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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滨海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与动态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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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福州 ３５０００２）

摘要：为建设绿色福州新区，分析了福州滨海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以及未来的动态演变趋势。利用 １９８８、１９９９、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 ４期 ＬａｎｄｓａｔＴＭ／ＯＬＩ数据，定量分析了福州市滨海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并利用 ＧｅｏＳＯＳ

ＦＬＵＳ模型模拟了未来 ＬＵＣＣ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福州市滨海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

现先增长、后降低的趋势，总体价值在 １９０４３９～２０２４１９亿元之间；林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占比最高，其次是水

体、草地、耕地、湿地、未利用地；未来 １０年，在一般发展情景下，福州市滨海地区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预计为

１８７９０亿元，在绿色发展情景下为 １９５１１亿元。在滨海地区规划建设绿色新区过程中，应将生态理念融入到空间

格局，以保证开发建设过程中保留一定的城市绿地、湿地等生态服务用地，同时，需合理开发保护滨海区域的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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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自１９９５年地球系统科学联盟国际地圈 生物圈

计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ｓｐｈｅｒｅ Ｂｉｏｓｐｈｅｒ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ＩＧＢＰ）和 全 球 环 境 变 化 中 的 人 文 领 域 计 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ｕｍａｎ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ｏｎ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ＩＨＤＰ）提出土地利用／覆盖变
化（Ｌａｎｄｕｓｅ／ｃｏｖｅｒｃｈａｎｇｅ，ＬＵＣＣ）以来，ＬＵＣＣ成为
生态系统研究的热点

［１－３］
。土地利用是人类根据土

地的自然特点，按照一定的经济、社会目的，采取一

系列生物、技术手段，对土地进行长期性或周期性的

经营管理和治理改造；而土地覆盖是被自然营造物

和人工建造物所覆盖的地表诸要素的综合体
［４］
。

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关系密切，人类对土地的利用

会影响土地覆盖，土地的覆盖情况也会影响人类对

土地的利用。近年来，研究者从土壤侵蚀
［５－７］

、水文

变化
［８］
、景观格局

［９］
、土地资源优化配置

［１０］
、生态环

境和生态系统服务
［１１－１２］

等方面开展研究，意识到土

地利用／覆盖变化是导致全球生态系统变化的重要
原因

［１３－１４］
。生态系统服务是指生态系统与生态过

程所形成及所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

与效用
［１５－１６］

。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最早由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等［１７］
提

出，并从总体上核算了全球陆地系统和海洋系统的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其评估方法在中国直接运用存

在缺陷
［１８］
，文献［１９－２２］系统地对生态系统服务价

值的理论、方法和体系展开了研究。目前对生态系

统服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系统服务分类、服务

价值以及服务价值评价方法上
［２１］
。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主要侧重于单一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历

史变化研究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此外，土地利

用／覆盖变化是导致全球生态系统变化的重要原因，
基于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研
究以及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现有时空变化与预测

研究较少。

作为福州市建设绿色新区的重要延伸地段，滨

海地区是福州市未来发展的新兴之地，其发展潜力

巨大。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福州新

区总体方案》，生态文明先行区是福州新区发展的

重要战略定位之一，福州新区将被建设成为绿色新

区。随着福州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其城市建设

用地扩张增长剧烈，城市热岛效应等环境问题日益

凸显。本文基于福州市滨海地区 ４期的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ＯＬＩ数据，分析其 ＬＵＣＣ，通过福建省价格修订
的价值当量因子法，对福州市滨海地区 １９８８—２０１８
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评估，并根据福州市土地

利用变化驱动因子，运用 ＧｅｏＳＯＳ ＦＬＵＳ模型进行
ＬＵＣＣ模拟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动态变化预测，为
福州市滨海地区建设成绿色新区提供生态理论和科

学支撑。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及数据
福州市滨海地区位于福州市东部沿海，跨罗源

县、连江县、马尾区、长乐区、仓山区、福清市两县三

区一 市，地 理 位 置 １１９°３′４４″～１１９°５９′４″Ｅ，
２５°１７′９″～２６°３８′１８″Ｎ（图 １）。研究区内主要为亚
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历年平均降水量１４１９３０ｍｍ，年
平均气温 ２１３℃。研究区地处滨海，地势较为平
坦，为典型的沿海平原景观。福州市滨海地区区位

条件优越、港口设施完善、文化底蕴深厚、生态环境

良好。２０１５年 ８月 ３０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福
州市滨海地区设立福州新区，根据国务院批复的初

期规划范围涉及福州滨海地区两县三区一市共

２６个乡镇，拥有７个国家级、３个省级和２个市级开
发区。滨海地区作为福州市“东进南下、沿江向海”

建设绿色新区战略目标的区域，与台湾省隔海相望，

毗邻平潭综合实验区，未来发展前景广阔。

选 取 美 国 地 质 调 查 局 （ＵＳＧＳ，ｈｔｔｐｓ：∥
ｅａｒｔｈｅｘｐｌｏｒｅｒ．ｕｓｇｓ．ｇｏｖ／）１９８８、１９９９、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 ４
期的 Ｌａｎｄｓａｔ５ＴＭ／Ｌａｎｄｓａｔ８ＯＬＩ影像，所选影像云
层在 ２％以下。通过 ＥＮＶＩ５３对 ＬａｎｄｓａｔＴＭ影像
几何校正、辐射定标、ＦＬＡＡＳＨ大气校正、裁剪，采用
最大似然法人工交互监督分类解译得到福州市滨海

地区 ＬＵＣＣ矢量数据。遥感解译采用 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
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分米级高分辨率影像作为对照参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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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研究区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２０１８、２００８、１９９９、１９８８年各年份数据分别选取 ２８１、
１９８、１４６、１５６个训练样本。训练样本可分离度均大
于１８，样本点纯净度较高，可分离度达到要求，计
算 Ｋａｐｐａ系数均大于 ０８５，一致性较好，分类总体
精度均大于９０％，符合研究要求。本文所涉及的粮
食产量、价格和播种面积数据来源于福建省统计年

鉴、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福州市城市中心和普通

公路、高速公路、铁路数据来源于国家地球系统科学

数据共享平台、中国科学院数据中心。

１２　生态系统服务划分与价值评估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等［１７］
在１９９７年将生态系统类型划

分陆地系统和海洋系统共计１６个生态系统类型，其
评估方法在中国直接运用存在缺陷

［１８］
。根据文

献［１８－２０，２２］的研究，结合福州市滨海地区特点，
将福州市滨海地区生态系统划分为耕地（包含水田

和旱地）、建设用地（包含商住用地和交通用地）、水

体（包含河流和水库）、湿地（包含近海域、河流滩

涂）、林地和草地。

生态系统服务类型划分标准不一，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把生态系统服务类型划分为气体调节、气候调节等

１７类，略显复杂。国内专家对此总结后将生态系统
服务类型划分为：供给服务（含食物生产、水资源供

给和原材料生产）、调节服务（含气体调节、气候调

节、水文调节和净化环境）、支持服务（含土壤保持、

维持养分循环和维持生物多样性）、文化服务（含提

供美学景观）。本文采用国内专家的生态系统服务

类型分类。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ＥＳＶ）评估采用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提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体系。福州市滨海地

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计算式为

ＥＳＶ＝∑ ＡｋＶｃｋ （１）

式中　ＥＳＶ———研究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价
值，元

Ａｋ———ｋ类生态系统 ＬＵＣＣ面积，ｍ
２

Ｖｃｋ———ｋ类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单价，元／ｍ
２

１３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试图用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偿付意

愿”来估计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当量因子是某类型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系统

服务价值系数，文献［１８］认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
量因子可以定义为 １ｈｍ２全国平均产量的农田每年
自然粮食产量的经济价值。单位面积农田自然粮食

生产产量的经济价值，可利用研究区内主要粮食作

物播种面积（福建省粮食作物主要有稻谷、小麦、甘

薯、大豆）、主要粮食单产、主要粮食作物的全国平

均价格（表１）计算，计算式［２０］
为

Ｅ＝１
７∑

ｎ

ｉ＝１

ｍｉｐｉｑｉ
Ｍ

（２）

式中　Ｅ———单位面积农田生态系统提供食物生产
服务的经济价值，元／ｈｍ２

ｍｉ———ｉ种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ｈｍ
２

ｐｉ———ｉ种粮食作物 ２０１８年的全国平均价
格，元／ｔ

ｑｉ———ｉ种粮食作物单产，ｔ／ｈｍ
２

Ｍ———粮食作物播种的总面积，ｈｍ２

ｎ———粮食种类
根据式（２）得到福建省单位面积农田每年自然

粮食产量的经济价值为１９４０２９元／ｈｍ２。

表 １　福建省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粮食单产和

全国平均单价

Ｔａｂ．１　Ｓｏｗｎａｒｅａ，ｇｒａｉｎｙｉｅｌｄｐｅｒｈｅｃｔａｒｅ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ｕｎｉｔｐｒｉｃｅｏｆｍａｉｎｃｒｏｐｓｉｎＦｕｊｉ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作物类型 品种
播种面积／

ｈｍ２
粮食产量／

万 ｔ

平均单价／

（元·ｔ－１）

早稻 １２８８１０ ７８２８ ２４７９

水稻 中稻 ２５２０６０ １５８７９ ２５１２

晚稻 ２９９４８０ １５２８３ ２５１２

大小麦
大麦 ２５０ ００７ ２４００

小麦 ２１０ ００６ ２４００

甘薯 甘薯 ９０６５０ ５０９７ ２０００

马铃薯 马铃薯 ４５４４０ １８６４ ２４００

豆类
大豆 ２８８４０ ７７４ ３４８８

杂豆 ７０２０ ２１０ ３４８８

　　采用 ２０１５年修订的符合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实
际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表

［１８］
，根据福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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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地区生态系统服务类型划分，制定了单位面积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如表 ２所示。单位面积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计算式为

Ｖｃｉ＝ｅｉＥ （３）

式中　Ｖｃｉ———ｉ类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系统价值

当量，元／ｈｍ２

ｅｉ———ｉ类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系统价值
当量因子

表 ２　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

Ｔａｂ．２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ｏｆ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ｖａｌｕｅｐｅｒｕｎｉｔａｒｅａ 元／ｈｍ２

生态系统

分类

供给服务 调节服务 支持服务

食物生产 原料生产
水资源

供给
气体调节 气候调节 净化环境 水文调节 土壤保持

维持养分

循环

维持生物

多样性

文化服务

耕地 ２６３８８１ １７４６３ －５１０２９８ ２１５３７３ １１０５９７ ３２９８５ ４４０４４８ １９４０ ３６８６６ ４０７４６ １７４６３

林地 ６０１４９ １３７７６１ ７１７９１ ４５５９７０ １３６４０２９ ３８６１１９ ６８１０４５ ５５４９２５ ４２６８７ ５０４４７７ ２２１１９４

草地 ７３７３１ １０８６５７ ６０１４９ ３８２２３９ １０１０８９５ ３３３７３１ ７４１１９４ ４６５６７２ ３４９２５ ４２２９８５ １８６２６９

湿地 ９８９５５ ９７０１５ ５０２５３７ ３６８６５７ ６９８５０７ ６９８５０７ ４７０１３４２ ４４８２０９ ３４９２５ １５２７０１５ ９１７７６１

水体 １５５２２４ ４４６２７ １６０８５０７ １４９４０３ ４４４３２８ １０７６８６５１９８３７６０７ １８０４４８ １３５８２ ４９４７７６ ３６６７１６

未利用地 ０ ０ ０ ３８８１ ０ １９４０ ５８２１ ３８８１ ０ ３８８１ １９４０

１４　敏感性分析

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输入变量，以单位面积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为输出变量，通过计算单位

面积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价 值 当 量 的 敏 感 性 指 数

（ＣＳ）［２３］，确定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在时间的变化过
程中对于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的依赖程

度。ＣＳ大于１，表示富有弹性，ＣＳ小于 １，表示缺乏
弹性。敏感性指数计算式为

ＣＳｉ＝
（ＥＳＶｍ－ＥＳＶｎ）Ｖｃｎｉ
（Ｖｃｍｉ－Ｖｃｎｉ）ＥＳＶｎ

（４）

式中　ＣＳｉ———ｉ类土地利用类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的敏感性指数

ＥＳＶｍ———调整前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
ＥＳＶｎ———调整后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
Ｖｃｍｉ———调整前 ｉ类土地利用类型单位面积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

Ｖｃｎｉ———调整后 ｉ类土地利用类型单位面积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

１５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动态模拟

元胞自动机（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ａｕｔｏｍａｔａ，ＣＡ）自 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由 ＷＯＬＦＲＡＭ提出以来［２４］

，已经发展成为

一种时间、空间、状态都离散，空间上的相互作用及

时间上的因果关系皆局部的网格动力学模型，ＣＡ以
其自身“自下而上”的模拟能力，强大的离散计算功

能，被广泛应用于城市形态和土地利用变化的模拟

中
［２５－２６］

。为促进 ＣＡ模型的模拟与优化能力，文
献［２７－２８］在传统元胞自动机的基础上做了较大
的改进，组织研发了 ＧｅｏＳＯＳ ＦＬＵＳ软件。ＦＬＵＳ模
型采用神经网络算法（ＡＮＮ）从一期土地利用数据
与包含人为活动与自然效应的多种驱动力因子获取

各类用地类型在研究范围内的适宜性概率。在土地

变化模拟过程中，ＦＬＵＳ模型提出一种基于轮盘赌选
择的自适应惯性竞争机制，该机制能有效处理多种

土地利用类型在自然作用与人类活动共同影响下发

生相互转换时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使得 ＦＬＵＳ模
型具有较高的模拟精度并且能获得与现实土地利用

分布相似的结果
［２７－２８］

。由于影响研究区土地利用

变化的驱动因子通常包括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其

中土地利用变化对福州市生态系统服务造成影响的

主要驱动因子为人口数量和城市扩张
［２９－３０］

。本文

通过选取到研究区城市中心距离、高速公路距离、铁

路距离、普通公路距离、ＤＥＭ和城市绿地 ６类可达
性驱动因子，运用基于 ＧｅｏＳＯＳ ＦＬＵＳ模型的元胞
自动机模拟功能，对福州市滨海地区的土地利用／覆
盖变化进行模拟。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福州市滨海地区 ＬＵＣＣ
通过 Ｌａｎｄｓａｔ影像解译获取的 ＬＵＣＣ数据如

图２、３和表３所示。福州市滨海地区以林地为主，
１９８８—２０１８年３０年间，林地面积先增加后减少，总
体上呈增长的趋势，共增长了 ３１００２ｋｍ２。建设用
地面积占比从３３９％增长到１７２％，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
增加最为明显，增加了 ３１１６０ｋｍ２。耕地面积呈逐
年减少趋势，占比从 ３１８３％减少到 １８５９％，累计
减少了６３２９１ｋｍ２。湿地、草地面积先增加后减少，
其中湿地面积总体增加了１４２２ｋｍ２，草地总体减少
３２１３８ｋｍ２。水体面积先减少后增加，总体上比较
平稳，合计减少３１９９ｋｍ２。未利用地面积先增加后
减少，总体上变化较为平稳，平均面积占比 ３％左
右，合计增加１６７ｋ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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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福州市滨海地区 ＬＵＣＣ图

Ｆｉｇ．２　ＬＵＣＣｍａｐｓｏｆｃｏａｓｔａｌａｒｅａｏｆＦｕｚｈｏｕ
　

图 ３　福州市滨海地区 ＬＵＣＣ占比

Ｆｉｇ．３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ＬＵＣＣｉｎｃｏａｓｔａｌａｒｅａｏｆＦｕｚｈｏｕ
　

２２　福州市滨海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
根据 ＬＵＣＣ数据，计算福州市滨海地区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结果如表 ４和图 ４所示。福州市滨海
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出现先增长后降低的趋势，

总体价值在１９０４３９～２０２４１９亿元。
表４和图４显示福州市滨海地区林地的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占比最高，１９８８—２０１８年占比均在 ４２％
以上，达到 ８６３０１～１０７１９４亿元。水体的生态服
务价值位居第二，３０年来占比在 ３０％左右，达到
５７２７９～６８１９１亿元。草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表 ３　福州市滨海地区 ＬＵＣＣ数据

Ｔａｂ．３　ＬＵＣＣｉｎｃｏａｓｔａｌａｒｅａｏｆＦｕｚｈｏｕ ｋｍ２

年份
土地利用类型

建设用地 耕地 湿地 草地 林地 水体 未利用地

１９８８ １６２０８ １５２１４８ ７０１ ７０８０３ ２０８２６４ ２７９７９ １９５６

１９９９ ３０８６６ １０７５１８ ４２４５ ８０１１８ ２３００５３ ２３５０２ １７５８

２００８ ５１０８６ １００１７９ ３０９４ １０３６１１ １９２６３１ ２６７９７ ６６２

２０１８ ８２２４６ ８８８５７ ２１２３ ３８６６５ ２３９２６６ ２４７８０ ２１２３

１９８８—１９９９ １４６５８ －４４６３０ ３５４４ ９３１５ ２１７８９ －４４７７ －１９８

１９９９—２００８ ２０２２０ －７３３９ －１１５１ ２３４９３ －３７４２２ ３２９５ －１０９６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３１１６０ －１１３２２ －９７１ －６４９４６ ４６６３５ －２０１７ １４６１

１９８８—２０１８ ６６０３８ －６３２９１ １４２２ －３２１３８ ３１００２ －３１９９ １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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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较大，从 １９８８年占比 １３５％到 ２０１８年占比
７８％，价值分别为 ２７０５、１４７７２亿元。耕地的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较小，３０年来占比在 ３％ ～
５％，价值为 ５９３１～１０１５５亿元。本研究区的湿

地、未利用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较小，占比 ２１２％
以下，达 ０００１～４２８５亿元。３０年来林地、湿地、
未利用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有所增加，耕地、水

体、草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都有减少。

表 ４　福州市滨海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Ｔａｂ．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ｒｖｉｃｅｖａｌｕｅｓｉｎｃｏａｓｔａｌａｒｅａｏｆＦｕｚｈｏｕ 亿元

年份
土地利用类型

耕地 湿地 草地 林地 水体 未利用地
总价值

１９８８ １０１５５ ０７０８ ２７０５０ ９３３０５ ６８１９１ ０００４ １９９４１３

１９９９ ７１７６ ４２８５ ３０６０８ １０３０６７ ５７２７９ ０００４ ２０２４１９

２００８ ６６８７ ３１２３ ３９５８４ ８６３０１ ６５３０９ ０００１ ２０１００５

２０１８ ５９３１ ２１４３ １４７７２ １０７１９４ ６０３９４ ０００５ １９０４３９

１９８８—１９９９ －２９７９ ３５７７ ３５５８ ９７６２ －１０９１２ ０

１９９９—２００８ －０４８９ －１１６２ ８９７６ －１６７６６ ８０３０ －０００３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０７５６ －０９８０ －２４８１２ ２０８９３ －４９１５ ０００４

１９８８—２０１８ －４２２４ １４３５ －１２２７８ １３８８９ －７７９７ ０００１

图 ４　１９８８—２０１８年福州市滨海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占比情况

Ｆｉｇ．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ｒｖｉｃｅｖａｌｕｅｓｉｎｃｏａｓｔａｌａｒｅａｏｆＦｕｚｈｏｕｆｒｏｍ１９８８ｔｏ２０１８
　
２３　敏感性分析

ＣＳ越小表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在时间的变化
过程中对于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缺乏弹

性，可信度高。将福州市滨海地区 ６种生态系统服
务类型的价值系数上下调整 ５０％，计算得到本研究
区１９８８、１９９９、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各类型的敏感性指数。
结果表明（图５），福州市滨海地区林地、耕地、草地、
水体、湿地和未利用地生态系统服务类型的敏感性

指数依次降低，并且均远远小于 １，近乎等于 ０。可
见，福州市滨海地区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对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系数几乎没有弹性，表明通过生态服务

价值系数计算的福州市滨海地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

值是可信的。

２４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模拟

为检验 ＧｅｏＳＯＳ ＦＬＵＳ模型对本文的适用性，
用２００８年 ＬＵＣＣ数据和驱动因子验证 ２０１８年土地
利用情况，结果如表 ５和图 ６所示，模拟效果良好。
考虑到 ＬＵＣＣ受到政策影响较大，根据自然演变与
社会因素，本文设定两种发展情景：

（１）一般发展情景：运用研究区高程、高速公
路、铁路和普通公路驱动因子作为一般发展情景的

模拟要素。主要反映根据以往一般的发展模式，未

图 ５　６种生态系统服务类型敏感性指数

Ｆｉｇ．５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ｅｓｏｆｓｉｘｔｙｐｅｓｏｆ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来研究区的 ＬＵＣＣ的变化，结果如表 ５和图 ６所示。
按照以往一般的发展模式，ＬＵＣＣ中建设用地还将
大幅增加至９６８０８ｋｍ２，将会占用大量的生态服务
用地包括耕地、湿地。通过模拟结果计算一般发展

情景未来１０年福州市滨海地区的生态系统服务总
价值为１８７９０亿元。其中，林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
值最高，达１０３７７亿元，其次是水体 ６１５４亿元、草
地１５９０亿元、耕地 ５３５亿元、湿地 １３４亿元，未
利用地近乎为零。

（２）绿色发展情景：研究区城市绿地、城市中心
驱动因子作为绿色发展情景的模拟要素。主要反映

以城市人口集中高效集约用地，保护城市绿地的福

州新区绿色发展模式，结果如表 ５和图 ６所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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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以绿色发展模式，ＬＵＣＣ尽可能减少建设用地增
加，至８８４６５ｋｍ２。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多将未利用
地和城市空地植树造林，从而增加城市绿地面积。

通过模拟结果计算绿色发展情景未来 １０年福州市

滨海地区的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为 １９５１１亿元。
其中，林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最高，达 １０６３９亿
元，其次是水体 ６３７４亿元、草地 １６０１亿元、耕地
５３５亿元、湿地３６２亿元，未利用地近乎为零。

表 ５　ＬＵＣＣ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模拟结果

Ｔａｂ．５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ｒｖｉｃｅ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ＬＵＣＣ

发展情景
ＬＵＣＣ／ｋｍ２

建设用地 耕地 湿地 草地 林地 水体 未利用地

总价值／

亿元

模拟２０１８年 ８７４４３ ８３３５８ ２２３０ ４２５２６ ２３６１５６ ２５６９０ ６５７

一般发展２０１８年 ９６８０８ ８０２５６ １３３２ ４１６１１ ２３１６２３ ２５２５０ １１７７

绿色发展２０１８年 ８８４６５ ８０２５６ ３５８６ ４１８９４ ２３７４６１ ２６１５１ ２４５

一般发展２０２８年 ０ ５３５ １３４ １５９０ １０３７７ ６１５４ ０ １８７９０

绿色发展２０２８年 ０ ５３５ ３６２ １６０１ １０６３９ ６３７４ ０ １９５１１

图 ６　福州市滨海地区 ＬＵＣＣ模拟图

Ｆｉｇ．６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ａｐｓｏｆＬＵＣＣｉｎｃｏａｓｔａｌａｒｅａｏｆＦｕｚｈｏｕ
　

３　讨论

尽管生态系统较难获得定量的结果，但本文参

照国内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计算方法，结果显示

ＬＵＣＣ对福州市滨海地区生态系统的影响显而易
见。人类社会对 ＬＵＣＣ的影响是最为剧烈的，商住、
交通建设用地的扩张大量改变了原来的土地利用类

型，尤其是建设用地占用耕地。１９８８—２０１８年的 ３０
年间，福州市滨海地区林地面积先增加后减少，其中

１９９９年至 ２００８年的近 １０年间，城市化是林地面积
减少的重要原因

［３１］
。２０１０年以后，随着全国林地

保护利用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的颁布，林地保
护得到重视。耕地减少的同时，城镇建设用地不断

扩大，这是福州市城市扩展大量占用耕地的重要体

现
［３２］
。总体而言，ＬＵＣＣ变化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变化息息相关
［３０］
。

目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方法有市场替代

法、影子价格法、机会成本法和重置成本法等，运用

较多的是基于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研究改进的市场替代
法———价值当量因子法

［１６］
。价值当量因子实质上

是基于大量生态系统研究专家经验打分综合得到的

当量系数，这些当量系数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得到

了修正
［１８，２２］

，会比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的研究更符合中国国
情，同时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有更强的权威性。

本文运用了价值当量因子法，并考虑福建省当地的

实际情况做了修正，能够较好地预测福州市滨海地

区未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但尽管如此也不

能忽略价值当量因子法基于专家经验的不足。本文

假设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的变化，生态系统服务价

值变化应逐年递减，但实际测算的结果却是先增长

后递减。主要原因一方面可能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
来退耕还林，林地呈现增加的趋势，对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贡献较高的林地增加对此有较大的影响。此

外，２００８年以来建设用地增长较为迅猛，对生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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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服务价值几乎没有贡献的建设用地面积增加导致

整体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减少。

根据福州市滨海地区两种情景下的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评估分析，在滨海地区规划建设福州绿色新

区过程中，除强调开发建设的空间格局外，还应适当

调整空间规划，将生态理念融入到空间格局，保证开

发建设过程中，保留一定的城市绿地等生态服务用

地
［３３－３４］

；同时，应合理开发、保护滨海区域的湿地。

如此，才能落实生态理念，保持、提升未来福州市滨

海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４　结论

（１）在１９８８—２０１８年的３０年间，福州市滨海地
区 ＬＵＣＣ变化较大。建设用地逐年增长，共增长了
６６０３８ｋｍ２；耕地面积呈现逐年减少趋势，累计减少
了６３２９１ｋｍ２；林地面积先增加、后减少，总体呈增
长趋势，共增长了 ３１００２ｋｍ２；湿地、草地面积先增
加、后减少，其中湿地总体增加１４２２ｋｍ２，草地总体
减少 ３２１３８ｋｍ２；水体面积先减少、后增加，总体上
比较平稳，合计减少 ３１９９ｋｍ２；未利用地面积先增
加、后 减 少，总 体 上 变 化 较 为 平 稳，合 计 增 加

１６７ｋｍ２。

（２）福州市滨海地区 ３０年来生态系统服务价
值呈现先增长、后降低的趋势，总体价值在１９０４３９～
２０２４１９亿元之间。从 ６种土地利用类型来看，福
州市滨海地区林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占比最高，

达到８６３０１～１０７１９４亿元；水体的生态服务价值
位居第二，达到 ５７２７９～６８１９１亿元；草地的生态
系统服务价值变化较大，从１９８８年的 ２７０５亿元减
少到 ２０１８年的 １４７７２亿元；耕地的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变化较小，为５９３１～１０１５５亿元；研究区的湿
地、未利用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较小，为 ０００１～
４２８５亿元。３０年来，林地、湿地、未利用地的生态
系统服务价值有所增加，耕地、水体、草地的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都有所减少。

（３）基于ＧｅｏＳＯＳ ＦＬＵＳ模型，分一般发展情景
和绿色发展情景预测了 ２０２８年福州市滨海地区的
土地利用情况。在一般发展情景下，２０２８年福州市
滨海地区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预计为 １８７９０亿元，
在绿色发展情景下，预计为１９５１１亿元。

（４）在滨海地区规划建设福州绿色新区过程
中，应将生态理念融入到空间格局，保留一定的城市

绿地等生态服务用地，同时，应合理开发、保护滨海

区域的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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