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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２０１６ＹＦＣ０５０３４０１，２０１６ＹＦＣ０５０３６０６，２０１６ＹＦＣ０５０３５０３，２０１６ＹＦＣ０５０３６０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１６ＺＤＡ０４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３１０７２２１１，４１０７６０７５）；国家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２０１５０５００１）；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项目（ＳＤＧＰＰＳ２０１４Ｄ（２７０００１）

００６）；福建省海岛与海岸带管理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ＣＩＭＴＳ⁃ ２０１５⁃０２，ＣＩＭＴＳ⁃ ２０１５⁃０３）；山东省海洋生态修复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

（２０１２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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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林华，陈尚，夏涛，李京梅，陈碧鹃，崔正国，马方奎．用海建设项目海洋生态损失补偿评估方法及应用．生态学报，２０１７，３７（２０）：６８８４⁃６８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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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ｉｎ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７，３７（２０）：６８８４⁃６８９４．

用海建设项目海洋生态损失补偿评估方法及应用

郝林华１，２，陈　 尚１，２，∗，夏　 涛１，２，李京梅３，陈碧鹃４，崔正国４，马方奎５

１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生态研究中心，青岛　 ２６６０６１

２ 海洋生态环境科学与工程国家海洋局重点实验室，青岛　 ２６６０６１

３ 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青岛　 ２６６１００

４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青岛　 ２６６０７１

５ 山东省淡水渔业研究院，济南　 ２５００１３

摘要：海洋生态补偿是一种防止海洋生态破坏、增强和促进海洋生态系统良性发展的环境政策，是用海者履行海洋资源有偿使

用责任，对因开发利用海洋资源造成的海洋生态价值损失进行的货币化补偿。 基于快速化、定量化和差别化补偿评估原则，编

制了山东近海海域生态价值基准值表、生态损害系数表以及补偿系数表，建立了一种新的用海建设项目海洋生态损失补偿评估

方法体系，包括占用海域和邻近影响海域的海洋生物资源和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两个方面的海洋生态价值损失补偿评估。 针对

２０１６ 年山东省 ５ 个典型用海项目，核算了其需要缴纳的海洋生态补偿资金，并与旧标准《山东省海洋生态损害赔偿和损失补偿

评估方法》（ＤＢ３７ ／ Ｔ １４４８—２００９）的评估结果进行了对比。 结果表明，按照本评估方法，用海企业需要缴纳的生态补偿资金会

不同程度地提高，这将有利于用海企业增强资源有偿使用意识，引导企业理性用海，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有利于海洋资源的优化

配置，提高用海效率；另外，按照产业政策不同、受影响海域的生态脆弱性不同对用海建设项目造成的海洋生态损失进行差别化

补偿，使得海洋生态补偿标准的评估结果更加科学合理。 目前，该方法已经应用于山东海域 ７ 个沿海地市 ９ 个海区的海洋生态

损失补偿评估中，被新发布的山东省地方标准《用海建设项目海洋生态损失补偿评估技术导则》（ＤＢ３７ ／ Ｔ １４４８—２０１５）吸收采

用。 该评估方法可为海洋管理部门的生态资本核算、生态补偿核算、环评审批和发放许可证提供科学基础，对我国海洋生态环

境保护和海洋经济绿色发展以及生态补偿制度实施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关键词：用海建设项目；海洋生态损失；生态补偿；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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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ｉ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ｅｗ ｌｏｃ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ｎａｍｅｄ “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ｏｓ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Ｍａｒｉｎ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ＤＢ３７ ／ Ｔ １４４８—２０１５）． Ｉｎ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ｍｅａ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ｖａｌ ａｎｄ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ｕｓ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ｉｔ ｏｆｆｅｒｓ 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ｆａｓｔ，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ｌａｙｓ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ａｒｉｎ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ｏｓ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生态补偿是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健康的一种有效激励手段，是以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为目的，将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并运用政府和市场手段，调节生态保护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关

系的公共制度。 国际上生态补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森林、流域、矿产资源和保护区等方面，对海洋生态补偿研

究较少。 Ｅｌｌｉｏｔｔ 和 Ｃｕｔｔｓ［１］从理论上对海洋生态补偿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海洋生态补偿可分为经济补偿、资
源补偿和生境补偿 ３ 种类型。 Ｄｅｐｏｎｄｔ 和 Ｇｒｅｅｎ［２］通过对东南亚、印度洋以及大西洋沿岸国家的调查，提出了

海洋保护区生态补偿的资金支撑体系，分析了实施生态补偿的机遇和阻碍。 Ｍｏｗ 等［３］ 以哥伦比亚

Ａｒｃｈｉｐｅｌａｇｏ ｏｆ Ｓａｎ Ａｎｄｒｅｓ 地区的海岸带和海洋资源合作计划和管理为案例，分析了海洋资源使用者和保护者

之间的利益冲突，提出了生态补偿可以作为解决这些冲突的有效手段。 Ｂｅａｕｍｏｎｔ 等［４］ 探讨了英国海洋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生态补偿问题，认为采用经济学评估方法，通过最佳分配有限的管理资源和提升管理者对海洋

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来推动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工作。 Ｓｔｅｖｅｎ［５］ 以博内尔岛国家海洋公园为

案例，探讨了将使用者付费作为对海洋保护区可持续发展生态补偿的资金来源机制，确定了使用者付费的支

付意愿范围。
我国关于海洋生态补偿也开展了一些探索性研究。 韩秋影等［６］ 分析了海洋生态补偿的利益相关者、补

偿强度和补偿途径 ３ 个基本问题，提出了海洋生态补偿的未来研究方向是海洋生态资源价值评估等。 丘君

等［７］提出应根据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变化及其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界定补偿主体和补偿对象，补偿途径

应以财政转移支付和环境资源税费为主，遵循理论计算值与现有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制定补偿标准，并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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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渤海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初步设想。 李京梅和刘铁鹰［８］ 针对填海造地造成的资源和生态环境损失，对
其外部生态成本补偿的关键点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补偿的标准应以被填海域资源和生态环境损失成本为依

据。 李睿倩和孟范平［９］通过能值分析方法核算填海造陆造成的海湾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损失，认为现有的生

态补偿评估方法不能全面反映填海造地对海湾生态系统造成的影响，低估了损失的总价值。 曲艳敏等［１０］ 阐

述了海洋生态补偿的内涵和我国海洋生态补偿的发展现状，指出应当建立健全海洋生态补偿政策法律体系和

完善海洋生态补偿的管理体制。 饶欢欢等［１１］建立了海洋工程生态损害评估框架和生态损害补偿标准估算模

型，并运用于厦门杏林跨海大桥的案例研究。
总体来看，国内外关于海洋生态补偿的研究侧重于从宏观角度考虑海洋生态补偿的实施问题，并对补偿

的主体和对象、补偿途径和补偿资金的筹集渠道等方面进行探讨，但对于海洋生态补偿中补偿资金的核算、补
偿标准的确定和补偿的范围、期限等关键问题，尚缺乏深入研究。

海洋生态补偿是一种防止海洋生态破坏、增强和促进海洋生态系统良性发展的环境政策，是用海者履行

海洋资源有偿使用责任，对因开发利用海洋资源造成的海洋生态价值损失进行的货币化补偿。 ２００９ 年山东

省首开海洋生态损害补偿赔偿制度先河，在全国率先发布了地方标准《山东省海洋生态损害赔偿和损失补偿

评估方法》（ＤＢ３７ ／ Ｔ １４４８—２００９），又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出台了《山东省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费和损失补偿费管理

暂行办法》，提出“凡用海，必补偿”的原则。 截至 ２０１４ 年底，该标准已实施 ４ 年，期间山东省共审批了近 ４００
个用海建设项目，其中 ２９５ 个项目缴纳了生态补偿资金，累计征收 ４．２２ 亿元，平均每公顷用海生态补偿资金

为 ３．３４ 万元，为保护山东海洋生态环境和处罚破坏海洋生态环境行为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 然而，在实施

过程中发现，上述标准由于未将重要的海洋生态服务价值损失和邻近影响海域的生态价值损失纳入核算范

围，只考虑了占用海域的海洋生物资源价值损失，导致目前政府所征收的生态补偿资金数额普遍偏低。 另外，
该标准所规定的评估范围、方法和参数已经滞后于技术的发展和海洋管理的需求，迫切需要尽快修订，并与

２０１４ 年修订通过的《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ＧＢ ／ Ｔ １９４８５—２０１４）相衔接，才能满足党中央实施海

洋生态文明建设、党政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离任审计等有关法规和政策的新

要求。
本文基于海洋生态资本理论、生态损失补偿理论，建立了一种新的用海建设项目海洋生态损失补偿评估

方法体系，针对 ２０１６ 年山东省 ５ 个典型用海项目，核算了其需要缴纳的海洋生态补偿资金，并与旧标准的评

估结果进行了对比。 本评估方法可为国家和地方海洋主管部门的生态补偿核算、环评审批和发放许可证提供

科学基础，对我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和海洋经济绿色发展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１　 用海建设项目海洋生态损失补偿评估体系及其结构要素

基于快速化、定量化和差别化补偿评估原则，本文建立了用海建设项目海洋生态损失补偿评估体系（图
１），并编制了山东近海海域生态资本价值基准值表、生态损害系数表以及补偿系数表，用以快速、定量评估用

海项目的海洋生态损失补偿。 该评估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关键指标和结构要素。
１．１　 受损海域的生态价值基准值确定

海洋生态价值基准值包括海洋生物资源价值基准值和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基准值。 把山东海域按 ７
个沿海地市划分为 ９ 个评价单元（图 ２）。 滨州、东营、潍坊、威海、青岛和日照等 ６ 个评价海区按照行政管辖

海域划分。 烟台海区划分为 ３ 个评价海区：（１）烟台一区包括莱州、招远和龙口的管辖海域；（２）烟台二区包

括蓬莱、长岛、开发区、芝罘区、莱山区和牟平区的管辖海域。 蓬莱和长岛海区处于黄海和渤海分界线上，但是

它们的生态特征更接近黄海，因此与烟台开发区、芝罘区、莱山区和牟平区一起划为烟台二区；（３）烟台三区

包括莱西和海阳的管辖海域，位于山东半岛南岸近海，处于威海海区和青岛海区之间。 基于国家标准《海洋

生态资本评估技术导则》（ＧＢ ／ Ｔ ２８０５８—２０１１），评估了 ２０１３ 年山东近海生物资源价值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进行空间插值叠加，绘制其空间分布图，并计算其平均分布密度（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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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用海建设项目海洋生态损失补偿评估体系

Ｆｉｇ．１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ｏｓ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ｍａｒｉｎ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图 ２　 山东近海生态价值评估范围

Ｆｉｇ．２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表 １ 中取 ９ 个海区生物资源价值的平均分布密度作为海洋生物资源价值的基准值（表 ２）。 但是，由于表

１ 中 ９ 个海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平均分布密度存在较大地区差，考虑到方便实际操作中生态补偿标准的施

行，需要做适当科学调整以减少地区差。 表 １ 中山东 ９ 个海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平均分布密度，最小值为

１．６０００，最大值为 ７．６１００。 最小值保持不变，仍取 １．６０００；将最大值减少到原来的 １ ／ ３，调整为 ２．５３００；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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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值和最大值的差距从原来的 ６．０１００ 缩小到 ０．９３００。 然后，各海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基准值（Ｘ）按下式

调整，调整后 ９ 个海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基准值取值见表 ２。
Ｘ＝（某海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平均分布密度－１．６０００） ／ （７．６１００－１．６０００）×０．９３００＋１．６０００

表 １　 山东 ９ 个海区生态价值及其平均分布密度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ｉｎｅ ｓｅａ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评价海区
Ｓｅａ ａｒｅａ

面积 ／ ｈｍ２

Ａｒｅａ

生物资源价值 ／ 万元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ｌｉｖｉ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生物资源价值平均

分布密度 ／ （万元 ／ ｈｍ２）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ｌｉｖｉ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ｖａｌｕｅ

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 ／ 亿元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平均分布

密度 ／ （万元 ｈｍ－２ ａ－１）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ｖａｌｕｅ

滨州海区 １４４０７１ ７００ ０．００５０ ４３．８９ ３．０５００

东营海区 ６４４０３４ ５１００ ０．００８０ １２３．２１ １．９１００

潍坊海区 １７８１０４ ２１００ ０．０１２０ ２８．５５ １．６０００

烟台一区 ３４０４８２ ４５００ ０．０１３０ ６８．２０ ２．００００

烟台二区 ６１８８０７ １２３００ ０．０２００ ３０１．９６ ４．８８００

烟台三区 ２１８４１４ ６６００ ０．０３００ ５５．５９ ２．５４００

威海海区 ９９７０１１ ４２５００ ０．０４３０ ４０２．９２ ４．０４００

青岛海区 １１９６５５０ ２０１００ ０．０１７０ ９１０．４９ ７．６１００

日照海区 ３９９３３１ ３０００ ０．００７０ １９３．９５ ４．８６００

表 ２　 山东近海海洋生态价值基准值

Ｔａｂｌｅ ２　 Ｂａｓ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评价海区
Ｓｅａ ａｒｅａ

海洋生物资源

基准值 ／ （万元 ／ ｈｍ２）
Ｂａｓ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ｌｉｖｉ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海洋生态系统服务

基准值 ／ （万元 ｈｍ－２ ａ－１）
Ｂａｓ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评价海区
Ｓｅａ ａｒｅａ

海洋生物资源

基准值 ／ （万元 ／ ｈｍ２）
Ｂａｓ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ｌｉｖｉ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海洋生态系统服务

基准值 ／ （万元 ｈｍ－２ ａ－１）
Ｂａｓ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滨州海区 ０．００５０ １．８２００ 烟台三区 ０．０３００ １．７５００

东营海区 ０．００８０ １．６５００ 威海海区 ０．０４３０ １．９８００

潍坊海区 ０．０１２０ １．６０００ 青岛海区 ０．０１７０ ２．５３００

烟台一区 ０．０１３０ １．６６００ 日照海区 ０．００７０ ２．１０００

烟台二区 ０．０２００ ２．１１００

１．２　 用海建设项目生态损害系数确定

海洋生态损害系数定量表征用海项目对海洋生态系统整体及其要素的损害程度，包括生物资源损害系数

和生态系统服务损害系数。 海洋生态系统包括 ３ 个结构要素：生物群落、水体和表层海底。 生态损害系数由

生物群落、水体、表层海底三者的权重及其损害程度通过加权求和得到。 设计调查问卷，采用德尔菲法，组织

海洋生态、渔业、水动力、地质地貌、海洋环评、海域使用论证等不同专业领域的专家 ３０ 人，分 ４ 次进行圆桌式

面对面讨论，解释疑问，基于专家共识原则整体把握海洋生态损害程度；之后专家根据用海建设项目在施工

期、使用期（不同建设项目习惯称为使用期、运营期或恢复期）对工程占用海域、邻近影响海域的水动力、水
质、沉积物、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底栖生物、游泳生物和鱼卵仔稚鱼等结构要素的损害程度及权重进行独立打

分。 综合每个生态系统结构要素的权重和损害程度的得分，再进行一致性检验，得到不同的生态损害系数，见
表 ３—表 ６。
１．２．１　 用海建设项目施工期和使用期占用海域的生态损害系数确定

根据用海建设项目生态损害作用方式、损害对象和损害程度等指标，提出评估海洋生态损失的海域占用

８８８６ 　 生　 态　 学　 报　 　 　 ３７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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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分类体系（划分为 １１ 类），确定出不同占用方式对施工期和使用期用海建设项目占用海域的生态损害系

数（表 ３）。

表 ３　 施工期和使用期建设项目占用海域生态损害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ｓｅａ ａｒｅ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占用方式
Ｕｓｅ ｍａｎｎｅｒ

时期
Ｐｅｒｉｏｄ

生物资源
损害系数

Ｄａｍａｇ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ｌｉｖｉ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生态系统服务
损害系数

Ｄａｍａｇ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填海（指从海底到海面占用海域，例如填海造地、海堤、桥墩、基桩、
人工岛等） 施工期 １．００ １．００

Ｒ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 ｔｏ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ｃｃｕｐｉｅｄ ａｒｅａ，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ｌａｎｄ ｒ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ａｗａｌｌ， ｐｉｅｒ， ｐｉｌｅ，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ｓｌａｎｄ ｅｔｃ） 使用期 １．００ １．００

排水口与港池泊位建设（港池内水域、泊位前回旋水域） 施工期 ０．２９ ０．４０

Ｄｒａｉｎ 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ａｒｂｏｒ ｂａｓｉｎ （Ｈａｒｂｏｕｒ Ｂａｓｉｎ，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
ｓ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ｒｔｈ） 运营期 ０．１８ ０．２１

航道建设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施工期 ０．２９ ０．４０

恢复期 ０．０３ ０．１０

潜坝建设 Ｌａｔｅｎｔ ｄａｍ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施工期 ０．２１ ０．３４

使用期 ０．１４ ０．３１

海砂开采与航道清淤 施工期 ０．２８ ０．３１

Ｓｅａ ｓａｎｄ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ｄｒｅｄｇｉｎｇ 恢复期 ０．０３ ０．１０

海底管线开挖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 施工期 ０．１４ ０．２６

恢复期 ０．０１ ０．０９

筑池晒盐 Ｐｏｏｌ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Ｓａｉ ｓａｌｔ 施工期 ０．１３ ０．２０

运营期 ０．５３ ０．０６

人工增殖渔礁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ｆｉｓｈｉｎｇ ｒｅｅｆ 施工期 ０．０９ ０．１３

使用期 ０．０６ ０．０５

人工构筑物的透水部分 （如跨海桥梁、栈桥、高脚屋、桩基平台等设
施的透水部分，不含基桩、桥墩） 施工期 ０．１０ ０．１２

Ｐｅｒｍｅａｂｌｅ ｐａｒｔ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Ｐｅｒｍｅａｂｌｅ ｐａｒｔ ｏｆ
ｓｅａ⁃ｃｒｏｓｓｉｎｇ ｂｒｉｄｇｅｓ， ｔｒｅｓｔｌｅ ｂｒｉｄｇｅ， ｔａｌｌ ｈｏｕｓｅｓ， ｐｉｌ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ｎｏｔ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ｉｌｅ ａｎｄ ｐｉｅｒ）

使用期 ０．０７ ０．１０

浴场与游乐场 Ｂａｔｈｉｎｇ ｂｅａｃｈ ａｎｄ ａｍｕｓｅｍｅｎｔ ｐａｒｋ 施工期 ０．０２ ０．０２

运营期 ０．０５ ０．０６

取水 Ｗａｔｅｒ ｉｎｔａｋｉｎｇ 施工期 ０．０１ ０．０２

使用期 ０．０２ ０．３０

１．２．２　 用海建设项目施工期邻近影响海域的生态损害系数确定

围填海工程在施工期对环境的主要影响方式是悬浮泥沙排放。 因此，施工期对邻近影响海域的特征性影

响要素是悬浮泥沙。 在评估体系中，根据悬浮泥沙增加量的变化幅度确定对施工期邻近影响海域的生态损害

程度。 设计 ３ 个变化幅度，对应不同的生态损害系数（表 ４）。

表 ４　 施工期用海建设项目邻近影响海域生态损害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ａｒｂｙ ｓｅａ ａｒｅ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影响因素
Ｆａｃｔｏｒｓ

变化幅度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生物资源损害系数
Ｄａｍａｇ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ｌｉｖｉ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生态系统服务损害系数
Ｄａｍａｇ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悬浮泥沙增加量（Ｓ） １０ ｍｇ ／ Ｌ＜Ｓ≤１００ ｍｇ ／ Ｌ ０．０６ ０．１０

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１００ ｍｇ ／ Ｌ＜Ｓ≤１５０ ｍｇ ／ Ｌ ０．３２ ０．２９

Ｓ＞１５０ ｍｇ ／ Ｌ ０．４４ ０．４０

９８８６　 ２０ 期 　 　 　 郝林华　 等：用海建设项目海洋生态损失补偿评估方法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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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　 用海建设项目使用期邻近影响海域的生态损害系数确定

使用期邻近海域的特征性影响要素主要是潮流改变、局部冲刷或淤积。 潮流明显改变或局部冲刷或淤积

都会造成某种程度的生态破坏。 参照国家标准《海湾围填海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ＧＢ ／ Ｔ ２９７２６—
２０１３）中的水动力评价指标，分别根据生态敏感区特征点最大潮流速改变量或者潮流速改变率、年冲刷减少

量、年淤积增加量 ３ 个特征性要素的变化幅度确定使用期邻近影响海域的生态损害程度。 设计了若干个变化

幅度，对应不同的生态损害系数（表 ５）。

表 ５　 使用期用海建设项目邻近影响海域生态损害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５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ａｒｂｙ ｓｅａ ａｒｅ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影响因素
Ｆａｃｔｏｒｓ

变化幅度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生物资源损害系数
Ｄａｍａｇ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ｌｉｖｉ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生态系统服务损害系数
Ｄａｍａｇ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最大潮流速改变量（Ｖ）
或者最大潮流速改变率（Ｖｘ）

１０ ｃｍ ／ ｓ＜Ｖ≤２０ ｃｍ ／ ｓ
或 ２０％＜Ｖｘ≤４０％ ０．１０ ０．１５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ｔｉｄａｌ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ｃｈａｎｇｅ（Ｖ）ｏｒ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Ｖｘ）

２０ ｃｍ ／ ｓ＜Ｖ≤３０ ｃｍ ／ ｓ
或 ４０％＜Ｖｘ≤６０％ ０．１５ ０．２１

Ｖ＞３０ ｃｍ ／ ｓ
或 Ｖｘ＞６０％ ０．２２ ０．２８

年冲刷减少量（Ｅ） ５ ｃｍ ／ ａ＜Ｅ≤１０ ｃｍ ／ ａ ０．１０ ０．０３

Ａｎｎｕａｌ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１０ ｃｍ ／ ａ＜Ｅ≤２０ ｃｍ ／ ａ ０．１２ ０．０４

２０ ｃｍ ／ ａ＜Ｅ≤３０ ｃｍ ／ ａ ０．１６ ０．０５

Ｅ＞３０ ｃｍ ／ ａ ０．２１ ０．０７

年淤积增加量（Ｄ） １０ ｃｍ ／ ａ＜Ｄ≤２０ ｃｍ ／ ａ ０．１０ ０．０６

Ａｎｎｕａｌ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２０ ｃｍ ／ ａ＜Ｄ≤３０ ｃｍ ／ ａ ０．１２ ０．０８

Ｄ＞３０ ｃｍ ／ ａ ０．１５ ０．１１

１．２．４　 温排水占用方式使用期的生态损害系数确定

滨海热（核）电厂建设项目充分利用大量海水作为冷却用水，冷却水把热（核）电厂产生的巨大热能传递

到附近海域，致使水温升高，产生热污染。 温升主要导致海洋生物死亡，水体和底栖生态破坏。 对于温排水占

用方式的用海项目，海上施工期较短，占用海域很小，可不考虑施工期生态损害，主要考虑使用期的生态损害。
根据徐晓群等［１２］研究，浮游动物 ４８ ｈ 平均半致死温度为温升 １３℃，温升 ７℃以内影响轻微；根据国标《海水质

量标准》，一类和二类温升标准≤１℃（夏季）、≤２℃（春季、秋季、冬季），三类和四类温升标准≤４℃。 设计 ５
个温升变化幅度，对应使用期不同的生态损害系数（表 ６）。

表 ６　 电厂取水用海项目使用期的生态损害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６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ｆｏｒ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ｉｎｔａｋｅ ｓｅａｗａｔｅ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温升幅度（Ｔ） ／ ℃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ａｎｇｅ

生物资源损害系数
Ｄａｍａｇ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ｌｉｖｉ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生态系统服务损害系数
Ｄａｍａｇ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１＜Ｔ≤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２＜Ｔ≤４ ０．１２ ０．１４

４＜Ｔ≤７ ０．２０ ０．２５

７＜Ｔ≤１３ ０．２７ ０．３４

Ｔ＞１３ ０．３７ ０．４５

１．３　 用海建设项目生态补偿系数确定

生态补偿系数包括基准补偿系数、政策调整补偿系数和附加补偿系数，三者之和为综合补偿系数。 通过

建立差别化的生态补偿系数，实行不同产业差别化的生态补偿政策，以期推动海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转向绿

色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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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１　 用海建设项目基准生态补偿系数确定

根据用海建设项目所属产业的集中度、发展程度、利润水平和就业岗位提供等经济社会指标，考虑反映企

业经济状况的偿债能力、资金周转能力、盈利能力和反映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贡献指标，借助于层次分析法、
专家打分法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使用 Ｖａｇｕｅ 值相似度方法最终确定出基准补偿系数（表 ７）。 不同产业类型

根据国标《海洋及相关产业分类》ＧＢ ／ Ｔ ２０７９４—２００６）来确定，样本企业选择各产业的上市公司和龙头企业。
这里，商业与服务业用海指围填海后进行城镇和商业设施建设，其他经营用海指其他非海洋产业的经营性用

海，公益用海指主要提供公共服务的非经营性用海项目，如科研、教育、科普宣传、防灾、救援、航行保障和军事

等用海。

表 ７　 不同产业类型用海建设项目的基准补偿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７　 Ｂａｓｅ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ｙｐｅｓ

产业类型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ｙｐｅｓ

基准补偿系数值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ｂａｓｅ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产业类型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ｙｐｅｓ

基准补偿系数值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ｂａｓｅ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海洋渔业用海 Ｍａｒｉｎｅ Ｆｉｓｈｅｒｙ ０．２０ 海洋船舶工业用海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０．２０

海洋油气业用海
Ｍａｒｉｎｅ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０．３５ 海洋工程建筑业用海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０．３５

海洋矿业用海
Ｍａｒｉｎｅ ｍｉｎｉｎｇ ０．１５ 海洋交通运输业用海

Ｍａｒｉｎ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０．３５

海洋盐业用海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ａｌｔ ｍａｋｉｎｇ ０．２５ 滨海旅游用海

Ｍａｒｉｎｅ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ｔｏｕｒｉｓｍ ０．３０

海洋化工业用海
Ｍａｒｉｎ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０．２０ 商业与服务业用海

Ｍａｒｉｎ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０．３５

海洋生物医药业用海
Ｍａｒｉｎｅ ｂｉ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０．１５ 海洋能开发用海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０．２５

海洋电力业用海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０．３５ 其他经营用海

Ｏｔｈ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０．３５

海水利用业用海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ｅａｗａｔｅｒ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０．２０ 公益用海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ｗｅｌｆａｒｅ ０．２５

１．３．２　 用海建设项目政策调整补偿系数和附加补偿系数确定

考虑用海建设项目是否符合山东产业政策和是否影响海洋生态敏感区，确定政策调整补偿系数和附加补

偿系数。 用海建设项目的建设内容属于现行有效的《山东省海洋产业发展指导目录》中“鼓励”类，政策调整

系数取－０．１；如属于该《目录》中“限制”类，政策调整系数取 ０；如属于该《目录》中“淘汰”类，政策调整系数取

０．１；如不在该《目录》中，政策调整系数取 ０．１；对于公益性用海项目和主要提供公共服务的非经营性项目，按
照鼓励类对待，其政策调整系数取－０．１。

生态敏感区主要指国家级和省级海洋自然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海洋特别保护区、《山东省海洋

生态红线》中其他海域、国家一类和二类保护物种分布区、《中国物种红色名录》中其他物种分布区、以及省级

及以上政府部门批准的其他保护物种的分布区等（表 ８）。 用海建设项目的占用海域或邻近影响海域范围内

如果存在上述生态敏感区，在计算该受损生态敏感区生态损失的补偿资金时，其附加补偿系数按照表 ８ 取值；
如果不存在，则附加补偿系数取 ０。
１．４　 受损海域范围确定

受损海域是指出现生态破坏的海域，包括用海建设项目的占用海域和邻近影响海域。 可把项目申请用海

的海域范围确定为用海建设项目的占用海域。 用海建设项目施工期的邻近影响海域范围，可根据悬浮泥沙增

加量的最大包络线范围确定，并绘制不同变化幅度的海域分布图；使用期的邻近影响海域范围主要根据环评

报告中预测的水动力环境和冲淤环境显著改变的空间范围和影响程度综合确定，可根据特征点最大潮流速改

变量或者改变率、冲刷减少量或淤积增加量的最大包络线范围分别确定不同变化幅度的影响范围。 温排水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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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方式的用海项目邻近影响海域范围可根据温升幅度的最大包络线确定，并绘制不同温升幅度的海域分

布图。

表 ８　 附加补偿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８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海域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分区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附加补偿系数值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ｅｎｓｓ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ｉｎ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核心区与缓冲区 １．００

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ｅｓｅｒｖｅ 核心区 ０．８０

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ｅ 重点保护区 ０．７０

省级海洋自然保护区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ｍａｒｉｎ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核心区与缓冲区 ０．６５

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ｅｓｅｒｖｅ 核心区 ０．６０

省级海洋特别保护区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ｅ 重点保护区 ０．５５

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ｉｎ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实验区 ０．５０

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ｅｓｅｒｖｅ 实验区 ０．４５

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ｅ

适度利用区、生态与资源恢复
区、预留区

０．４０

国家保护物种分布区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一类、二类保护物种分布区 ０．４０

省级海洋自然保护区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ｍａｒｉｎ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实验区 ０．３５

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ｅｓｅｒｖｅ 实验区 ０．３０

省级海洋特别保护区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ｅ 其他海域 ０．２５

《山东省海洋生态红线》中其他海域
Ｏｔｈｅｒｓｉｎ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ｄ ｌｉｎｅ ａｒｅａ

国家级和省级保护区除外，国家
一类、二类保护物种除外

０．２０

《中国物种红色名录》中其他物种的分布区
Ｏｔｈｅ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ｄ Ｌｉｓ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ｐｅｃｉｅｓ

国家一类、二类保护物种除外国
家级和省级保护区除外， ０．２０

省级及以上政府部门批准的其他保护物种的分布区
Ａｐｐｒｏｖｅ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ｂｙ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国家一类、二类保护物种除外国
家级和省级保护区除外， ０．２０

１．５　 损害期限确定

在评估体系中，海洋生物资源损失，定为一次性损失；而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损失，每年产生，按年核

算，因此计算其损失时要乘以损害期限。 损害期限包括施工期和使用期。 施工期占用海域和邻近影响海域的

损害期限按实际施工年限计算；使用期占用海域的损害期限等于用海建设项目拟申请或者批准用海年限扣除

施工年限，使用期邻近影响海域的损害期限规定按 ５ａ 计算。 对于海砂开采、航道建设与清淤、海底管线开挖

等占用方式，使用期邻近影响海域的损害期限取两年。 对于温排水占用方式，使用期邻近影响海域的损害期

限按设计排水期限计算。

２　 用海建设项目海洋生态损失补偿评估方法应用研究

本文选取了 ２０１６ 年山东海域 ５ 个典型用海建设项目，按照本评估方法进行了海洋生态损失补偿资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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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由于篇幅关系，具体核算过程不详细展开），并同旧标准所评估的结果分别进行对比（表 ９）。 这 ５ 个案

例分别是莱州港航道建设工程项目、青岛港董家口港区大唐码头（二期）工程项目、莱州电厂用海项目、日照

渔港用海项目和东营广利海堤用海项目。

表 ９　 ２０１６ 年山东海域 ５ 个典型用海项目的海洋生态损失补偿资金核算

Ｔａｂｌｅ ９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ｄ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ｏｓｓ ｆｏｒ ５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用海建设项目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占用方式和用海面积
Ｕｓｅ ｍａｎｎｅｒ ａｎｄ ａｒｅａ

按本评估方法核算
应缴纳的生态
补偿资金 ／ 万元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ｄ

按旧标准核算应
缴纳的生态补偿

资金 ／ 万元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ｄ

本方法核算的生态
补偿资金 ／ 旧标准核算

的生态补偿资金
Ｒａｔｉｏ

莱州港航道建设工程 开挖航道 ５４００ ｈｍ２ ３１９２ ２４６１ １．３０

青岛港董家口港区大唐码头（二
期）工程

填海 ２３．８４４２ ｈｍ２，
新建港池 ６２．０４２６ ｈｍ２ １３１７ ５００ ２．６３

莱州电厂用海项目

建设码头、港池、取水、
温排水；填海 ８ ｈｍ２，
建设排水口 ２ ｈｍ２

１１１２ ２００ ５．５６

日照渔港用海项目
码头（填海）１１．０６１６ ｈｍ２，
防波堤（填海）３．０９２５ ｈｍ２ ３９４ １０５ ３．７５

东营广利海堤用海项目
海堤（填海）４３．８９９７ ｈｍ２，
潜坝建设 ９．４０８９ ｈｍ２ ２７７０ ６４５ ４．２９

由表 ９ 可以看出，按照本评估方法核算用海建设项目的生态补偿资金，相比按照旧标准核算需要缴纳的

补偿金额会有不同程度地增加，大致是原来的 １—６ 倍。 这会导致用海企业需要缴纳的生态补偿资金占总投

资额的比重有所提高，也就是说企业的用海成本增加了，这将有利于用海企业增强资源有偿使用意识，引导企

业理性用海，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利于海洋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用海效率。

３　 结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系列海洋生态文明制

度相继在全国落地生根。 建立海洋生态补偿机制是调整海洋开发与海洋生态保护关系，促进海洋资源集约利

用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也是长远之策。 本文所建立的用海建设项目海洋生态损失补偿评估方法

体系，是对山东省旧的补偿标准的更新和完善，也体现了对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战略

布局的积极响应与实践。
首先，基于快速化、定量化和差别化补偿评估原则，本方法编制了山东近海海域生态价值基准值表和生态

损害系数表，在调整受损海域的生态价值基准值基础上，用以快速、定量评估用海建设项目的海洋生态损失。
在此基础上，加入了创新性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补偿系数的概念，即在充分考虑企业的经济能力和支付意愿的

基础上，利用补偿系数对企业需要缴纳的补偿资金进行调整。
在生态补偿资金的核算方面，根据本评估方法，在确定申请用海所在的海区位置之后，可以快速查出申请

用海建设项目的基准海洋生态价值；再根据用海的占用方式、产业类型等因素采用生态损害系数和补偿系数

对基准生态价值进行调整，核算出用海企业最终需要缴纳的生态补偿资金，可谓标准统一，核算迅速。 在执行

的可行性方面，补偿资金的核算充分考虑了用海企业支付能力，利用补偿系数对生态补偿资金进行调整，保证

了补偿资金的征收在企业的支付能力之内，从而保证了征收的可执行性。 因此，本评估方法使得生态补偿资

金在核算的便利性和执行的可行性两方面的效率明显提高。
通过上述案例研究，可以看到按照本评估方法所核算的用海项目生态补偿资金相比旧标准会有不同程度

地提高。 生态补偿资金的上涨对企业盈利将产生一定的压力，这将有利于用海企业增强资源有偿使用意识，
引导企业理性用海，有利于进一步优化配置海洋资源。 值得一提的是，本评估方法并不是单纯地提高生态补

偿资金的征收额度，而是更加全面地考虑了受影响海域的生态脆弱性、企业的投资意愿、政府对海洋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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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导向等因素，对用海建设项目造成的海洋生态损失进行差别化补偿，使得海洋生态补偿标准的评估结

果更加科学合理。
目前，本评估方法已经被新发布的山东省地方标准《用海建设项目海洋生态损失补偿评估技术导则》

（ＤＢ３７ ／ Ｔ １４４８—２０１５））吸收采用，成为新出台的《山东省海洋生态补偿管理办法》的配套技术文件。 本方法

紧密切合国家和山东省海洋生态文明建设需求，可为海洋管理部门的生态资本核算、生态补偿核算、环评审批

和发放许可证提供科学基础，对我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和海洋经济绿色发展以及生态补偿制度实施具有积极

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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