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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说: 相当数量的降雪与低温严寒是冰川发育的主要因素,地球上的冰川除南北两极外,只有在高海拔的寒冷山地才能存

在。 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使中国成为了世界上中低纬度冰川最为发育的国家,喜马拉雅山地区雪峰连绵、冰川四

溢,共有现代冰川 17000 多条,是世界冰川发育的中心之一。
彩图提供: 陈建伟教授摇 国家林业局摇 E鄄mail: cites. chenjw@ 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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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态资本理论框架下海洋生物资源的存量评估

任大川1,2,陈摇 尚2,*,夏摇 涛2,李京梅1,王摇 栋3,杜国英4,王其翔5,
王摇 丽2,王摇 敏4,赵志远1

(1. 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青岛摇 266100;2.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青岛摇 266061;

3.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环境学院,青岛摇 266100;4. 中国海洋大学生命学院, 青岛摇 266003;

5. 山东省海水养殖研究所,青岛摇 266002)

摘要:海洋生态资本是能够直接或间接作用于人类社会经济生产、提供有用的产品流或服务流的海洋生态资源。 海洋生态资源

包括海洋生物资源及其生境资源。 海洋生态资源的存量价值由海洋生物资源存量价值和海洋生境资源存量价值构成。 针对我

国海洋生物资源的特征,在海洋生态资本理论框架下,提出了鱼类、贝类、甲壳类、头足类、大型海藻等主要海洋生物资源的存量

价值评估技术方法,包括物质量评估和价值量评估。 探讨了海洋生物资源单位价格确定、评估价值修正、评估方法的适用性、成

本扣除等问题。

关键词:海洋生态资本;生态资源;生物资源;存量;价值量

Marine ecological capital: valuation of standing stock of marine living resources
REN Dachuan1,2,CHEN Shang2,*,XIA Tao2,LI Jingmei1,WANG Dong3,DU Guoying4,WANG Qixiang5,WANG
Li2,WANG Min4,ZHAO Zhiyuan1

1 School of Economics,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Qingdao 266100,China

2 The First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SOA,Qingdao 266061,China

3 College of Physical and Environmental Oceanography,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Qingdao 266100,China

4 School of Marine Life,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Qingdao 266003,China

5 Shandong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Mariculture,Qingdao 266002,China

Abstract: Marine ecological capital is defined as marine ecological resources which have direct or indirect contribution to
social and economic production and provide benefits for human. Marine ecological resources include marine living resources
and their habitat resources. The existing value of marine ecological resources includes two elements: the standing stock
value of marine living resources and their habitat resources.

Applying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of marine ecological capital and conside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rine living
resources in China waters, the assessment methods for standing stock of marine living resources were developed. The
methods were developed to assess to four kinds of living resources, including fish, shellfish, crustaceans, cephalopods,
macro鄄algae, respectively, in both mass and monetary terms. Here we only considered these populations living in natural
waters rather than in any manmade pools, net cages, or on any ropes and sticks. These populations may be reproduced
naturally or released by stock enhancement efforts. The market鄄price method was recommended to valuate the standing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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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of marine living resources. As for these species, such as microbe, phytoplankton, zooplankton, seabirds and micro鄄
benthos, their standing stock are not be considered to valuate because they is not commercially and massively utilized by
human due to some technical or cost reasons. For those marine protected species, their standing stock should not be
valuated also because of some legal limitations or ethic consideration.

Furthermore, this article developed the procedures to adjust the unit price and total value of marine living resources for
comparison among different year忆s values. When assessing multi鄄year living resources, if the unit price for certain years was
missing, it could be replaced by the adjacent years忆 unit price that was adjusted by Consumer Price Index or Producer Price
Index. When comparing standing stock of value of marine living resource among different years, we may select one
particular year as baseline year. The value of other years should be adjusted by Consumer Price Index or Producer Price
Index in order to be comparable. For those marine living organisms directly consumed as seafood, their unit price and value
should be adjusted by Consumer Price Index. For those marine living organisms are utilized as raw material for factory to
produce chemicals, medicine, artwork, cosmetics, health food and so on, their unit price and value should be adjusted by
Producer Price Index.

Finally, this article discussed the detailed implications for the four assessment methods. These implication include how
to define the unit price of marine living resources, how to adjust unit price and total value, and how to apply cost
deduction.

Key Words: marine ecological capital;ecological resources;living resources;standing stock;valuation

海洋生态资本指能够直接或间接作用于人类社会经济生产、提供有用的产品流或服务流的海洋生态资

源,包括海洋生物及其生境(海水、表层海底),以及它们组成的海洋生态系统整体[1]。 开展海洋生态资本价

值评估,掌握其对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才能对海洋生态资本的重要性有一个数量的概念,为海洋

生态资源的资本化管理提供必要的基础。 尽管海洋生态资本评估的重要性已经得到公认,但目前尚缺乏一套

完整和规范的评估技术方法来指导评估实践。 海洋生态资本评估包括海洋生态资源存量评估和海洋生态系

统服务评估,本文主要探讨海洋生态资源存量评估技术方法。
国内外学者对海洋资源价值评估的研究较为深入。 Oliver[2] 探讨了海洋环境资源价值的概念,并基于条

件价值法评估了滨海旅游地使用价值。 Padma Lal[3]系统分析了红树林资源的经济价值构成。 Beaumont[4] 等
提出了海洋生态资源及生物多样性经济价值的评估方法,对英国海域生态资源及生物多样性提供的 8 项服务

进行了价值评估,结果显示各项服务及生物多样性水平呈现下降的趋势。 刘容子[5] 应用自然资源价值核算

理论核算了我国滨海地区宜盐土地及滩涂资源的价值。 韩秋影等[6] 分析了海洋资源价值评估理论、方法和

所面临的问题。 李晶和陈伟琪[7]建立了海洋环境资源价值评估基本框架。 王广成[8]论述了海洋资源价值核

算方法及海洋生态环境损失价值的评估方法,并建立了相应的评估模型。 吴姗姗等[9] 构建了水产、港址、石
油、海盐、景观、滩涂等海洋资源价值量评估方法,并评估渤海资源的价值。 王淼等[10鄄11]分析探讨海洋生态资

源的价值理论及其价值构成,建立了海洋生态资源价值核算体系。 基于自然资本理论和生态系统服务理论,
陈尚等人[1,3]提出海洋生态资本的概念体系、价值构成要素与评估指标体系。

本文在海洋生态资本理论框架体系下,参考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针对那些可量化、可价值化的海洋生物

资源要素,提出了 5 个指标评估其物质量和价值量,给出了相应的计算公式。 探讨了生物资源单位价格确定、
单位价格和评估价值修正、成本扣除等问题。
1摇 海洋生态资源存量价值结构要素及其评估指标体系

参照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对自然资源的定义,我们把海洋生态资源定义为“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条

件下,能够产生经济价值,以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福利的海洋生态环境因素和条件冶。 海洋生态资源包括海

洋生物及其生境(海水、表层海底),以及它们组成的海洋生态系统整体[1]。 海洋生物资源及其生境资源(海

6084 摇 生摇 态摇 学摇 报摇 摇 摇 31 卷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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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表层海底资源),通过一系列的生态过程共同组成海洋生态系统整体。 海洋生态资源存量评估包括

物质量评估和价值量评估。 海洋生态资源存量价值由海洋生物资源存量价值和海洋生境资源存量价值构成

(图 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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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摇 海洋生态资本价值的结构要素及其评估指标体系

Fig. 1摇 The constituent of marine ecological capital value and their assessment indicators

理论上,海洋生态资源包括全部海洋生物(如微生物、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底栖生物、游泳生物、海鸟等

等)、全部海水及其包含的化学物质、全部表层海底沉积物和基岩表层。 实际上,进行海洋生态资源评估时,
主要考虑那些广泛存在于评估海域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目前可以开发利用的海洋生态资源。

海洋生物资源评估主要考虑那些具有经济价值、目前已经大规模开发利用的海洋生物资源,包括五个评

估指标:鱼类、贝类、甲壳类、头足类、大型海藻。 另外一些海洋生物,如广泛分布的微生物、浮游植物、浮游动

物及小型底栖生物等,由于目前还未进行大规模商业开发,或者在可预期的时间范围内不具有经济开发的前

景,所以在评估中没有考虑。
海洋生境资源(指海水资源和表层海底资源)现存量的生态价值目前难以货币化评估,而且其一部分价

值已经体现在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中。 按照资源经济学方法评估得到海水资源价值和表层海底资源价值,
反映的是其经济价值,不是其生态价值,不属于海洋生态资本价值。 海洋生境资源存量的生态价值的评估指

标和评估方法尚待研究。
图 1 给出了海洋生态资源存量价值的结构要素与评估指标体系。 具体到某一个评估海域,应根据实际情

况筛选评估要素和具体的评估指标。
2摇 海洋生态资源与海洋资源的区别与联系

海洋生态资源与海洋资源是两个显著不同的概念。 前者包括海洋生物及其生境(海水、表层海底)、以及

海洋生态系统整体;后者包括海洋生物、海水、矿产、海洋能、海洋空间、海洋旅游等六类资源,但不涉及海洋生

7084摇 17 期 摇 摇 摇 任大川摇 等:海洋生态资本理论框架下海洋生物资源的存量评估 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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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海水和表层海底的耦合关系以及生态系统等内容。 两者都包括海洋生物资源、海水资源和海底表层矿产

资源(如海砂)。 表层海底以下的矿产(如石油、天然气、可燃冰、煤、黄金)并非海洋生态系统的组分,形成之

后也未参与生物过程,因此不属于生态资源。 海洋能(如波浪能、潮汐能、温差能)和空间资源(如海洋运输)
虽与海水有一定联系,但未涉及生物过程,不属于生态资源。 旅游资源是海洋生物、水体、海岸、沙滩、滩涂、海
岛、大气等多要素的综合体,包含了部分海洋生态资源[12]。
3摇 海洋生物资源存量评估方法

3. 1摇 物质量评估

海洋生物资源存量的物质量应采用自然生长的具有经济价值的海洋生物资源量进行评估,包括鱼类、甲
壳类、贝类、藻类、头足类和其它等六类海洋生物。 不包括在鱼类、甲壳类、贝类、藻类、头足类之内的生物种类

皆归为其它类。 这样分类主要是考虑我国海洋渔业资源和水产统计资料的主要种类划分习惯和分类方法。
物质量评估所需的海洋生物资源现存量数据应采用近 5 年的相关渔业资源调查报告,也可通过渔业资源调查

与评估获得。
3. 2摇 价值量评估

海洋生物资源存量的价值量应采用市场价格法进行评估。 按如下公式计算:

VL = 移(QLi 伊 PLi) 伊 10 -1 (1)

式中, VL 为海洋生物资源存量的价值(万元); QLi 为第 i 类海洋生物的资源量(t);i = 1,2,3,4,5,6 分别代表

鱼类、甲壳类、贝类、藻类、头足类和其它; PLi 为第 i 类海洋生物的平均市场价格(元 / kg)。
海洋生物的平均市场价格宜采用评估海域临近的海产品批发市场的同类海产品批发价格进行计算。

3. 3摇 单位价格的确定

评估海洋生物资源存量时,水产品单价数据应选取评估海域最临近的水产品市场的价格,最好是水产品

批发价格。 如果采用离评估海域较远城市的批发市场价格,则价格中包含了较多的运输成本、冷冻成本和物

流企业的利润等,会导致评估的价值与真实的价值差距更大。
水产品平均市场价格计算,首先根据产量确定某一类水产品的主要品种,根据主要品种的市场价格和该

品种产量占所有主要品种总产量的比例来确定这一类水产品的平均价格。
例如根据《山东省渔业统计年鉴》提供的 2006 年捕捞产量数据,筛选出 8 种鱼类主要品种(马鲛鱼、带

鱼、玉筋鱼、小黄鱼、白姑鱼、海鳗、黄姑鱼、大黄鱼),4 种甲壳类的主要品种(毛虾、虾蛄、鹰爪虾、梭子蟹),3
种头足类主要品种(鱿鱼、章鱼、乌贼),1 种其它类主要品种(海蜇),贝类和藻类均有总产量数据,但没有分

品种的产量数据。 结合青岛城阳水产品批发市场和威海水产品批发市场 2006 年的平均价格,计算得到捕捞

水产品主要类群的平均价格。 鱼类平均价格为 17. 22 元 / kg,甲壳类平均价格为 27. 82 元 / kg,贝类平均价格

为 7. 85 元 / kg,藻类平均价格为 5. 58 元 / kg,头足类平均价格为 12. 70 元 / kg,其它类平均价格为 14. 50 元 / kg。
3. 4摇 评估空间范围和时间步长

评估海域范围应覆盖捕捞生物资源的主要分布区,包括栖息地、产卵场、索饵场、洄游通道等。 具体评估

海域空间范围的确定,应根据渔获统计资料和渔业资源调查确定分布区进行适当调整。
鱼类、贝类、虾蟹类、头足类等生物资源的生长周期通常超过 1a,渔业生产统计通常按照 1a 为单位,评估

的时间步长推进以 1a 为单位。 如果数据跨年度,应换算为 1a。
4摇 单位价格与评估价值修正

4. 1摇 单位价格和单位成本修正

摇 摇 评估某年的海洋生物资源时,如果部分生物资源要素不能获得同年的单位价格或单位成本,宜采用相邻

年份的单位价格或单位成本进行代替。 但应根据消费价格指数或生产价格指数进行修正,按照公式(2)或
(3)进行计算。 此时,公式中的“需修正年份冶即为评估年份。

如果相邻年份的单位价格(单位成本)无法获得,则应查询与评估年份相距最近的已知单位价格(单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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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年份,然后将已知单位价格(单位成本)从该年份向评估年份进行逐年递推修正,每次修正应控制在相

临 2a 之间,并按照公式(2)或(3)进行计算。 此时,公式中的“需修正年份冶代表每次递推修正过程中需要计

算价格或成本的年份。
对于捕捞水产品中用于直接消费、食用的那部分,其单位价格,应采用消费价格指数进行修正。 相邻年份

的单位价格修正的计算公式如下:

PP1 = PP2 伊
CPI1
CPI2

(2)

式中, PP1 为需修正年份的单位价格; PP2 为相邻年份的单位价格; CPI1 为需修正年份消费价格指数; CPI2
为相邻年份的消费价格指数。

其中, CPI1 和 CPI2 来自公式涉及的相邻两年中后一年份的统计年鉴。
统计年鉴通常将前一年份的消费价格指数设为 100,以此为基准计算出后一年份的消费价格指数。
对于捕捞水产品中用于医药原料、保健品生产、化妆品生产的那部分,其单位价格或单位成本,应采用生

产价格指数进行修正。 计算公式如下:

PC1 = PC2 伊
PPI1
PPI2

(3)

式中, PC1 为需修正年份的单位价格或单位成本; PC2 为相邻年份的单位价格或单位成本; PPI1 为需修正年

份生产价格指数; PPI2 为相邻年份的生产价格指数。
其中, PPI1 和 PPI2 来自公式涉及的相邻两年中后一年份的统计年鉴。
统计年鉴中通常将前一年份的生产价格指数设为 100,以此为基准计算出后一年份的生产价格指数。

4. 2摇 评估价值调整

评估多个年份的海洋生物资源价值并进行比较时,应确定其中某一年为基准年,将其它年份的价值按照

基准年的价格水平修正。 基准年宜选用最末一年或最初一年。
将某年的海洋生物资源价值修正为基准年的价格水平时,应利用消费价格指数和生产价格指数,将该年

的价值向基准年进行逐年递推修正。 计算公式如下:

V1 = V2C 伊
CPI1
CPI2

+ V2P 伊
PPI1
PPI2

(4)

式中, V1 为修正到相邻年份的价值; V2C 为需修正年份的价值中用于消费的部分; CPI1 为相邻年份的消费价

格指数; CPI2 为需修正年份的消费价格指数; V2P 为需修正年份的价值中用于生产的部分; PPI1 为相邻年份

的生产价格指数; PPI2 为需修正年份的生产价格指数。
其中, CPI1、 CPI2、 PPI1、 PPI2 来自公式涉及的相邻两年中后一年份的统计年鉴。
统计年鉴中通常将前一年份的消费价格指数(或生产价格指数)设为 100,以此为基准计算出后一年份的

消费价格指数(或生产价格指数)。
5摇 讨论

5. 1摇 评估方法的适用性

本文建立的海洋生物资源存量评估方法属于经济学中的直接市场价格法。 此方法通过现实的市场交易

行情及价格信息来考察人们对上述生物资源的支付意愿,以此计算其存量价值。 直接市场价格法目前得到了

国内外学界的广泛认可与普遍应用,可信度高,简单易行,可操作性强。 同时,本文研究海洋生物资源现实中

具备正常、明显和普遍的市场及交易,满足利用“直接市场价格法冶的条件和前提。 因此,本文选取的评估方

法具有较好的适用性。
5. 2摇 成本扣除问题

应用直接市场价格法评估资源环境价值时,有学者认为应扣除一定的成本,将剩下的数额作为资源环境

的价值。 其理论依据是产品的价格反映了产品形成过程中各类投入要素的贡献,是对各类要素的成本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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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并非只是体现了生物资源的贡献,还体现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的投入。 因此,要获得生物资源

的价值及贡献,应在总价值中扣除其它资本形式的价值。 本文对海洋生物资源的存量评估采用直接市场价格

法;海洋生物资源对应的水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的全部生产投入要素难以准确量化,数据获取困难,甚至涉及商

业秘密。 所以,考虑到方法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在评估方法设计中忽略了成本扣除。 这也是为了与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评估不扣除成本保持一致。 尽管不扣除成本会造成生物资源价值的高估,但是这属于系统性的高

估误差,不会改变评估价值相对差别。 如果相关数据和信息可以获得,应考虑成本扣除。
5. 3摇 价格及成本修正的误差分析

为了获得连续多年的海洋生物资源价值,针对某些年份单位价格无法获得的情况,本文提出了单位价格

及成本修正的方法予以弥补。 通过相临年份的 CPI(或 PPI)和其中一年的价格或成本,来推算另一年的价格

或成本。 这样的调整会造成一定的误差和偏误。 因为,相临年份的 CPI(或 PPI)反映了一揽子消费品(或生

产要素)整体的、平均的价格变化趋势,而海洋生态资源的价格变化并不一定同所有消费品(或生产要素)平
均价格变化趋势相同或相似,推算出来的价格及成本有可能产生误差,影响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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