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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湿地生态补偿研究的文献计量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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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开展湿地生态补偿研究，对调节湿地保护与开发利用之间的矛盾，促进湿地保护工作具有重

要意义。为更好了解该领域研究进展，以 2002—2019 年的中国知网、Web of Science 中的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数据库为数据源，以“湿地生态补偿”为主题词进行检索，用 HistCite，STAI、Excel 对

筛选出的中英文文献进行分析，结合 Ucinet 和 NetDraw 将分析结果可视化，以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中国

湿地生态补偿的发文现状、研究力量、研究方向进行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湿地生态补偿的重要主

题研究进展深入分析，结合国内部分省市湿地生态补偿实践现状，提出针对性解决措施，为完善我国的

湿地生态补偿机制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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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arch on wetlan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regulating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wetland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promoting wetland protection.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research progress in this field,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and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database of Web of Science from 2002 to 2019 were used as data sources. With the 
theme of “wetlan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the selected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s were analyzed 
by HistCite, STAI and Excel. The results were visualized by Ucinet and NetDraw. The status quo, research 
capacity and research direction of wetlan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n China were systematically sorted out by 
bibliometric. On this basi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the important theme of wetlan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s deeply analyzed.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wetlan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ractice in some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China, th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are proposed to provide reference basi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wetlan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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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生态系统介于陆生和水生生态系统之间，

具有生物多样化的显著特征，是人类最重要的生

存环境之一 [1]，它与森林生态系统、农田生态系

统被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 (IUCN) 并称

为全球陆地三大生态系统 [2]，但长期以来湿地生

态效益价值未能得以实现。一方面，随着人口的

不断增长和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湿地资源锐减，

湿地生态系统环境受到严重破坏 [3]。另外，由于

湿地生态保护所具备的公共物品特性和外部经济

性，利益相关者得不到对应的补偿，严重降低了

人们保护湿地的积极性 [4]，因此，通过适当的措

施使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外部性内部化，

实现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效益价值的有效补偿，

使得湿地生态系统得到更有效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显得尤为重要 [5]。湿地生态补偿是国内外相关领

域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其研究成果可以为湿

地保护和管理政策的制度设计提供依据，进而探

索人类与自然和谐的相处方式，具有十分的重要

意义 [6]。

我国关于湿地生态补偿领域的跨学科研究起

步较晚，但发展迅速，近几年国内学者开始借助

多类数据资源，从多元视角分析湿地生态补偿问

题 [7-8]。本文通过文献计量学 [9] 的方法全面梳理国

内湿地生态补偿研究，分析湿地生态补偿研究的

文献年际变化、高产作者与结构分布、高被引文

献等 [10]，呈现学界对湿地生态补偿研究的演化历

程，以把握研究热点领域、整体发展趋势等，旨

在揭示湿地生态补偿研究现状 [11]，为推进湿地生

态补偿的深入研究，科学湿地生态补偿方法以及

标准提供参考价值。

1　数据来源与方法

1.1　数据

1.1.1　中文文献 　以中国知网提供的中国学术期

刊网络出版总库作为中文数据库来源，首先，使

用“湿地生态补偿”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得到

文献 632 篇；其次，查阅论文摘要或全文，判断

内容是否属于湿地生态补偿研究内容；最后，共

筛选出在 2002—2019 年发表的中文论文 621 篇。

博硕论文 276 篇（占 44.44%），期刊文章 299 篇

（占 48.15%），会议论文 32 篇，报纸 12 篇，辑刊

2 篇。

1.1.2　外文文献 　以 Web of Science 中的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数据库为外文数据来源进

行高级检索，检索式为：TS=((wetland* or marsh* 
or mire* or swamp* or bog* or peatland*)and (“pay-
ment* for ecosystem service*” OR “payment* for en-
vironmental benefit*” OR “compensation* for ecosys-
tem service*” OR “compensation*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 OR “compensatory mitigation*” OR “incen-
tive* for ecosystem service*” OR “incentive* for en-
vironmental service*” OR “reward*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 OR “reward* for ecosystem service*” OR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OR eco-compensation)) 
and AD=China。检索到 27 篇文献，文献语言都为

英语，发表于 2010—2019 年期间，23 篇研究论

文，4 篇综述。中英文献检索及引用信息查询时间

段为 2002 年 1 月 1 日到 2019 年 12 月 31 日，检索

日期为 2020 年 3 月 4 日。

1.2　方法

用 HistCite 引文分析软件结合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分析功能分析外文文献，中文文献使用中

国知网的可视化分析功能与 STAI、excel 进行分

析，结合 Ucinet 和 NetDraw 进行可视化，以文献

计量学的方法对中国湿地生态补偿的研究进行系

统梳理，为以后的研究提供基础与方向。

2　结果与分析

2.1　文献总体分析

国内关于湿地生态补偿的研究于 2002 年开

始，总体上发文量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图 1），具

有阶段化特征，可分为 3 个阶段：2006 年以前

为萌芽期；在 2006 年我国《“十一五”规划纲

要》[12] 中提出要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后，进入

发展期（2007—2013 年）；2014 年后进入加速发

展期。2017 年论文数量达最高峰，推测这与 2016 
年 5 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

制的意见》[13] 的发文有关，虽 2019 年文献量有所

下降，但可预见湿地生态补偿在未来仍然是研究

的热点。

论文以中文论文为主，英文论文总体数量偏

少，只占发表论文总数的 4.17%，检索到的首篇相

关英文论文发表于 2010 年，2015 年发表的英文论

文数量最多，为 8 篇，英文文献同样保持增长的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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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主要研究力量

2.2.1　主要研究机构分析 　发文量前十个机构均

为高校，说明高校是湿地生态补偿研究的主要力

量（表 1）。北京林业大学以 30 篇文献成为发文

量最多的机构，可见北京林业大学对湿地生态补

偿研究领域极为关注，且研究基础、实力较强。

从篇均被引频次来看，北京师范大学中文文献以

31.17 篇均被引频次位列第一，说明文章具有较强

的认可度，机构在此方面具有深厚的研究实力。

另外，山东大学在外文期刊发表的 4 篇文章的篇

均被引频次也较高。研究机构具有地域分布特征，

前 10 名研究机构中有 4 个来自山东省，这可能与

该省自身具备的湿地资源相关。

2.2.2　主要研究期刊 　有关中国湿地生态补偿的

中、英文论文发表在 200 种中文期刊上和 19 种外

文期刊上，共计 219 种期刊。其中，有 175 种期

刊只发表了相关论文 1 篇；25 种期刊刊载相关论

文 2 篇；只有 20 种期刊载文数量大于 2 篇，共载

文 103 篇，仅占发表论文总数的 15.90%，由此可

见，发表湿地生态补偿研究论文的期刊的离散度

很高。

表 2 所示，湿地科学与管理期刊相关载文量

图 1��2002—2019 年间中国湿地生态补偿研究的发文量

Fig.1��The�number�of�papers�on�wetland�ecological�compensation�in�China�during�the�period�of�2002—2019

表 1��中国湿地生态补偿研究发文量排前 10位的机构

Table�1��Top�10�institutions�of�publishing�articles�on�wetland�ecological�compensation�in�China

序号 
Rank

研究机构 
Institution

发文量 
Number of paper

总被引频次 
Total cited frequency

篇均被引频次 
Average cited frequency 

per paper
总发文量
Number of 

paper

比例 /% 
Percent

区域分布
Province

CNKI Web CNKI Web CNKI Web

1 北京林业大学 29 1 449 2 15.48 2 30 4.63 北京

2 中国海洋大学 17 0 276 / 16.24 / 17 2.62 山东

3 东北林业大学 17 0 158 / 9.29 / 17 2.62 山东

4 山东师范大学 13 0 165 / 12.69 / 13 2.01 山东

5 苏州大学 11 0 40 / 3.64 / 11 1.70 江苏

6 山东大学 7 4 100 21 14.29 5.25 11 1.70 山东

7 江西师范大学 10 0 108 / 10.80 / 10 1.54 江西

8 北京师范大学 6 4 187 17 31.17 4.25 10 1.54 北京

9 湖南师范大学 9 0 67 / 7.44 / 9 1.39 湖南

10 天津大学 8 0 72 / 9 / 8 1.23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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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该刊对湿地生态补偿给予的关注度较高。

从篇均被引频次来看：生态经济、自然资源学报、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 自然科学版 )、湿地科学刊载

的论文质量较高。从影响因子来看：Sustainabili-
ty、自然资源学报、湿地科学、环境保护刊载的文

章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2.2.3　高产作者 　共有 839 位学者参与到相关研

究中。发文量排前 10 名作者发表文献总计 56 篇

（表 3），仅占总发表量的 8.64%，说明我国湿地生

态补偿研究力量整体较为分散。发文量前十的作

者中有 4 位来自北京林业大学，从中文文献篇均

被引频次来看，来自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

研究所的王克林、熊鹰（121.67）的论文质量最

高，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湿地研究所的崔丽娟居

第三位（30.00）。外文文献中，熊凯和孔凡斌的篇

均被引频次较高。

表 2��中国湿地生态补偿研究发文量排前 10位的期刊

Table�2��Top�10�journals�of�wetland�ecological�compensation�research�in�China

序号 
Rank 发表期刊 Journals

载文量 
Number of 

paper

比例 /% 
Percent

总被引频次 
Total cited frequency

篇均被引频次 
Average cited frequency 

per paper

2019 年复合影响因子
Influence factor

1 湿地科学与管理 18 2.78 64 3.56 0.84

2 湿地科学 11 1.70 203 18.45 2.14

3 生态经济 8 1.23 194 24.25 1.73

4 环境保护 8 1.23 40 5.00 1.91

5 林业经济 6 0.93 9 1.50 1.06

6 安徽农业科学 6 0.93 66 11.00 0.44

7 法制与社会 4 0.62 4 1.00 0.26

8 Sustainability 4 0.62 20 5.00 2.59（2018）

9 自然资源学报 3 0.46 86 28.67 3.97

10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3 0.46 56 18.67 0.62

表 3��中国湿地生态补偿研究领域高产作者

Table�3���High-yielding�authors�in�the�field�of�wetland�ecological�compensation�in�China

序号 
Rank

作者
Author

发文量 
Number of 

paper

总被引频次 
Total cited 
frequency

篇均被引频次 
Average cited frequency 

per paper
总发文量
Number 
of paper

比例 /% 
Percent

所属单位
Institution

CNKI Web CNKI Web CNKI Web

1 温亚利 12 0 268 / 22.33 / 12 1.85 北京林业大学

2 王昌海 6 1 123 0 20.50 0 7 1.08 北京林业大学

3 熊凯 5 1 89 20 17.80 20 6 0.93 江西财经大学

4 张华兵 5 0 16 / 3.20 / 5 0.77 盐城师范学院

5 孔凡斌 4 1 83 20 20.75 20 5 0.77 江西财经大学

6 汪芳林 5 0 23 / 4.60 / 5 0.77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7 郝春旭 4 0 71 / 17.75 / 4 0.62 北京林业大学

8 熊鹰 / 王克林 3 1 365 14 121.67 14 4 0.62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 
农业生态研究所

9 杨莉菲 4 0 71 0 17.75 / 4 0.62 北京林业大学

10 崔丽娟 2 2 60 14 30.00 7 4 0.62 中国林业科学院 
湿地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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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研究方向

2.3.1　高被引论文 　我们可以根据高被引论文来

追踪该领域研究热点和最新的发展方向。2002 年，

钟瑜等 [14] 发表的一篇《退田还湖生态补偿机制研

究——以鄱阳湖区为案例》提出了“谁补偿谁、

补偿多少、怎样补偿”3 个基本问题，拉开了湿地

生态补偿研究的篇章。《洞庭湖区湿地恢复的生态

补偿效应评估》[15] 总被引次数最高（表 4），熊鹰

等在分析洞庭湖湿地退田还湖生态补偿的基础上，

对生态补偿额度、补偿途径等问题进行了系统分

析；并探讨了评估方法与建立补偿机制的重要性，

为合理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提供参考。其余高被引

文章主要内容包括湿地生态补偿的概念及内涵、

补偿主客体及补偿标准的确定、补偿方式和补偿

表 4��湿地生态补偿研究高被引论文前 10名论文

Table�4��Top�10�highly�cited�papers�on�wetland�ecological�compensation�in�China

序号 
Rank

题目
Title

作者
Author

出版年
Year

总被引 
Total cited 
frequency

2019 年 
复合影响因子 
Influence factor

期刊 Journal

1 洞庭湖区湿地恢复的生态补偿效应
评估

熊鹰、王克林、
蓝万炼、齐恒

2004 290 7.204 地理学报

2 退田还湖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以鄱
阳湖区为案例

钟瑜、 张胜、 
毛显强

2002 158 5.428 中国人口 · 资源与
环境

3 我国国家生态补偿体系研究 尤艳馨 2007 102 / 河北工业大学

4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生态补偿机
制研究

马国勇、陈红 2014 79 1.732 生态经济

5 区域生态补偿的基础理论与实践问
题研究

王昱 2009 65 / 东北师范大学

6 构建中国湿地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
思考

鲍达明、谢屹、
温亚利

2007 61 2.143 湿地科学

7 滨海湿地生态安全评价研究 劳燕玲 2013 59 / 中国地质大学

8 洪涝胁迫下退田还湖生态补偿机制
研究：以洞庭湖区为案例

熊鹰、王克林 2003 56 2.143 湿地科学

9 湿地生态补偿及其运行机制研究：
以洞庭湖区为例

杨新荣 2014 55 3.606 农业技术经济

10 湿地保护区周边农户生态补偿意愿
比较

王昌海、崔丽娟、 
毛旭锋、温亚利

2012 55 3.763 生态学报

图 2��中国湿地生态补偿主要涉及的学科领域

Fig.�2��Subject�areas�of�wetland�ecological�compensation�i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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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以及立法等方面的研究。

2.3.2　涉及学科分析 　从数据库收录的数据看

（图 2），关于湿地生态补偿的研究是集环境科

学、法学、生态学、经济学等多学科交汇研究的

一个热门领域。其中基于环境科学领域的研究占

总发文量的 59.58%，基于法学学科的研究占到了

19.00%，学科跨度较大。

2.3.3　高频关键词分析 　本文选取词频大于 8 的

关键词，共计 30 个，利用 SATI 软件生成 30×30
的共词矩阵，再将矩阵导入网络分析软件 Ucinet
及 NetDraw 中，得到高频关键词的共现网络可视

图（图 3）。其中节点大小表示关键词的中心度，

节点越大表示中心度越高；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

节点之间两组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连线越粗、表

明频次越高，代表两组关键词的关系就越密切 [16]。

从图 3 可知，黄河三角洲、鄱阳湖、洞庭湖

湖区及滨海湿地是主要研究区域；除去“生态补

偿”与“湿地”这两个最高词频的关键词外，其

他居于可视图中心位置的高频关键词如：湿地保

护、湿地生态补偿机制（包含补偿范围、目标、

主客体、标准、实施程序、监督管理以及效果评

估等方面）是研究热点区域，其中，生态补偿标

准的研究是生态补偿机制研究的重点。

2.4　研究主题分析

以中国知网、Web of Science 中的 Science Ci-
tation Index Expanded 数据库为数据源，以“湿地

生态补偿”为主题词检索相关期刊文献，发现湿

地生态补偿方式是目前国内该领域研究的热点主

题。湿地生态补偿方式狭义上有资金补偿、实物

补偿、政策补偿和智力补偿等，又可分为直接补

偿和间接补偿 [17]。直接补偿一般指直接提供给湿

地保护利益受损者的实物或资金补偿，间接补偿

一般指通过技术援助、就业帮扶等政策上的扶持

和倾斜为发展机会受损者提供的补偿 [18]。针对不

同类型湿地的属性特点，不同补偿对象，补偿的

方式应该因地制宜 [17]。例如，洪河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湿地功能区湿地补偿研究中，朱宝光 [19] 建议

以建设引水工程和保水工程作为生态补偿。王爱

敏 [20] 在解决山东等省的 12 个地市的水源地保护

区补偿中指出对于需要搬迁或关闭企业，可采用

资金补偿的方式以及土地置换的方式；对于限产

及转产的企业，政府可以采用税收优惠、土地利

用优惠等政策措施，间接地对企业进行补偿。对

于迁出水源地保护区的生态移民，可采用资金补

偿的方式；对于水 · 源地保护区的居民，可在教

育、生活等方面采用智力培训、就业培训等形式，

帮助其提高就业能力。

除了湿地生态补偿方式外，湿地生态补偿标

准也是中国湿地生态补偿研究的核心内容 [21]。目

前，国内湿地生态补偿的标准依据湿地生态功能

与价值、湿地保护利益受损者的机会成本与受偿

意愿、受破坏湿地的保护与恢复成本等来确定。

补偿标准的下限为湿地保护的投人与湿地破坏的

恢复成本，上限为湿地生态系统的价值与效益 [18]，

国内多数学者倾向于以上限值来确定补偿标准，

认为补偿标准要高于机会成本才能激发保护者的

动力 [22]。由于标准选取的指标、估算方法不同，

导致计算结合存在差异 [23]。郗敏等 [24] 运用随机

参数 logistic 模型定量评估不同属性的支付意愿，

计算出胶州湾滨海湿地生态补偿标准为 425.95 元

图 3��高频关键词的可视化网络

Fig.�3��Visual�network�map�of�high�frequency�key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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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户。孙红 [25] 对湖北部分区域湿地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效益价值进行客观的评价，核算出最优

补偿值 970 元 /hm2/ 年或 64.67 元 / 亩 / 年。刘玉

卿 [26] 以支付卡的调查问卷形式，得到江苏盐城潮

滩湿地农户平均受偿意愿 7 727.7 元 /hm2/ 年。统

一的补偿标准显然不适用，只有合理量化补偿责

任主体与受偿客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建立有效的

生态补偿标准评估体系，才能为湿地的保护和可

持续发展提供支持 [27]。补偿标准的确定要结合本

地区的湿地资源状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并考

虑到受偿者的意愿因素，保证补偿标准的科学合

理、灵活、易于施行。

3　讨论与结论

通过对国内湿地生态补偿研究论文的文献计

量分析，可以发现国内有关研究文献整体呈上升

趋势。以北京林业大学为首的各大国内高校是该

领域的主要研究力量，《湿地科学与管理》期刊对

此领域的关注度最高；温亚利、郝春旭等是此领

域高产作者，山东地区相关机构发文量相对较多。

湿地生态补偿研究是集环境科学、法学、生态学

等多学科交汇研究的一个热门领域。主要研究的

内容包括湿地生态补偿的概念及内涵、补偿主客

体及补偿标准的确定、补偿方式和补偿机制以及

立法等方面的问题，其中，湿地生态补偿标准、

补偿方式是研究的热点。

目前，各省市都在积极探索适用于当地的湿

地生态补偿办法。2013 年起，江苏省省级生态补

偿财政转移支付专项对全省湿地类生态红线区域

保护予以补助，依照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的不同以

及地方财政水平等因素确定每亩平均补偿达 100
元。2020 年浙江省政府明确提出：省财政对生态

保护绩效考核达标的省级重要湿地开展生态补偿

试点，补偿标准为每亩 30 元；在省内流域上下游

县（市、区）继续实施自主协商横向生态保护补

偿机制，即若上游水质改善，则下游付上游补偿

款；若上游水质恶化，则上游给下游付赔偿金。

2014 年《武汉市湿地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暂

行办法》提出：（一）市级生态补偿标准：省级及

以上湿地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每亩 25 元、缓冲区

每亩 15 元、实验区每亩 10 元；市级湿地自然保

护区，核心区每亩 20 元、缓冲区每亩 10 元、实

验区每亩 5 元；（二）各相关区人民政府参照市级

生态补偿标准：核心区每亩不低于 15 元、缓冲区

每亩不低于 10 元、实验区每亩不低于 5 元。

可见，湿地生态补偿在实践中以政府财政投

入为主要资金来源 [28]。我国湿地生态补偿项目存

在周期长、回报低、项目交易结构复杂，造成社

会资本参与公益性质的湿地生态补偿积极性低等

问题 [29]。潘华指出虽然在市场化机制条件下湿地

生态补偿引入 PPP 模式举步维艰，但这种模式对

于推动政府与社会资本的长期合作，激活生态环

保要素市场，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具有重要现实

意义，值得我们继续探讨 [30]。也可借鉴英国相关

生态保护和补偿机构、美国森林驱动机构在生态

补偿项目中的做法，建立利益驱动机制、激励机

制、协调机制，从多方面调动市场的积极性。针

对湿地生态补偿在实践中主要依靠货币补偿问题，

该领域学者应融合多学科知识体系，加强合作，

研究建立多元生态补偿途径，增强补偿的有效性、

弹性和灵活性。

另外，针对实践实施时缺少标准性文件的问

题，政府部门应出台专门性的湿地生态补偿立法，

明确湿地生态补偿原则、主客体、标准、内容、

利益相关方的权责、补偿金的利用和管理等，规

范湿地生态补偿的具体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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