＥＲＢＥＲＧ［６４］、ＢＡＬＭＦＯＲＤ等［６５］
利用意

愿法核算耕地的生物多样性价值；ＷＡＲＮＡＦＦＥ［６６］和
ＮＯＲＩＳ等［６７］

通过调查居民对植物和动物的喜好意

愿评价了土地的风景生态价值；ＦＲＡＮＫ等在缺乏正
式的农地市场前提下，分析了巴西亚马逊河地区影

响土地价值的特征因素，研究表明土地经济价值得

到一定增加，但其生态价值和社会价格却明显下

降
［６８］
；ＢＡＳＴＩＡＮ等利用 ＧＩＳ数据和享乐模型方法，

以美国怀俄明州农地为例研究了农地的生态价

值
［６９］
。

３　国内研究进展

３１　我国的耕地资源价值体系
耕地资源价值的本质是耕地资源满足人类需

要，它源于耕地资源的效用、稀缺性和可控性
［７０］
。

耕地资源价值的研究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人们

对其认识经历了由无价到单一的经济价值核算，再

到综合价值核算的发展过程
［７１］
。长期以来，传统经

济学对土地价值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单纯的或狭义的

经济价值基础上，忽视了土地所拥有的生态服务功

能、社会保障功能、代际公平等外部性价值
［７２］
。由

于权属状况和背景不同，我国耕地资源价值内涵与

国外有所不同，有代表性的耕地资源价值的相关研

究较多，学者进行了不同的定义和分类，其中有代表

性的如表１所示。
在表１中，耕地资源价值分类体系差距较大，有

的分类方式中有耕地资源的生态价值分类，有的分

类中没有专门的生态价值类型，但包含到其他价值

类型中，比如，非市场价值、非使用价值中，应该都是

包括耕地的生态价值。对耕地资源综合价值评估的

主要目的是为耕地保护服务，耕地价值是耕地流转

中价值补偿的重要依据，在目前的耕地的非农流转

中，现行耕地补偿体系中还不包括耕地生态价值补

偿，造成耕地的开发利用仅受单纯经济利益驱动，使

得资源耗竭速度加快，相对国外，目前我国对具有生

态功能价值和社会保障价值的耕地生态补偿的研究

涉及较少
［８１－８３］

，耕地占用中，不仅要对耕地的经济

价值与社会价值进行补偿，还需对耕地的生态价值

进行补偿。因此，有必要对耕地的生态价值进行评

估，以满足耕地资源总价值的合理测算和进行耕地

生态补偿的实际需求。

３２　评估方法
国内学者对耕地生态价值的评估方法与国外相

似，大体可以分为 ３种类型：价值当量修正法、替代
市场法和条件价值评估法。

３２１　价值当量修正法
谢高地等以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等对生态系统服务价

值评估的部分成果为参考，同时综合了对我国专业

人士进行的生态调查结果，建立了我国陆地生态系

统单位面积服务价值表
［８４］
。因此，不少学者通过对

谢高地等计算出的耕地资源生态服务的价值进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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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我国耕地资源价值内涵分类

Ｔａｂ．１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ｖａｌｕｅｉｎＣｈｉｎａ

代表性研究 价值类型 内涵

蔡运龙等［７３－７４］、汪峰

等［７５］

经济价值、社会保障价值和生态

价值

经济价值是耕地的经济效益的提前支付；社会保障价值包括养老保险价值和就

业保障价值；生态价值是耕地资源具有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蔡银莺［７６］、连纲［７７］、

聂艳［７８］等
市场价值和非市场价值

市场价值指耕地的经济产出效益；非市场价值指耕地资源具有的提供开敞空间、

维护生物多样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的价值，概括为选择价值、馈赠价值和存

在价值

诸培新等［７９］ 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
使用价值包括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和选择价值，非使用价值包括存在价

值和遗赠价值

武燕丽等［８０］
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和

精神价值

经济价值是耕地为人类提供农产品、原材料的价值；社会价值是指耕地提供基本

生活保障、就业保障、养老保障等价值；生态价值是耕地的生态功能价值；精神价

值是耕地提供科研、社会文化和教育功能的认识价值、给予人类以道德启示的道

德价值和审美价值

正，来获取研究区内的生态价值。本文将该类方法

命名为价值当量修正法。胡蓉等
［８５］
利用物价指数

对耕地资源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修正，得到

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全国耕地资源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别
为６０４７、７３１８８元／ｈｍ２；覃洁等［８６］

通过区域耕地

平均粮食单产对耕地生态价值进行修正，测算出广

西２０１４年单位耕地生态价值为２２８４７５０元／ｈｍ２，耕
地生态补偿价值为２３０４亿元；罗娟等［８７］

利用生物

量对耕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修正，认为研究区

内不适宜性耕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临界适宜性

耕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要低于草地的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汪冰等
［８８］
在对农田主要作物进一步细分的

基础上，引入了平衡城市化进程系数作为控制城市

化进程速度和加大政策调控力度的因素，重新构建

了农用地转用生态价值评估模型；赖元长等
［８９］
参照

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

表，结合研究区粮食平均产量和收购价格，分析了退

耕还林前后的生态价值变化，探讨了退耕还林工程

对生态价值的影响。

价值当量法可以得到的是耕地的总体生态价

值，并能将耕地的生态价值类型划分为气体调节、气

候调节、水源涵养、土壤形成与保护、废物处理、生物

多样性保护、食物生产、原材料和娱乐文化 ８种功
能。由于价值当量法方法简单，操作性强，使用比较广

泛，但其评价的价值更适合与其他类型土地生态系统

服务价值相比的“相对价值”，且其价值类型实际上包

括耕地的经济价值，其类型划分有待进一步探讨。

３２２　替代市场法
替代市场法在国内也有较多的应用，其中，汤进

华等
［９０］
选取耕地资源的气体调节功能价值、大气净

化功能价值、水源涵养价值、土地保持价值、土壤营

养保持价值和维持生物多样性功能价值这６种服务
功能价值作为测算因子，利用市场价值法对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武汉城市圈耕地资源生态
价值年均值进行测算，最终定量计算出武汉城市圈

耕地资源价值总量；许恒周等
［９１］
以江苏省为例，在

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耕地生态功能分为供给、

调节、支持和文化４类，运用价值量评价法评估各生
态价值，并估算在非农化过程中损失的耕地资源生

态价值；赵海珍等
［９２］
以拉萨河谷地区达孜县为例，

运用市场价值法、替代工程法、影子价格法等方法对

青稞农田生态系统生产农产品固定 ＣＯ２、释放 Ｏ２、
涵养水分、维持营养循环等生态服务功能进行了计

算；吴兆娟等
［９３］
采用替代市场法评估了基于地块尺

度的耕地生态价值测算方法及调查测算了水田、旱

地地块生态价值；曹志宏等
［９４］
根据耕地资源的经济

功能、生态功能和社会功能，采用市场价值法、恢复

费用法和机会成本法等计算黄淮海地区耕地资源价

值。表２总结了我国采用替代市场法评估耕地生态
价值常用的分类和核算方法。

替代市场法能对耕地的各类生态价值进行精细

化核算，并可以根据区域实际数据进行调控，是一种

相对精确的核算方法，但由于耕地生态价值构成的

复杂性，替代市场法受到科学技术水平、计量方法和

研究手段的限制，应进一步提高耕地生态价值的合

理性和精确性。

３２３　条件价值评估法
国内采用条件价值法评估耕地非市场价值，特

别是生态价值的研究起步相对晚，但也形成了丰富

的成果。李广东等
［９７］
运用条件价值法对三峡生态

脆弱区耕地非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魏玲等
［９８］
以武

汉市为样本区域，采用问卷调查法，分市民和农民两

类样本，调查居民对耕地生态服务价值的认知程度、

支付态度及意愿支付额；高汉琦等
［９９］
在分析耕地生

态服务功能特征及耕地资源和社会经济环境等对耕

地生态影响的主要因素的基础上，对焦作市未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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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我国替代市场法评估耕地生态价值常用分类与核算方法

Ｔａｂ．２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ｖａｌｕ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ｍａｒｋｅｔ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ａ

许恒周等［９５］ 李景刚等［９６］ 赵海珍等［９２］

价值类型 核算方法 价值类型　　　 核算方法 价值类型　　 核算方法　　

大气调节 碳税法、造林成本法 大气调节 碳税法、造林成本法 固定 ＣＯ２价值 造林成本法

净化环境 造林成本法、碳税法 净化环境 替代市场法 释放 Ｏ２价值 造林成本法

涵养水源 影子工程 土壤保持
市场价格法、机会成本

法和影子工程法
涵养水分价值 替代工程法

土壤保持
机会成本法、影子价

格法
营养物质循环 影子价格法 营养循环价值 影子价格法

营养循环功能 市场价值法 生物多样性 价值当量修正法

维持生物多样性、休

闲娱乐与文化教育
价值当量修正法

同情景下的耕地生态功能变化过程进行模拟，并采

用条件价值评估法中连续型的支付卡方式调查农户

对耕地生态效益的支付意愿（ＷＴＰ）和受偿意愿
（ＷＴＡ）；马爱慧等［１００］

选用湖北省武汉市中心城区

与远城区３６１份市民和３８３份农户的实地问卷调查
数据，从选择实验法视角，分析城乡居民对于耕地面

积、耕地质量与肥力、耕地周边景观与生态环境和耕

地保护支付成本４项保护属性及所组合方案政策的
可能反映和接受意愿；唐建等

［１０１］
采用双边界二分

式 ＣＶＭ法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从城镇居民的支付意愿
和农民的受偿意愿 ２个角度评价耕地生态价值，在
ＷＴＰ和 ＷＴＡ法下，重庆耕地生态总价值分别为
２７６亿元、２１３２亿元。

条件价值评估法使用方法灵活、适用性广泛，具

有强大的提供数据来源的能力，在估算耕地生态价

值过程中考虑到了居民利益，研究结果与该地域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显著相关，在此基础上及前提下的

评价结论的适用性相对较高，其重要性和应用性正

在逐步提高。但该评估方法主要应用于评估耕地整

体生态价值，无法评估单一价值类型。另外，利用

ＣＶＭ法的生态价值评估需要对受访者进行假设情
景的描述，且无法做到对假设情景的量化，因此如何

设定问卷对于结果的准确度有较高的影响。

４　展望

目前，耕地生态价值评估方法越来越受到学术界

研究的重视，在各种评估方法中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

由于耕地生态价值本身的影响因素复杂多样且多难以

定量，因此对于耕地生态价值的评估仍具有一定的难

度。目前，耕地生态价值评估方法尚存在一定不足，耕

地生态价值评估的重点发展方向有以下几方面：

（１）耕地生态价值体系研究
目前，不同学者根据需求划分了不同的耕地生

态价值分类体系，由于划定标准不同，不同测算结果

之间尚缺乏可比性。将来应加强耕地生态价值理论

基础研究，合理划分耕地生态价值类型，形成完整

的、可操作的耕地生态价值监测与评价体系，以便于

耕地价值基础研究的开展与基础数据的积累，为管

理与决策提供必要的基础数据支持。

（２）耕地生态价值评估方法研究
根据上述的分析发现，现有耕地生态价值评估

都存在一定的不足。未来有待于加强数学模型法的

应用，基于影响耕地自身条件和不同影响因素建立

价值评估模型，合理测算耕地生态价值。

（３）精细化耕地生态价值评估
目前耕地生态价值评估主要集中在大尺度和中

尺度，包括对国家、省（市）、县等区域尺度的评估研

究，由于缺少耕地地块资料，综合结合耕地地块的气

候、地形、植被、水文、土壤等因素进行评估的研究较

少，因此，基于地块尺度的耕地生态价值精细化评估

是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４）在耕地生态补偿中的应用研究
保护耕地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项基本国

策，但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

快，不可避免地要占用耕地，耕地被占用会损害农民

的切身利益，必须对被占用耕地的农户进行补偿，这

就是耕地补偿机制。耕地具有重要的生态效益，这

种生态效益具有强烈的外部性，在中国，耕地所产生

的生态效益未被纳入到耕地利用的收益之中，致使

保护和收益脱节的现象突出。有学者提出了一系列

保护耕地生态价值的措施
［１０２－１０３］

，但合理评估耕地

生态价值是确定耕地合理补偿标准的重要步骤，应

建立更为完善的耕地价值补偿制度，并借此达到用

经济手段控制耕地流失及减少生态环境破坏的目

标。将来，合理评估耕地生态价值并促进其在耕地

生态补偿中的应用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０６２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６年



参 考 文 献

１　赵其国，周生路，吴绍华，等．中国耕地资源变化及其可持续利用与保护对策［Ｊ］．土壤学报，２００６，４３（４）：６６２－６７２．
ＺＨＡＯＱｉｇｕｏ，ＺＨＯＵＳｈｅｎｇｌｕ，ＷＵＳｈａｏｈｕａ，ｅｔａｌ．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ｆｏｒｉｔｓ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ｕｔｉｌａ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ＡｃｔａＰｅ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６，４３（４）：６６２－６７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　ＬＩＵＹＳ，ＷＡＮＧＪＹ，ＧＵＯＬＹ．ＧＩＳｂａｓｅｄ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ｌａｎｄ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ｆｏｒｏｐｔｉｍａｌ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Ｑｉｎｌｉｎｇ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Ｃｈｉｎａ
［Ｊ］．Ｐｅｄｏｓｐｈｅｒｅ，２００６，１６（５）：５７９－５８６．

３　李佳，南灵．耕地资源价值内涵及测算方法研究———以陕西省为例［Ｊ］．干旱区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０，２４（９）：１０－１５．
ＬＩＪｉａ，ＮＡＮＬｉｎｇ．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ｔｈ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ｖａｌｕｅｓ—ａｃａｓｅｏｆＳｈａｎｘ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ｒｉｄＬ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０，２４（９）：１０－１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　ＩＶＥＳＡＣＤ，ＫＥＮＤＡＬＢＤ．Ｖａｌｕｅｓａｎｄ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ｏｆｔｈｅｕｒｂａｎｐｕｂｌｉｃｔｏｗａｒｄｓｐｅｒｉｕｒｂａ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ａｎｄ［Ｊ］．ＬａｎｄＵｓｅ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１３，３４：８０－９０．

５　ＳＵＴＴＯＮＮＪ，ＣＨＯＣＳ，ＡＲＭＳＷＯＲＴＨＡＰＲ．Ａｒｅｌｉａｎｃｅｏ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ａｎｄｖａｌｕｅｓｉｎ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ｌｔｅｒｓ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ｏｖ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ｔｈｅ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ｃｏｓｔｓｏｆ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ａｒｅａｓ［Ｊ］．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６，１９４：２－１０．

６　ＣＨＯＵＭＥＲＴＪｏｈａｎｎａ，ＰＨ?ＬＩＮＡＳＰａｓｃａｌ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ａｎｄｖａｌｕｅｓｉｎ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Ｊ］．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５，１１０：１３４－１４０．

７　ＵＳＴＡＯＧＬＵＥ，ＰＥＲＰＩＮＡＣａｓｔｉｌｌｏＣ，ＪＡＣＯＢＳＣＲＩＳＩＯＮＩＣ．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ａｎｄｔｏａｓｓｅｓｓｌａｎｄｕｓｅｃｈａｎｇｅｓ
［Ｊ］．ＬａｎｄＵｓｅ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１６，５６：１２５－１４６．

８　唐莹，穆怀中．我国耕地资源价值核算研究综述［Ｊ］．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２０１４，３５（５）：７３－７９．
ＴＡＮＧＹｉｎｇ，ＭＵＨｕａｉｚｈｏｎｇ．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ｖａｌｕｅ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ｆｏｒａｒａｂｌｅｌａｎｄ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２０１４，３５（５）：７３－７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Ｅ，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Ｍ，ＭＡＣＫＡＹＡ．Ａ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ｃｌａｓｓｉｆｙｉｎｇａｎｄｑｕａｎｔｉｆｙｉｎｇ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ｎｄ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ｏｆｓｏｉｌｓ［Ｊ］．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０，６９（９）：１８５８－１８６８．

１０　ＬＥＥＣＨ，ＰＡＲＫＫＤ，ＪＵＮＧＫＹ，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ｉｌｋｖｅｔｃｈ（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ｓｉｎｉｃｕｓＬ．）ａｓａｇｒｅｅｎｍａｎｕｒｅｏｎｒｉ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ａｎｅ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ｉｎｐａｄｄｙｓｏｉｌ［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０，１３８（３－４）：３４３－３４７．

１１　ＤＡＩＬＹＧＣ．Ｎａｔｕｒｅ’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ｏｃｉｅｔａｌ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ｏ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Ｉｓｌａｎｄ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３９２．
１２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Ｒ，ＡＲＧＥＲ，ＧＲＯＯＴＲ，ｅｔａｌ．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ｓ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Ｊ］．Ｎａｔｕｒｅ，１９９７，

３８６：２５３－３６０．
１３　ＤＥＧＲＯＯＴＲＳ，ＷＩＬＳＯＮＭＡ，ＢＯＵＭＡＮＳＲＭＪ．Ａｔ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ｇｏｏｄｓａｎ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Ｊ］．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２，４１（３）：３９３－４０８．
１４　ＯＬＳＳＯＮＰ，ＦＯＬＫＥＣ，ＨＵＧＨＥＳＴＰ．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ｔｏ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ＢａｒｒｉｅｒＲｅｅｆ，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Ｊ］．ＰＮＡＳ，２００８，１０５（２８）：９４８９－９４９４．
１５　郑德凤，臧正，孙才志．改进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模型及其在生态经济评价中的应用［Ｊ］．资源科学，２０１４，３６（３）：５８４－

５９３．
ＺＨＥＮＧＤｅｆｅｎｇ，ＺＡＮＧＺｈｅｎｇ，ＳＵＮＣａｉｚｈｉ．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ｒｖｉｃｅｖａｌｕｅ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Ｊ］．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４，３６（３）：５８４－５９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　王宇，欧名豪．耕地生态价值与保护研究［Ｊ］．国土资源科技管理，２００６，２３（１）：１０４－１０８．
ＷＡＮＧＹｕ，ＯＵＭｉｎｇｈａｏ．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Ｊ］．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Ｌａｎｄ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００６，２３（１）：１０４－１０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ＴＵＲＮＥＲＢＬ，ＳＫＯＬＥＤ，ＦＩＳＣＨＥＲＧ，ｅｔａｌ．Ｌａｎｄｕｓｅａｎｄｌａｎｄｃｏｖｅｒｃｈａｎｇ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ｌａｎ［Ｒ］．ＩＧＢＰ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３５ａｎｄＨＤＰＮｏ．７．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ａｎｄＧｅｎｅｖａ，１９９５．

１８　ＴＵＲＮＥＲＲ，ＢＥＲＧＨＪ，ＳＯＤＥＲＱＶＩＳＴＴ，ｅｔ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ｗｅｔｌａｎｄｓ：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Ｊ］．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０，３５（１）：７－２３．

１９　ＬＯＯＭＩＳＪ，ＫＥＮＴＰ，ＳＴＲＡＮＧＥＬ．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ｖａｌｕｅｏｆｒｅｓｔｏｒｉｎｇ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ｉｎａｎｉｍｐａｉｒｅｄ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ｒｏｍａ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ｕｒｖｅｙ［Ｊ］．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０，３３（１）：１０３－１１７．

２０　ＡＬＡＭ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ｐｕｂｌｉｃ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ｉｎｒｉｖｅｒ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Ａｒｅａｓ，２０１３，４７（１）：２２３－２４０．

２１　ＬＡＬＰ．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ｎｇｒｏｖｅｓａｎｄ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Ｐａｃｉｆｉｃ［Ｊ］．Ｏｃｅａｎ＆Ｃｏａｓｔ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３，４６（９）：
８２３－８４４．

２２　Ｐ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ＷＩＬＳＯＮＣ，ＭＣＣＵＬＬＵＬＮＣ，ｅ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ｏｆ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７，
４７（１１）：７４７－７５７．

２３　ＣＨＲＩＳＴＩＥＭ，ＨＡＮＬＥＹＮ，ＷＡＲＲＥＮＪ，ｅｔａｌ．Ｖａｌｕｉｎｇｔｈｅ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６，５８（１５）：
３０４－３１７．

２４　ＰＩＭＥＮＴＥＬＤ，ＨＡＲＶＥＹＣ，ＲＥＳＯＳＵＤＡＲＭＯＰ，ｅｔ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ｓｔｓｏｆｓｏｉｌｅｒｏｓ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５，２６７（５２０１）：１１１７－１１２３．

１６２第 ９期　　　　　　　　　　　　　　唐秀美 等：耕地生态价值评估研究进展分析



２５　ＤＯＲＦＩＮＡＮＪＨ，ＢＡＲＮＥＴＴＢＪ，ＢＥＲＧＳＴＲＯＭ ＪＣ，ｅｔａｌ．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ｆｏｒ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ＬＴ．Ｓ［Ｊ］．ＬａｎｄＵｓｅ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０８，２６：１２１－１２９．

２６　ＣＨＯＳＨ，ＮＥＷＭＡＮＤ，ＢＯＷＫＥＲＪＭ．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ｒｕｒａｌｈｏｍｅｏｗｎｅｒｓ＇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ｔｏｐａｙｆｏｒ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ｅａｓｅｍｅｎｔｓ［Ｊ］．
Ｆｏｒｅｓｔ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５，７（５）：７５７－７７０．

２７　ＢＡＮＺＨＡＦＨ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ｔｔｈｅｆｒｉｎｇｅ：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ｒｏｌｅｉｎｌａｎｄｕｓｅｐｌａｎｓ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０，９１（３）：５９２－６０２．

２８　ＣＬＡＲＫＡＪ，ＬＯＮＳＤＡＬＥＲＥ．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ＵＳ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ｖａｌｕｅｓａｎｄｃｈａｎｇ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１９７８—１９９２ｐｅｒｉｏｄ［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ｕｒ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９７，１３（４）：３９９－４１３．

２９　ＢＡＳＴＩＡＮＣＴ，ＭｃＬＥＯＤＤＭ，ＧＥＲＭＩＮＯＭＪ，ｅｔ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ｍｅ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ａｎｄｖａｌｕｅｓ：ａｈｅｄｏｎｉｃｍｏｄｅｌ
ｕｓｉｎｇ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ｄａｔａ［Ｊ］．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２，４０（３）：３３７－３４９．

３０　ＳＷＩＮＴＯＮＳＭ，ＬＵＰＩＦ，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ＧＰ，ｅｔａｌ．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ｎｄ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ｆｏｒ
ｄｉｖｅｒｓｅ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Ｊ］．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７，６４（２）：２４５－２５２．

３１　ＫＲＥＭＥＮＣ，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ＮＭ，ＡＩＺＥＮＭＡ，ｅｔａｌ．Ｐｏｌｌ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ｂｙｍｏｂｉｌｅ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ｌａｎｄｕｓｅｃｈａｎｇｅ［Ｊ］．Ｅｃｏｌｏｇｙ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７，１０（４）：２９９－３１４．

３２　 ＣＯＳＴＡＭＡＧＮＡ Ａ Ｃ，ＬＡＮＤＩＳＤ Ａ．Ｐｒｅｄａｔｏｒｓｅｘｅｒｔｔｏｐｄｏｗ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ｓｏｙｂｅａｎａｐｈｉｄａｃｒｏｓｓａ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６，１６（４）：１６１９－１６２８．

３３　ＷＨＩＴＭＩＲＥＳＬ，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ＳＫ．Ｒａｐｉｄｒｅｍｏｖａｌｏｆｎｉｔｒａｔｅａｎｄｓｕｌｆａｔｅｉｎ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ｗｅｔｌａｎｄ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２００５，３４（６）：２０６２－２０７１．

３４　ＰＯＲＴＥＲＪ，ＣＯＳＴＡＮＺＡＲ，ＳＡＮＤＨＵＨ，ｅｔａｌ．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ｆｏｏｄ，ｅｎｅｒｇｙ，ａｎｄ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ｗｉｔｈｉｎａｎａｇｒｏ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Ｊ］．ＡＭＢＩＯ：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０９，３８（４）：１８６－１９３．

３５　ＷＡＬＬＤＨ，ＢＡＲＤＧＥＴＴＲＤ，ＫＥＬＬＹＥＦ．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ｄａｒｋ［Ｊ］．Ｎａｔｕｒｅ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０，３（５）：２９７－２９８．
３６　ＷＯＯＤＳ，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Ｋ，ＳＣＨＥＲＲＳＪ．Ｐｉｌｏ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ｇｒｏ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ｏｄ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ａｎｄＷｏｒｌ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２０００．
３７　ＤＡＩＬＹＧ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００，３（６）：

３３３－３３９．
３８　ＰＲＥＴＴＹＪ，ＢＡＬＬ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ｏｎｃａｒｂｏｎ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ｓｅｑｕｅ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ｔｒａｄｉｎｇｏｐｔｉｏｎｓ［Ｚ］．Ｅｓｓｅｘ：Ｃｅｎｔｒｅｆｏ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Ｅｓｓｅｘ，２００１．
３９　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Ｅ，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Ｍ，ＭＡＣＫＡＹＡ．Ａ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ｃｌａｓｓｉｆｙｉｎｇａｎｄｑｕａｎｔｉｆｙｉｎｇ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ｎｄ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ｏｆｓｏｉｌｓ［Ｊ］．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０，６９（９）：１８５８－１８６８．
４０　ＢＡＩＬＥＹＡＰ，ＲＥＨＭＡＮＴ，ＰＡＲＫＪ，ｅｔａｌ．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ｆｏｒＵＫ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ａｒａｂｌｅｆａｒｍ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１９９９，７２（２）：１４５－１５８．
４１　ＳＡＮＤＨＵＨＳ，ＷＲＡＴＴＥＮＳＤ，ＣＵＬＬＥＮＲ，ｅｔａｌ．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ｆａｒｍｉｎｇ：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ｉ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ａｒａｂｌｅｌａｎｄ．Ａ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８，６４（４）：８３５－８４８．
４２　ＤＯＮＡＬＤＳＯＮＪ．Ｉｓｓｕｅｓ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ｉ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ｆａｒｍｉｎｇ

［Ｃ］∥ＡｌｌｓｏｐｐＮ，ＰａｌｍｅｒＡＲ，ＭｉｌｔｏｎＳＪ，ｅｔａｌ．ＴｈｅＶＩＩ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ａｎｇｅｌａｎｄｓ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２００３．

４３　ＧＥＮＥＬＥＴＴＩＤａｖｉｄｅ．Ａ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ｐａｔｉａｌｍｕｌｔｉ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ｏｍａｐ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ａｎｄ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７，８３（２）：２２８－２３５．

４４　ＭＩＬＮＥＲＪ，ＢＥＮＮＥＴＴＬＰ．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ｎｄ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ｖａｌｕｅｏｆ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ｌａｎｄｓｉ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Ｏｎｔａｒｉｏ，Ｃａｎａｄａ［Ｊ］．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２２（５）：６５７－６７０．

４５　ＡＭＹＲ，ＲＯＢＥＲＴＫＫ，ＲＡＮＧＡＢＭ．Ｖａｌｕｉｎｇ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ｓｈａｄｏｗｐｒｉｃｅｆｏｒｎｅｔｐｒｉｍａｒ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Ｊ］．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７，６４（２）：４５４－４６２．

４６　ＭＡＮＮＭ Ｌ，ＫＡＵＦＭＡＮＮＲＫ，ＢＡＵＥＲＤＭ，ｅｔａｌ．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ｒｖｉｃｅ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ａｍａｚｏｎ：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２，５３（２）：２７９－２９５．

４７　ＣＩＲＩＡＣＹＷＡＮＴＲＵＰＳＶ．Ｃａｐｉｔａｌｒｅｔｕｒｎｓｆｒｏｍｓｏｉｌ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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