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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研究了海洋资源的分类和基本计价理论
,

其中海洋水产资源
、

可养殖滩涂和浅

海资源
、

盐田资源
、

港址资源和旅游资源可用收益还原法进行计算
,

大陆架油气资源和海滨砂矿资

源可用净价法进行计算
。

关键词 海洋资源 分类 计价理论 收益还原法 净价法

海洋资源核算主要包括海洋资源的实物 资源的破坏程度和浪费现象十分严重
。

海洋

量核算和价值量核算两部分内容
。

为了便于 资源核算的最终目的
,

就是为采用经济手段

进行核算
,

必须建立海洋资源的实物帐户和 管理海洋的开发利用提供基础
,

也就是说
,

是

价值帐户
。

实物帐户必须由相应的实物单位 为海洋资源永续利用和海洋经济的持续发展

计量各类海洋资源的存量和流量
;
价值帐户 服务

。

是在对海洋资源进行评价的基础上核算各类 建立海洋资源核算制度
,

将使我们更易

资源的价值量和增减量
,

确定海洋资源的总 于全面
、

详细地 了解海洋资源状态和经济状

财富
,

最后把海洋资源核算及其他自然资源 态的相互关系
,

认识海洋资源动态和经济动

核算一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

态过程的相互影响
,

准确地评价资源对经济

自从本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
,

世界上 已 长期增长的保障程度和发展潜力
,

对于完善

先后有 20 多个 国家的政府或研究机构开展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

具有重要的意义
。

了包括海洋资源核算在内的自然资源核算理 海洋资源核算将有助于资源所有权的界

论
、

方法及实施方案的研究和探索
,

一些国际 定
,

促进海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建立和有

组织和研究机构也先后开展或资助这方面的 效运转
。

海洋资源核算作为一种操作手段
,

可

研究与探索
,

如世界资源研究所
、

联合国统计 以明确界定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

并启动

署
、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

世界银行
、

国际货币 海洋资源的有偿使用和产权让渡
,

从而确定

基金组织
、

世界观察研究所
、

欧洲共同体等
。

来 自资源的收益 的分享
,

化解各种社会利益

世界各国使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仍没有包 冲突
,

实现国家对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有效

括 自然资源和环境核算
,

为此
,

经过各国专家 管理
。

的反复讨论
、

修改
,

到 1 9 9 0 年已形成新的修 通过资源核算
,

把经济管理机制和竞争

订本
,

并计划 1 99 3 年公布实施
。

我国决定分 机制引入海洋资源管理
,

还将克服乱占乱用

两步实施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

即 1 9 9 2 年 以至损害或破坏海岸带资源和环境的状况
;

先初步建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基本框架
,

并使海岸带国土整治
、

海岸工程建设和维护
,

争取到 1 9 9 5 年编制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 以及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的资金得到保证
,

全部表式和帐户
,

届时
,

海洋资源核算将纳入 从而有利于实现海洋开发和环境保护的同步

这一新体系之 中
。

发展
。

1 海洋资源核算的目的意义 2 海洋资源的概念和分类

我 国海洋资源不仅数量相对不足
,

而且 海洋资源包括
,

海洋区域内在现在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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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见的未来能为人类所利用
,

并在一定条件

下能产生经济价值的一切物质和能量
。

海洋资源 由许多不 同类型 的资源所构

成
,

按市场经济的观点
,

海洋资源可分为可交

易的资源和不可交易的资源两类
。

海水资源
、

海洋环境资源和海洋动力能源等都属不可交

易的资源
;
海洋水产资源

、

海底油气资源
、

海

洋固体矿产资源
、

海岸带土地资源等都是可

交易的资源
。

从资源被人类利用的时间长短来说
,

海

洋资源又可分为无限资源和有限资源
。

不可

交易的海洋资源都属无限资源
,

可交 易的海

洋资源都属有限资源
。

应该指明的是
,

这里所

说的
“

有限
”

和
“

无限
”

仅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

决没有
“

绝对
”

的界限
,

例如海水和海洋环境

资源
,

表面看来是用之不竭的无限资源
,

但相

对于一定的时间和 空间来说
,

由于受人类生

活和生产活动的影响
,

某些海域的海水和海

洋环境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

因而对某一

地域来说
,

合乎人们质量要求的海水和海洋

环境资源是有限的
。

有限海洋资源种类中
,

又可分为可耗尽

的资源和可再生的资源
。

可耗尽的资源是指

储量有限或资源形成极其缓慢
,

因而当长期

使用下去时
,

最终能被用尽的资源
,

如海底油

气资源
、

海底固体矿产资源等
,

可再生资源是

指可循环
、

可被重复利用的资源或不断生长

繁衍的资源
,

如海洋生物资源
。

同样可耗尽资

源和可再生资源也是相对的
,

有的可以在开

发利用过程中互相转化
。

例如海洋水产资源

中
,

有些种类已因开发过度而出现衰退
,

在某

些海域甚至绝迹
;
洋底锰结核资源中

,

当资源

开发量始终大于资源增长量时
,

属可耗尽资

源
,

但当资源开发量始终保持小于增长量时
,

则可认为是可再生资源
。

我国的海洋资源按区域划分
,

可分为海

岸带资源
、

近海资源和大洋资源三大部分
。

海

岸带资源主要包括土地资源
、

水产资源
、

油气

资源
、

固体矿产资源
、

港址资源
、

海洋动力能

源
、

旅游资源
、

海水资源气淡水资源
、

植物资

源
、

森林资源和环境资源等
;
近海资源与大洋

资源所包括的资源内容基本相 同
,

主要包括

水产资源
、

油气资源
、

固体矿产资源
、

海洋动

力能源
、

海水资源和环境资源等
。

按海洋资源的种类分
,

可分为水产资源
、

油气资源
、

固体矿产资源
、

海洋动力能源
、

港

址资源
、

旅游资源
、

海面资源
、

海水资源
、

淡水

资源
、

土地资源
、

森林资源
、

植物资源和环境

资源等 13 类
。

3 海洋资源的基本计价理论

3
.

1 海洋资源的总价值量核算 (不包括海底

矿产资源 )

海洋资源的价值 尸 包括两部分
:

一部分

是海洋资源本身的价值
,

即没有经过人类劳

动参与的天然产生的那部分价值 尸
, ;
另一部

分是基于人类劳动投入 产生的那部分价值

尸2 ,

即 P 一尸
1

十尸
2

假设 R 。

表示没有经过人类劳动投入的

天然产生的年收益 (或年租金 )弓a 为海洋资

源的等级系数
,

即 由海区差别
、

资源品种差别

和质量差别等自然因素形成的海洋收益差别

系数
,

i为还原利率
,

则海洋资源本身的价值

P l
~ a R 。

/ i

假设每年因人类投入海洋资源所产生的

那部分增值为 R , ,

则 尸
2
一 R

l

/i

因此海洋资源的总价值量

P ~ P
I

十P :
一 (a R

。

十R l
) / i

3. 2 海洋资源的分类价值量核算

海洋资源种类繁多
,

要想准确地对所有

这些种类进行价值量核算
,

其难度之大可想

而知
。

自前国内外对不可交易资源的计价问题

尚无很好的解决办法
,

只有通过较长时期的

工作才能使消费者逐渐接受这一费用
,

并在

市场经济中得到反映
。

还有一些海洋资源如

大洋矿产资源
、

深海油气资源等
,

因受当前生

卜水平和经济条件限制
,

暂时还难以开发利

用
,

故称之为
“

潜在资源
” ,

这类资源因尚未投

入经济活动
,

故也很难计价
,

目前可暂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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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
。

除上述两类资源外
,

其余资源均可进行核 价格
; C 为油气开采总成本

; R 为油气生产部

算
。

门平均利润率
,

尸 l

为地质勘按储量价格
,

d

(1) 海洋水产资源
:

海洋水产资源按生产 为资源利用率
,

T 为运输价格
。

方式分
,

可分为天然捕捞资源和人工增养殖 事实上
,

只有可采储量才具有现实经济

资源
;
按品种分

,

可分为鱼类
、

虾蟹类
、

贝类和 意义
,

因此核算范围应限于可采储量
,

这样上

藻类 四大类
,

每一大类中又可分成许多具体 式 中 尸 1

/ d 则失去意义
,

上式变为
:

的品种
,

如近海鱼类有 1 6 94 种
,

其中主要经 尸
1
一 F 一 C (1 十 R ) 一 T

济鱼类有 20 多种
,

近海虾类有 3 00 多种
,

磷 如果需要的话
,

也可用第一个公式对总

虾类 42 种
、

蟹类 6 00 多种
,

头足类 9 2 种等 资源量进行粗略核算或估算
。

等
。

限于 目前条件
,

要想对水产资源的每一个 (3) 海洋固体矿产资源
:

海洋固体矿产资

品种进行计价是很困难的
,

即使对重要经济 源按区域分
,

可分为海岸带固体矿产资源
、

近

渔业资源按品种计价
,

也可想象其工作量之 海固体矿产资源和大洋固体矿产资源三部

大
。

但是
,

我们却可以从总体的角度来计算海 分
。

近海固体矿产资源和大洋固体矿产资源

洋水产资源的价值
。

其方法是通过计算收益 属
“

潜在资源
” ,

目前暂不考虑
;
海岸带固体矿

来计算水产资源的价值量
。

水产资源是可再 产资源中
,

已探明储量的矿产就有 60 多种
,

生资源
,

只要合理开发利用
,

就能产生一个永 其中除海滨砂矿外
,

多数海岸带固体矿产资

续的收益流
,

设海洋渔业的年纯收益为 A
,

则 源已由有关部门归入陆地矿产资源一并进行

海洋水产资源的价格计算公式为
:尸 ~ A /i 核算

,

故我们可酌情按照海滨砂矿资源的计

(2) 海洋油气资源
:

海洋油气资源按区域 价方法进行核算
。

如同近海大陆架油气资源

分
,

可分为潮上带油气资源
、

滩海 (海滩及浅 一样
,

海滨砂矿资源的计算公式也为
:

海 )油气资源
、

近海大陆架油气资源和深海油 尸 一 F 一 C (l 十 R ) 一 T

气资源四部分
。

潮上带油气资源与陆地油气 式中
,

尸 为海滨砂矿资源价格
; F 为国际

资源紧密相连
,

要严格区分开并非易事
,

而且 市场海滨砂矿价格
,

或者在国际市场价格体

有关部门已把部分资源归入陆地油气资源中 系的基础上
,

参照国内价格体系所得出的修

一并进行计算
,

故我们可酌情按大陆架油气 正价格
; C 为海滨砂矿开采总成本

; R 为海滨

资源计价方法进行核算
;
滩海油气资源和深 砂矿生产部门平均利润率

,

T 为运输价格
。

海油气资源因尚未开发
,

也没有出租
,

故目前 (4) 土地资源
:

海岸带土地资源可分为潮

可暂不考虑
,

预计滩海 油气资源将在数年内 上带土地资源
、

潮间带滩涂资源和潮间带浅

进行开发
,

深海油气资源将在下世纪初期进 海资源
。

行开发
,

届时将有条件对这两部分资源进行 ¹ 潮上带土地资源
。

潮上带土地资源可

核算
。

细分为耕地
、

园地
、

林地
、

草地
、

水域
、

城乡工

近海大陆架油气资源是一种可耗竭性资 矿地
、

交通地和特殊地等
,

除了港址
、

旅游
、

盐

源
,

作为一种人类财富
,

能够产生收益
,

即其 田等用地外
,

绝大多数土地资源已由有关部

产品价格扣除运输
、

勘探和开采成本
、

利润和 门归入全国土地资源进行核算
,

这里可酌情

海面租金后即为该资源的价格
。

因此大陆架 根据收益还原法进行核算
。

至于港址
、

旅游
、

油气资源的计算公式为
:

盐 田等
,

除用地外
,

还包括海域部分
,

故放在

p 一 F 一 c (l + R ) 一 尸1 / d 一 T 后面单独进行计算
。

式中
,

尸 为大陆架油气资源价格
; F 为国 º 潮间带滩涂资源和潮下带浅海资源

。

际市场油气价格
,

或者在国际市场价格体系 主要对可养殖滩涂
、

浅海资源进行核算
,

方法

的基础上
,

参照国内价格体系所得出的修正 是通过计算滩涂
、

浅海的养殖收益来计算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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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滩涂
、

浅海资源的价值量
。

设可养殖滩

涂
、

浅海的年纯收益为 A
:

和 A
: ,

则可养殖滩

涂资源 的价格计算公式为 p ,
一 A

,

/i
,

可养殖

浅海资源的价格计算公式为 户
2
一A

Z

/i
。

要对潮间带滩涂资源进行核算
,

可采用

下述方法
:
(a )对于规定出租年限的滩涂可用

V 一 a / r 〔1 一 1 / (1 + r)
”

〕来核算
,

式中 V 为地

价
, a
为平均地租或纯收益估计值

, r
代表利

率
, n
为土地 出租年 限

; (b) 用 尸一 A /i 来核

算
,

A 为滩涂纯收益
,

i 为利率
,

尸 为地价
。

(5) 盐田资源
:

盐田资源包括宜盐土地及

滩涂资源
。

核算方法是通过计算盐田收益来

计算盐田资源的价值量
。

设盐场每年纯收益

为 A
,

则盐田资源价值量为 尸一A /i

(6) 港址资源
:

港址资源按海岸类型可分

为基岩海岸港址
、

淤泥质海岸港址和砂砾质

海岸港址
,

也可分为海湾或海岸港址
、

河 口港

址
、

海岛港址等
,

鉴于 目前条件的限制
,

我们

只能通过计算港 口 收益来计算港 口资源的价

值量
。

设港 口的年纯收益为 A
,

则港 口资源的

价值量计算公式为 尸一 A / i

(7) 旅游资源
:

旅游资源按景观类型可分

为海岸景观
、

岛屿景观
、

奇特景观
、

生态景观
、

海底景观
、

山岳景观和人文景观七大类
;
按应

用类型又可分为海水浴场 (或海滨沙滩 )
、

海

滨公园
、

海滨疗养区
、

海上游乐场等
。

由于很

多景观 尚未出现直接的经济效益
,

故 目前 尚

不能按景观类型来计算旅游资源的价值量
。

但我们可以按应用类型通过计算其纯收益来

计算旅游资源的价值量
。

设海水浴场的年纯

收益为 A l ,

海滨公园的年纯收益为 A : ,

海滨

疗养区的年纯收益为 A
3 ,

海上游乐场的年纯

收益为 A
4 ,

则海滨旅游资源的价值量计算公

式为
:

尸 一 P l

+ 尸:

十 尸 3

+ 尸 4

~ A
l

八 十 A
:

/i + A 3

/i + A
4

/i

一 (A
l
+ A :

+ A
3

+ A
4
) /i

(8) 海面资源
:

鉴于我国的海面出租刚刚

起步
,

因此
,

目前可先计算没有经过人类劳动

参与的天然海面的价值 P , 。

设天然海面的年

租金为 R 。 , a
为海面资源的等级系数

,

即由海

区差别
、

资源品种差别和质量差别等自然 因

素形成的海面收益差别系数
, i 为原利率

,

则

海面资源本身的价值 P ,
一 a R 。

/i
。

如果有海

面使用后的年收益 A 资料
,

那么海面资源价

为 p 一 A 八 ;
如果规定海面出租年限

,

则可用

V 一 a / : 〔1一 1 / (1 + r)
”

〕来核算
,

式中 v
.

为海

面价
, a
为平均海面租金

, r
为利率

, n
为海面

出租年限
。

(9) 海水资源
、

海洋动力能源
、

海洋环境

资源
:

海水资源可分为水资源
、

淡水资源
、

海

盐资源和海水化学资源等
;
海洋动力能源可

分为潮汐能
、

波浪能
、

潮流能
、

温差能
、

盐差

能
、

海流能和风能七大类
;
海洋环境资源可分

为地表水
、

土壤
、

潮间带
、

近海
、

大洋等
。

鉴于

海水资源
、

海洋动力能源和海洋环境资源属

不可交易的资源
,

目前可暂不考虑这类资源

的核算问题
。

但作为一种研究试验
,

也可尝试

用净价法计算一下作为水资源的海水直接利

用
,

作为淡水资源的海水淡化和潮汐能发 电

的资源价值量
。

(1 0) 海岸带淡水资源
、

植物资源
、

森林资

源
:

海岸带淡水资源可分为地表水
、

地下水
、

外来水等
;
海岸带植物资源可分为纤维植物

、

淀粉植物
、

油料植物
、

药用植物
、

香料植物
、

牧

草植物
、

用材植物和单宁植物八类
;
海岸带森

林资源可分为防护林
、

用材林
、

薪炭林
、

特用

林
、

经济林
、

竹林等
。

海岸带淡水资源
、

植物资

源和森林资源都由有关部门归入相应的陆地

资源之中
,

故我们可酌情进行核算
。

3
.

3 结论

综合上述
,

目前我们能够单独计算的海

洋资源主要有
:

海洋水产资源
、

大陆架油气资

源
、

海滨砂矿资源
、

可养殖滩涂和浅海资源
、

盐田资源
、

港址资源
、

旅游资源
、

海面资源八

类
。

海洋水产资源
、

可养殖滩涂和浅海资源
、

盐田资源
、

港址资源
、

旅游资源的价格计算公

式为 尸一A 八

大陆架油气资源
、

海滨砂矿资源的价格



综合管理
,

计算公式为 P 一F 一C (1 + R )一T

海面资源的价格计算公式为

尸
1
一 a R

。

/i 或 尸一A /i

或 V 一 a / r 〔1一 1 / (1 + r )
”

〕
。

应该特别说明的是
,

海面资源的构成因

素相 当复杂
,

较准确的计价方法应该是按海

面功能用途进行综合评价并分块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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