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问题的提出 、

资源问题是人类所面}临的几个重大的全球

性问题之一。“可持续发展”是国际社会在研

究全球环境与发展问题时所取得的共识，其实

质就是以自然资源的持续利用为前提的发展模

式Ⅲ。目前，陆地上的自然资源巳无=；去满足人

类发展的需求，有的资源已经开始衰退。为了

解决陆地资源紧张的问题，人们开始将目光投

向占地球表面积71％的海洋，而且首先把目

光集中在海岸带。

海岸带既是多种海洋资源的赋存区，也是

当前经济和技术条件下，我国海洋资源开发管

理的基本核心区域∞。但是，我国对于海岸带

资源的开发利用长期以来都是“谁发现，谁开

发，谁所有。谁受益”，海岸带资源在管理上

存在着许多问题，使原本脆弱的海岸带资源遭

到严重破坏。抑制了海岸带资源整体功能的发

挥。究其原因，是缺乏对海岸带资源进行有效

的资产化评估以及没有实施海岸带资源的有偿
使用∞。因此，为防止国有海岸带资源资产使

用上的浪费和流失，实现海岸带资源的最优化

配置，必须明确海岸带资源的产权关系，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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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资产化管理，建立和完善海岸带资源的有

偿使用制度。

二、海岸带资源与海岸带资源资产的相互

关系

明确海岸带资源与海岸带资源资产的关

系．无论对于海岸带资源研究还是海岸带资源

管理实践都是十分重要的。资源一词源自经济

科学。在《辞海》中，资源概括地解释为“资

财的来源”。资产是国家、企业或个人拥有的

具有使用价值且能够带来收益的、有形的或无

形的财产。其主要特征是能够给所有者带来收

益。海岸带资源是指在海岸带范围内在现在和

可预见的未来能为人类利用，并在一定条件下

能产生经济价值的一切物质和能量，包括海水

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港址资源、动力

资源、化学资源、空间资源、旅游资源、环境

资源和土地资源等【4】。海岸带资源资产可界定

为在人们现有的认识和现实的科技水平下，其

开发利用能带来一定经济价值的海岸带资源。

海岸带资源和海岸带资源资产之间，既有

密切的联系，又有一定的区别。海岸带资源是
海岸带资源资产的源泉，把资源变为资产是人

理一一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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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经营资源活动的经济目标，是社会投入资源

管理的重要动力。而海岸带资源要成为海岸带

资源资产需具备以下几个条件：①科技水平。

在科技水平较低，人们对它尚未认识时。这种

海岸带资源只是一种环境，而不是资产。②一

定的经济价值。当这种海岸带资源的开发尚不

能给人类带来一定的经济价值(效益)时。也

不能把这种海岸带资源看成是资产。③稀缺

性。海岸带资源只；fi-在相对于人类的需求来说

是供不应求时，它才能成为资产。在早期资源

丰富的年代，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因

此不能称其为资产。④具有明确的所有权。因

为资产总是某个主体的资产，主体对其享有所

有权和控制权。⑤资源应能以货币计量。
三、海岸带资源瓷产化管理的内涵、目标

和原则

1．海岸带赍源资产化管理的内涵

海岸带资源资产化管理就是将海岸带资源

作为资产，遵循海岸带资源的自然规律，按照

海岸带资源生产的实际，从海岸带资源的开发

利用到海岸带资源的生产和再生产．按照经济

规律进行生产管理，最后达到实现海岸带资源

可持续利用的目的。海岸带资源资产化管理的

主要任务有：①海岸带资源资产产权管理。②

海岸带资源资产有偿使用管理。⑨做好海岸带

资源资产化管理的基础工作，如建立资产的实

物账户、价值账户等。④做好海岸带资源资产

化管理的立法工作。

2．海岸带资源资产化管理的目标

对海岸带资源进行资产化管理的目标主要

是对海岸带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使其得

到永续利用。保证海岸带的可持续发展。通过

对海岸带资源进行资产化管理需要达到以下目

标：①维护国家的所有权。并使其在经济上得

以实现。②海岸带资源资产的所有权与经营权

适等分离。③培育和完善海岸带资源性资产的

产权市场，使海岸带资源的产权能够顺利流

动。④实现社会、经济、生态一体化，保证我

国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协调、稳定发展。

3．海岸带资源资产化管理的原则

海岸带资源资产化管理是要建立一种高

效、科学的管理运作与配置体制，以保证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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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高海岸带资源的利用

效率，实现海岸带资源本身的价值。为此，必

须确立海岸带资源资产化管理的原则目。①效

益原则。改变长期以来海岸带资源开发利用的

不合理现象，变海岸带资源资产无偿占有和无

偿开发利用为有偿占有和有偿开发利用．明确

所有者、经营者各自的责、权、利及相互关

系。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经营者、使用单位的

积极性，使有限的海岸带资源最大限度地得到

高效利用。②市场化原则。将国有海岸带资源

作为具有一定经济价值的国有资产进行管理，

做到技术管理和所有权管理并重．所有权管理

适当集中，培育和完善国家调控下的产权交易

市场，充分发挥经济杠杆作用。③合理协调原

则。海岸带资源资产化管理体制应有利于合理

协调中央和地方、不同所有制企业等利益主体

的利益关系，有利于海岸带资源的优化配置和

整体开发利用，促进海岸带的持续发展。④可

持续原则。可持续发展是国际社会达成的共

识，所谓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能满足当前的需

要又不要危及后代满足其发展需要的能力”。

但是，要使可持续发展从概念变为全人类发展

的战略选择和真正的实际行动，必须从根本上

认识它的必要性和实现的可能性。 ．

四、对策和建议

为了强化对海岸带资源的有偿使用．实现

对海岸带各种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促进海岸带

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可持续利用，我们亟须对海

岸带资源进行资源资产化管理，把市场机制和
经济杠杆引入该研究领域中，使资源的资产所

有权与使用权分离，从而保证资源的合理配置

和提高使用的经济效益和综合效益。对海岸带

资源实行资产化管理，需要将其作为生产要素

按市场经济的原则参与国民经济核算，而这需

要对我国当前的资源管理体制、产权交易、fir

格体系等做相应的变革。①保证国家所有权的

完整性和统一性，确保国家的所有权在经济上

得到实现，真正做到确保所有权，落实经营

权。要使海岸带资源国有产权权益能够得到充

分实现，首先要明晰海岸带资源的产权关系，

建立相应的国有产权管理组织体系，完善国有

产权的代理制度。在明晰产权结构以后。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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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海岸带资源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国家

仅行使所有权而并不直接参与资源开发与经

营。它主要通过委托或代理形式由企业来具体

承担资源的开发利用，让海岸带资源按照市场

规律由企业以资产形式来经营[61。②对海岸带

资源进行分等定级，确定其基准价。海岸带资

源在客观上存在着等级差异。海岸带资源的价

值或价格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的海岸带资

源或不同地区同一种海岸带资源的质量是有所
差异的。如港口资源的价值量应该受航道的稳

定性、锚泊条件、水深条件、腹地大小等多方

面因素的影响。因此，海岸带资源资产评估应

在对海岸带资源进行等级划分的基础上结合各

种评估方法来进行，以分等定级来揭示海岸带

资源质量的优劣m。对于海岸带资源基准价的

确定，通,g-可以采用级差收益的方法来确定，

但不同的海岸带资源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来确

定其基准价m。③通过建立、健全与海岸带资

源资产化管理改革有关的法律、法规来实现调

控。法律、法规具有很强的强制性和约束力，

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有关部门用来规范有关

经营主体行为的最有效、最权威的工具。目

前，我国已出台了相应的法律、法规，为海岸

带资源资产化管理提供了法律的空间，如《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中有相关的条

文要求保证有偿使用海洋资源，确保海岸带资

源台理开发利用。但是，法律的出台只是为对

海岸带资源实行资产化管理提供一种可能性，
如果将其运用于实践。还有相当多的制约因

素，只有这些因素完全彻底解决，可能性才具

有可操作性M。④政府有关部门可通过财政、

信贷、税收、收入分配等方式加强宏观管理，

克服市场失灵，为接个海岸带资源市场体系运

作创造一个宽松的宏观环境。政府还应致力于

培育权责明确的法人主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建

立、健全规范的市场体系和海岸带资源社会化

保障机制等方式，为海岸带资源资产化管理改

革和海岸带资源逐步走向市场提供尽可能完备

的内外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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