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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环境经济综合核算的黄河三角洲滨海

石油开发生态环境效应评价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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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应用环境经济综合核算理论对黄河三角洲石油开发的生态环境效应评价

进行初步探索。设计了黄河三角洲石油资源与环境资产形成核算和流量核算框架，并分析

其对资源环境经济管理政策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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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态经济研究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

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采用综合的

方式解释环境和经济的关系日益引起人们的重

视。环境经济综合核算理论(SEEA)，旨在将

人类活动的经济过程与环境系统进行耦合，正

确评价经济发展的质与量，为制定促进社会、

经济与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提供依据。

黄河三角洲滨海石油开发是山东沿海地区

重要的经济活动。主要依托胜利油田和近海海洋

石油开发，原油产量近5年来均突破2 700万t，

且每年都以稳定的速度增长，就其中的2007年

石油化工主营业务收入就有623．9亿元，占地

方工业的26．7％，同比增长达到39．5 oA，2007

年以前每年的同比增长也均突破30％Ll】。黄河三

角洲石油开发大力促进经济增长，但同时在石油

资源耗减和环境退化方面也付出了巨大代价。而

以环境经济核算理论为基础，建立黄河三角洲石

油开发生态环境效应评价框架，用更贴近可持续

发展观念的环境调整后的行业增加值(EI)P)可

以反映石油开发经济活动的成果。

l黄河三角洲石油开发环境核算的意义

环境经济核算前期的雏形是国外开展的针

对污染损失和生态破坏价值的研究，一直到

1993年联合国统计局(UNSD)推出了一个系

统的环境经济综合核算理论(SEEA)，期间有

挪威关于石油和森林等资源的核算，推出核算

系统后首先在墨西哥及博茨瓦纳等国家进行了

试点研究L2j。我国已有一些学者和专家也进行

过相关的环境核算研究，如鄱阳湖湿地生态环

境损失价值的核算，江苏省大气资源价值损失

的核算，张掖市2000年的环境经济综合核算账

户的建立等[3。]。通过核算，清楚地反映了包括

资源耗减和环境退化的环境成本对相关行业发

展的贡献值和贡献比例。

黄河三角洲是黄河近百年来冲积形成的一

块年轻的陆地，河海交汇，使其中心城市——

东营市，成为中国东部沿海重要的石油富集地

区之一，其胜利油田是中国第二大石油工业基

地。黄河三角洲的石油开发到2009年底累计

探明石油地质储量49．09亿t，累计生产原油

9．63亿t，累计实现产值lO 081亿元，其中

2009年i角洲石油开发实现企业增加值651亿

元，占东营市GDP的31．6％，促进国民经济

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L6j。但应看到石油开发经

济增长的数字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靠牺牲石油

资源量和环境质量获得的。如，2008年用于石

油冶炼的原油就有6 395．9万t标准煤，同比增

长了13．7％L7J，虽然黄河三角洲石油资源探明

储量每年都有所增长，但对于固定的总资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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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减程度在近5年也都持续稳定的增长。此外，

石油开发排放的污染物及造成的生态破坏程度

也因开采冶炼的增加而增加，如表1所示。如

果将环境经济核算应用于黄河三角洲石油开发

上，扣除资源耗减和环境退化的环境成本，那

么就意味着石油开发创造的实际经济增长低于

名义上的增长‘81，并可以更切实地评价生态环

境效应。

表1黄河三角洲石油开发污染物排放数据(2003--2006年)

注：数据来源于《东营市2003--2006年环境统计年报资料汇编》．

2基于SEEA的黄河三角洲石油开发的

基本环境核算框架

基于SEEA的结构，设计了黄河三角洲石

油开发的环境核算框架。

2．1综合环境经济账户(SEEA)结构

将自然资产纳入生产账户，环境经济账户

是将环境成本从生产和收入账户中独立出来，

同时调整生产账户中资产和收入账户中的存量

和流量Ⅲ。也就是将生产与收入进行环境的

调整。

环境经济综合核算理论(SEEA)的编制包

括以下内容[9]。

(1)编辑供给和使用表。与传统的国民账

户的编辑过程类似，主要改进是将制造的和非

制造的经济资产数据综合在一个供给使用和资

产账户表中。

(2)编辑环境保护开支表。在SEEA中，

环境保护开支分别作为产出、中间和最终消费、

固定资产消费、资本形成、进口、出口、增加

值及其他相应组分的子集处理。

(3)编辑制造资产(包括自然资产)账户。

制造资产账户的编制包括了自然资产，如农业、

林业和渔业等。

(4)编辑实物的非制造经济资产账户。主

要是用实物鼍的形式记录自然资产存鼍和变化。

(5)编辑非制造经济资产的货币账户。将

自然资源枯竭和退化的成本作为SEEA中生产

账户的环境成本，即实物的非制造经济资产的

价值账户。

(6)编辑非制造环境资产的实物账户。许

多自然资产既具有经济功能和福利，也具有非

经济的舒适度和环境功能。

(7)编辑经济部门的排放账户。主要统计

各部门污染物的排放数据。

(8)编辑经济部门排放的维护成本。经济

部门排放中的维护成本，代表在应用减轻当前

排放的最好技术后，能维护环境资产先前的废

物吸收能力的投入。

(9)汇总整合环境和经济账户。汇总以上

各个账户，对账户中生产增加值作环境的调整。

2．2应用于黄河三角洲石油开发的环境核算

框架

基于以上的SEEA结构，并运用其理论设

计了黄河三角洲石油开发的环境经济核算框架

(图1)。其通过计算石油开发的典型行业开采与

冶炼行业的经济效益情况，以及通过计算资源

耗减量和枯竭成本，最终获取环境调整后的指

标，客观切实地从经济角度评价石油开发对生

态环境的影响。这个框架包括石油开采和冶炼

行业生产使用账户，石油开发行业环境保护支

出账户，石油资源实物流量变化账户，石油资

源价值账户，石油开采和冶炼污染物排放实物

和维护成本账户，以及汇总整合的综合账户。

由于黄河三角洲石油开发只涉及石油资源

的核算，在编辑供给使用表时只编辑石油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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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的形成以及流量变化账户，而且这部分基

本代替了制造资产账户。另外，在石油资源的

环境核算中，对于环境非经济的舒适度和功能

的统计使环境资产账户的建立具有相当的难

度[10。，因此在此框架中以石油开发活动中排放

的废物和污染物数量来间接核算环境资产，而

省略了环境资产账户的建立。

2．3生态环境效应评价的内容

从框架中的内容来看，有多个方面可以反

映石油开发生态环境效应，作为评价的基础

(图1)。

图l 基于SEEA的黄河三角洲石油开发的环境经济核算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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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石油开采冶炼产出与污染排放的关系

随着石油产品产出的变化，必然会造成相

关行业污染物排放量的变化，同时也就可能造

成不同程度的生态破坏和环境质量退化。从而，

对于污染物处理所投入的资金也会有所变化，

并且对污染物处理技术的质量和工作效率的要

求也会有进一步的变化。这一系列的影响都基

于石油开采冶炼产出与污染排放的关系。

2．3．2环境成本对增加值的调整以及占增加值

的比例

环境成本的计算包括石油行业污染物的治

理费用和石油资源枯竭成本，可以计算出环境

调整后的增加值，环境调整后的净增加值，并

将它们与增加值作对比，作为评价基础。环境

质量的退化和资源的耗减推动了增加值的上升，

如果只计算整个石油行业的增加值，并只是追

求增加值的上涨，那么在石油资源经济的发展

上会造成错误的引导，也不能正确反映环境成

本带来的经济增长。

2．3．3石油资源的枯竭成本，以及石油开采与

冶炼环境维护成本对比

石油资源枯竭成本的计算依据当年石油资

源在一定贴现率下价格的计算，并与当年投入

使用的资源量相关。通过枯竭成本的计算，即

可以从资源经济角度知道耗减情况，评价石油

开采带来的负面影响。此外，石油开采与冶炼

环境维护成本的对比客观反映出污染治理情况

和力度，评价其行业造成的生态环境影响。

3对资源环境经济管理政策的影响

2004年下半年，在加拿大国际开发署的支

持下，加拿大统计局和中国国家统计局开展合

作项目，该项目于2006年正式启动，计划到

2012年结束，双方将用7年的时间在中国开展

一系列资源环境核算1=作，以及2004年国家统

计局与环境保护部联合成立了绿色国民经济核

算课题组，对中国森林资源核算理论与方法进

行研究，2005年中国建立了水资源环境经济核

算体系(中国的SEEAw)，标志着资源环境核

算体系在中国初步建立‘11]。因此，将环境经济

综合核算理论(SEEA)应用于黄河i角洲石油

开发的生态环境效应评价也体现了中国环境规

划中完善环境绩效评估的趋势口引，因为资源环

境经济核算对经济政策和环境政策均有重要的

影响。

3．1对经济政策的影响

黄河三角洲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待开发的大

河三角洲，国家先后把发展黄河三角洲高效生

态经济列入“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

并且“十五”以来，连续多年经济增长速度保

持在14％左右[13。，而其主要产业石油开发也起

着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作用。但是我们也应看

到污染数据的增加和资源的耗减。这时可以使

用环境账户中的自然资产枯竭和退化的成本作

为决定经济政策的一个要素，将上述估值概念

用来设计一些政策工具来迫使家庭、企业内生

化它们的环境成本来帮助取得经济和环境的可

持续性。这样的工具包括使用者付费、排污收

费和排放权交易许可证及一些减少和迁移环境

伤害的补贴Ll4。。环境账户的信息有助于用经济

手段帮助环境保护的发展。

3．2对环境政策的影响

环境经济账户中的数据只能作为环境政策

的基本信息，因为环境经济账户的信息对形成

最终的环境政策来说可能并不充分[1‘’。但账户

中环境数据的变化对经济的增长也有显著的相

关性，从而为政策制定者制定适应经济增长的

环境政策提供依据。例如，石油行业污染排放

账户和环境维护成本账户体现当年相关的环境

治理力度，并且与相应的环境保护支出数据联

系起来，可获得技术的投入成本与现实的环境

开支的比较，从而来估计环保部门制定环境政

策时所需要考虑的财政需要。

4 结束语

将环境经济综合核算理论(SEEA)应用于

黄河三角洲滨海石油开发的生态环境效应评价，

不仅可以从环境角度来评价黄河三角洲生态效

应，还可以从经济的角度评价以生态环境代价

推动的经济增长，更切实际、更综合地反映出

黄河三角洲滨海石油开发带来的环境影响和经

济影响，从而为管理部门制定可持续的环境经

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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