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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evaluation methods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this paper talks about measurement 
methods of resident enviomental preference according to its different forms. There has concluded that we 
should combine Contigent Valuation Method and other methods (derect market method; Hedonic Price 
Method; Travel Cost Method) in order to measure enviomental preference accurately. It is useful for raising 
resident enviomental awareness, improving enterprise enviomental management and helping government 
to establiah suitable enviomental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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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借鉴资源与环境价值评估的各种不同方法，根据居民环境偏好的不同外在表现形式，

详细探讨居民环境偏好的不同测度方法，研究结果显示为更准确测度居民环境偏好，应将意愿调查

法与其它评估方法（直接市场法、内涵资产定价法、旅行费用法等）结合使用。居民环境偏好的准

确测度对于提高居民环境意识、促使企业加强环境管理与治理以及帮助政府制定环境政策都具有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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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个世纪以来，伴随经济发展而形成的环

境问题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西方发

达国家政府和学术界进行了长期的有益探索，并

且形成了一整套以外部性理论为基础的环境政策

法规体系，即主要依靠政府的力量将外部环境成

本内部化，使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企业被动地保

护和治理环境。这种基于外部性理论的政策体系

和治理模式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但其要

害是忽视了居民和企业的积极环境意识和责任。 

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财力有限，对环境等

公益事业资金投入不足，尤其需要广大居民积极

参与生态环境建设。整个社会的清洁程度、生态

状况和生态文明发展趋势从根本上取决于居民的

环境偏好。居民环境偏好即居民的环境意识和居

民对环境服务及其改进所表现出的支付意愿，居

民的环境偏好是政府和企业积极环境行为的动力

源泉。但由于存在种种障碍，居民的环境偏好无

法顺利传递给企业和政府。为实现通过居民环境

偏好引导企业、政府实施积极环境行为，就必须

准确测度居民的环境偏好。本文尝试对居民环境

偏好测度方法进行探讨，目的在于促使以“外部

性”理论为核心的政策法规体系向以每个居民、

每个家庭的积极环境行为为基础的政策法规体系

转变，进而推动企业积极承担环境责任，更有效

地保护和治理生态环境。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07AJL013）、

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资源环境

经济研究中心开放基金项目（2009B021）、湖北省统计科研计

划项目（HB092-06）和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优秀青年教师资

助计划资助项目（CUGQNW0902）的阶段性成果。 

一、测度对象的确定 

由于我们研究居民环境偏好的目的是为了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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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现有的以外部性理论为基础的环境政策法规体

系，因此我们对居民环境偏好的测度主要是测定

社会人表现出来的环境偏好—对环境所提供物品

或服务（统称环境服务）的支付意愿。环境服务

包括农业、医药、工业的关键生产要素的提供、

空气和水的净化、废弃物的去毒和分解、生物多

样性的维持、人类多样性文化的支撑、人类审美

和益智需求的满足、土壤及其肥力的形成和更新、

农作物和天然植物的授粉、农作物大量潜在害虫

的控制、种子的传播和养分的循环、气候的局部

稳定、旱涝的缓解、极端温度、大风和大浪的调

节和抑制、太阳有害紫外线的防护等等。环境服

务的多样性决定了每个居民的环境偏好都具有丰

富的内涵，他既希望所处的大气环境和水环境的

质量能有所改善，也愿意为拥有西湖美景和购买

有机食品、生态标识商品而付出更多。支付意愿

的表现形式亦有多种，既有通过市场价格直接表

现出来的，也有通过人们的真实行动间接展示的，

还有通过人们在假想市场中的回答得以体现，但

是无论哪种形式都需要在多种复杂的决定因素中

测度出居民对环境服务表现出的支付意愿。 

二、测度方法的选择 

目前，国内外鲜见对居民环境偏好进行测度

的系统研究，但基于偏好产生价值的假定，可借

鉴有关环境与资源价值的评估方法测度居民的环

境偏好。环境与资源价值评估即对环境物品或服

务进行定量评价，并以货币形式表征出来。由于

大多数环境物品或服务的公共物品特征及外部性

的存在，缺乏实际市场，因而通常没有价格，这

就造成了用直接市场法对环境物品或服务进行价

值评估的困难。基于环境物品或服务的经济价值

可通过社会上许多人的支付意愿的综合来衡量，

则对环境资源价值评估就是要衡量人们对环境物

品或服务的偏好。一般来说，对环境与资源价值

进行评估的方法通常有直接市场法（直接市场价

格法，替代花费法等），揭示偏好法（内涵资产定

价法，旅行费用法，防护支出法等），陈述偏好法

（条件价值评估法，选择试验法等）。 

居民环境偏好的测度又不同于环境资源价值

评估，前者是从居民的角度获得个体对环境物品

或服务的支付意愿，后者通过居民的支付意愿间

接度量环境资源的价值，支付意愿代表居民为获

得某项环境效用所愿意支付的费用（或价格）。由

于环境物品和服务的公共物品特性，其在市场上

的可交易程度不同，导致获取支付意愿的难易程

度不同，因而要求设计不同的方法揭示居民的支

付意愿。基于居民环境偏好的不同外在表现形式

—通过消费和通过投资体现的偏好可分别采用不

同的方法进行测度。 

1、通过消费表现的环境偏好的测度 

（1）可直接交易的偏好的测度 

价格是价值的市场表现，是通过市场机制揭

示的相关主体对物品的价值所做出的评价。对于

能够在市场上交易的环境物品，交易过程提供了

居民对于环境物品价值估算的 为丰富的信息。 

居民在吃、穿、用、行方面体现出来的日益

强烈的环境偏好和支付意愿，主要表现为对环境

友好物品的选择和使用，比如更倾向于绿色食品，

天然纤维的衣物，无磷洗衣粉、无氟冰箱以及更

为低碳环保的出行方式等等。其不仅有益于人体

自身健康，也有利于环境保护，具有一定的公共

产品属性。环境物品存在真实的交易市场，是广

大居民在实际市场中的真实行为的体现，消费者

的购买行为本身可清楚地显示消费者的环境偏

好，因而可采用直接市场价格法根据居民的实际

购买情况测度其偏好。 

（2）可间接交易的偏好的测度 

对于许多无法在市场上进行直接交易的环境

物品和服务，其价值隐含在与之相关的环境物品

或服务的价格当中，可以通过观察相关的物品或

服务的市场交易价格，将与环境相关的支付意愿

从价格中揭示出来，即揭示支付意愿。 

居民在居住方面体现出来的环境偏好可从

其购买的具有环境属性的房屋的价格中间接推断

出来。房屋的价格体现着居民对其各种特性的综

合评价，其中包括环境质量。在其它条件相同时，

环境质量的差异将会影响到居民的支付意愿，进

而影响到房产的价格。内涵资产定价法（Hedonic 

Price Method， HPM）通过揭示不同房屋价格与

不同环境属性间的关系衡量环境质量变动的货币

价值。因此在其它条件相同时，可通过因环境质

量不同导致的房产的价格差异来测度居民对居住

环境的偏好。 

居民在文教娱乐方面的偏好可通过旅行费

用法(Travel Cost Method，TCM)进行测度，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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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隐含的原则是尽管某些环境资源并不需要旅游

者支付直接的费用（比如门票），但旅行者为了使

用或消费这项环境资源，需承担交通费用以及花

费相应的时间成本等。旅行费用法通过人们对环

境资源的实际消费行为，评估旅行者通过消费这

些环境资源所获得的收益，或者说对这些环境资

源的支付意愿的价值认同。因此旅行费用法测度

的是旅行者的实际支付与其所获得的消费者剩余

之和——支付意愿。 

2、通过投资表现的环境偏好的测度 

（3）不可直接或间接交易的偏好的测度 

对于不可直接或间接交易的环境服务，主要

是环境资源的非使用价值，通常没有真实的市场

数据，也无法通过间接观察市场行为进行揭示。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对于没有使用价值的环境服

务，只有人们的支付意愿才能表达出与它们有关

的全部效用，因此意愿调查法成为帮助了解居民

支付意愿的方法。意愿调查法利用效用 大化原

理，通过进行模拟市场的调查揭示被调查者对环

境服务的偏好。 

居民通过投资表现出来的环境偏好，主要用

于环境保护，即为维护一定的环境质量愿意支付

的控制污染或改善环境的费用。由于大多数环境

服务的公共物品特征及外部性的存在，环境服务

缺乏实际市场，尤其是在我国市场经济还不很完

善的情况下，通常这些环境服务没有市场价格。

因此测度居民通过投资表现的环境偏好既不能用

常规市场方法解决，也无法通过间接观察市场行

为得到，基于假想市场的条件估值法（Contigent 

Valuation Method，CVM）成为居民投资环境偏好

测度的首选方法。CVM 建立在传统理性行为人经

济模型基础之上，假定居民对环境服务有明确的

需求偏好，居民为得到单位环境服务，必须放弃

一定数量的其他产品，通过放弃产品的价值推断

居民的环境偏好。CVM 在假想市场情况下，采用

问卷调查直接询问人们在假想市场中对某项环境

服务功能改善的支付意愿或放弃某项服务功能而

愿意忍受的接受意愿，以此推导人们对环境资源

的假想变化的评价，辨明人们对各种环境变化的

偏好。CVM 的优越性在于不但能对环境资源的使

用价值进行评估，还能对其非使用价值进行评估。 

另外由于不同地区，不同环境问题差异巨大，

对于环境服务这种具有多重属性的对象而言，选

择试验法（Choice Experiment Method， CEM）

提供了另外一种新的测度居民环境偏好的方法。

CEM 方法基于 Luce 和 McFadden 提出的随机效用

理论，这实际上是一种显示偏好理论，在实际运

用中，由于人们在真实环境中的选择是未知的，

所以通常是用阐述偏好来代替。CEM 在应用过程

中需要询问参与者与 CVM 非常相似的问题，不同

的是 CEM 通过设计一组属性模拟真实环境的变

化，提供给参与者不同属性状态组合的选择集，

让参与者从中选择自己 偏好的情景。根据人们

的选择，可对环境不同的属性状态做出损益比较，

并从中估计居民对于不同治理政策的态度，因地

制宜决定环境政策。 

 
居民环境偏好测度方法汇总表 

消费表现的环境偏好 投资表现的环境偏好 居民 

环境偏好 吃 穿 用 行 居住 文教娱乐 

测度方法 直接市场法 内涵资产定价法 旅行费用法 

条件估值法 

选择实验法 

 

三、测度方法的进一步探讨 

直接市场评价法的建立基于所观察到的直接

市场行为，是应用 广、 容易理解的价值评估

技术。但由于居民对环境友好物品的实际购买行

为是综合考虑价格、健康、环保程度、便利性、

时尚美观等多种因素的叠加结果，因此很难将环

保因素从其它影响因素中分离出来。 

内涵资产定价法的应用前提是房地产市场运

行良好且是透明的，购买者在市场中能够清晰的

评价环境因素的作用。然而现行房地产市场并不

是十分活跃和顺利运转的，难以得到可靠的相关

数据，其中隐含的环境因素的价格也就可能难于

度量，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对居住环境偏好测

度的困难。 

旅行费用法获得的是旅游者或使用者对某

个景点的偏好，且受到旅行的多目的性、闲暇时

间的休闲活动等因素的影响，偏好的测度存在一

些偏差。另外 TCM 没有涉及到非使用者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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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旅行费用法可能会低估居民的环境偏好。 

条件估值法是引导个人对非市场环境物品

或服务估价的相对直接的方法，在信息缺失的情

况下，其具有强大的提供数据来源的能力。CVM

暗含的假设是被调查者知道自己的个人偏好，有

能力对环境物品或服务估价，并愿意诚实地说出

自己的支付意愿。但由于 CVM 采用的是假想市场

的方法，构建假想市场既是 CVM 的特点，也是其

缺点之所在，原因在于居民的偏好不是通过客观

的行为体现的，假想市场与人们的真实行为之间

仍然存在本质的差别。另外，调查时涉及到被调

查者的心理与社会特征，不可控制的因素较多，

问卷形式、措辞、内容等都会影响受访者的回答，

因此存在出现假象偏差、策略性偏差等各种偏差

的可能性。由于结果的影响因素很多，无论采用

什么方法避免这些偏差，都只是对 终结果的一

种近似。 

选择实验法在问卷设计和模型分析中比 CVM

复杂，问卷格式的复杂性增加了被调查者的感知

负担，导致有效问卷的比率低于 CVM 法。但 CEM

能揭示更多的居民偏好信息，更适用于评价居民

对环境物品或服务单个属性的偏好。 

综合上述各种方法的优点及存在的问题，为

更准确测度居民环境偏好，应考虑将意愿调查法

与其它评估方法（直接市场价格法、内涵资产定

价法、旅行费用法等）结合使用，力求对居民环

境偏好做出更全面、更准确的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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