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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名称：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需求的空间耦合特征

二、提名者及提名意见

提名者：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

提名意见：

该项目依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针对目前生态系统服务研究领

域概念混淆、分类不清、重复估算、标准缺失及空间规划应用等问题，在生态系统

服务评估及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和需求的理论与实践应用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取

得如下成果：（1）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产生、传递与消耗机理，提出了生态系统服务

潜在供给、实际供给和人类对不同生态系统服务需求的理论框架；（2）构建了生态

系统服务供给与需求、生态资产评估体系和评估模型，在云南省自然资源资产评估

得到应用；（3）提出了多学科融合的评估框架与方法体系，将生态系统服务评估和

供需匹配成果纳入管理决策和政策制定，为土地利用规划与管理提供科学依据；（4）

提出基于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保护的生态保护优先区甄选的评估模型和评估

框架，在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甄选中得到了应用。该项目 6篇

代表性论文，总影响因子 19.485，目前被引用 217次，其中他引 195次，SCI及 SSCI

他引 133次。该项目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科学和实践意义，原创性突出，对国家“两

山理论”转化、生态补偿和生态修复等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拟提名该项目为云南省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

三、项目简介：

生态系统服务是当前可持续科学研究的热点之一。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不断

加剧，自然资源的持续短缺，生态环境保护面临巨大压力。生物多样性下降、生态

系统退化、土地资源退化等，不仅严重的影响到生态系统的结构、过程及其完整性，

也阻碍了一些重要生态系统功能与服务的正常发挥。尽管生态系统服务的理念已经

逐渐得到各利益相关者的认同，但由于理论方面存在的不确定性和研究方法的局限

性，目前该领域的难点仍在于如何准确的评估生态系统服务并将其纳入管理决策和

政策设计中。



该项目围绕不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特征和土地利用/土地覆盖构成差异，以生态

系统服务理念为核心，结合实地调查、GIS空间模拟技术和统计分析方法，基于生态

系统服务产生、传递和消耗过程，取得了以下重要进展：（1）区分了生态系统服务

潜在供给、实际供给和人类需求，提出生态系统服务供需比和供给率两个指标，为

区域间自然资源资产的比较提供了一种方法；（2）构建了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需求、

生态资产评估体系和评估模型，在云南省自然资源资产评估得到了应用；（3）提出

了多学科融合的评估框架与方法体系，将利益相关者需求整合到生态系统服务评估

中，并将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成果和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匹配分析结果纳入管理决策和

政策制定，为土地利用规划与管理提供科学依据；（4）提出基于生物多样性与生态

系统服务保护的生态保护优先区甄选的评估模型和评估框架（MaxEnt-InVEST耦合

模型），在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甄选中得到了应用。

该项目的研究成果不仅为区域自然资源资产的定价和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提供了

重要依据，也能更好地指导生态补偿、“两山理论”转化与乡村振兴等政策制定，推

动生态系统服务科学理论的不断深入和生态系统服务由理论认知走向管理实践。

该项目的 6 篇代表性论文，均发表在本领域知名国际和国内期刊，如 Nature

Communications, Land Use Policy，生态学报和自然资源学报等。目前总被引用 217

次，其中他引 195次；SCI及 SSCI他引 13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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