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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土地利用生态服务价值测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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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华南农业大学 信息学院 , 广东 广州 510642 ; 2.中国科学院 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 广东 广州 510640)

摘 　要 : 定量研究经济发达地区土地利用与生态服务价值的变化情况 ,可为生态资源的合理定价与有效补

偿 ,促进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利用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模型、土地利

用程度综合指数和土地利用程度变化率分析了广州市土地利用的变化情况 ;参考 Costanza 及谢高地等人

的生态服务价值系数 ,对广州市生态服务价值及其影响机制进行了定量研究 ;并应用相关性分析和敏感性

分析方法探讨了生态服务价值与主要社会经济因子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 ,广州市土地利用的生态系统

服务价值总体呈逐年下降趋势 ,其中林地、水域和园地等地类的生态服务价值所占比例较大 ,土地利用结

构和各类土地面积的变化直接影响到生态服务价值量的变化 ,广州市生态服务价值与总人口、GDP 及城市

化水平间均存在负相关关系 ,说明该市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以生态服务价值的损失为代价的 ,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的变化对人口、GDP 和城市化水平总体上缺乏弹性。相对而言 ,对于人口的变动较为敏感 ,其次是城

市化水平 ,对 GDP 变动的影响敏感性最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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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itatively Study on Landuse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in Guangzho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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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Quantitatively st udy on land use change and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in fast developing areas will b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reasonable p ricing , effective compensation of ecological resources , and coordinated devel2
op ment of nat ural ecosystem and socio2economic system. Analysis of t he changes of land use in Guangzhou

City adopeted t he single land use dynamic degree model , land use degree comprehensive index , and land use

degree change rate. The coefficient of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proposed by Costanza and Xie Gaodi was used

to Quantitatively st udy on land use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and it s influence mechanism in Guangzhou Ci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and it s major factors of social economy was explored by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sensitivity analysis. The result s showed that total value of eco system service of land

use in Guangzhou City decreases year by year , and eco system service values of forestland , water and garden

land account for a higher percentage. The changes of land use st ruct ure and t he area of different types of land

cause a fluct uation in ecological service value. There i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and pop ulation , GDP and urbanization degree , which indicates t hat the economy develop ment is t he cost of

t he loss of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The change of eco system service value lacks elasticity wit h pop ulation ,

GDP and urbanization degree , comparatively speaking , it is sensitive wit h t he pop ulation changes , t hen is ur2
banization degree , and wit h no sensitive wit h GDP.

Keywords : landuse change ; ecosystem service values; Guangzhou City



　　土地利用与生态服务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 1 ] 。

土地是陆地自然生态系统的载体 ,是人类赖以生存和

发展的最基本的自然资源[2 ] 。人地关系的发展与土

地利用方式的改变必然会引起自然生态系统的生态

服务价值的变化与损失[326 ] ,尤其是在人地活动频繁、

土地利用变化强烈的我国东部沿海地区 ,研究土地利

用变化对生态服务价值的影响和调控手段 ,更具有理

论和现实意义。

生态系统服务是国际生态系统可持续研究热点 ,

产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729 ] ,它是指通过生态系统的

结构、过程和功能直接或间接得到生命支持产品和服

务[10 ] ,目前 ,生态服务价值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生态系

统过程、生态服务功能及其生态经济价值评价的技术

与评估方法等多方面的综合研究 ,到 20 世纪 90 年代

末国外有关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生态效益的价值理

论及评估方法开始引入我国[ 11 ] 。

国内的研究主要是将国外研究成果在我国进行

推广与应用。如谢高地等[12 ]根据 Cost naza 所提出的

全球生态系统单位面积服务价值 ,对青藏高原高寒草

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了评估研究。宗跃光[13 ] 实

例分析了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结构 ,从人类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产生的价值量的角度出发 ,并结合

我国实际 ,把 Cost naza 等人单纯自然资本的测算推

广到自然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综合测算 ,指

出自然资本的增减应成为衡量一个城市或区域是否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指标。陈仲新等[14 ] 按自然状

况分类 ,把中国植被类型划分为 10 类陆地生态系统

和 2 类海洋生态系统 ,参考 Cost naza 等人的方法和

生态系统类型的单位价值对我国的生态系统效益价

值进行了初步评价。总体上 ,我国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没有得到

具有代表性的、公认的和统一的数据。

本研究以广州市为研究对象 ,对广州市的土地利

用变化与生态服务价值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研究 ,为

区域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长期协调发展提

供理论依据。同时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定量研

究可以有效地帮助人们了解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

各种产品和服务的价值 ,认识到保育生态系统的意

义 ,打破传统的商品价值观念 ,为生态资源的合理定

价与有效补偿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区概况与资料来源

1. 1 　研究区概况

广州市位于广东省中南部 ,珠江三角洲腹地 ,濒

临南海 ,东连惠州市博罗、龙门两县 ,西邻佛山市的三

水、南海和顺德市 ,北靠清远市市区、佛冈县和新丰

县 ,南接东莞和中山市 ,隔海与香港、澳门相望。气候

属南亚热带典型的海洋性季风气候 ,北回归线穿越其

北部 ,温暖多雨、光热充足、温差较小、夏季长、无霜期

短 ,全年平均气温 20 ℃～22 ℃,平均相对湿度 77 % ,

年降水量为 1 689. 3～1 876. 5 mm。地带性植被为

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 ,少天然林 ,山地丘陵的森

林都是次生林和人工林。区域属我国南方丰水区 ,该

区水资源较少 ,过境水资源相对丰富 ,全市水域面积

7. 44 ×104 hm2 ,占全市土地面积的 10 % ,主要河流

有北江、东江北干流及增江、流溪河、白坭河、珠江广

州河段、市桥水道、沙湾水道等 ,北江、东江流经广州

市汇合珠江入海 ,本地平均水资源总量 7. 98 ×109

m3 ,其中地表水 7. 88 ×109 m3 ;地下水 1. 48 ×109

m3 。水资源丰富 ,储量约为 1. 06 ×106 m3 / km2 ,人均

1 139 m3 ,是全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 1/ 2。

1. 2 　资料来源

土地利用数据来自于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

理局 1998 —2007 年土地利用变更数据 ;社会经济资

料来自与《广州市统计年鉴 (1998 —2007 年)》。

2 　研究方法

2. 1 　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2. 1. 1 　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 　单一土地利用类型动

态度可用来表征土地资源数量的变化情况。如公式

(1)所示[15 ] :

K =
U b - U a

U a
×1

T
×100 % (1)

式中 : K ———T 时段内某种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动

态度 ; U ———某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 ; T ———研究

时段长度 ,当 T 设为年的时候 , K 则为某种土地利用

类型的年变化率。

2. 1. 2 　土地利用程度 　土地利用程度按照土地自然

综合体在社会因素影响下的自然平衡状态分为若干

等级 ,并赋予指数 (表 2) 。其中 ,土地利用程度综合

指数为[15 ] :

L = 100 ×∑
n

i = 1
( A i ×Ci ) (2)

式中 : L ———某研究区域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 ;

A i ———研究区域第 i 级土地利用程度分级指数 ;

Ci ———研究区域内第 i 级土地利用类型面积百分比 ;

n ———土地利用程度分级数。

土地利用程度变化模型[15 ]如 (3) 式 :

ΔL b - a = L b - L a =

100 ×〔∑
n

i = 1
( A i ×Cib ) - ∑

n

i = 1
( A i - Cia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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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ΔL b - a ———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的变化量 ;

L a , L b ———分别为 a时间和 b 时间的土地利用程度综

合指数 ; A i ———第 i 级的土地利用程度分级指数 ;

Cia , Cib ———分别为区域在 a 时间和 b 时间时第 i 级

土地利用程度面积百分比。

土地利用程度变化率的计算如 (4)式 :

R =ΔL/ 100 ×∑
n

i = 1
( A i ×Cia ) (4)

式中 : R ———土地利用程度变化率 ; ΔL ———土地利

用程度指数变化量[15 ] ,当ΔL > 0 ,或者 R > 0 ,即表示

该区域土地利用处于发展时期 ,反之 ,则说明该区域

处于调整期或者衰退期。

土地利用程度的分级赋值表可参考刘纪远等在

中国资源环境数据库中提出的土地利用程度分级标

准 ,详见参考文献[16 ] 。

2. 2 　土地利用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测算

Costanza 等人[5 ]最早于 1997 年将生态学和经济

学相结合提出了生态系统价值评估的原理与方法 ,并

提出了生态服务价值测算系数。针对 Costanza 等人

制订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测算体系中的某些经济参

数存在明显的误差 ,如对耕地的估计偏低 ,而对湿地、

水域的估算则显得偏高等[13 ] 的不足 ,谢高地等人[7 ]

在对全球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模型研究的基础上 ,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总结了气体调节、气候调节、水

源涵养、土壤形成与保护、废物处理、生物多样性维

持、食物生产、原材料生产、休闲娱乐等 9 项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 ,对我国 200 位生态学者进行问卷调查 ,得

到了“中国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表”,详见参考

文献[ 12 ]。

2. 3 　敏感性分析

敏感性分析是指从定量分析的角度研究有关因

素发生某种变化对某一个或一组关键指标影响程度

的一种不确定分析技术。其实质是通过逐一改变相

关变量数值的方法来解释关键指标受这些因素变动

影响大小的规律。敏感性系数 ( sensitivity coeffi2
cient ,SC)是指因变量变化百分比与自变量变化百分

比之间的比值 ;如果 SCij > 1 ,表明 ESV 相对于 IF 是

富有敏感性的 ;如果 SCij < 1 ,表明 ESV 是缺乏敏感

性的[12 ]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敏感性计算公式为 :

SCij = |
( ESV i + 1 - ESV i ) / ESV i

( IF ( i + 1) j - IF ij ) / IF ij
| = |

ΔESV i / ESV i

ΔIF ij / IF ij
|

(5)

式中 :SCij ———第 i 年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相对于影

响其变化的 j 种社会经济因素的敏感性系数 ;

ESV i + 1 ,ESV i ———分别为 i + 1 和 i 年的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 ; IF ( i + 1) j , IF ij ———分别为 i + 1 和 i 年影响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的 j 种社会经济因素 (impac2
ting factors , IF) ,本研究主要选取总人口数、GDP 与

城市化水平等指标。

3 　结果与分析
3. 1 　广州市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3. 1. 1 　广州市土地利用动态度 　依据单一土地利用

动态度计算公式可得广州市 1998 —2007 年土地利用

变化量和土地利用动态度如表 1 所示。1998 —2007

年间建设用具有较高的面积增幅和土地利用动态度

变化 ;而农用地中的耕地、林地和草地呈负增长态势 ,

其中动态度变化较大的是草地和耕地 ;其它用地类型

的面积总体上都呈现增加的趋势。居民点及工矿用

地一直保持较高的动态度 ,反应了广州市人口增长和

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对土地需求持续上升 ,从而使大量

耕地、林地和草地转变为建设用地以满足建设用地需

求的缺口。

3. 1. 2 　土地利用变化程度分析 　通过计算广州市土

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和土地利用程度变化率可得

1998 —2007 年广州市土地利用变化程度如图 1 所示。

表 1 　1998 —2007 年广州市土地利用动态变化情况

土地利用类型
变化量/ hm2

1998 —2001 2001 —2004 2004 —2007

土地利用动态度/ %

1998 —2001 2001 —2004 2004 —2007

耕 地 - 1 531. 65 - 8 785. 03 - 60 804. 58 - 0. 32 - 1. 88 - 13. 80

园 地 - 3 177. 67 1 463. 02 45 842. 46 - 1. 36 0. 65 20. 03

林 地 - 1 664. 06 - 3 707. 17 - 16 280. 76 - 0. 20 - 0. 45 - 2. 01

草 地 - 12. 77 - 17. 64 - 89. 22 - 1. 89 - 2. 77 - 15. 28

其它农用地 - 455. 76 - 1 157. 88 2 102. 52 - 0. 35 - 0. 90 1. 68

居民点及工矿用地 5 394. 38 11 751. 99 10 878. 95 1. 76 3. 64 3. 04

交通用地 2 013. 28 1 726. 57 3 512. 38 7. 70 5. 36 9. 40

水利用地 44. 83 6. 56 1 513. 37 0. 19 0. 03 6. 37

未利用地 - 610. 58 - 1 280. 41 24 158. 26 - 0. 37 - 0. 78 14. 98

　　注 :数据来源于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土地利用变更调查表 (1998 —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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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广州市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和

其变化率 (1999 —2007 年)

从图 1 可知 ,广州市 1998 —2007 年间的土地利

用程度变化率 除 2006 年外均大于零 ,总体呈上升趋

势 ,其中 2003 —2005 年间的变化程度较大 ,这主要源

于这一时期是广州市经济发展的上升时期 ,广州市围

绕建设带动全省 ,辐射华南 ,影响东南亚的现代化大

都市的总目标 ,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经济增长

方式转变 ,促进了传统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

协调发展 ,使综合经济实力再上新台阶 ,促进土地的

集约利用和城市化进程 ,在土地利用上表现为土地利

用结构优化 ,建设用地的总量平稳增加和土地利用程

度的提高等方面。

而在 2006 年出现了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的下

滑 ,土地利用程度变化率首次出现负值。这主要是由

于自 2006 年起 ,在土地管理方面 ,国家严把土地闸

门 ,实施节约集约用地的政策措施 ,严格控制建设用

地审批等。在经济上 ,广州市更加注重经济结构调整

与优化 ,推动工业集聚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 ,鼓励企

业集聚和产业集群发展 ,促进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的

发挥 ;从而在土地利用上表现为以加强土地利用结构

调整和提高土地利用集约化水平为主要目标的土地

利用的调整时期 ,所以在图 1 中表现为极低值 ,之后

随着相关措施效益的发挥 ,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和

土地利用程度变化率开始回升。

3. 2 　广州市土地利用的生态服务价值测算

本研究结合广州市土地利用的特征 ,参考 Cost2
anza 及谢高地等人的生态服务价值系数 ,定义 1 hm2

全国平均产量的农田每年自然粮食产量的经济价值

为 1 ,其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是指该生态系统产

生的生态服务相对于农田食物生产服务的贡献大小。

而单位面积农田生态系统提供生产服务功能的经济

价值 Ea 可根据公式 (6)计算[12 ] :

Ea = 1/ 7 ∑
n

i = 1

m i p i q i

M
　( i = 1 ,2 , ⋯, n) (6)

式中 : i ———作物种类 ; pi ———i 种作物全国平均价格
(元/ t) ; qi ———i 种粮食作物单产 ( t/ hm2 ) ; m i ———i

种粮食作物面积 (hm2 ) ; M ———n 种粮食作物总面积
(hm2 ) ; 1/ 7 是指在没有人力投入的自然生态系统提

供的经济价值是现有单位面积农田提供的食物生产

服务经济价值的 1/ 7。结合“中国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当量因子表”[12 ]和公式 (6) 对本研究所涉及的 9 大类

土地的当量因子按以下方式进行测算 ,耕地对应农

田 ,林地对应森林 ,园地取森林和草地的平均值 ,其它

农用地和水利用地对应水域 ,未利用地对应难利用

地 ,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和交通用地对应难利用地。

根据《广州市统计年鉴》,以广州市 1998 —2007

年平均粮食产量为 2 862. 25 kg/ hm2 ,粮食单价以

2007 年广东省的平均价格 1. 9 元/ kg 的标准 ,考虑

在没有人力投入的自然粮食生态系统提供的经济价

值是现有单位面积农田提供的食物生产服务经济价

值的 1/ 7 ,得出广州市农田自然粮食产量的经济价值

约为 1 554 元/ hm2 ,以此为基准数值 ,结合文献 [ 7 ]

和公式 (6) ,得出广州市各个年度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量 (表 2) 。

表 2 　1998 —2007 年广州市土地利用生态服务价值 亿元/ a

年份 耕地 园地 林地 草地
其它

农用地

居民点及

工矿用地

交通

用地

水利

用地

未利

用地
合计

1998 16. 88 17. 63 93. 51 0. 03 31. 00 0. 67 0. 06 5. 62 0. 36 165. 74

1999 16. 80 17. 57 93. 47 0. 03 30. 91 0. 68 0. 06 5. 62 0. 36 165. 49

2000 16. 85 16. 89 93. 30 0. 02 30. 81 0. 69 0. 07 5. 62 0. 36 164. 61

2001 16. 72 16. 91 92. 94 0. 02 30. 67 0. 70 0. 07 5. 65 0. 36 164. 05

2002 16. 51 17. 58 92. 11 0. 02 30. 47 0. 71 0. 07 5. 66 0. 36 163. 50

2003 16. 10 17. 38 91. 94 0. 02 30. 16 0. 75 0. 08 5. 66 0. 35 162. 44

2004 15. 77 17. 24 91. 68 0. 02 29. 84 0. 78 0. 08 5. 65 0. 35 161. 43

2005 11. 18 24. 88 87. 34 0. 01 29. 62 0. 79 0. 09 6. 66 0. 29 160. 87

2006 9. 27 27. 92 86. 32 0. 01 31. 75 0. 82 0. 11 6. 83 0. 51 163. 55

2007 9. 25 27. 60 86. 16 0. 01 31. 34 0. 85 0. 10 6. 74 0. 51 162. 56

3. 3 　广州市土地利用与生态服务价值变化分析

3. 3. 1 　土地利用变化所引起生态服务价值变化 　结

合图 1 ,表 2 —3 可以看出 ,随着区域土地利用结构的

变化 ,广州市的土地利用生态服务价值总量呈现平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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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趋势 ,其主要原因是经济快速发展驱动下的城市

化进程的加快 ,使广州市农业用地的面积逐年减少 ,

进而影响到生态服务价值总量的下降。同时 ,由于不

同类型土地的生态服务功能的差异表现为各类土地

面积变化所引起的相应生态服务价值变化幅度各不

相同 ,其中林地、园地、其它农用地单位变化量所引起

的生态服务价值变化较大 ,而草地和未利用地等引起

的变化程度较小。综上所述 ,一个地区的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量与其土地利用变化密切相关 ,当土地利用类

型改变时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也会随之改变[17 ] 。

表 3 　1998 —2007 年广州市土地利用及生态服务价值的变化

土地利用类型
1998 —2001 年生态服务价值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

2001 —2004 年生态服务价值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

2004 —2007 年生态服务价值

变化量/ 亿元 变化率/ %

耕 地 - 0. 16 - 0. 97 - 0. 94 - 5. 64 - 6. 53 - 41. 39

园 地 - 0. 72 - 4. 07 0. 33 1. 96 10. 36 60. 10

林 地 - 0. 57 - 0. 60 - 1. 26 - 1. 35 - 5. 53 - 6. 03

草 地 0. 00 - 5. 67 0. 00 - 8. 31 - 0. 01 - 45. 84

其它农用地 - 0. 33 - 1. 05 - 0. 83 - 2. 70 1. 50 5. 03

居民点及工矿用地 0. 04 5. 28 0. 08 10. 92 0. 07 9. 11

交通用地 0. 01 23. 09 0. 01 16. 09 0. 02 28. 19

水利用地 0. 03 0. 57 0. 00 0. 08 1. 08 19. 12

未利用地 0. 00 - 1. 10 - 0. 01 - 2. 33 0. 16 44. 94

3. 3. 2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服务价值变化分析

　图 2 中对广州市所有土地利用类型生态服务价值

的分析结果表明 ,总体上 ,林地、水域和园地的生态服

务居前 3 位 ,它们对土地利用系统的生态服务功能的

贡献率最大。1998 年林地、水域、草地的生态服务价

值分别占全市生态服务价值总量的 56. 42 % ,

22. 09 %和 10. 64 % ; 到 2007 年分别占 53. 00 % ,

23. 43 %和 16. 98 % ,这 3 种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服

务价值占全市的比重由 1998 年的 89. 14 %提高到

2007 年的 93. 41 %。

图 2 　1998 —2007 年广州市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服务价值

3. 3. 3 　生态服务价值与主要社会经济因子的变化关
系分析　(1) 生态服务价值与主要社会经济因子的

相关性分析。本研究选取总人口、GDP 和城市化水
平等因素作为主要社会经济因子 ,探讨以上因子与生

态服务价值之间的关系。其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 ,广
州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总人口、GDP 及城市化水

平间均存在负相关关系 ,其中与总人口的相关关系较
为明显 ,呈极显著相关 ( - 0. 776) ,与城市化水平的相

关性最差 ( - 0. 491) 。可见 ,广州市社会经济的发展

是以生态服务价值的损失为代价的。(2) 生态服务

价值与主要社会经济因子的敏感性分析[ 18 ] 。通过敏

感性分析可揭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对社会经济发展

因子变化的敏感性程度。本研究采用公式 (3) 计算

1998 —2007 年广州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量相对于

总人口、GDP 与城市化水平变化等主要土地利用驱

动因子的敏感性系数 ,具体结果见表 4。由表 4 可

见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对人口、GDP 和城市化水

平总体上缺乏弹性 ,多数年份的敏感性系数远远小于

1 ;总体上 ,人口、GDP 及城市化水平的变动 ,只能引

起生态服务价值较小的变化。其中 ,1998 - 2007 年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对人口、GDP 及城市化水平的敏

感性系数分别为 0. 130 4 ,0. 006 7 和 0. 042 8 ,说明这

3 个因子中 ,生态服务价值相对于人口的变动较为敏

感 ,其次是城市化水平 ,而对于 GDP 变动的反应最不

敏感 ,这主要是因为自然 —社会 —生态巨系统受人类

改造活动的影响最为强烈 ,人口增长是引起人地关系

变化的根本原因之一 ,因此相对于其它两个因子 ,人

口变动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动的影响较大 ;而城市

化水平的提高 ,必然导致建设用地一定规模的增加 ,

建设用地的扩张需要占用具有较高生态系统服务价

值的林地、耕地、草地等地类 ,因此生态服务价值变化

对城市化水平的敏感性不容忽视。

4 　结 论

(1) 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与其土地利用变

化密切相关 ,当土地利用类型改变时 ,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量也会随之改变。广州市 1998 —2007 年间土地

利用变化较快 ,农用地减少较多 ,建设用地面积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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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农用地中 ,耕地和其它农用地减少的面积较

多 ,从而使广州市生态服务价值总量的变化总体呈下

降趋势。同时 ,不同类型土地面积变化所引起的生态

服务价值变化幅度各不相同 ,其中林地、水利用地、其

它农用地单位变化量所引起的生态服务价值变化较

大 ,而耕地、草地、未利用地等引起的变化程度较小。

表 4 　广州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相对于总人口、

GDP及城市化水平的敏感性系数 　

年份 SC人口 SCGDP SC城市化水平

1998 0. 094 8 0. 012 7 0. 399 1

1999 0. 233 4 0. 035 3 3. 193 2

2000 0. 200 4 0. 026 1 0. 199 7

2001 0. 296 8 0. 028 4 0. 033 1

2002 1. 019 4 0. 025 6 0. 268 5

2003 0. 361 9 0. 033 8 0. 523 7

2004 0. 200 0 0. 022 0 3. 013 7

2005 1. 229 0 0. 093 5 4. 073 0

2006 0. 361 9 0. 035 6 0. 020 5

1998 —2007 0. 130 4 0. 006 7 0. 042 8

(2) 广州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总人口、GDP

及城市化水平间均存在负相关关系 ,广州市社会经济

的发展是以生态服务价值的损失为代价的 ;生态系统

服务价值变化对人口、GDP 和城市化水平总体上缺

乏弹性 ,相对而言对于人口的变动较为敏感 ,其次是

城市化水平 ,对 GDP 变动的影响的敏感性最小。
(3) 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 ,广州市土地利用程度

有所提高和土地利用效益也不断增加 ,同时 ,居民点、

工矿和交通等建设用地的增加使耕地、林地、水域等

所引起生态价值降低是不容忽视的。因此 ,需加强土

地利用规划 ,合理控制建设用地规模 ,采用生态补偿

机制 ,促进土地集约利用 ,减少因建设用地的增加所

引起的生态服务价值的降低。
(4) 实现广州市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 ,应重视人与环境在广泛的时空尺度上的协调 ,

树立现代生态观。合理开发资源 ,协调人地关系、注

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发展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

社会 ,促进广州市的生态环境效益的整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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