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6 卷第 14 期

2016 年 7 月

生 态 学 报

ACTA ECOLOGICA SINICA
Vol．36，No．14
Jul．，2016

http: / /www．ecologica．cn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41271554)

收稿日期: 2014-12-22; 网络出版日期: 2015-10-30

* 通讯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E-mail: gaojun@ shnu．edu．cn．

DOI: 10．5846 /stxb201412222551

邴振华，高峻．九寨沟景观游憩价值评估及空间分异．生态学报，2016，36( 14) : 4298-4306．
Bing Z H，Gao J．An assessment of the jiuzhaigou landscape recreational value and spatial variation．Acta Ecologica Sinica，2016，36( 14) : 4298-4306．

九寨沟景观游憩价值评估及空间分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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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九寨沟作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世界自然遗产地，面临在有效保护自然资源的同时最大化地满足人类游憩

服务需求的挑战。学者已经采用 CVM、TCM 等不同方法的测算九寨沟游憩价值，并针对测算结果的有效性和信度进行探讨，但

以往的研究方法无法测算不同旅游资源的游憩价值贡献。以景观服务为视角，通过景观游憩服务识别的方法，进行不同旅游资

源价值评估。同类旅游资源因位置不同、个人偏好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价值贡献，以参与式制图的方法进行不同游憩服务点的

感知评价，实现游憩价值的空间分异研究。采用参与式制图与条件价值法( CVM) 相结合的方法，实现游客对游憩服务点的感

知评价和位置制图，并完成游客对游憩服务的支付意愿调研，实现价值空间分异研究，共调研 730 人，有效样本 614。分析发现，

2012 年九寨沟游憩支付意愿率为 72．95%，取旅游者意愿支付平均值354．98元，测算九寨沟自然保护区 2012 年的游憩价值为9．4

亿元，其中价值最高是高山湖泊、瀑布、滩流等观赏水体，为 2．9 亿元，最低的是观赏植物，为 0．47 亿元。从空间位置来看，单位

价值高的游憩服务点主要集中在几条沟谷两侧，特别是已开发的树正沟、日则沟和则查洼沟。游憩价值的空间分异研究注重不

同位置旅游资源价值贡献的强弱对比，以期为九寨沟自然保护区的具体监控管理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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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ssessment of the jiuzhaigou landscape recreational value and spatial var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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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iuzhaigou is a national nature reserve，tourist attraction，and a natural World Heritage site，and its managers
face the challenge of effectively protecting its environment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while meeting the needs of recreational
visitors． Contingent valuation ( CVM) and travel cost ( TCM ) methods have been used to evaluate the total recreational
value of Jiuzhaigou，but such methods cannot measure the individual recreational values of various tourism resources． This
study adopted a landscape services perspective to identify and evaluate the value of such tourism resources． In addition，

participatory mapping of recreational service points was used to indicate personal preferences and the perceived value of
individual tourism resources across the valley． A combination of participatory mapping and CVM was used to determine
tourists' evaluations of service points and willingness to pay for various recreation resources． The tourists also participated in
determining the location of landscape recreation points． Based on the survey results，the value of recreational resources and
their spatial variation was evaluated． A total of 730 respondents were interviewed to determine their willingness to pay
( WTP) for recreational resource protection，and 614 valid responses were obtained． Approximately 73% of respondents had
a positive willingness to pay for recreational services． The average value a tourist was willing to pay was 354．98 yuan，and
based on this figure，the recreational value of Jiuzhaigou was estimated at 0．94 billion yuan for 2012． The mountain la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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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falls，and other areas of the water landscape had the highest recreational value ( 290 million yuan ) ．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ighly valued recreation service points exhibited a high concentration on both sides of the developed valleys．

Zharu valley received fewer visitors but had a higher recreational value than other areas． Contingent value assessment is an

important technique used in non-market resourc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studies and has received increasing attention．

Further research is needed to explore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is method，and its applications to ecological landscape

planning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Ｒesearch is also needed on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in the recreational

value of tourism resources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specific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of Jiuzhaigou Nature Ｒeserve．

Key Words: recreational valu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landscape services; 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 participatory

mapping; Jiuzhaigou

生态系统服务已经是一个全面而成熟的概念。生态服务评估大多都是通过经济和货币价值等传统方式

来进行价值评估［1-3］。这种评估取自土地和资源的部分可以货币化的价值，而社会和文化等非货币形式的价

值通常被忽略了［4-6］。生态系统服务中的社会、文化等价值主要采用 TCM、CVM 等替代经济法和模拟市场法

进行研究［7-9］。

无论从宏观空间尺度还是微观空间尺度，生态系统本身的多样性和环境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生态系统

服务类型和强度的空间差异［10］，学者提出服务价值不仅与生物量有关，而且与其空间位置有关，因此可以从

景观尺度、空间位置来对单位面积的服务价值进行差异化研究［11］，相关研究从对指标体系、评价方法的关注

转向土地利用方式和土地覆被( LUCC) 所导致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问题的研究［12-15］，并基于土地利用方

式和土地覆被，利用 GIS 技术生成格网，开展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空间分布研究［16-20］。但现有的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时空演化研究仍很少关注社会文化等无形价值的评估。
Termoschuizen 和 Opdam［21］提出景观服务的概念，是基于景观作为人类-生态系统功能价值传递系统的空

间基础上，人类活动促使景观变化、多功能化带来的附加的生态、社会和经济价值。概念包含了对社会文化等

无形服务价值的评价，具备了地方、利益相关者以及环境互相匹配的相关性和合理性，更好地强调了空间格局

的关系。从研究文献来看，利益相关者逐渐在景观服务研究中得到关注。利益相关者参与有识别和标记不同

景观附加服务和价值的作用［22-23］，提高对非物质服务价值的评估能力［24］。

景观结构、功能与价值一直是景观生态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景观服务作为景观系统提供给人类社会的功

能体现，成为景观结构与价值关系分析的重要纽带。因此，以土地利用方式为基础，通过景观服务的视角，基

于游客对景观服务的感知，来定量制图、评估景观社会、文化价值，并分析其空间分异特征，是本论文拟解决的

关键问题。

1 研究区域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

作为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世界自然遗产地于一身的九寨沟，游憩活动是当地居民、旅游者

与景观系统、自然资源的纽带，是九寨沟景观服务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科学的量化评估游憩价值，可以间接

反映九寨沟自然保护区亦作为风景名胜区的部分经济价值，为自然保护区内自然资源的保护、管理和规划提

供科学的依据［25］。
1．2 研究方法

以往的研究中，董雪旺、张茵、李巍等均对九寨沟游憩价值进行了评估［7-8，25-27］，相关研究主要以测算方法

的规范性、有效性为主，对不同旅游资源的相对价值和价值空间分异研究尚少。因此，本文以九寨沟游憩价值

为研究对象，通过条件价值法( CVM) 和参与式制图( PM) 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游憩价值的空间分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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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条件价值法( CVM)

关于游憩价值的评估技术大体上可以分为 3 大类，即费用支出法、旅行费用法和条件价值法。条件价值

法( CVM) 以其广泛的适用性和较强的可操作性成为使用最普遍的评估方法，而且其模拟市场的方法为不同

旅游资源的价值分解研究提供了可能，因此，本文以 CVM 法来进行自然保护区游憩服务的价值测算。
1．2．2 参与式制图( PM)

参与式制图可以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描绘景观功能和价值，也可以描绘地理空间上的景观要素和分布，实

现了物化与非物化景观系统要素和功能的全面分析。

本文采用参与式制图与 CVM 相结合、游憩服务感知———价值评估连续式的调研方法，实现游客对不同游

憩服务点的感知评价和位置制图，并完成游客对游憩服务的支付意愿调研，通过游憩服务与价值的关联分析，

进行游憩价值分解，实现空间分异的表达。
1．3 抽样调研与数据统计

游客的参与式地图绘制和游憩价值的调研数据分别收集于 2012 年 7 月 29 日至 2012 年 8 月 8 日和 2012

年 12 月 18 至 2012 年 12 月 24 日。调研内容包括游客对九寨沟内游憩点的感知评价和整体游憩服务的支付

意愿。支付意愿采用支付卡的方式展开调研。

本研究是对九寨沟的游憩价值进行评估，因而在问卷调查时以游客为调查对象并进行抽样，而总体则界

定为 2012 年九寨沟的旅游接待量。抽样调查的样本规模由总体规模、抽样精度要求、总体的异质性程度等因

素决定。在总体的异质性程度既定的条件下，样本规模可以采用 Scheaffer 公式来确定［8］，即:

n = N
( N － 1) δ2 + 1( )

( 1)

式中，n 为抽样样本数; N 为抽样总体，即目的地年游客接待量; δ 为可接受的抽样误差，设定抽样误差为 5%。

在本研究中，2012 年九寨沟游客接待量为 363．86 万人次，则 n = 400。可见，样本规模达到 400 份以上就

可以满足要求。然而，Mitchell 指出，鉴于 CVM 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其样本规模应大于一般的统计学门

槛值［28］。

九寨沟提供给游客的景观游憩服务较为明确，且地理位置集中在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参与式调研是采

取定点式随机访谈，访谈点分别是自然保护区内游客集聚的 24 个游憩点，共调研 730 人，其中包括 35 个入境

游客。共回收问卷 704 份，其中去除回答不完整、回答内容完全相同的问卷 9 份以及抗议性回答( 拒绝支付的

理由中，“支付应全部由国家出资”和“应由当地人或政府出资”是对假想模拟市场的反对或不理解，属于抗议

性回答，不属于真正的零支付意愿，视为无效问卷) 的无效问卷 46 份，支付卡获得有效问卷 649 份。其中，入

境旅游者的调研问卷有 35 份，这些问卷虽为有效问卷，但由于入境旅游者与国内旅游者的经济估价可比性不

强，因此不予统计。本研究有效样本达 614 /730= 84．11%。

2 结果分析

2．1 游憩服务评估与制图

依据前期访谈整理，九寨沟的游憩服务可以分为森林游憩、观赏植物、观赏水体( 高山湖泊、瀑布) 、地质

美景、藏族村寨以及珍稀动物等方面，本文将以此分类为依据开展具体的实证研究。参与式制图采用国家资

源三号卫星，于 2012 年 2 月拍摄的遥感影像图( 分辨率为 2．5m) ，一开尺寸 ( 109．2cm×78．7cm) ，按 0．8cm×

0．8cm进行网格划分，比例尺为 1∶300m。

参与式调研需要游客对所在位置及周边游憩点进行感知评价，笔者对评价分数和游憩点坐标进行分类记

录。经整理，共有景观服务点 673 个( 同一坐标点不重复计算) ，笔者按照不同分类的景观服务标点分别进行

野外观测、当地居民访谈以及相关数据库进行查询核对，其中，6 个调研点被排除在外，因为调研标点数据与

地面观测结果不一致。同时，18 个点感知系数低于 1．5，被删除。最终，共有 649 个景观服务标点被列入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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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本研究采用 Arcgis 10．0 软件进行数字化，生成游憩服务分布图，完成基础数字化。
九寨沟高山峡谷的地形以及旅游开发主要限定在自然保护区实验区，都控制了游客的活动范围，因此游

憩服务点主要集中在各沟谷地区。笔者运用 Arcgis 10．1 软件的面状数据属性关联工具，将景观服务点延展为

景观服务面状图( 图 1) 。

图 1 游憩服务点分布图-游憩服务面状图

Fig．1 Point map of recreation service indicators-Planar map of recreational service indicators

2．2 基于 CVM 的游憩价值评估

2．2．1 样本统计性描述

根据样本数对变异系数、精确度的影响及其显著水平的测试分析以及权威专家对于作用决策的价值评

估，最小的反馈样本容量应在 60%以上［28］，本研究有效样本达 614 /730= 84．11%，符合样本容量条件( 表 1) 。

为了解被调研者的保护意识和价格意识，笔者在调研中设计了门票的合理价位和门票中应有的生态投资

比例两个题目。从调研结果来看，28．18%的被调研者认为原票价 220 是合理的，这也是所占比例最大的一部

分，一共 66．77%的被调研者认为九寨沟门票定价应该平于或高于现在的定价; 从生态投资比例调研来看，

43．16%的被调研者认为门票中 30%—50%应用于生态投资，26．22%的被调研者认为门票中 10%—30%应用

于生态投资，被调研者整体的环保意识较高。

表 1 样本统计性描述表

Table 1 Statistical sample description

基本情况
Indicator

类别
Category

频数
Number of
responses

频率 /%
Ｒesponses

基本情况
Indicator

类别
Category

频数
Number of
responses

频率 /%
Ｒesponses

问卷调查情况 发放问卷( 份) 730 旅游方式 全包价随团 327 53．26

Number of 回收问卷( 份) 704 96．44 Types of travel 半报价随团 38 6．19

questionnaires 有效问卷( 份) 614 84．11 单位组织 20 3．26

无效问卷( 份) 90 12．33 自助旅游 229 37．30

性别 Gender 男 318 51．79 旅游花费 400 元以下 15 2．44

女 296 48．21 Travel expense 401—600 元 12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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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基本情况
Indicator

类别
Category

频数
Number of
responses

频率 /%
Ｒesponses

基本情况
Indicator

类别
Category

频数
Number of
responses

频率 /%
Ｒesponses

年龄 Age 25 岁以下 95 15．47 601—800 元 13 2．12

26—35 岁 185 30．13 801—1000 元 66 10．75

36—55 岁 303 49．35 1001—1200 元 69 11．24

55 岁以上 31 5．05 1201—1400 元 35 5．70

职业 Career 事业单位 101 16．45 1401—1600 元 37 6．03

教师 11 1．79 1601—1800 元 25 4．07

基层保护设施单位* 21 3．42 1801—3000 元 205 33．39

企业 247 40．23 3001—5000 元 85 13．84

个体经营 176 28．66 5001—8000 元 42 6．84

退休、学生等 57 9．28 8001 元以上 10 1．63

文化程度 研究生及以上 69 11．24 旅游次数 1 次 509 82．90

Education 大学本、专科 409 66．61 Travel frequency 2 次 73 11．89

中等教育
( 高中、中专)

113 18．40 3 次以上 32 5．21

初等教育
( 中小学及以下)

23 3．75 门票合理定价 110 88 14．33

年收入 5000 元以下 58 9．45 A Ｒeasonable price 160 116 18．89

Annual income 5001—10000 元 45 7．33 of ticket 220( 原价位) 173 28．18

10001—15000 元 43 7．00 260 127 20．68

15001—20000 元 59 9．61 310 92 14．98

20001—30000 元 95 15．47 360 18 2．93

30001—40000 元 82 13．36 生态投资比例 10%以下 36 5．86

40001—50000 元 79 12．87 Ecological 10%—30% 161 26．22

50001—100000 元 98 15．96 investment ratio 30%—50% 265 43．16

100000 元以上 55 8．96 50%—70% 103 16．78

70%以上 49 7．98

* 基层保护设施单位包括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动物园、植物园、博物馆等

2．2．2 问卷设计与调查过程中的偏差规避

针对 CVM 调研可能存在的偏差，在进行问卷设计和调研过程中，主要规避方法见表 2。

表 2 CVM 偏差及规避措施

Table 2 CVM bias and preventive measures

偏差类型
Types of bias

偏差描述
Description

设计与调研过程的规避方式
Ways to avoid the biases during the
design and research process

假想偏差
Hypothetical bias

CVM 调研设计是出于某种假想性易于真实
情况出现偏差

问卷设计第一部分对问卷的假设性进行铺陈，
并在调研过程中对调研性质进行讲解，进行
100 份预调研，进行假想市场模拟

设计偏差 Design bias
1．支付方法偏差 Payment vehicle bias
2．起点偏差 Starting point bias

由调查问卷 /问题设计所引起的偏差 进行预调研，对支付方式和起点金额进行确认

策略偏差 Strategic bias 被调查者出于某种目的而故意说高或说低
自己的 WTP

需要调研工作人员经过统一培训，清晰说明调
研的假设性以及科研用途，尽量减弱被调研者
的心理顾虑

信息偏差 Information bias 被调查者对估价对象的熟悉和了解程度差
异以及提供给被调查者的信息引起的偏差

对自然保护区游憩服务简要介绍，但一定要符
合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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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支付意愿范围及其分布

从支付意愿的分布来看，被调研的 614 中，有 448 人愿意为九寨沟游憩服务进行支付，占总人数的 73%，

不愿支付的有 166 人，占 27%( 表 3) 。

表 3 游憩价值支付意愿分布

Table 3 The distribution of WTP for recreational value

编号
No．

支付意愿 / ( 元 / a)
WTP

数量统计
Numbers of
responses /%

支付意愿总频率
Ｒatio of WTP /%

累积频率
Cumulative

ratio of WTP /%

正支付率
Positive payout

ratio /%

正支付意愿
累积频率

Cumulative ratio
of positive payout /%

1 0 166 27 27

2 1—10 86 14 41 19．2 19．2

3 12—25 37 5．9 47．1 8．26 27．46

4 30—45 24 4 51 5．36 32．82

5 50 79 12．9 63．8 17．63 50．45

6 55—80 11 1．9 65．6 2．45 52．9

7 100 89 14．5 80．1 19．87 72．77

8 15—450 51 8．3 88．4 11．39 84．16

9 500 35 5．7 94．1 7．81 91．97

10 600—900 7 1．2 95．3 1．56 93．53

11 1000 29 4．7 100 6．47 100

合计 Total 614 100．0

从支付意愿的分布图来看，被调研者支付意愿频率最高的是 100 元( 众数) ，其次是 50 元( 图 2) 。根据支

付意愿累积概率计算，最接近累积频率分析分布的中位数是 50 元; 同时经过计算可得本次支付意愿的均值为

354．98元，数据分布较为离散。论文选取了九寨沟当年的淡( 12 月) 、旺季( 7—8 月) 进行调研，从被调研对象

的统计来看，超过 50%的旅游者是随团出游，在每个旅行团中随机选取 3—5 名进行调研，但调研对象难免受

到相近地域、文化的影响而出现相似选择。同时，调研假设性的前提使部分收入较高被调研者意愿支付理想

化的金额，相对拉高了 WTP 的平均值。WTP 平均值相比中位数，更适合于价值测量的尺度，且符合帕累托效

率［29］，因此采用平均值来进行九寨沟总游憩价值的估算。

图 2 游憩价值支付意愿分布图

Fig．2 The distribution of WTP for recreational value

与相关研究相比，2003 年张茵等通过支付卡梯级法得出支付意愿平均值为 323．27 元，董雪旺等分别于

2008 年通过 CVM 法获取支付意愿平均值为 203．76 元，本文测算结果高于以往研究结果，这与通货膨胀、旅游

者收入水平提高等方面有一定的关系，同时，九寨沟自然保护区扎如沟生态旅游开发也加大了影响旅游者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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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意愿。
按算术平均数计算，总 WTP = 算术平均数×景区游客量×支付意愿率 = 354．98 元×363．86 万人×72．95%

= 9．4 亿元 / a;

按加权平均数计算，总 WTP = 加权平均数×景区游客量= 177．886 元×363 万人 = 6．5 亿元 / a。
从国内外对 CVM 的实证调研来看，很多实证研究都表明 CVM 的调研方法不同程度上会低估价值［8］，因

此，本文采用算术平均数计算值 9．4 亿元作为九寨沟自然保护区 2012 年的游憩价值。
2．3 游憩价值空间分布

2．3．1 游憩价值分解

本次研究中，被调研者对不同类型游憩服务的感知评价后，进行游憩价值支付意愿调查，这种调研方式一

方面可以让被调研者充分熟悉此次调研活动的内容，提高支付意愿调研的准确度，另一方面也明确了不同游

憩服务的内容和偏好，为游憩价值分解提供依据。
依据调研统计，448 份有支付意愿的问卷中，30．9%的游客意愿为观赏水体支付，22．7%的游客意愿为珍

稀动物支付，只有 5%游客意愿为观赏植物支付( 表 4) 。
经过价值分解，观赏水体的游憩价值为 2．9 亿元，珍稀动物的游憩价值为 2．13 亿元，地质美景的游憩价值

为 1．48 亿元，森林游憩的游憩价值为 1．43 亿元，藏族村寨的游憩价值为 0．99 亿元，观赏植物的游憩价值为

0．47亿元。

表 4 游憩价值分解

Table 4 Ｒecreational value decomposition

游憩服务
Ｒecreational value

意愿比例 /%
Payout ratio

价值分解 /亿元
Value decomposition

观赏水体( 高山湖泊、瀑布、滩流)
The mountain lakes，waterfalls，and other areas of the water landscape

30．9 2．90

珍稀动物 Ｒare animals 22．7 2．13

地质美景 Geological landscape 15．7 1．48

森林游憩 Forest recreation 15．2 1．43

藏族村寨 Tibetan villages 10．5 0．99

观赏植物 Ornamental Plants 5．0 0．47

2．3．2 游憩单元价值赋值与空间表达

以游憩服务感知评价为游憩价值赋值的权重参考，测算研究区域各地理单元的游憩价值。从测算结果可

见，占面积较小的藏族村寨的单元赋值最高，其次是地质美景和观赏水体，单元赋值最低的是珍稀动物

( 表 5) 。

表 5 游憩价值权重赋值

Table 5 Ｒecreational value assigned weights

游憩价值
Ｒecreational value

权重赋值
Assigned weights

栅格单元数
Number of grid cells

单元赋值 /万元
The value of each cell

藏族村寨 Tibetan villages 3．0—4．3 41 233．05—334．04

地质美景 Geological landscape 3．3—4．5 97 132．04—180．05

观赏水体( 高山湖泊、瀑布、滩流)
The mountain lakes，waterfalls，and other areas of the water landscape

1．7—4．6 314 46．91—126．91

观赏植物 Ornamental plants 1．6—4．8 116 26．19—78．58

森林游憩 Forest recreation 1．6—4．9 517 14．59—44．67

珍稀动物 Ｒare animals 1．5—4．7 3857 3．35—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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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各游憩服务的权重进行价值赋值如图 3，虽然几个藏族村寨的游憩总价值不高，但其所占面积较小，因

而从单位价值来算，藏族村寨的游憩价值最高，其次是旅游者游憩活动较为集聚的地质美景和观赏水体。从

空间位置来看，单位价值高的游憩服务点主要集中在几条沟谷两侧，特别是已开发的树正沟、日则沟和则查洼

沟，扎如沟虽然接待的游客人数尚少，但其游憩价值普遍较高，且分布面积较大，可见旅游者对扎如沟游憩服

务感知强烈。

图 3 景观游憩价值空间分布图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landscape recreational value

3 结论与讨论

随着自然旅游需求的快速增长，生态保护和游憩服

务功能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30］。学者已经采

用 CVM、TCM 等不同方法的测算九寨沟游憩价值，并针

对测算结果的有效性和信度进行探讨［7-8，25］，但以往的

研究方法无法测算同旅游资源的游憩价值贡献［31］。以

景观游憩服务识别的方法，通过旅游者对不同旅游资源

价值进行评估，是本文的主要贡献之一。另外，个人偏

好与支付意愿是进行游憩价值评估的基础，个人偏好为

产品或服务之间进行对比和价值的衡量提供前提条

件［10］，同类旅游资源因位置不同、个人偏好不同也会产

生不同的价值贡献。以参与式制图的方法进行不同游

憩服务点的感知评价，实现游憩价值的空间分异研究，

是本文的另一特点。
研究 发 现，2012 年 九 寨 沟 游 憩 支 付 意 愿 率 为

72．95%，取旅游者意愿支付的平均值 354．98 元，测算九

寨沟自然保护区 2012 年的游憩价值为 9．4 亿元，其中

价值最高是高山湖泊、瀑布、滩流等观赏水体，为 2．9 亿

元，珍稀动物的游憩价值为 2．13 亿元，地质美景的游憩

价值为 1．48 亿元，森林游憩的游憩价值为 1．43 亿元，藏

族村寨的游憩价值为 0．99 亿元，最低的是观赏植物，为

0．47 亿元。
几个藏族村寨的游憩总价值不高，但从单位价值来算游憩价值最高，单位面积游憩价值为 233．1—334 万

元之间。其次是旅游者游憩活动较为集聚的地质美景和观赏水体。从空间位置来看，单位价值高的游憩服务

点主要集中在几条沟谷两侧，特别是已开发的树正沟、日则沟和则查洼沟。
价值评估作为非市场资源保护与利用的重要手段和依据，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因此关于研究方法的

探究也不断深入［32］。对研究方法合理性和有效性进行探讨的同时，如何将研究结果应用于景观规划与生态

旅游持续发展同样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游憩价值的空间分异研究应更注重不同位置旅游资源价值贡献的强

弱对比，为九寨沟自然保护区的具体监控管理提供依据。比如，九寨沟自然保护区的扎如沟在处于生态旅游

开发过程中，接待旅游者数量尚少，主要入境旅游者为主，在本次被调研的 35 名入境旅游者有 11 人来自扎如

沟，但从单位价值分布来看，扎如沟游憩价值普遍较高，且分布面积较大，可见旅游者对扎如沟游憩服务感知

强烈，该区域的生态监控和旅游政策是保护区需要关注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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