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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科学发展观日益深入人心的当今．如何正确认识海洋资源的价值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在对海洋资源重新定义的基础上。对海洋生物资源、海洋化学资源、海洋矿产资源和

海洋动力资源进行了价值评估，并得出了相应的评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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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是近代人类社会经过长期反复

思考与探讨逐渐形成的一种新思想，其本质是改

变目前靠大量消耗资源同时以破坏环境为代价

维持经济发展的传统生产方式，最大限度地节约

和合理使用资源，尽量减少人类生产活动和消费

行为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实现经济增长、自然资

源和生态环境的协调与平衡。走可持续发展道

路，一要节约和高效保护自然资源；二要积极开

发新的资源。海洋资源是一种储量丰富的新兴资

源，开发海洋已经成为各国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

重要组成部分。准确评估其价值，对于我国实现

海洋经济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海洋资源定义及分类

随着海洋经济在全世界的逐渐兴起，海洋经

济的地位不断提升，人们对海洋资源的认识也在

不断加深。

根据国土资源部的解释，海洋资源是海洋的

主体——海水、海底与海面有密切关系的一种资

源。它通常是指能在海水中生存的生物(包括人

工养殖)；溶解于海水中的化学元素和淡水；海

水运动，如波浪、潮汐、潮流等所产生的能量；海

水中贮存的热量；深海底所蕴藏的资源，特别是

海底各种固态矿物，如锰结核；在深层海水中所

形成的压力差及海水与淡水之间所具有的浓度

差等。总之，海洋资源指的是与海水水体及海

底、海面本身有着直接关系的物质和能量。

常见的对海洋资源的分类方法有以下几种。

①按照资源有无生命分类，可分为生物资源和非

生物资源。②按照资源的来源分类，可分为来自

太阳辐射的资源，来自地球本身的资源和地球与

其他天体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资源。③按照能否

恢复分类，可分为再生性资源、有限再生性资源

和非再生性资源。④按照资源的属性分类，可分

为生物资源、矿产资源、化学资源和动力资源。

在上述四种分类法中，主要使用的还是最后一种

分类方法，因为这样的分类不仅简单明确，而且

能体现海洋资源的属性、特征和分布状况。

二、海洋生物资源价值评估

海洋生物资源属于有限再生性资源，即如果

过度开发，这个资源就会逐渐萎缩，直到消失，甚

至会因为开发不均衡，带来灾害性后果，但如果适

度开发并加以一定的维护，这种资源可以取之不

尽，且随着维护水平的提升，其价值也会不断提

升。对于海洋生物资源的价值评价，关键要找到其

均衡产量，并在此基础上衡量其综合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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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汤姆·泰坦伯格教授在《EnV的姗ental
and Natural Resollrce Economics》一书中，提出了

有效捕捞量的概念，包括静态有效的可持续产出

量和动态有效的可持续产出量。在静态情形中，

泰坦伯格认为在捕鱼成本保持不变的条件下，过

度捕捞会导致可持续产出量逐渐减少；在动态情

形中，泰坦伯格教授认为，只要鱼类的增长率高

于损失率，鱼类就不会灭绝，只要能帮助鱼类保

持较高增长率，未来的几代人都可以获得满意的

捕鱼量。根据这个理论，对海洋渔业资源的价值

进行评估时，也需要分两种情况来确定：即自然

捕捞情形下的海洋渔业价值和人工放流增殖情

形下的海洋渔业价值。

捕捞收益和成本是捕捞努力量的函数(图

1)，表现为钟形函数关系。一般认为，捕捞收益

函数的形状与种群自然生长曲线的形状是相同

的(鱼的价格不变)。如捕捞努力量升至Em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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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捕捞收益成本与捕捞努力量的关系

可持续渔获量达到最大；如进一步增加捕捞努力

量则可持续渔获量减少。将捕捞努力量限定在

Ee点所获得的渔获量即为静态最大经济产量，

因为Ee点边际收益(总收益曲线的斜率)等于

边际成本(总成本曲线的斜率)。另外，随着捕捞

技术的提高，渔业静态最大经济产量增加。静态

最大经济产量是当贴现率为零时动态最大经济

产量的一种特殊情况。正贴现率对渔业管理的影

响，随着贴现率的升高，动态效率捕捞努力量增

加，如贴现率无穷大，捕捞努力量则增加到Ec，

在这一点上，净收益等于零。当贴现率无穷大

时，边际利用成本为零，因为未来的渔获物将不

具有任何价值。这表明：①边际利用成本等于边

际支付意愿；②总收益等于总成本。

从国内情况来看，我国管辖的海洋面积约

350万km2，渔业产量从1988年超过日本以来，

始终居世界首位。20世纪90年代我国渔业产量

增长迅速，1998年海洋捕捞量(含养殖，下同)超

过l 500万t，约占世界海洋捕捞量的18％，太

平洋海域捕捞量的28％。但是，这个成绩是以资

源的过度利用为代价取得的。为控制渔业资源的

过度开发，我国政府积极控制捕捞量。从1999年

开始，我国渔业捕捞量基本上是零增长或者负增

长，至2004年，捕捞量下降为2 406万t。在静态

模型下，可以估算我国海洋渔业的均衡产量约为

l 400万t。另一方面，在动态模型下，我国海洋

渔业产量却是逐步增长，其增量部分主要来自于

人工养殖。1999年，我国海水养殖总产量只有

948万t，2004年增长至1 309万t，平均每年增

长80万t。综合考虑，可以预测未来10年内我

国海洋渔业的均衡总产量大约在2亿t(平均每

年2 ooO万t)，这个有效可持续产量可以代表海

洋渔业价值。

如果海洋渔业能够维持在均衡产量的水平

上生产，那么海洋渔业资源就属于可持续利用的

可再生资源。对于这种产量比较稳定的资源，可

以采用收益现值法进行价值评估。即把未来使用

期限中的预期收益贴现为即期值，以得出被评估

资产的价值，评估中除计算收获收益外，还要计

算应补偿的费用和初始的投资。计算公式为：

q 2；(音{导一R)+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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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E为海洋渔业资源性资产的评估净

价，晟为在时期t中的销售价；cI为在时期t中

的生产成本；R为初始时期的投资；矾为保护性

补偿费用；t为海洋渔业资源生长期(年)。

根据这个模型，可以计算出目前条件下，我

国海洋水产品和海洋渔业资源的价值。在目前

技术条件下，我国海水产品的年度总产量逐渐

趋于平衡，增幅逐渐趋于稳定。据中国水产学

会调查统计，2006年l一11月全国水产品产量

4 342．45万t，比2005年同期增长2．83％。其中

淡水产品产量l 883．58万t，同比增长4．18％，

海洋捕捞产品产量l 285．77万t，同比下降

0．23％，海水养殖产品产量1 173．09万t，同比

增长4．18％。2007年l一5月，全国水产品总产

量达到l 664万t，比2006年同期增长5．04％，

其中海洋捕捞产品492万t、海水养殖产品399

万t，分别比2006年同期增长2．67％和5．56％。

这也进一步印证了上面所说的我国海水产品在

动态均衡下，适宜的年度总产量在l 400万t左

右。与产量的逐年稳定类似的是，海水产品的平

均价格在前几年实现了较大攀升后，近年来也逐

步趋于稳定。2006年l一11月，全国居民食品消

费价格比2005年同期上涨1．3％，其中食品价格

的上涨幅度仅次于住房价格的涨幅，达到2％。

而水产品消费价格比2006年同期上涨1．1％。

2007年海水产品市场综合平均价格为13．66元

／kg，换算成吨的则是每吨1．4万元左右。根据笔

者的调查，每吨海水产品的直接生产成本大约为

5 000元左右，如果加上船体折旧、风险预提等，

每吨的生产成本将达到8 000元。因此，直观计

算，全国海水产品每年能带来的直接收益大概约

850亿元。

对我国200l一2004年的海洋渔业数据进

行考量，200l一2004年我国海洋渔业的总产量

分别为：2 572．1万t、2 646．3万t、2 695．6万t

和2 406万t，平均价格(批发价格)分别为每

吨8 432元、8 867元、9 015元和10 352元。同

时，笔者通过走访渔村渔民，估算每吨海洋渔

业的生产成本大致在4 000元左右，代入模型

耳=军(鲁{导一P^)+瓯进行计算，假定同期
银行利率为10％，可以估算出我国海洋渔业资源

的均衡价值大约在1．8万亿～2万亿元左右。

三、海洋矿产资源价值评估

海洋矿产资源总体上属于不可再生性资源，

对这项资源进行价值评估时要考虑五方面的内

容：①资源采掘权益；②资源发现权益；③对资

源耗竭的补偿；④对生态环境破坏的补偿；⑤对

勘探的补偿。因此，对海洋矿产资源评估价的一

般形式可以表示为：Vc_Rd+Fj+Cf+Ep+P，。主要以海

洋石油资源作为价值评价对象，就上述五个价值

内容进行详细探析。

(1)资源采掘权益(＆)一般根据海洋矿产资

源的规模大小及其品位高低来确定。从资源采掘

权益(凡)来看，我国海域初步计算油气资源量可

达400(351—404)亿t以上的油当量，为我国

2002年海陆原油和天然气油当量储量之和的9

倍，勘探开发潜力巨大。按当前原油的平均价格

每吨5 000元计算，当前我国的海洋石油资源采

掘权益价值约为200万亿元。

(2)资源发现权益(Fi)主要依据资源的现实

价值进行确认。随着海洋油气业的快速发展，海

洋石油日益成为我国原油增量的主要来源。2004

年海洋油气业总产值595亿元，占全国主要海洋

产业总产值的4．6％，增加值为434亿元。全国海

洋原油产量达2 843万t，比上年增长16．6％；海

洋天然气产量58亿m3，比上年增长32．5％。

(3)资源耗竭的补偿(Cr)：为海洋矿产资源

补偿费，一般根据直接的补偿标准或市场的资源

价值计算。矿产资源耗竭性理论认为，矿产资源

耗竭补偿的实质属于跨代间的资源配置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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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问题，也就是代际间的公平问题。资源经济

学家们认为，矿产资源耗竭补偿费的实质就是对

“给未来消费者留下无法挽回的损失”的价值补

偿。在中国，对海洋石油资源耗竭的补偿主要体

现在矿产资源的补偿费上。在国务院颁发的《矿

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中，石油资源的补

偿费为l％，但1994年国务院在给中国海洋石油

总公司《关于对在中国海域开采海洋石油资源不

重复征收矿产资源补偿费请予确认的函》的答复

中，明确在中国海域内开采海洋石油不用缴纳矿

产资源补偿费。如果依据1％的比例进行计算，

近年来我国海洋石油资源的耗竭补偿价值大约

每年20亿元左右。

(4)矿产资源生态补偿(Ep)是生态补偿理论

在矿产资源保护中的运用。生态补偿包含两种含

义：一是自然生态补偿，生物有机体：种群、群落

或者生态系统受到干扰时，所表现出来的缓和干

扰、调节自身状态使生存得以维持的能力。二是

指环境法学意义上的生态补偿，即对由人类的社

会经济活动给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造成的破坏

及对环境造成的污染的补偿、恢复、综合治理等

一系列活动。本研究所指的生态补偿是第二种含

义。从我国目前海洋石油开采的现状来看，对生

态环境的影响尚不明朗，或者说当前还不需要考

虑海洋石油开采的生态补偿价值。

(5)对勘探的补偿(Pp)体现的是海洋石油勘

探费用。石油勘探开发投资大。一般陆上1亿t

石油地质储量的勘探费要达到10多亿，甚至20

多亿元人民币，海上石油投资更大，一般相当于

陆上石油投资的10倍左右。我国近年来海洋石

油原油产量基本上稳定在3 000万t左右，据此

可以估计当前我国海洋石油勘探补偿大约在30

亿～50亿元。

从储量来看，在一定时期内海洋资源的总储

量是保持不变的，但随着勘探技术的提高，矿产

资源的探明储量是会不断增长的，而且这种增长

是呈跳跃式的。但对矿产资源的价值评估只能基

于当前的技术水平，也只能基于已经探明的储

量。对于海洋石油资源，也是如此。根据上述分

析，并简单套用海洋矿产资源评估价的一般模型

V产飚+Fj+Cr+Ep+Pp，可以得出当前条件下我国海

洋石油资源的价值大约在200万亿元以上。

四、海洋化学资源评价

海洋化学资源是以各种经合物形态存在于

海洋水体中的有用物质。现已发现的海水中化学

物质有92种，据估计，可以从海水中提取的化学

物质约60种，但提取成本很高，除食盐外，目前

达到一定商业生产规模的只有钾、镁、溴和碘等

物质；海水提铀，海水提重水(氢的同位素与氧

的化合物)还处于试验阶段。此外，通过海水淡

化，从海水中直接获取饮用水的技术日渐成熟，

海水淡化生产也达到一定规模。

现以海水淡化为例分析海洋化学资源价值。

海水淡化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

价值。我国淡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值

的W，而且在时间和地区分布上很不均衡，有

10个省、市、自治区的水资源已经低于起码的生

存线，那里的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不足500m3。目

前我国有300个城市缺水，其中110个城市严重

缺水。2010年后，我国将进入严重缺水期，有专

家估计，2030年前中国的缺水量将达到600亿

m3。因此。通过海水淡化，增加淡水供应量，是解

决我国水资源危机的重要途径。二是经济价值。

一方面，每年全国缺水数百亿立方米，因缺水影

响的国民产值达数千亿元。从这个角度看，通过

海水淡化弥补淡水的缺口，可以在较大程度上缓

解GDP的增长瓶颈，间接带来经济收益l 000

亿元以上，其中可以体现海水淡化的巨大经济价

值。另一方面，据初步统计，到2005年年底，中国

已建成运行的海水淡化水日产量已达12万t，海

水直流冷却水年利用量已近480亿m3。目前，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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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联产海水淡化成本为4．3～5．1元／订，独立海

水淡化厂成本6．晰．7元／m，，而且随着技术水平
的不断提高，未来几年海水淡化吨水成本有望降至

4~5元左右。在中国淡水资源长期价格偏低，有专

家估计，在中国当前经济条件下，每吨水的平均合

理价位在6～8元左右。因此，目前生产条件下，我国

海水淡化所产生的直接经济价值在3 ooo亿元以

上，潜在利润空间可以达到800亿元左右。

五、海洋动力资源价值评估

海洋能通常是指海洋本身所蕴藏的能量，它

包括潮汐能、波浪能、温差能、盐差能、海流能和

化学能，不包括海底或海底下储存的煤、石油、

天然气等石化能源和“可燃冰”，也不含溶解于

海水中的铀、锂等化学能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97年估计，五种海洋能理论上可再生的总量

为766亿kw。其中风能为400亿kW，盐差能为

300亿kw，潮汐和波浪能各为30亿kw，海流能

为6亿kw。而据我国有关专家估计，各类海洋

能全球总储量和我国可开发的能量见表1。海洋

能源总量巨大，但分布分散、不均，能流密度低，

利用效率不高，经济性差。此处将以海洋风能评

价海洋能源资源的价值。

海洋风能属于可再生资源，由于它具有可持续

性，能够源源不断地自我生成，所以从长远来看，其

价值趋向于无穷大，需要运用收益现值法进行评

估，计算的方式为：q 2；(音{导一R)+玩。
表l各类海洋能全球总储量及我国可开发的能量

其中玩为风能资产的评估净值，鼠为￡时期的

销售价，ct为t时期的生产成本，Ph为初始投资，

见为保护性补偿费用；￡为风能存续时期，在这

里￡趋近于无穷大。

但就单个年份而言，海洋风能的价值都是可

以评估的。单一年份的可再生资源市场价值，可

以采用市价法进行价值评估。其中，海洋风能的

经济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经济价

值，可以用能值定价模型进行估价；二是间接经

济价值，直接体现为替代其他能源后对环境改善

的益处。

1．直接经济价值

风电电价快速下降，巳日趋接近燃煤发电成

木，经济效益凸现，且风力发电能力每增加一

倍，成本就下降15％，近几年的风电增长一直保

持在30％以上。目前，中国风电成本约在4元左

右，随着中国风力发电装机的国产化和发电的规

模化，风电成木可望再降。此外，风电外部成本

几乎为零，甚至低于核电成本。据初步测算，如

果将内部成本和外部成本同时计人成本，风电将

是当前世界上最经济、最洁净的能源。目前，全

世界海上风电总装机已达80万kw，其中丹麦、

英国、爱尔兰、瑞典和荷兰等国家发展较快。世

界风能协会主席麦卡特表示，2005年风能发电

已经占丹麦全国电力总量的22％，而在丹麦西

北部地区，这个比例甚至已经达到100％。预计

到2030年，丹麦全国40％的电力都将来自风能。

海上风电场的优点较多。主要是不占用宝贵

的土地资源，基本不受地形地貌影响，而且运输

和吊装条件优越，风电机组单机容量更大，年利

用小时数更高。目前，海上风电机组的平均单机

容量最大已达6Mw，风电机组年利用小时数一

般在3 000 h以上，有的高达4 000 h左右。目

前广东、江苏、浙江等地的风力发电取得长足进

展。江苏东台20万kw风电项目，是目前世界单

期建设规模最大的风力发电项目，建成后年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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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将达到4．2亿度。在海上风电方面，东部沿海

的海上可开发风能资源约达7．5亿kw。

2．间接经济价值

海洋风能是一种清洁型能源，它的经济价值还

体现在对环境的保护方面。在我国的环境污染中，

火力发电是主要的污染源之一，并造成相当可观的

环境污染损失。2004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为

2 255万t，火电厂二氧化硫排放约1 200万t，

占全国总排放量的53％，占工业排放的66％。目

前由二氧化硫污染产生的酸雨危害着30％的国

土面积，对农林业的损失高达220亿元。在我国

有60％的煤炭是用于发电的，燃煤电厂的污染

物有大气污染、水污染、固定废物污染和噪声污

染。一个120万kw的火力发电厂，一天要烧掉

1万t煤炭，所排放的二氧化硫一天就可以污染

上千平方千米的土地。如果我国东部沿海地区

7．5亿kw可开发风能可以开发出其中的10％，

就可以有效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200万t，降低

环境污染带来的各项直接损失在60亿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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