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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海岸带资源的产权界定和产权管理进行了初步的讨论
。

在马克思产权思想指导

下
,

借鉴西方现代产权理论
,

界定我国公有制前提下的产权概念
。

理顺产权关系
,

建立新型资源管

理体制
,

是海岸带资源管理立法
、

改革的一个新思路
。

关祖词 海岸带资源 资源性资产 产权界定 产权管理

作为社会生产要素之一 的自然资源
,

是

一种重要的资产
,

即资源性资产
。

海岸带资源

是国家资源性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

对海岸

带资源进行产权界定
、

实施产权管理
,

是为适

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而对传统管

理办法的改革
。

本文谨以对海岸带资源资产

化管理的初步研究
,

就此问题作一点粗浅的

讨论
。

1 资源性资产产权概念的产生与发展

L l 产权概念的产生

马克思关于产权的理论博大精深
。

他说
:

“

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以各种不 同的方

式
,

在完全 不 同的社会关系下 面发展着
。 ”

((( 哲学的贫困》
, 1 8 4 7 年 )

。

马克思认为
,

产权

关系中最基本的是占有关系
。

占有关系必须

从人在生产过程各个环节中的利益 上来考

查
。

明确的产权概念还是因资源的稀缺而产

生 的
。

原始社会初期
,

各种自然资源相对丰

富
,

产权概念就 比较淡薄
。

即便在那时
,

对于

因特别好吃而相对稀缺的某种野果
,

产权关

系中最基本的占有关系也 已经出现了
。

L Z 产权概念的发展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

由于资源的普遍

稀缺和劳动的分工
,

就产生了人们围绕对资

源利用而引起的受益和 受损的各种权利
,

即

产权权利
。 ‘

马克思在研究 ” 世纪 中期欧洲出现的

股份制企业时
,

科学地论述了所有权和经营

权的分离
。

在股份制企业中
,

不仅所有权与经

营权发生了分离
,

而且分离出了公司法人财

产权
。

这样
,

产权就从所有权中独立出来了
。

在同一所有制
,

如我国的公有制条件下
,

公司法人财产权就是一种产权
。

它可以包括

使用权
、

经营权
、

监管权
、

处置权
、

收益权等
。

因此
,

产权是以所有制为前提条件下的一束

有关财产行为权利的组合
。

马克思在其地租理论中科学地分析了地

主 (土地所有者 )
、

农场主 (土地经营者 )和农

业工人 (生产劳动者 )三者之间的关系
。

农业

收成
,

地主取得地租
、

农场主取得利润
、

工人

取得工资
。

马克思对于这种资本主义农业经

营制度的分析
,

为我们界定自然资源产权概

念和产权关系提供了实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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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理顺产权关系
,

改革资源管理体制

计划经济时期
,

生产要素的配置和产 品

分配主要靠国家计划
。

当时的国民经济计划

(五年计划 )就是
“

生产和分配计划
” 。

企业没

有产权概念
,

只关心产品的生产
,

不关心资本

的运营
。

国家统收统支
,

企业不负盈亏责任
。

国民经济内部只有管理关系
,

没有产权关系
。

这种经济体制
,

在历史上曾经起过一定作用
,

但同时也伴生着严重的弊端
。

由于产权关系

不清
、

政企不分
,

各种资产不能按照市场机制

运营
,

造成决策缓慢
、

效益低下
、

资源浪费
、

普

遍亏损而又无人对此负责的状况
。

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
“

建立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
, ”
要求明确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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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
,

理顺产权关系
,

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

的资产管理办法
。

在马克思产权思想指导下
,

借鉴西方现代产权理论
,

界定公有制前提下

钓产权关系
,

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
,

是完全必要的
。

产权不但可以从所有权中独

立出来
,

产权内部的各项权利也是可以分离

和重组的
。

从纵向来说
,

应当界定国家
、

企业

和职工个人之 间的权
、

责
、

利关系
;
从横向来

说
,

就是要界定企业
、

公司法人等等之间的权

责利关系和权利转移的规则
,

建立起以产权

为 约束机制的产权经营体制和产权管理体

制
。

2 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及强化产权管理

的实现形式

2
.

1 资源管理面临的新形势

我国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 国

家
。

宪法规定公有制采取全民所有和集体所

有两种形式
。

一切自然资源除法律规定属于

集体所有者外
,

都属于 国家所有
。

这是很明确

的
,

没有疑义的
。

前已述及
,

在计划经济体制

下
,

行政管理权
、

生产经营权代替了所有权
,

事实上造成了所有权的虚置
。

在中央各部门
,

国有资源的所有者
、

管理者
、

使用者常常是同

一个单位或部门
。

中央与地方之间
,

产权关系

也存在界限不清
、

责任不明的问题
。

全民与集

体所有权虽然是宪法明文规定的公有制的两

种形式
,

但在产权关系上也常常彼此不分
。

集

体任意 占有
、

开发利用国有资源的情况相 当

普遍
。

改革开放以来
,

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以

来
,

由于法规制度没有跟上
,

更出现了中央
、

地方
、

集体
、

个人
·

、

单位一起上
,

谁都可以成为

资源占用者
、

经营者
,

而谁都可以不承担任何

责任的混乱局面
。

在我国
,

私人对于土地
、

滩

涂
、

海域
、

矿产等 自然资源是没有所有权的
。

但是
,

私人事实上 占有国家或集体资源的情

况也是存在的
。

因此
,

市场经济发展的形势
,

要求我们尽快理顺产权关系
,

建立起科学 的

资源产权管理机制
。

3 2

为强化资源资产管理
,

国务院 1 9 8 8 年设

立了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
。

1 9 8 8 年以来
,

国

家陆续出台了一些资产管理法规
,

并正在起

草《国有资产法》
。

国有资产包括固定资产
、

流

动资产和资源性资产
。

资源性资产中也包括

海洋
、

海岸带资源
。

这对于改革海岸带资源管

理机制
,

制定海岸带管理立法是很有利的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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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强化产权管理的实现形式

资源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保障所有

权
,

落实经营权
,

并通过强化产权管理
,

实现

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
,

建立起合理
、

高效
、

节

约的资源经营机制
,

保证国 民经济持续
、

稳

定
、

高速
、

协调的发展
。

其实现的主要形式是
:

(1) 政企分开
。

政府部门不直接干预企业

的经营活动
,

也不直接进行资源开发利用的

经营
。

企业法人作为市场竞争的主体
,

自主经

营
、

自主决策
、

自负盈亏
、

自我发展
。

这是管理

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

此外
,

还要实现行政管理

职能与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的适度分离
。

(2 )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

前已述及
,

产权是一束资产行为权利的组合
。

两权分离

就要对各种行为权利进行界定
。

所有权可以

分离为法律上的所有权和经济上的所有权
。

对于资源资产而言
,

可以称为国家的终极所

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
。

企业法人财产权作

为一种产权
,

可以包括占有权
、

使用权
、

收益

权和处分权
。

在股份制条件下
,

经济所有权中

又可以分离出经营权
。

产权的分散化和多元

化
,

有利于产权的流通和重组
,

不仅适应了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

而且可以从制度上

保证各种产权主体之间权责利关系的明确
,

各种资源管理职能部门之间职能的清楚
。

(3) 有偿使用
。

资源性资产的所有权必须

在经济上得以实现
。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

所有权在经济上不能得到实现
,

就是对所有

权的废除
。

资源所有权在经济上实现的形式

就是
“

有偿使用
” 。

因此
,

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传

统资源管理机制
,

变无偿占有
、

无偿使用
、

无

偿 (低价 )转让为有偿占有
、

有偿使用
、

有价交

换
。

自然资源所有权在经济上实现的具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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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就是地租以及由地租分解或派生出的其他

具体形式
,

如使用金
、

补偿费
、

租金
、

转让金
、

资源税等等
。

在实行有偿使用的基础上
,

进一

步发展资源产权市场
。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条件下的这些有关产权关系的理论和原则
,

对于海岸带资源管理制度的改革也是完全适

用的
,

必须遵循的
。

3 海岸带资源管理及立法的新思路

3
.

1 海岸带资源资产化管理

如前所述
,

国家最近又提出对 自然资源

实行产业化管理的改革方案
。

改革的目标是

力求通过实行资源资产化管理
,

使国家资源

产业由事业型运作机制转变为经营型运作机

制
,

使资源性资产开发利用合理
、

高效
、

节约
,

成为壮大中央与地方财政的杠杆
,

为子孙后

代创造持续发展的 良好条件
。

资源资产化管理为海岸带资源管理
、

立

法提供了新思路
。

这种思路
,

早在 80 年代末
,

海南省海洋局沿海各县针对沿岸及海域开发

热潮
,

先后制定并实施的《海域使用管理办

法》中
,

已经得到体现
。

1 9 93 年 5 月 31 日
,

经

国务院批准
,

国家海洋局与财政部共同制定

的《国家海域使用管理暂行规定》正式颁布施

行
,

进一步落实了这一思路
。

其核心问题是强

化产权管理
,

实行有偿使用
。

加快制定并实施

海岸带资源产业化管理制度
,

事实已经证明
,

这是与我国当前形势相符合的一条正确的路

子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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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权登记和价值评估

为实现资源资产化管理
,

首先应当转变

观念
。

我们必须树立资源性资产产权观念
,

探

索资源性资产产权界定理论
、

产权登记办法

和价值评估办法
。

通过产权登记
,

建立资源实

物量帐户及其相应的统计
、

分析和报告制度
。

为实施有偿使用制度并培育资源市场
,

必须

开展资源资产价值评估
、

建立资源性资产基

准价格与标准价格体系
。

我们还必须研究制

定资源产权出让
、

转让和产权交易的管理法

规
,

培育资源市场
,

规范资源市场行为
。

1 9 9 2 年初
,

国家海洋局会同国家国有资

产管理局对海岸带资源性资产产业化管理开

展了调研
,

并于 1 9 9 4 年共同在河北省沧州市

进行了海岸带资源性资产产权登记试点
。

其

目标便是建立海岸带资源产业化管理制度
。

在资源产业化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

理论指导下
,

已经进行和正在做的工作包括
:

¹ 为适应产权登记的需要
,

对海岸带资源按

用途进行种类定性
; º 按占用或经营海岸带

资源的单位进行资源实物量的登记和统计

(建立实物帐户 ) ; » 逐户对产权进行确认和

界定
; ¼逐户对资源按地租理论进行价值评

估 (建立价值帐户 ) ; ½ 建立海岸带资源基准

价格与标准价格体系 ; ¾实施有偿使用制度 ;

¿ 制定产权登记
、

出让
、

转让
、

交易法规
,

强化

产权管理 (立法管理 ) ; À 海岸带资源核算纳

入国民经济核算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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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资源管理体制

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加强各级专司

国家资产管理的机构
,

对国有资产实行国家

统一所有
,

政府分级监管
,

企业自主经营的体

制
。

有关方面在资源性资产管理工作的体制

与运作上的构想指出
,

作为国家国有资产管
4

理局
,

必须与存在于政府其他部门中的有关

资源管理部门
,

共同构建资源资产管理体制
。

国家资产管理部门必须按照自然资源具有的

多途
、

多态
、

复相关等特点
,

构建确保 自然资

源整体上保值
、

增值
、

永续利用的总 目标所必

须的结构关系
。

同时
,

会同各资源主管部门
,

制定确保上述 目标实现的政策和法规
,

并进

行科学的产权界定
,

实施产权管理
。

在这一构

想指导下
,

海洋
、

海岸带资源主管部门
,

可由

国家资源资产综合管理部门授权
,

作为国家

海洋
、

海岸带资源所有者的法人代表
,

对国家

海洋
、

海岸带资源实施管理
。

在产权管理方

面
,

主要是掌管海洋
、

海岸带资源的一级市场

管理
,

执行海洋
、

海岸带资源使用权的有偿
、

有限期的出让制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