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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大气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已经成为学者们关注

的热点问题之一 [1,2]。我国先后发布了《大气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用于改

善大气环境质量。要对大气污染导致的健康损失和大

气污染防治政策的健康效益进行评估，需要对生命的

价值这一个关键参数进行确定。从伦理上讲，生命是

无价的，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本文所指的生命价

值是生命的财富价值，特指生命统计学意义上的经济

价值，即减少某一部分人的死亡风险有多少价值，是

应用层面的人均价值 [3]。

生命价值包括人力资本理论和风险交易理论两种

评估方法 [4]，风险交易理论评估方法主要指支付意愿

中的条件价值法 [5]。基于条件价值法的生命价值评估

已成为国外发达国家管理决策或死亡赔偿标准的重要

依据。Shelling 于 1968 年首次将条件价值法应用于评

估人的生命价值，并指出评估人的生命价值不应该表

述为“一条人命值多少钱”，而应该表述为“为了降

低死亡的概率，社会的支付意愿是多少” [6]。因支付

意愿调查的时间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统计生命价值

的结果差异也较大。Jone-Lee 等得出英国 1985 年的

生命价值为 50 万美元 [7]。Gerking 通过计算得到美国

1988 年为降低职业死亡风险的生命统计价值为 266 万

美元 [8]。根据《科学美国人》①的报道，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建议成员国使用 150 万～450 万美元评估生

命统计价值。美国根据死因不同，生命统计价值在 20
万～1300 万美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用于计

算防治沙门氏菌疫情所愿意付出的代价是 700 万美元。

我国环境健康领域主要采用人力资本法进行生命

价值评估，基于条件价值法的生命统计价值研究相对

较少，更多地集中在“改善一定大气质量的支付意

愿”调查的统计分析。Hammitt 等于 2006 年运用条件

价值法估算中国北京和安庆通过提升空气质量挽救一

个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为 0.4 万～1.7 万美元 [9]。徐

晓程等利用 Meta 回归分析，采用我国 2008 年数据，

得到我国大气污染相关的统计生命价值约为 86 万

元 [10]。杨开忠等 [11]、蔡春光等 [12]、魏同洋等 [13]、曾

贤刚等 [14] 通过调查不同年份北京居民大气污染防治

的支付意愿，得到北京居民大气污染防治的支付意愿

在 134～739.57 元。其中，杨开忠等 1999 年采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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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式问卷方式，对北京市空气污染经济损失进行评

估，支付意愿为 134 元 / 年。曾贤刚等 2014 年通过调

查北京地区的支付意愿，得到在降低 PM2.5 浓度 30%
和 60% 情景下，居民平均支付意愿分别为 22.78 元 /
月和 39.82 元 / 月。也有学者在上海 [15]、兰州 [16]、重

庆 [17] 等地开展了大气污染相关的支付意愿调查。

成渝地区地形复杂、静风天气频发、逆温常见，

大气污染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矛盾突出，其复杂的下

垫面地形使大气条件和污染物传输更为复杂 [18]，是我

国大气污染最为严重的“三区十群”之一 [19]，雾霾

已成为成渝地区人们高度关注的问题之一。本研究于

2018 年在成渝地区开展了大气污染防治的支付意愿调

查，利用条件价值法的单边界二分式模型，对降低大

气污染健康风险的支付意愿和生命统计价值进行了计

算，以期为我国大气污染健康损失核算以及相关大气

污染防治措施的成本效益分析提供关键参数支持。

1  生命统计价值方法

1.1  生命统计价值方法

支付意愿中的条件价值方法是建立在福利经济学

理论上的评价方法。福利经济学通过成本—效益分析

方法来解释由于经济变量变化而导致潜在的效用改变

情况，通常采用指数形式表达。条件价值法应用到环

境污染的生命统计价值研究中时，在假设个体的选择

是追求效用最大化原则的前提下，以货币形式反映环

境物品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从而间接地反映该物品

的价值，具体通过询问个体对降低一定死亡风险的最

大支付意愿，来获得环境污染的生命统计价值。条件

价值法调查问卷的设计包括投标博弈、支付卡、开放

式问卷、二分式等四种方式 [20]。条件价值法的提问方

式不同，会直接影响到被调查者的支付意愿。Arrow
等认为，二分式方法接近一般人的日常消费决策行

为，所得到的支付意愿更接近真实值 [21]。所以本文采

用单边界二分式的诱导技术进行问卷设计。

根据效用理论，期望效用函数 Uin 包括非随机变

化部分和随机变化部分，即效用固定项（函数）和效

用概率变动项（函数）两部分。

 U Vin in in= + ε  （1）

 V br Xin I k nk= +  + +α β γbid ∑
k

K

=1

 （2）

式中，α为常数项；β为初始投标值的回归系数；b 为

死亡风险水平的回归系数；γk 为个人特征变量的回归

系数； Vin 为效用固定项，其与初始投标值 bidI、死亡

风险水平 r 和个人特征变量 X nk （年龄、性别、收入

等）呈线性关系； εin 为效用概率变动项。

由于效用函数的概率项 εin 服从二重指数分布 [22]，

其中 i 有“愿意”和“不愿意”两种情况，因此，被

调查者 n 选择“愿意”的概率函数为：

 P Yn ( ) =
1 bid+ − −  −e Xα β γ

1

I k nk∑
k

K

=1

 （3）

确定对数似然函数，并用极大似然估计法估计参数：

 L P Y P N=  + ∑
n

N

=1
 δ δY n N nln ln( ) ( )  （4）

式中，L 是单边界二分式生命价值评估函数模型的对

数似然函数； δY 、 δ N 是 0～1 的指示变量，当被调查

者的回答是“愿意”时， δY = 1 ， δ N = 0 ；当被调查

者的回答是“不愿意”时， δY = 0 ， δ N = 1 ；N 为样

本容量。

根据 Hanemann[23] 推导，在 WTP≥0 时，被调查

者的平均支付意愿为：

 E P Y d e(WTP l) = = +∫0

+∞ ( ) bidI −
1
β

n(1
α γ+∑

k

K

=1
k kX

−

)  （5）

根据统计生命价值定义，则单边界二分式的统计

生命价值 VOSL 可表示为

 VOSL =
E
T R
(WTP
•∆

)  （6）

式中，T 表示支付年数； ∆R 表示死亡风险降低值。

1.2  成渝地区大气污染生命统计数据处理

根据单边界二分式的条件价值法，成渝地区生

命统计价值调查设置 12 个目标值 Bi，分别是：2000
元、3000 元、4000 元、5000 元、6000 元、8000 元、

10 000 元、20 000 元、30 000 元、50 000 元、100 000
元、200 000 元。单边界二分式选择问题如下：

如果空气质量改善，让您未来 10 年的死亡概率

下降 5‰，在接下来的 10 年内您愿意每年支付 Bi 元

降低您的死亡概率吗？

[1] 愿意  [2] 不愿意

表 1 给出了模型分析中各分类变量说明。

2  成渝地区大气污染生命统计价值结果分析

2.1  支付意愿调查数据分析

2018 年课题组在四川和重庆地区开展了生命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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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支付意愿调查，其中，四川省主要在成都市、达

州市、乐山市、龙泉驿地区、彭州市、郫都区、双流

区、温江区等 8 个地区开展调查，调查样本为 1748
个，有效样本为 827 个。重庆市主要在重庆市区和郊

区开展调查，调查样本为 838 个，有效样本为 378 个。

成渝地区有效样本共计 1205 个，有效样本中意愿支

付的样本为 725 个，占有效样本的比例为 60.2%。样

本调查的基本信息有：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

业、家庭人口数、家庭年收入、是否患有疾病、健康

状况等 8 个个性变量。

为了保证抽样样本的科学性和代表性，本次调查

采取按城市配额抽样问卷调查法，采用实地纸质问

卷，具体调查工作聘请专业市场调查咨询公司开展，

保证调查过程的正确性。调查问卷分配情况如下：成

都市及郊县 650 份，达州市、乐山市各 500 份，重庆

市区 500 份，重庆近郊区 300 份。调查对象是在调查

城市居住 1 年以上；男女性别各 50%，浮动比例不超

过 10%；年龄分为 18～35 岁、36～50 岁、51～65
岁和 66 岁及以上 4 个年龄段，各城市采样比例分别

为 30%、30%、30% 和 10%，浮动比例不超过 5%；

另外，成都市远郊有效问卷不低于 100 份（温江区、

龙泉驿区、郫都区、彭州市、双流区 5 个地方均匀采

样，浮动区间不高于 5%），综合采样均需按照各城

市配额比例严格执行，地区、性别、年龄段等综合采

样，浮动比例不超过 10%。调查数据分析如下：

成渝地区调查样本符合人群分布特征，调查人

群主要集中在中青年群体。在调查样本中，男性 620
个，女性 585 个，男女比例为 51.5∶ 48.5，2017 年全

国男女比例为 51.2 ∶ 48.8，样本性别分布符合人群特

征。调查样本的年龄主要分布在 18～45 岁，占总样

本的比例为 69%，根据 2017 年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

查结果全国 18～45 岁的人口比例为 48.5%，成渝地

区支付意愿调查样本中青年人口比例略高于人群分布

特征。

调查人群文化程度主要为本科以下，家庭收入

主要为社会平均水平。调查样本中，中专 / 高中 / 职

中 / 职高的样本量最多，为 506 个，占总调查样本的

42%，其中四川地区中专 / 高中 / 职中 / 职高样本比例

为 37%，重庆地区比例为 52.9%；调查样本家庭收入

主要分布在 3 万～10 万元，占总调查样本的 53.1%，

家庭人口数主要是 3～4 人，根据 2017 年统计局发布

的四川、重庆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得到四川、

重庆家庭平均收入在 6 万～8 万元，调查样本的家庭

收入情况代表了四川、重庆地区的平均水平，根据调

查样本获得的支付意愿可以较好地反映大多数成渝地

区人民群众的真实水平。

调查人群主要是健康人群，“愿意支付”的样本

量高于“不愿意支付”的样本量。调查样本中，成渝

地区 89.7% 的调查人口未患有疾病 [ 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COPD）、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慢性支气管

炎、哮喘、癌症或其他恶性肿瘤 ]，身体健康状况良

好的调查人数占总调查样本的 74.2%，调查样本的身

体健康分布情况整体符合正态分布（图 1）。调查样本

具有良好的人群代表性，能够较好地反映正常群体的

支付意愿。

对于大气环境质量改善而降低 5‰死亡率这一情

景，“愿意”支付一定金额的被调查者是 725 个，占

总调查样本量的 60.2%，“不愿意”支付一定金额的被

调查者是 480 个，占总调查样本量的 39.8%，“愿意

支付”的样本量高于“不愿意支付”的样本量。“愿

意”支付金额的被调查者中，多数被调查者未来 10
年内每年愿意支付的金额是 2000 元，占总调查样本

量的 54.5%，其次是 3000 元和 5000 元，分别占总调

查样本量的 12.1% 和 11%（图 2）。分地区来看，四川

表1  模型分析中各分类变量处理说明

变量 说明

性别 1 为男，2 为女

年龄 1 为 18～30 岁，2 为 31～45 岁，3 为 46～65 岁，4 为 66 岁及以上

文化程度 1 为小学以下，2 为中专 / 高中 / 职中 / 职高，3 为大专，4 为本科，5 为硕士及以上

职业
1 为农民，2 为普通工人，3 为公务员 / 事业单位人员，4 为学生，5 为自由职业者，6 为个体经营者 / 私营企业主，7 为公

司中高层管理者，8 为退休

家庭人口数 1 为 1 人，2 为 2 人，3 为 3 人，4 为 4 人，5 为 5 人，6 为 6 人，7 为 7 人，8 为 8 人，9 为 9 人及以上

家庭年收入
1 为 3 万元以下，2 为 3.1 万～6 万元，3 为 6.1 万～10 万元，4 为 10.1 万～15 万元，5 为 15.1 万～30 万元，6 为 30.1

万～50 万元，7 为 50.1 万～80 万元，8 为 80.1 万～100 万元，9 为 100 万元以上

是否患有疾病 1 为否，2 为是

自我感觉健康状况 1 为极好，2 为非常好，3 为好，4 为一般，5 为差

支付意愿 1 为愿意，2 为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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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重庆地区“愿意支付”的样本量均高于“不愿意支

付”的样本量，“愿意支付”的样本量占总样本量的

比例分别为 62.3% 和 55.6%。对于“愿意支付”样本

中，四川地区调查样本中愿意支付 1 万元以上的人数

的比例（17.1%）高于重庆地区（13.3%），调查样本

中四川地区平均支付意愿为 6733 元，高于重庆地区

的 5542 元。

2.2  统计生命价值估计结果

根据单边界二分式生命价值评估函数模型的对数

似然函数，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对模型参数进行标

定和检验，把全部个性变量纳入二项逻辑（logistic）
回归，模型对数似然值为 1171.1，Nagelkerke R2 为

0.421。从各指标的显著性检验看，年龄、文化程度、

职业、家庭人口数和是否患有疾病的显著性不高，均

在 0.05 左右（表 2），性别、家庭收入、健康状况的

显著性相对较高，是影响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所以

剔除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家庭人口数和是否患有

疾病以上指标后，重新进行二项

logistic 回归，得到最终的变量参

数（表 3），然后根据生命统计价值

函数模型，利用式（5）和式（6）

进行计算可以得到，在空气质量改

善使得 10 年后死亡率下降 5‰的

情景下，成渝地区的平均支付意愿

E (WTP) =1974.2 元，生命统计价

值为 394.8 万元。其中，在重庆市

平均支付意愿 E (WTP) =1964.2 元，

生命统计价值为 392.8 万元。四川

省平均支付意愿 E (WTP) =2009.8
元，生命统计价值为 402 万元。

生命价值评估方法主要包括人

力资本法和条件价值法，国内普遍

使用人力资本法，而国外主要使用

条件价值法。根据课题组长期开展

的绿色 GDP 核算，2017 年人力资

本法计算的四川省大气污染导致的过

早死亡价值为 87.6 万元 / 人，重庆市

为 96.9 万元 / 人，四川省和重庆市条

件价值法计算出来的生命统计价值是

人力资本法的 4.6 倍和 4.1 倍。受经

济发展水平和人们的支付意愿水平影

响，我国生命统计价值远低于发达国

家。根据《科学美国人》报道，假如

取美国生命统计价值的中间值 660 万美元，2018 年美国

人均 GDP 为 5.99 万美元，则美国平均生命统计价值是

人均 GDP 的 110 倍左右。

2.3  统计生命模型结果分析

对于“是否愿意支付费用来降低大气污染造成的

死亡风险”的问题，女性表现出更强的支付意愿，但

男性的支付意愿水平高于女性。模型中因变量（支付

意愿：1 为愿意，2 为不愿意），自变量性别（1 为男，

2 为女），根据模型结果，性别变量的参数是 -0.423，

说明性别变量取值越高，因变量取值越低，本次

logistic 回归中女性的变量取值高于男性，所以女性

比男性有更高的支付意愿。根据样本调查数据，男性

样本中“愿意支付”的样本数量为 360 个，占男性调

查样本的 58%，女性样本中“愿意支付”的样本数

量为 365 个，占女性调查样本的 62.4%，但是通过对

支付意愿水平和性别的分析可以看出，支付意愿高于

10 000 元（包含 10 000 元）的男性人数为 65 人，占男

图1  成渝地区生命统计调查健康状况分类

图2  成渝地区生命统计支付金额变量频率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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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总调查样本的 10.5%；女性为 51 人，占女性总调查

样本的 8.7%，可以看出男性有更高的支付意愿水平。

家庭年收入越高，“支付意愿”越强烈。模型中因

变量（支付意愿：1 为愿意，2 为不愿意），自变量家

庭收入（1为3万元以下，2为3.1万～6万元，3为6.1
万～10万元，4为10.1万～15万元，5为15.1万～30
万元，6 为 30.1 万～50 万元，7 为 50.1 万～80 万元，

8 为 80.1 万～100 万元，9 为 100 万元以上），根据模

型结果，家庭收入的变量参数为 -0.146，说明家庭收

入变量取值越高，因变量取值越低，本次 logistic 回

归中家庭收入越高，变量取值越高，所以家庭收入越

高，越愿意支付费用降低大气污染造成的死亡风险。

根据样本调查数据可知，随着家庭收入逐渐变高，愿

意支付的比例逐渐提高（表 4）。高收入家庭中支付意

愿水平高于 10 000 元的人数的比例远高于低收入家

庭，家庭收入高于 30 万元时，有 40% 以上的人愿意

支付 10 000 元用于降低因大气污染造成的死亡率。

自我认知的身体健康状况越好，“支付意愿”越

强烈。模型中因变量（支付意愿：1 为愿意，2 为不

愿意），自变量自我认知的健康状况（1 为极好，2 为

非常好，3 为好，4 为一般，5 为差），

根据模型结果，自我认知的健康状况

的变量参数为 0.337，说明自我认知的

身体健康状况变量取值越低，因变量

取值越低，本次 logistic 回归中自我认

知的身体状况越好，取值越低，所以

自我认知的身体健康状况越好时，越

愿意支付费用来降低大气污染造成的

死亡风险。根据样本调查数据可知，

被调查者随着身体健康状况逐渐变差，

愿意支付的比例不断下降（表 5）。身

体 自 我 认 为“极 好”“非 常 好”“好”

的被调查者支付意愿在 10 000 元以

上的比例为 38.1%，而身体自我认为

“一般”“差”的被调查者支付意愿在

10 000 元以上的比例仅为 23.7%。

3  主要结论

（1）利用支付意愿中的条件价值

法计算的生命统计价值是统计学上的

应用价值，已成为一些发达国家管理

决策的重要依据。生命价值评估主要

包括人力资本法和条件价值法两种方

表2  模型输出结果

类别 B S.E． Wals df Sig. Exp (B)
Exp（B）的 95% C.I.

下限 上限

性别 -0.415 0.141 8.654 1 0.003 0.66 0.501 0.871

年龄 0.103 0.091 1.287 1 0.257 1.109 0.928 1.326

文化程度 -0.053 0.082 0.416 1 0.519 0.949 0.809 1.113

职业 -0.037 0.036 1.093 1 0.296 0.964 0.899 1.033

家庭人口数 -0.055 0.058 0.891 1 0.345 0.947 0.845 1.061

家庭年收入 -0.117 0.057 4.257 1 0.039 0.89 0.796 0.994

是否患有疾病 -0.129 0.248 0.269 1 0.604 0.879 0.541 1.43

自我认知的健

康状况
0.326 0.094 12.039 1 0.001 1.386 1.153 1.666

目标值 -0.016 0.249 0.004 1 0.95 0.984 0.605 1.602

常量 31.8 497.1 0.004 1 0.949 6.50×1013 — —

注：B 表示偏回归系数；S.E. 表示标准差；Wals 表示 Wals 卡方值；df 表示自由度；

Sig. 表示 P 值（显著性水平），Exp（B）表示 OR 值（优势比）；Exp（B）的 95% C.I. 表示

OR 值（优势比）的 95% 可信区间；下表同

表3  剔除年龄等显著性不高的变量后的模型结果

类别 B S.E. Wals df Sig. Exp (B)
Exp（B）的 95% C.I.

下限 上限

性别 -0.423 0.141 9.042 1 0.003 0.655 0.498 0.863

家庭年收入 -0.146 0.054 7.373 1 0.007 0.864 0.778 0.96

自我认知的健

康状况
0.337 0.09 13.91 1 0.000 1.401 1.174 1.673

目标值 -0.016 0.248 0.004 1 0.950 0.984 0.605 1.602

常量 31.617 496.9 0.004 1 0.949 5.40×1013 — —

表4  支付意愿水平与家庭年收入的频数交叉表

类别

支付意愿

合计

愿意支付

的比例

/%愿意 不愿意

家庭年收入

3 万元以下 95 128 223 42.6

3.1 万～6 万元 195 155 350 55.7

6.1 万～10 万元 198 92 290 68.3

10.1 万～15 万元 137 64 201 68.2

15.1 万～30 万元 70 31 101 69.3

30.1 万～50 万元 18 6 24 75

50.1 万～80 万元 5 3 8 62.5

80.1 万～100 万元 4 1 5 80

100 万元以上 3 0 3 100

合计 725 480 1205 60.2

表5  支付意愿水平与自我认知的身体健康状况的频数交叉表

类别
支付意愿

合计
愿意支付的比

例 /%愿意 不愿意

自我认知的健

康状况

极好 40 7 47 85

非常好 153 92 245 62

好 363 240 603 60

一般 159 129 288 55

差 10 12 22 45

合计 725 480 1205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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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生命价值评估方法中，国内普遍使用人力资本

法，而国外主要使用条件价值法。

（2）生命统计价值一般高于人力资本法的计算结果，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成渝地区的生命统计价值相对

较低。根据单边界二分式方法，成渝地区大气污染的平

均支付意愿是 1974.2 元，生命统计价值为 394.8 万元。

其中，四川部分地区大气污染的平均支付意愿是 2009.8
元，生命统计价值为 402 万元；重庆地区大气污染的平

均支付意愿是 1964.2 元，生命统计价值为 392.8 万元。

（3）性别、家庭年收入和自我认知的身体健康状

况等指标对平均支付意愿影响较大。“实际是否患病”

指标对支付意愿的影响不大，但自我健康认知对支付

意愿水平的影响较大，体现出生命价值是一个与哲学、

伦理、心理学有关的概念。例如，身体自我认为“极

好”“非常好”“好”的被调查者支付意愿在 10 000 元以

上的比例高于身体自我认为“一般”“差”的被调查者。

4  相关讨论

（1）虽然条件价值法在国外已广泛应用到生命统

计价值计算中，但是条件价值法还存在很多挑战，不确

定偏好就是其中之一。例如受访者的认知能力、环境质

量的接受程度、对待生命价值的态度、未来收入变化的

可预知性及其他社会经济特征差异较大，这些因素均可

直接或间接的引起个人之间 WTP 分布的异质性。所以，

在问卷设计方面，应从源头上尽可能多地获取有利于识

别受访者“真实”偏好及其确定水平的信息 [24]。

（2）建议注重跨学科知识的应用。条件价值评估

中偏好的不确定性是多方面因素引起的，结合多门学

科的理论和方法有利于推进相关研究进展。例如，行

为经济学中对个体决策原则的研究有助于解释当偏好

不确定时受访者将如何作出决策 [25]。这些学科知识的

综合应用将有助于提高条件价值法的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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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ized Framework of Watershed Model Evaluation for 
Decision Making

QIN Chengxin1, LI Zhiyi2, RONG Yi1, SUN Fu1, DU Pengfei1*

(1. School of Environ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2. Beijing Tsinghuan Smart Water Tech. Co., Ltd., Beijing 
100085, China)

Abstract: Nonstandard appl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models for watershed management increases the decision-making ris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cess management, there is no standardized technical process for the evaluation and verification of environment 
models for watershed management in China. Based on a detailed review of research results and advanced management experience, 
a standardized technical framework for evaluation and verification of environment models was constructed and verified by a case 
study, which defined the basic principles, work processes and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the model used in the decision-making of 
watershed management. This framework introduced key technologies for model evaluation and verification such as structural rationality 
assessment, parameter identification, sensitivity analysis, performance measures and uncertainty analysis, and provided principled 
technical requirements and application suggestions for varied model types, decision-making functions. Research results fully conside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needs, and are compatible with current environmental simulation technical requirements,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capabilities, and data conditions, which will promote the normalization, standard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model application for watershed management.
Keywords: environmental model; watershed management; model evaluation; technical framework

Assessing the Value of a Statistical Life of Air Pollution in Chengdu-
Chongqing Area by Contingent Value Method with Single Bounded 

Dichotomy
PENG Fei1, LI Xue2, MA Guoxia1*, ZHOU Yin1, YU Fang1, ZHANG Yanshen1, YANG Weibin1

(1.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ccounting, Chinese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Beijing 100012,China;  
2. Bureau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in Wuyishan, Wuyishan 354300, China)

Abstract: Value of a statistical life in air pollution is the key index to calculate the loss of human health caused by air pollution and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air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olicies. In this paper, the contingent value method with single 
bounded dichotomy function model is used to evaluate the average willingness to pay and the value of a statistical life in Chengdu-
Chongqing area of China.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①The average willingness to pay for air pollution in Chengdu and Chongqing 
area is 1974.2 RMB, and the value of a statistical life is 3.948 million RMB. The value of statistical life in some areas of Sichuan is 4.02 
million RMB and Chongqing is 3.928 million RMB. ② Indicators such as gender, annual family income and self-perceived health status 
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average willingness to pay. ③Among the life value assessment methods, the human capital method is 
widely used in China, while the contingent value method is mainly used in foreign countries. The value of a statistical life is higher than 
that calculated by human capital method, but compared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value of a statistical life in Chengdu-Chongqing 
area is relatively 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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