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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将 自然资源价值量核算理论应用于海洋滩涂资源的价值量核算
,

并对海洋滩涂资源

价值量的理论基础
,

价值量形成及其计算方法进行了研究
。

首次提出了海洋滩涂资源作为特殊的

土地不仅应有实在的价值量
,

而且滩涂的性质不同
,

应用方向不同
,

则价值量各异
。

本文还进行了

实例计算
。

关健词 滩涂资源 价值量 核算

1 滩涂资源价值量评价的理论与方法

海洋滩涂属 自然资源范畴
,

对 自然资源

价值量 的评价是一个新的事物
,

是随着人类

对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需求的 日趋扩

大
,

而存在于地球空 间的资源就人类开发能

力而言却相对有限这一前提下被提出来的
。

但是
,

作为一个命题
,

早在马克思研究资本主

义地租理论时就将瀑布
、

土地等 自然生产要

素的价值价格间题提了出来
,

尽管主要涉及

的是土地的使用权
。

马克思认为
: “

真正的出

租是为了使用土地本身而支付的
,

不管这种

土地是处于 自然状态
,

还是 已被开 垦
” 。 ¹ 也

就是说无论是 自然状态
,

还是 已被开垦的土

地
,

都可以收取地租
。

地租是使用权的象征
,

所有权才是价值量的表现
。

对滩涂资源来说
,

海洋滩涂溶和了海陆

双重性
,

其具有的向陆性使其可 以作为独特

的陆地
。

马克思指出
: “

土地 (在经济学上也包

括水 )最初 以食物
、

现成的生活资料供给人

类
,

它未经人的协助
,

就作为人类劳动的一般

对象而存在
。 ”

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认为
: “

土

地是指大自然为了帮助人类在陆地
、

海上
、

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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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

光和热各方面所赠与 的物质和力量
。 ”

海

洋是广义土地概念的一种存在形式
。

作为自

然资源 的
、

一种存在形式
,

同样具有
:

¹ 天然

性
,

海陆天然的相互作用而形成
; º 有用性

,

其赋存的空间资源
、

生物资源
、

化学资源等天

然产出或经人类适度开发可以为人类提供食

物
、

工业原料等
,

以及众多生命的生存空间
;

» 有限性及稀缺性
,

海洋滩涂资源在历史的

长河中呈动态平衡状态
,

在运动中保持其量

的一定
,

同时在空 间分布及其赋存的资源方

面也呈动态平衡
。

过度开发使用会破坏其再

生性的平衡而遭破坏或趋向耗尽或崩溃
。

海

洋滩涂资源的资源类型是其他空间的资源类

型所无法比拟的
,

特别是作为独特的生态系

存在是其稀缺性的典型表现 ; ¼可用货币计

量
,

这是由其有限性决定的
。

价格是价值的货

币表现
。

马克思认为
: “
必须牢牢记住

,

那些本

身没有任何价值⋯⋯的东西的价格
,

可以由

一系列非常偶然的情况来决定
。

要 出售一件

东西
,

唯一需要的是
,

它可以 被独占
,

并且可

以让渡
。 ”
滩涂资源的开发利用尤其表现为排

他占有
,

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生态功能使其

在全球生态圈中功不可磨
,

特别是当今世界

各国极度重视环境与资源问题
,

滩涂资源的

重要性更为突出
。

滩涂资源本身的价格或价

值就是资本化了的该资源地租
,

按照地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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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即表现为地价
。

马克 思在论述地租理论时

指出
: “

凡是自然力能被垄断并保证使用它的

产业家得到超额利润的地方 (不论是瀑布
、

是

富饶的矿山
、

是盛产鱼类的水域
,

还是位置有

利的建设地段 )
,

那些因对一部分土地享有权

利而成为这种 自然物所有者的人
,

就会以地

租形式从执行职能的资本那里把这些超额利

润夺走
。 ”

因此
,

价值就以价格的形式表现 出

来
。

作为 自然物的滩涂
,

未施加物化劳动之

前的价值只是一种形式上的价格
,

不是价格

真正的本义
。

确定滩涂资源地价不能以价值

为基础
,

而转化为以收益为基础
,

根据对其使

用的绝对收益和级差收益
,

按社会平均资本

利润率还原本金的价格来确定滩涂资源的地

价
。

滩涂资源价值量的理论公式如下
:

尸一 P l

+ P
:

(1 )

其中
: p 为滩涂资源价值总量

; 尸 ,

为滩涂资

源本身价值量
; 尸

:

为滩涂资源被施加人类劳

动投入产生的价值量
。

假设 R 。

为未经人类劳动投入天然产生

的收益
, a
为等级系数

,

如宜盐滩涂
、

宜养滩

涂
、

宜种植滩涂等
,

亦包括不同产品产出质量

等因素形成的收益差别
, i 为社会资本平均

利润率
,

则

P
l
= a R O

/ i (2 )

同理推导
:

尸
2
一凡 /i (3)

R ,

为人类劳动投入所产生的收益增值部分
。

通过以上 (1 )
,

(2 )
,

(3 )式得到

P = P l

+ P
Z
= (a R

。

+ R l
) / i (4 )

(4 )式将价值量计算转化为收益计算及还原

利率选择间题
。

在实际核算过程中
,

我们无法

分解出 R 。

和 R , ,

而表现为资源开 发所获净

效益
,

故 (4 )式又可以表达为

尸一 A /i (5 )

A 为滩涂资源年净收益
,

这里 A 一 a R 。

+ R l 。

(5) 式即为收益还原法的基本理论公式
。

1
.

1 收益还原法

(1) 计算净收益 (A )的基本思路及公式
:

净收益 一单位 (或全部 )面积年产值一成本一

税金一投资机会成本

单位 (或全部 )面积产值一产品销售收入一养

殖面积

投资机会成本一单位面积投入成本 x 现行银

行利率

单位面积成本一生产性物质费用支出 + 劳动

力费用支出

(2) 滩涂价格计算公式
:

¹ 海水养殖利用滩涂计算公式

单位面积收益 ~ 〔销售收入一生产性支出一

税费一 (生产性支出 x 平均利率 )」一养殖面
’

积 ( I )

单位面积收益一 (平均售价一单位成本一单

位产量投资机会成本 ) x 平均单产 ( l )

单位面积价格一单位面积收益一还原利率

º 盐田利用滩涂计算公式

单位面积价格一单位面积收益 一还原利率

( I ’ )

单位面积收益一 (盐税+ 利润 ) 一盐田面积

一净产值一盐田面积 或

单位面积价格一平均单产一 (平均售价一平

均成本 ) 令还原利率 ( I ’ )

(3 )收益还原率 (i )的选择
:

从理论上讲
, i 是货币的价格

,

即货币作

为一种投资应获得的收益率
。

考虑滩涂资源

开发的风险性特点
,

选择现行银行利率作为

计算其价值量的收益还原法的还原利率是适

宜的
,

因为现行银行利率包括通货膨胀因素

和风险因素等
。

在具体计算中一般采用当年

的银行利率
。

L Z 收益倍数法

收益倍数法是 由收益还原法派生 出来

的
,

并且比还原法计算更为简便
。

在土地价值

计算中常采用此法
,

即将土地的年总收益 (即

总产值 )乘上一定的倍数而得出土地价值
。

我

国《土地法》对此做了明确规定
: “

第 27 条
:

征

用耕地的补偿费
,

为该耕地被征用前 3 年平

均年产值的 3一 6 倍
。

征用其他土地的补偿费

标准
,

由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参照征用耕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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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费标准规定
。

第 28 条
:

⋯⋯安置补助费

为被征用前 3 年平均亩年产值的 2一 3 倍
,

最

高不得超过被征用前 3 年平均年产值的 10

倍
。

第 29 条
:

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费的总和不

得超过 土地被 征用 前 3 年平均 产值的 20

倍
。 ”

本文一开始 已确认滩涂是特殊的土地
,

在生态系中据独特的地位
,

因此
,

在用收益倍

数法计算其价值时
,

不能仅考虑其物质产出

的收益
,

还应考虑其生态效益
。

作为脆弱的生

态区位
,

其收益还远不如土地收益稳定
,

而其

恢复又要 比土地的复垦
、

复种艰难得多
。

滩涂

资源是由其特殊地理因素和生物多样性决定

的
,

二者任何一项遭到破坏都直接影响滩涂

资源的存在形式
。

因此
,

在使用收益倍数法时

不能生般硬套土地的计算方法
。

其倍数选择

在下面核算实例中讨论
。

收益倍数法的计算公式为
:

总价值量 ~ 全部年销售收入 x 倍数

单位面积价格一全部年销售收入 x 倍数

令养殖面积

2 核算实例

我 国有浅 海滩涂资源 总 面积 1 4 6 0 万

hm
Z ,

其中滩涂面积 22 0 万 h m
“ 。

根据多年的

有关调查结果统计
,

其有宜于进行水产养殖

的浅海滩涂 67 万 h m
Z ,

宜盐土地和滩涂 84

万 h m
“ 。

目前
,

在我国沿海浅海滩涂资源开发

利用形成产业化生产的只有海水养殖业和晒

盐业
。

到 1 9 9 2 年
,

海水养殖面积 4 9 9 o 4 oh m
, ,

盐田面积 4 1 6 3 4 7h m
2 ,

其他如滩涂草场
、

滩

涂红树林等
,

除维持自然状态或有零星人工

开发利用外
,

尚未形成产业化生产
,

经济效益

评价无实践基础
,

故 目前无法进行价值量核

算
。

该实例研究欲从海水养殖业和晒盐业入

手 核算我国海洋滩涂资源的单位面积价值

量
。

2
.

1 宜养浅海滩涂资源价值量核算实例

在宜养浅海滩涂中
,

目前 已开发利用面

积 49 9 o 4 0h m
Z ,

包括浅海
、

港湾及滩涂
。

养殖

对象鱼
、

虾
、

贝
、

藻俱全
,

养殖品种 已达几十

种
。

对水产养殖业而言
,

浅海滩涂的适宜性不

同
,

则可养殖的品种亦不同
,

从而单位面积的

收益不同
。

据此
,

选取不同养殖类型
,

采用收

益还原法和收益倍数法
,

分别进行地价核算
,

达到求取资源价值量的目的
。

选取 1 9 9 1一 1 9 9 2 年中国水产统计年报

海水养殖业经济调查数据 (包括对虾
、

海带
、

贝类三大类 )
,

采用收益还原法和收益倍数法

核算公顷养殖滩涂价格
。

1 9 9 1 年调查总面积

1 8 3 6 h m
2 ,

其中对虾 1 3 2 5 h m
2 ,

海带 1 6 h m
2 ,

贝 类 3 5 1 hm
2 。

1 9 9 2 年 调 查 总 面 积 1

6 2 6
.

Zhm
Z ,

其 中 对 虾 2 0 1 7
.

sh m
Z ,

海 带

1 4 3
.

sh m
, ,

贝类 4 6 4
.

g h o
Z 。

分别按上述计算

公式进行核算
,

结果见表 1
。

表 1 收益还原法 / 收益倍数法公顷养殖滩涂价格核算

品品 种种 收益还原法核算公顷养殖滩涂价格格 收益倍数法核算公顷养殖滩涂价格格

(((((元 / hm Z))) (元 / h m Z )))

山山山 工式 i一 7
.

56 %%% 由 皿式 i一 7
.

56 %%% 肉 I式 i一 10 %%% 由 l 式 i二 10 %%% T 一 333 T 一 4 555 T = 666

1119 9 111 8
。

9 111 8
.

8 555 6
.

7 333 6
.

6 999 1 0
.

6 444 1 5
.

9 555 2 1
.

2 777

对对虾虾 2 9
.

4 222 2 8
.

5 999 2 2
.

2 444 2 1
.

6 111 1 7 3 555 2 6
.

0 333 3 4
.

7 111

海海带带 3 2
.

7 000 1 7
。

6 333 2 4
.

7 222 1 3
.

3 333 1 4
.

3 888 2 1
.

5 666 2 8
.

7 555

贝贝类类 7
.

3000 7
.

1222 5
.

5 222 5
.

3 999 1 0
.

9 444 1 6
.

4 111 2 1 8 888

111 9 9222 2 6
‘

6 111 2 6
.

3 222 2 0
.

1 111 1 9
.

9 000 1 3
.

9 111 2 0 8 777 2 7
.

8 333

对对虾虾 3 3
.

8 111 3 3
.

6111 2 5
.

5 666 2 5
.

4 111 2 2
.

7 555 34
.

1 222 4 5
.

4 999

海海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

贝贝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

注
:
i 为还原利率

,

T 为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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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还原法和收益倍数法两种计算方法

得 出的海水养殖浅海滩涂资源单位面积价格

总的趋势是
,

收益倍数法结果大于收益还原

法的结果
,

年度对比前者变化范围小于后者
。

1 9 9 1 年对虾
、

海带
、

贝类海水养殖滩涂公顷

价格 分别 为 6
.

6 9 一 2 1
.

2 7 万元
, 1 7

·

3 5 一

3 4
.

7 1 万元
,

1 4
.

3 8一 3 2
.

7 0 万元
; 1 9 9 2 年分

别为 5
.

3 9一 2 1
.

8 8 万元
, 1 3

.

9 1一 2 7
.

8 3 万

元
,

2 2
.

7 5 一 4 5
.

4 9 万元
。

1 9 9 1一 1 9 9 2 年调查数据
,

其单产情况与

全国平均单产结果接近
,

经济效益情况具有

一定的类比性
,

因此
,

以调查数据核算公顷养

殖滩涂价格计算全国已养滩涂及可养滩涂资

源总价格量
,

在现阶段资料掌握条件下是有

一定参考价值的
。

以收益还原法利率为 10 %的单位面积

价格结果为例
, 1 9 9 1 年对虾养殖滩涂单价为

6
.

7 3 万元每公顷
;
海带为 22

.

24 万 元每公

顷
; 贝类为 24

.

72 万元每公顷
。

1 9 9 2 年对虾

为 5
.

52 万元每公顷
;
海带为 20

.

n 万元每

顷
; 贝类为 25

.

56 万元每公顷
。

由此可见
,

养

殖 贝类的滩涂价格最高
,

而养殖对虾的滩涂

价格较低
。

这似乎与通常人们以为养殖珍贵

品种获利最高的概念有所不同
。

其实这恰好

反映了长期以来自然资源本身的价值量被忽

视了
。

而同时又将自然资源的价格混淆于产

品价格 (或劳动价值 )之 中
,

从而反映为投入

越大
,

收益力越大
,

似乎产品的价值量就越

高
,

而没有注意到产品生产的承载物本身已

经具有的较高价值量
,

也即是适宜性决定了

产品生产的价值量水准
。

贝类养殖滩涂单价

之所以高
,

是自然赋存的价值量较高
,

其产品

生产不需要太多的人工投入
,

也即 目前沿海

地区多采用的粗养方式就已经获得了较好的

收益
。

而对虾养殖是一种集约化养殖
,

需要较

高的人力
、

物力投入
,

以获取高收益
,

但实质

上利润并不是较高的
。

其之所以能发展还主

要在于人类食物的选择优先性以及滩涂的适

宜性等等原因
。

在此不作详细讨论
。

根据单位面积养殖滩涂定价结果
,

计算

已养滩涂 面积价值量和宜养滩涂面积价值

量
,

结果见表 2
。

由表 2 结果看
,

全国海水养

殖 已养 滩徐 面 积 总价 值量 1 9 9 1 年 为 8

3 3 0
.

3 9 亿元
,

1 9 9 2 年为 8 9 3 6
.

9 0 亿元
。

表 2 收益还原法已养滩涂资源价值总t

{
: 9 0 1 年 } : 9 0 2 年

项 目 养殖总面积

(万 hm Z)

价值总量

(亿元 )

9 3 5
.

6 1

32 0
.

92

7 0 1 2
.

5 7

8 2 6 9
.

10

8 3 3 0
.

3 9

养殖总面积

(万 hm Z )

价值总量

(亿元 )

1 3
.

9 0 2

1
.

4 4 3

2 8
.

3 6 8

4 3
.

7 1 3

14
。

7 1 5

1
.

1 5 4

全国总计 } 4 4
.

0 3 7

2 3
·

4 9 2

{
6

3 9
·

”6 ‘

}
7

4 9
.

9 0 4 !8

8 1 2
。

2 7

2 3 2
。

0 7

0 0 4
.

5 6

0 4 8
。

8 4

9 3 6
.

9 0

虾带类计海对贝小

目前宜养滩涂资源面积为 67
.

0 万 hm
, ,

采 用 比 例 法 得 出 其 价 值 量 为
: 1 99 1 年

1 2 6 7 4
.

2 5亿元
; 1 9 9 2 年 1 1 9 9 8

.

4 8 亿元
。

2. 2 宜盐土地和滩涂资源价值量核算实例

我国滨海地 区有宜盐土地及滩涂 84 万

h m , ,

到 1 9 9 0 年
,

已开发盐田面积 4 2 万 hm
, ,

占宜盐面积的 50 %
。

由于盐作为特殊的商

品
,

在中国 自古以来就是以官商为主
,

新中国

成立以来
,

盐仍然作为 国家计划经济的重要

物资
,

实行统购统销
,

独家经营
,

并由国家收

取较高的盐税
。

其结果是制盐企业本身的收

支帐目中
,

不能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经济效益

情况
,

因而从净收益上不能体现宜盐土地和

滩涂的价值量
。

在进行宜盐土地和滩涂资源

的价值量核算时
,

¹ 对企业经济核算帐目进

行一定的调整
,

将利税总额作为收益项
,

而后

采用收益还原法计算单位面积价值量
; º 采

用收益倍数法 (亦称产值法 ) ,

计算单位面积

价格
。

(1) 收益还原法
:

根据盐田利用滩涂计算

公式 l ’

计算 19 8 9 一19 9 2年滩涂晒盐面积价

值量
,

结果见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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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收益还原法 1 9 8 9~ 1 9 9 2 年晒盐滩涂价值最核算 ( l 夕

式)

年年 份份 1 9 8 999 1 99 000 1 9 9 111 1 9 9 222

生生产面积(m “))) 3 3 2 3 0 000 3 3 2 1 8 111 3 4 0 1 9555 3 5 1 5 9 222

原原盐产量(1 0 0 00 t)
‘‘

1 8 8 5
.

777 1 1 4 8
.

5 999 1 5 1 1
.

8 111 1 9 7 8
.

2 333

平平均售价 (元 /t ))) 8 2
.

9 444 1 2 3
.

6 555 9 6
.

8 777 1 4 0
...

平平均成本 (元 /t ))) 6 0
.

2 555 8 1
.

4 999 7 4
。

3 555 8 0
奋奋

单单位生产面积收益(元 /h m Z))) 1 2 8 888 1 4 5 7
.

7 999 1 0 0 0
.

5 666 3 37 6
...

单单位生产面积价格(元 / hm Z))) 1 7 0 3 777 1 9 2 8 2
.

9 777 1 3 2 3 4
。

9 222 2 2 6 5 6
.

0 8
份份

还还原利率 i一 7
.

56 %%% 12 8 8 000 14 5 7 7
。

999 1 0 0 0 5
.

666 3 3 7 60
番番

iii = 1 0%%% 3 67 9 8 777 37 6 0 5 999 3 9 2 4 2444 4 1 6 3 4 777

盐盐田总面积(h m Z ))) 4 7
.

3 999 5
.

4 888 3 9
。

2 666 1 4
。

0 666

盐盐 田总面积价值(亿元
,

10 % ))) 1 0 888 1 222 8 444 2 888

宜宜盐土地和滩涂价值量(亿元)))))))))))

,

以塘沽
、

汉沽盐场原盐产品情况计算
,

宜盐面积 84 万 h m Z

表 3 结果是源于原盐生产情况计算得 算
,

宜盐土地及滩涂资源价值量分别为 1 9 9 1

出
。

公顷盐田生产面积滩涂定价结果以还原 年 84 亿元
,

1 9 9 2 年 28 亿元
。

利率 1 0 %为例
, 1 9 9 1 年为 1 0 0 0 5

.

6 元
, 1 9 9 2 (2 )产值法

:

因资料所限仅对 1 9 9 1 年盐

年为 33 7 6 0 元
。

明显低于养殖利用滩涂
。

同 田面积价值量采用产值法进行核算
,

结果见

样现 已利用晒盐滩涂总价值量 1 9 9 1 年为 表 4
。

其他年份因无原盐产值数据
,

无法采用

39
.

26 亿元
, 1 9 9 2 年为 14

.

06 亿元
。

同理推 产值法进行计算
。

表 4 1 9 9 1 年产值法计算盐田单位面积价格

海海盐产区区 盐田面积 AAA 原盐总产值 BBB B / AAA 公顷盐田滩涂价格 (1 9 90 年不变价)元元

(((((hm Z))) (1 9 9 0 年不变价))) 元 / hm 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

万万万万 元元元 T l一 333 T Z = 4
.

555 T 3 = 666

全全国海盐区区 3 9 2 4 24
.

2 888 2 0 2 38 7
.

4 777 5 1 5 777 1 5 4 7 111 2 3 2 0 6
.

555 3 0 9 4 222

北北方海盐盐 3 4 1 6 6 8
.

3 000 1 7 1 3 5 3
.

3 333 5 0 1 555 1 5 0 4 555 22 5 6 7
.

555 30 0 9 000

天天 津津 3 9 4 4 6
.

0 000 2 7 0 3 2
.

0 000 6 8 5 333 2 0 5 5999 30 8 3 8
,

555 4 1 1 1 888

河河 北北 7 1 4 6 6
.

5 888 3 3 1 1 6
.

4 333 4 6 3 444 1 3 90 222 2 0 8 5 3
.

000 2 7 8 0444

辽辽 宁宁 5 7 5 3 1
.

3 777 2 8 5 8 4
.

5000 4 9 6 999 1 4 90 777 2 2 3 6 0
.

555 2 9 8 1444

山山 东东 8 5 7 5 0
.

9 777 6 8 2 5 5
.

2 000 7 9 6 000 2 3 8 8000 35 8 2 0
.

000 4 7 7 6 000

江江 苏苏 8 7 4 7 3
.

3 888 1 4 3 6 5
.

2000 1 6 4 222 4 92 666 7 3 8 9
.

000 9 8 5 222

南南方海盐盐 5 0 7 5 5
.

9 888 3 1 0 3 4
.

1444 6 1 1 444 1 8 34 222 2 7 5 1 3
.

000 3 6 6 8444

海海 南南 4 8 4 6
.

8 000 3 7 1 1
.

8888 3 0 0 666 9 0 1888 13 5 2 7
.

000 18 0 3 666

浙浙 江江 1 3 6 90
.

1 222 1 4 5 6
.

7444 1 0 6 444 3 19 222 4 7 8 8
.

000 6 3 8 444

福福 建建 16 0 3 0
.

9 999 1 7 4 3 2
.

7444 1 0 8 7 444 3 2 62 222 4 8 9 3 3
.

000 6 5 2 4444

广广 东东 1 1 5 6 6
.

0 555 5 7 5 7
.

0 000 4 9 7 777 1 4 9 3 111 2 2 3 9 6
.

555 2 9 8 6 222

广广 西西 4 6 2 2
.

0 222 2 6 7 5
.

7 888 5 7 8 999 1 7 3 6888 2 6 0 5 0
.

555 3 4 7 3444

注
:
T 为倍数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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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对比讨论
:

以 1 9 9 1 年的结果进

行分析
,

不同计算方法的结果差异较大
,

总的

趋势是产值法计算结果大于收益还原法的计

算结果
。

将两种计算方法结果进行比较
,

产值

法倍数为 3 的价值量结果与还原法还原率为

7
.

56 %的结果相近
;
而倍数为 6 的与还原率

为 10 %的结果相近
,

这两组相近结果恰好成

倍数关系
。

从产值法计算各省
、

区盐田面积价

值量结果看
,

南方海盐区地价平均高于北方

海 区
;
各省

、

区 比较结果
,

以福建盐 田地价最

高
,

浙江最低
。

这与原盐单产情况成正 比
。

从

计算结果得 出
,

我国沿海地区盐田公顷盐田

面积地价不同计算方法结果为 10 0 05
.

6 元

到 46 01 2
.

0 元
,

相差 4
.

5 倍
。

笔者认为
,

选取

合适的
一

计算方法
,

对不同地区将有所不同
,

应

视各地区的情况决定计算方法
。

作为方法及

应用研究
,

以上几种方法都有其合理性
。

其中

收益还原法计算得出公顷盐 田价格及价值量

和宜盐地价值量有一 定 的实 际意义
,

即从

1 9 5 9 一 1 9 9 2 年盐 田总价值量为 4 7
.

3 9
,

5
.

4 8
,

3 9
.

2 6
, 14

.

0 4 亿元 ; 宜盐地价值量 为

1 08
.

1 2
,

8 4
.

28 亿元
。

进一步的研究应解决计

算方法的区域适用性及综合计算方法的模拟

与检验
。

3 我国滩涂资源价值量核算工作面临

的几个问题

以上实例研究表明
,

不同的利用方向
,

其

滩涂资源的单位面积价值量差异很大
,

海水

养殖利用滩涂价值量明显高于晒盐应用
, 。

因

此
,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

很容易地得出
,

滩涂

资源利用理应能养则养
。

仅此一点就给滩涂

资源价值量评价及核算工作提出了一系列课

题
。

3
,

1 滩涂资源的详查工作

如前所述
,

经过多年的海洋
、

海岸带和海

岛调查
,

虽然对我国滩涂资源情况 已有了较

多的认识
,

也获得了大量的本底数据
,

但滩涂

资源是特殊的的土地
,

其价值的内涵广阔
,

每
\

一块滩涂均具有多种可开发利用的方向
,

从

而其开发利用适宜性确定工作较其他资源种

类更为困难
。

因此
,

对于滩涂和浅海
,

应进行

详查
,

并分等定级
,

从而为进行资源核算和在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管理打下基础
。

3
.

2 价值量核算体系建立

目前进行价值量核算工作的基础统计数

据既不系统又不全面
。

特别是经济效益统计

数据在各产业部门的统计报表中很少出现
。

长期的计划经济管理注重产量
、

产值
,

而不重

视成本一效益核算
,

但价值量核算的基础就

是成本效益核算
。

建立价值量核算体系
,

在各

级统计部门的统计工作中设立为价值量评价

所需的统计因子
,

使资源开发利用列入国民

经济核算体系
。

3
.

3 理论及方法的进一步研究

自然资源价值量评价是一个新命题
,

各

国都在探讨其理论和方法
,

目前还没有形成

完整的学科体系
。

对滩涂资源来说
,

更没有成

熟的核算实践
。

目前能做的也只是借鉴其他

领域的研究理论和方法
,

如本文是将滩涂作

为特殊的
“

土地
”

进行价值量核算探讨
。

有必

要对滩涂资源
,

以至整个海洋资源 (海域或海

洋国土资源)的价值量进行系统的研究与探

讨
,

研究适合于这类自然资源的核算理论与

方法
,

提出符合海洋资源核算的理论和方法
。

3
.

4 区域试点调查研究

自然资源价值量核算体系的建立是一个

长期的工作
,

并需要多年的统计数据积累和

因子调整
。

滩涂资源开发利用尚属新生事物
,

产业化历史较短
,

风险性大
,

收益不稳定
,

因

此价值量核算难以在短时间 内展开
,

宜在小

范围内作一定的试点试验工作
,

以取得经验

修正
、

建立参考核算体系
,

为全面开展我国滩

涂资源 (或海洋国土资源 )核算作准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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