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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经济损益分析在海洋油气

开发工程环评中的应用

范丽丽，陈袁袁，薛红梅，赵继纯
（中海石油环保服务 （天津）有限公司　北京　１０００１２）

　　摘　　　要：在海洋油气开发工程中进行环境经济损益分析，可衡量该项目需要投入

的环保投资与经济实效。文章研究了海洋油气开发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经济损益分析，

并加以实例分析，以便更好地为决策部门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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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经济损益分析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综合评价判断建设项目的环

保投资是否能够补偿或多大程度上补偿了由此可

能造成的环境损失的重要依据［１］。海洋油气开发

工程在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将不可避

免的对工程周边海洋环境造成污染影响。本文研

究了海洋油气开发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经济

损益分析，并加以实例分析，以便更好地为决策

部门提供更准确、可靠的科学依据。

１　环境经济损益分析工作流程

海洋油气开发工程经济损益分析的工作流

程见图１。

图１　海洋油气开发工程经济损益分析流程

２　环境经济损益分析方法

海洋油气开发工程对生态环境的主要影响

因子为渔业资源、浮游生物和底栖生物。

海洋油气开发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

表现在① 建设生产平台和生活动力平台占用海

域，使生物栖息地丧失；② 铺设海底管线，开

挖管沟造成开挖区域对栖息地破坏，以及对周

围区域的掩埋造成底栖生物死亡；③ 施工阶段

悬浮泥沙对渔业生物资源损害。

海洋油气开发工程生物量损失的计算公式

依据 《建设项目对海洋生物资源影响评价技术

规程》［２］。

２１　鱼卵、仔稚鱼经济价值计算公式

鱼卵、仔稚鱼的经济价值应折算成鱼苗进

行计算。鱼卵、仔稚鱼经济价值按下式计算：

犕 ＝犠 ×犘×犈

式中：犕 为鱼卵、仔稚鱼经济损失金额 （元）；

犠 为鱼卵、仔稚鱼损失量 （个，尾）；犘为鱼卵

和仔稚鱼折算为鱼苗的换算比例，鱼卵生长到

商品鱼苗按１％成活率计算，仔稚鱼生长到商品

鱼苗按５％成活率计算，单位为百分比 （％）；犈

为鱼苗的商品价格。

２２　渔业生物经济价值计算公式

渔业生物资源经济价值按下式计算：

犕犻＝犠犻×犈犻

式中：犕犻 为第犻类渔业生物资源的经济损失额

（元）；犠犻为第犻类渔业生物资源的损失量 （ｋｇ）；

犈为生物资源的商品价格。

２３　底栖生物经济价值计算公式

底栖生物经济损失按公式计算：

犕 ＝犠 ×犈

式中：犕 为经济损失额，单位为元 （元）；犠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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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资源损失量，单位为千克 （犽犵）；犈为生物

资源的价格，按主要经济种类当地当年的市场

平均价或按海洋捕捞产值与产量均值的比值计

算 （如，当年统计资料尚未发布，可按上年度

统计资料计算），单位为元每千克 （元／ｋｇ）。

３　应用实例

３１　建设项目概况

以某油气开发工程项目为例探讨以上方法在

经济损益分析中的应用。本项目新建７座平台，

同步配套油气水集输管道及公用工程和辅助设施。

工程总投资３０７８７０．３万元。根据海洋影响预测

及海洋生态现状资料分析，建设生产平台和井口

平台占用的渔业水域每年损失鱼卵１．２×１０５ 粒，

占用的渔业水域每年损失仔稚鱼１．０２×１０５ 尾，

施工阶段悬浮泥沙及泥浆、钻屑排放造成鱼卵的

损失为２．０×１０８ 粒，仔稚鱼的损失为１．６９×１０８

尾，施工阶段悬浮沙及泥浆、钻屑排放造成渔业

资源损失为１．３９ｔ，头足类损失０．１４ｔ，甲壳类

损失１．２５ｔ。建设生产平台和井口平台占用的

渔业水域每年损失底栖生物０．２１ｔ，铺设海底

管线、电缆，施工造成底栖生物直接损失量为

８．３８ｔ。

３２　环境经济价值计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产行业标准 《建设

项目对海洋生物资源影响评价技术规程》的规

定［２］：① “占用渔业水域的生物资源损害补偿，

占用年限２０年以上的，按不低于２０年补偿”，

生产平台和井口平台属永久性占渔业水域，补

偿年限按２０年计算；② “一次性生物资源的损

害补偿为一次性损害额的３倍”，施工阶段因开

挖基槽和管沟，造成的生物资源损害属一次性

损害，按３倍进行补偿。

３２１　鱼卵、仔稚鱼经济价值计算

建设生产平台和井口平台占用的渔业水域

每年损失鱼卵１．２×１０５ 粒，每年经济损失约为

６００元，按２０年补偿年限计算，鱼卵的经济损

失共为１．２万元。

占用的渔业水域每年损失仔稚鱼１．０２×１０５

尾，仔稚鱼生长至商品鱼苗按５％成活率计算，

每年经济损失约为２５５０元，按２０年补偿年限

计算，仔稚鱼的经济损失共为５．１万元。

施工阶段悬浮泥沙及泥浆、钻屑排放造成鱼

卵的损失为２．０×１０８ 粒，直接经济损失约为

１００万元，生态补偿按３倍计算，鱼卵的经济损

失共为３００万元；仔稚鱼的损失为１．６９×１０８ 尾，

直接经济损失约为４２２．５万元，生态补偿按３倍

计算，仔稚鱼的经济损失共为１２６７．５万元。

３２２　渔业生物经济价值计算

施工阶段悬浮沙及泥浆、钻屑排放造成渔

业资源损失为１．３９ｔ，直接经济损失为１．７４万

元。生态补偿按３倍计算，渔业生物资源的经

济损失共为５．２２万元。头足类损失０．１４ｔ，直

接经济损失为０．１８万元。生态补偿按３倍计算，

头足类资源的经济损失共为０．５４万元。甲壳类

损失１．２５ｔ，直接经济损失为１．５６万元，生态

补偿按３倍计算，甲壳类资源的经济损失共为

４．６８万元。

３２３　底栖生物经济价值计算

建设生产平台和井口平台占用的渔业水域

每年损失底栖生物０．２１ｔ，经济损失约为２６２５

元，按２０年补偿年限计算，底栖生物经济损失

为５．２５万元。

铺设海底管线、电缆，施工造成底栖生物直

接损失量为８．３８ｔ，直接经济损失约为１０．４８万

元。铺设海底管线施工对底栖生物的损害属一次

性损害，施工完成后经过一段时间可恢复，因此

补偿费按损失额的３倍计算，为３１．４４万元。

３２４　渔业资源经济损失统计

渔业资源经济损失额合计见表１。

表１　渔业资源损失经济补偿明细

工程内容 受损生物 直接损失／万元 补偿年限／年 补偿金额／万元

平台建设

鱼卵 ０．０６ ２０ １．２

仔稚鱼 ０．２５５ ２０ ５．１

底栖生物 ０．２６ ２０ ５．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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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工程内容 受损生物 直接损失／万元 补偿年限／年 补偿金额／万元

悬浮泥沙，泥浆、钻屑排放

底栖生物 １０．４８ ３ ３１．４４

鱼卵 １００ ３ ３００

仔稚鱼 ４２２．５ ３ １２６７．５

渔业资源 １．７４ ３ ５．２２

头足类 ０．１８ ０．５４

甲壳类 １．５６ ４．６８

合计 １６２０．９３万元

　　 渔 业 生 物 资 源 损 失 经 济 补 偿 额 共 为

１６２０．９３万元。应将对渔业资源的补偿费用纳入

环保投资。

３３　环保设备与环境保护投资估算

环境保护设施及其投资按如下原则划分：

凡属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需要的专用设备、

装置、监测仪器等，且专为本工程设置，其资

金按１００％列入环境保护投资，若非专为本工程

设置，则按不同情况以２０％～５０％比例列入环

境保护投资；生产需要又为环境保护服务的设

备或设施分别按不同情况以２０％～５０％比例列

入环境保护投资。

根据上述原则，将本工程的环境保护设施

及其直接投资费用列于表２。

表２　环境保护设施项目及投资估算

环保设施 设备投资／万元 折合比率／％ 折合后环保投资／万元

水处理费 ６５１．５ １００ ６５１．５

注水系统 ３２９．４８ ５０ ６５８．９６

消防给排水 １１２．０５ ５０ ２２４．１

阴极保护 １８０．６４ ５０ ３６１．２８

自控系统 ５８８．４ ５０ １１７６．８

渔业损失补偿 １６２０．９３ １００ １６２０．９３

环保费用总计 ３９９０．４９万元

　　本工程总投资３０．７８亿元，环境保护投

资３９９０．４９万元。据此，该工程环境保护设

施投资占工程总投资的比例为１．３％。本工程

环保投资比例与已建成投产的各油气田工程

的防治污染投资比例相比，环保投资比例相

对较高，在该投资比例下的环保设备能够满

足污染防治的需要。

３４　环境经济损益分析

海洋油气开发工程的建设将对项目所在区

域的生物资源、渔业资源等造成一定的直接影

响，但其对工程周边海域生态环境的影响是暂

时的、可恢复的。

海洋油气开发工程的建设将会对进一步带

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和进步 （如，机械制造、电

子、仪表等）起到一定的作用。海洋油气开发

工程投产后可为国家增加税收收入，增加出口

创汇。使用海域与本海域的其他主要功能如渔

业的兼容性也比较好，有利于海域整体资源的

合理利用和最大限度发挥。此外，海洋油气开

发工程的建设在建设和生产阶段将提供一定的

就业机会，有利于增强社会的系统功能，改善

区域的整体环境。

因此，海洋油气开发工程是一项利国利民

的工程，其环保设施的设置与环保投资是合理

的，具有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４　结语

环境经济损益分析的任务是通过分析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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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及其所能收到的环境保护经济效果，重点

评价工程投资的经济合理性和可行性，并通过

分析工程项目的环境经济效益，从环境经济角

度对项目的可行性进行评估，为建设项目的决

策提供依据。在海洋油气开发工程环境影响评

价中进行环境经济损益分析，可衡量该项目需

要投入的环保投资与经济实效，对于海洋油气

开发工程的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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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具有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的科学论著

———评 《海岛生态修复与环境保护》

　　海岛是捍卫国家权益、保障国防安全的战略前沿，是保护海洋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平台，

是进行海洋科学试验和研究的重要区域，是壮大海洋经济、拓展发展空间的重要依托，具有非常重

要的政治意义、军事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科研价值。

与此同时，由于地理隔离、恶劣自然环境的作用和土壤的贫瘠以及淡水资源的缺乏等影响，海

岛生态环境系统稳定性差，抗干扰能力弱，环境承载力有限，其生态系统十分脆弱，一旦受自然灾

害影响和人类无序开发，其生态环境系统就很难恢复。我国目前大多数有居民海岛基础设施薄弱，

环境保护能力不足，人居条件相当恶劣；部分无居民海岛开发秩序较为混乱，过度或不合理的开发

利用对海岛造成极大破坏。因此，加大对海岛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的研究与实践已迫在眉睫。由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颁布时间较短，我国的海岛生态修复工作也刚刚起步，这一领域的积

累还非常薄弱；而海岛生态修复与环境保护工作涉及面广，学科种类繁杂，技术含量高，实施难度

大；要适应社会发展和海岛保护工作的需求，在较短时间内提升其整体水平和能力是具有挑战性的

工作。

为了满足这一领域的迫切需求，国家海岛开发与管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ＩＦＳ国际科学基金项目

首席科学家、国家海岛整治修复项目评审专家、浙江省 “新世纪１５１人才工程”入选专家毋瑾超主

编了 《海岛生态修复与环境保护》并由海洋出版社出版发行，是海岛生态修复学科亟须建立完善的

背景下完成的一本科学论著。该专著反映了我国近年来海岛生态修复保护和修复的研究成果，还总

结了近四五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在海岛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领域的成就，尤其是近十年至二十年来的

最新进展，重点阐述了海岛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的技术和手段，包括海岛边坡修复、淡水资源保护

与修复、污水处理、固废减量化处理、可再生能源利用、环境污染物的分析检测和环境污染的修复、

海洋公园建设等内容，并结合项目团队近年成功实施的桥梁山岛生态修复实践工作的具体案例，提

出了海岛生态修复的步骤、对策和关键技术，并对国外的一些成功案例进行了阐述和深入的分析，

不仅是一部有较高水平的科学论著，而且还是一部可操作性较强的实践类专著。

《海岛生态修复与环境保护》写作方法科学严谨，在编写过程中，强调在理论指导的前提下，以

实际调查和科学实践为主，写作方法兼具创新性和规范性；该书内容详实、学科综合体系健全、理

论联系实践，专著内容既可为研究同行提供借鉴，又可作为海岛生态修复实践的实际参考用书，科

学价值和实用价值并重。

本专著通过研究我国海岛生态修复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分析海岛生态修复的手段和效果，对于

保护海岛生态环境，促进海岛可持续发展，维护海洋生态系统等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中国海岛生态

修复与环境保护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此外，本专著还拓宽了海洋生态学学科研究的新领域。

（海洋出版社　苏　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