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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犆犇生产函数的海域使用权价格评估研究


———以连云港市养殖用海为例

凌杨１，唐焱１，朱传广２，陈丽３

（１．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５；２．济南市勘察测绘研究院　济南　２５００１３；

３．淮海工学院　连云港　２２２００５）

摘要：收益还原法作为海域评估行业的主要方法，其中纯收益是重要的参数之一，纯收益测算

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海域使用权价格的准确性。文章以连云港市养殖用海类型的海域使用

权价格评估为例，探讨利用生产函数模型来测算海域纯收益。研究发现：生产函数模型能够

较好地拟合养殖总收益与海域生产各项要素投入的关系，反映出海域这一要素在生产过程中

所做的贡献。研究结果表明：当前养殖用海海域利用效率偏低，海水养殖仍属于粗放型养殖；

海域使用权价格受用海方式、养殖海产品种类等因素的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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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１９９３年颁布的《国家海域使用管理暂行规

定》，首次明确指出我国实行海域使用证制度和

有偿使用制度，之后２００２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为我国实行海域有偿使用

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自此我国正式建立了海域

一级市场［１］。推行海域有偿使用制度以来，沿海

各省、市、自治区积极探索地区海域使用金征收

标准，从现有标准来看，普遍存在海域使用金征

收价格偏低、地区间差异过大、背离市场价格［２］

等问题。在海洋资源日益紧缺的情况下，海域的

粗放使用不仅造成了海域资源的浪费、围海造田

提升价值等问题，同时不合理的海域使用权价格

无法反映海域使用权的经济价值，从而导致海洋

资源无法达到市场最优配置。

当前国内已有学者针对养殖用海海域使用

权价格评估进行了探索，如李佩谨［３］认为当前市

场比较法不适用于海域评估，采用了收益还原法

对大连市海水养殖的海域纯收益和基准价进行

了估算。栾维新等［４］根据海域特殊的自然和社

会属性，制定出五大用海类型的分级指标体系和

各因子的权重，实证研究了大连养殖用海的定

级，利用收益还原法估算了大连各级别养殖增殖

用海纯收益，确定了大连４个级别养殖增殖用海

的海域使用金标准。王满等［５］测算样本海域年

内纯收益，采取了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法、海域投

资利息补偿法。笔者认为，海域使用权价格评估

按照科学的经济理论和评估方法，可以获得科学

合理的海域使用权价格，成为推行海域有偿使用

制度、制定地区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的重要

手段。

利用收益还原法评估海域使用权价格的核

心思想是认为海域使用权价格是海域纯收益的

资本化，未来一定年期内所有海域纯收益的总和

即为海域使用权价格。因此，探索海域纯收益的

测算方法及其在海域收益还原法中的应用，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以江苏省连云港市养

殖用海为例，利用生产函数模型测算海域纯收

益，进行养殖用海海域使用权价格的评估研究。

２　基于生产函数的评估模型构建

ＣｏｂｂＤｏｕｇｌａｓ生产函数是美国数学家柯布

（Ｃｈａｒｌｅｓ．Ｗ．Ｃｏｂｂ）和经济学家道格拉斯（Ｐａｕ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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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Ｄｏｕｇｌａｓ）共同探讨投入和产出关系时创造的

生产函数［６］。它假定社会总产品是资产劳动和

其他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计算公式为：

犙＝犃×犔α犓β （１）

该公式表示总产品犙与资本投入量犓、劳动

投入量犔的关系。在式中犃是常数，α和β表示

劳动量和资产量投入的生产弹性。

结合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海域总产品

的分配是按照资产所有者获得利润、劳动者获

得工资、海域所有者获得海租的体制分配的。

海域的所有者，凭借对海域的所有权可以从海

域经营的总产品中取得总产品中的一部分收

益，即海域纯收益，而要确定海域纯收益，就必

须采用一定的数学模型模拟各生产要素对海域

总产品的共同作用，并依据模型推算各要素在

总产品中的贡献。海域生产中，投入要素主要

是海域、劳动力和资金。目前海水养殖者资金

投入主要用于购买苗种、食料、水电、燃油，设备

折旧等，因此，将以上生产要素设为自变量，其

理论模型为：

犢＝犳（狓犾，狓２，狓３，…，狓犻） （２）

式中：犢 表示海域养殖总收益；狓犻 表示海域养殖

各项投入。

３　实证研究

３１　研究区概况

连云港市位于江苏省东北部。连云港市海

岸北起苏鲁交界的绣针河口，南至与盐城交界的

灌河口［７］。大陆标准海岸线长１６１．５８ｋｍ，其中

市区标准岸线８６．８７ｋｍ，灌云县２７．３３ｋｍ，赣榆

县４７．３７ｋｍ。连云港设立渔业资源利用和养护

区，划定功能区３３个，其中渔港和渔业设施基地

建设区１４个，养殖区１５个，增殖区３个，连云港

海洋捕捞区１个。养殖用海在连云港海域使用

中占有重要地位。

３２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实地调研，调查区域为江

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灌云县、赣榆县海域。此

次调研共收集、整理了１３个海水养殖的样点资

料（表１）。样点海域用海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

开放式养殖，养殖海产品主要有牡蛎、紫菜；另一

种是围海养殖，主要是虾蟹、贝类的混养。

表１　２０１３年连云港市海水养殖样点情况调查

编号 用海方式 养殖种类

Ｙ

总收益／

万元

狓１

用海面积／

亩

狓２

苗种与食

料／万元

狓３

燃油／

万元

狓４

固定资本／

万元

狓５

人工／

万元

狓６

其他费用／

万元

０１ 开放式养殖 牡蛎 ３８ １６０ ４．５００ １．５ ２．５００ １０．０ ２．２４

０２ 开放式养殖 牡蛎 ４２ ２００ ４．２００ ２．０ ３．１３０ １２．０ ２．８０

０３ 开放式养殖 牡蛎 ４０ １９０ ３．８５０ １．８ ２．６８０ １０．０ ２．９０

０４ 开放式养殖 牡蛎、海虹 ４３ １８０ ５．０００ ２．３ ７．０００ １０．０ ３．３０

０５ 开放式养殖 紫菜 ４８ １５０ ５．１００ １．６ ７．５００ １３．５ ０．８０

０６ 开放式养殖 紫菜 ７２ ２００ ７．０００ １．９ ６．０００ ２４．０ １．１０

０７ 开放式养殖 紫菜 ５５ ２３０ ７．０７０ ２．０ ０．５３３ ２１．０ ６．５３

０８ 围海养殖 梭子蟹、花蛤、东方虾 ３９ ２２ １５．２６０ ０．５ ０．２３０ ４．０ ３．３０

０９ 围海养殖 蛏子、东方虾 ７０ １００ １１．７６０ ２．０ ０．３００ ８．０ １０．００

１０ 围海养殖 脊尾白虾 ４１ ８０ ３．０００ ０．９ ０．０４０ ５．６ ５．４４

１１ 围海养殖 脊尾白虾、梭子蟹 ５０ ８４ １９．０００ １．２ ０．３２３ ３．０ ６．７２

１２ 围海养殖 脊尾白虾、梭子蟹 ３７ ５０ １６．０００ ０．７ ０．１８０ ２．８ ４．００

１３ 围海养殖 脊尾白虾、梭子蟹 ３０ ４７ １２．６５６ ０．７ ０．２００ ２．０ ３．７６

 亩为常见非法定计量单位，１公顷＝１５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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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养殖用海海域使用权价格评估

３．３．１　养殖用海海域纯收益的计算

海域养殖主要投入有海水、苗种、食料、燃

油、固定资本（机器设备折旧）、人工等，在实际调

研过程中发现有些海产品养殖不需要食料，如紫

菜、牡蛎，故将苗种与食料并为一项计入，最终决

定将以上生产要素设为６个自变量，模型为：

犢＝犪狓犫１１狓
犫
２
２狓

犫
３
３狓

犫
４
４狓

犫
５
５狓

犫
６
６ （３）

式中：犢 为海域养殖总收益；狓１ 为用海面积；狓２ 为

苗种与食料；狓３ 为燃油；狓４ 为固定资本投入；狓５

为人工投入；狓６ 为其他费用；犪、犫１、犫２、犫３、犫４、犫５、犫６

为待定系数。

两边取对数：ｌｎ犢＝ｌｎ犪＋犫１ｌｎ狓１＋犫２ｌｎ狓２＋

犫３ｌｎ狓３＋犫４ｌｎ狓４＋犫５ｌｎ狓５＋犫６ｌｎｘ６，利用Ｅｖｉｅｗｓ软

件将数据带入生产函数模型，得到模型待定系数

及狋检验值（表２）。

表２　自变量系数及狋检验值

自变量系数 系数值 狋检验值

犪 ４．５４８２４０ ７．３４２５９７

犡１ －０．３５７８５６ －２．９８８７６３

犡２ ０．２３７３９９ ４．５１２９００

犡３ １．０４２２８３ ５．１４２４３６

犡４ －０．１８３８１０ －４．８９９３４３

犡５ ０．２２２５１６ ３．７６８９０３

犡６ －０．２５９８８７ －３．４２７１５８

　　模型犚
２＝０．９５８，这表示自变量能够解释因

变量（即海域养殖收益）的９５．８％，同时，犉＝

２２．６３＞犉０．０１＝３．６４，表明模型拟合极其显著，

狋０．０５（１１）＝２．２０１，６个变量的回归系数的狋检验

也是显著的，说明每个变量都是海域养殖总收益

的重要解释变量，建立的方程比较理想。观察模

型中各个变量的系数，发现用海面积、固定资本

投入、其他费用这３个变量的系数为负，说明这３

项投入已经进入报酬递减阶段，不宜增加投入，

也说明当前海域利用利用效率较低，海水养殖仍

属于粗放型养殖。

新建立的回归方程为：

犢＝４．５４８２４０狓－０．３５７８５６犾 狓０．２３７３９９２ 狓１．０４２２８３３

狓－０．１８３８１０４ 狓０．２２５１６５ 狓－０．２５９８８７６ （４）

将表１中海域养殖投入数据带入公式（４），

可得到样点海域的理论总收益，对公式（４）求海

域面积的一阶偏导数，得到海域的边际收益计算

公式为：

ｄ犢／ｄ狓１＝０．３５７８５６×犢理论／狓１ （５）

将理论总收益及海域使用面积带入公式

（５），得到海域纯收益（表３）。根据海域纯收益比

较不难发现，围海养殖的海域纯收益要高于开放

式养殖，这其中也与养殖海产品的种类有一定的

关系。

表３　２０１３年连云港海水养殖样点理论总收益、海域纯收益及海域使用权价格

编号 用海方式 养殖种类
总面积／

亩

总收益／万元

实际 理论

海域纯收

益／万元

海域使用权价格／

（万元·亩－１）

０１ 开放式养殖 牡蛎 １６０ ３８ ３８ ０．０９ ０．３８

０２ 开放式养殖 牡蛎 ２００ ４２ ４４ ０．０８ ０．３５

０３ 开放式养殖 牡蛎 １９０ ４０ ３９ ０．０７ ０．３２

０４ 开放式养殖 牡蛎、海虹 １８０ ４３ ４４ ０．０９ ０．３８

０５ 开放式养殖 紫菜 １５０ ４８ ４９ ０．１２ ０．５１

０６ 开放式养殖 紫菜 ２００ ７２ ６３ ０．１１ ０．４９

０７ 开放式养殖 紫菜 ２３０ ５５ ６０ ０．０９ ０．４１

０８ 围海养殖 梭子蟹、花蛤、东方虾 ２２ ３９ ３８ ０．６２ ２．７０

０９ 围海养殖 蛏子、东方虾 １００ ７０ ７３ ０．２６ １．１５

１０ 围海养殖 脊尾白虾 ８０ ４１ ３９ ０．１８ ０．７７

１１ 围海养殖 脊尾白虾、梭子蟹 ８４ ５０ ４５ ０．１９ ０．８４

１２ 围海养殖 脊尾白虾、梭子蟹 ５０ ３７ ３７ ０．２７ １．１７

１３ 围海养殖 脊尾白虾、梭子蟹 ４７ ３０ ３３ ０．２６ １．１１

３．３．２　海域使用权价格期日及海域使用年限的

确定

　　海域使用权价格是某一时点的海域使用权

的平均价格。此次连云港市海域使用权价格评

估资料的收集工作于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开始，因此海

域使用权价格评估基准日设定为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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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日。由于海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长久使用，故

海域使用年限可按无限年期计。

３．３．３　海域还原率的确定

海域还原率实质上是一种投资收益率。由

于海水养殖投资具有高风险性的特点，因此，海

域还原率应为高率。从目前对海域还原率的研

究来看，王平、任品德等学者采用安全利率加风

险调整值的方法来进行确定海域还原利率比较

合适［８］。安全利率一般选取无风险收益率，这里

采用银行１年期的定期存款利率，并考虑投资风

险、物价变动指数等综合确定。计算公式为：

１年定期存款实质利率＝１年定期存款利

率×（１－利息税率）／同期物价指数。

２０１３年银行 １ 年期的定期存款利率为

３．２５％，税率我国目前规定为２０％，综合物价指

数为 １０２．６，计算 １ 年定期存款实际利率为

２．５３％。安全利率体现了社会投资最低收益率。

风险调整值反映了海域使用投资的风险程

度，投资风险越大，风险调整值也越大。养殖增

值用海的风险较大，根据实际样本调查其投资回

报率约为２０％，本研究决定将养殖用海海域还原

率定为２２．５３％。

３．３．４　养殖用海海域使用权价格计算

根据测算得到的海域纯收益，用收益还原法

评估海域要素价格，公式如下：

犞＝犃／狉·［１－１／（１＋狉）狀］ （６）

式中：犞表示海域使用权价格；犃表示海域级差收

益；狉表示海域还原利率；狀表示未来海域使用

年期。

通过表３不难发现，计算得到的养殖用海海

域使用权价格存在差别，围海养殖海域使用权价

格普遍比开放式养殖用海海域使用权价格要高，

其原因分析如下：

（１）围海养殖占用的海域面积较小，并采用

虾、蟹、贝类混养的方式，使得海域利用效率

更高。

（２）养殖海产品种类不同，其市场价格也不

一样，养殖虾蟹贝类的单位收益较紫菜、牡蛎要

好一些，其计算得到的海域使用权价格也就相应

较高。

以上分析表明：养殖用海海域使用权价格与

用海方式以及养殖海产品种类存在很大的关系，

通过１３个样点数据的海域使用权价格平均，最

终确定连云港市养殖用海海域使用权价格为

８１００元／亩。

４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根据实地调研获取的数据，利用生产

函数模型，评估养殖用海海域使用权价格，得出

以下两个结论。

（１）生产函数模型能够较好地拟合养殖总收

益与海域生产各项要素投入的关系，反映出海域

这一要素在生产过程中所做的贡献，引入 ＣＤ生

产函数测算海域纯收益是一种较好的方法。对

提高海域使用权估价结果的准确性、促进收益还

原法在海域使用权价格评估中的应用以及完善

海域使用权价格评估理论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

和实践指导意义。

（２）通过样点海域的海域使用权价格评估结

果发现，当前养殖用海海域资源利用效率偏低，不

同的用海方式、养殖海产品种类对于海域使用权价

格都有很大的影响。同时影响我国沿海地区海域

使用权价格评估的因素繁多复杂，本研究只是选取

了一些特征因素来研究海域使用权价格的评估。

通过扩大样本个数，并修正各种因素的影响将是未

来海域使用权价格评估研究的工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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