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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促进我国海洋生态资源开发与保护的良性循环,保障海洋生态产品的可持续供给,文章基

于海洋生态产品的定义和特征,分析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演化逻辑,结合典型模式探索海洋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并针对我国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现实困境提出机制设计。研究结果

表明:海洋生态产品是海洋生态系统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海洋生态环境需要而提供的各种

直接或间接的有形和无形产品,具有整体性、外部性、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以及不可逆性;海洋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演化逻辑可分解为海洋生态资源资产化、海洋生态资产资本化、海洋生态资本

产品化和海洋生态产品货币化4个阶段;公共性、准公共性和经营性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分别对应政

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和政府-市场混合型的实现路径;未来我国应在海洋生态资源产权管理、海洋

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海洋生态产品增值、海洋生态资源交易和海洋生态保护补偿等方面加强机制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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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promotethevirtuouscycleofdevelopmentandprotectionofmarineecologi-

calresourcesinChina,andguaranteethesustainablesupplyofmarineecologicalproducts,this

paperanalyzedtheevolutionofmarineecologicalproductvalueimplementationlogicbasedonthe

definitionandcharacteristicsofmarineecologicalproducts,combinedwiththetypicalmodelto

exploremarineecologicalproductvaluerealizationandmarineproductsinChina,putforwardthe

valuerealizationofmechanismdesign.Theresultsshowedthatthemarineecologicalproducts

weredirectorindirecttangibleandintangibleproductsprovidedbymarineecosystem,tomeet

people'sgrowingneedsofbeautifulmarineecologicalenvironment,andhadthecharacteristics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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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allexternality,non-exclusivity,non-competitionandirreversibility.Theevolutionarylogicof

realizingthevalueofmarineecologicalproductscouldbedividedinto4stages:marineecological

resourcescapitalizationofmarineecologicalassetsproductizationofmarineecologicalcapitaland

monetizationofmarineecologicalproducts.Thevalueofpublicandquasi-publicmarineecological

productscorrespondedtotherealizationpathofgovernment-ledmarket-orientedandgovernment-

markethybridrespectively.Inthefuture,Chinashouldstrengthenmechanismconstructionin

marineecologicalresourcepropertyrightmanagement,marineecologicalproductvalueaccount-

ing,marineecologicalproductvalue-added,marineecologicalresourcetradeand marine

ecologicalprotectioncompensation.

Keywords:Marineecologicalproduct,Valuerealization,Valueaccounting,Propertyrightsofma-

rineecologicalresources,Marineecologicalprotectioncompensation

0 引言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

容,也是助推碳中和目标达成的重要举措。党的

十八大提出“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党的十九大

进一步提出“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要求拓宽绿水青山

转化为金山银山的通道[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
积极探索推广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选
择具备条件的地区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

点,探索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

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海洋是地球最大的生态系统,提高海洋生态产

品供给能力和加快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于促

进海洋生态安全、调节全球气候以及实现人-海和谐

具有重要作用。我国拥有丰富的海洋生态资源,海
洋生态产品种类繁多且对人类的价值贡献多样。

因此,明确海洋生态产品的定义和特征,基于海洋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演化逻辑探索其主要路径,进
而提出我国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机制建构,对
于提升我国海洋生态产品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

具有显著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基础

1.1 海洋生态产品的定义和特征

国外学者提出的生态系统服务是与生态产品

较为接近的概念,即生态系统服务是包括产品供给

服务、生态调节服务、生态文化服务和生命支持服

务的自然要素总和[2]。国内对于生态产品的定义主

要来自2010年《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即“生态产

品指维系生态安全、保障生态调节功能、提供良好

人居环境的自然要素,包括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

源和宜人的气候等”,该定义主要强调生态产品的

特征,并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也有学者认为上述

定义仅为狭义的生态产品,而广义的生态产品是指

通过人类有意识的行为活动,进而改变或改善生物

及其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整体或模式而形成的一系

列有形和无形的物品[3]。

海洋生态产品是生态产品在海洋领域的具体

体现,即基于海洋生态资源而生产的产品[4]。目前

国内学者对于海洋生态产品的定义尚未统一但已

有初步探索,大多是对海洋生态系统服务概念的深

化[5]。例如:魏学文[6]认为海洋生态产品是海洋生

态系统为满足人类需求而直接或间接提供的各类

物质和服务产出;肖建红等[7]认为海洋生态产品是

海洋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各种直接或间接的环

境友好产品和环境要素质量维持产品。海洋生态

产品既包括具有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属性的生物多

样性保护、气候调节和水质净化等无形产品,也包

括经过人类加工处理的具有海洋生态属性的有形

产品;同时,党的十九大明确生态产品的提供以“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为目的,这

种需要既包括生命和健康需要,也包括物质和精神

需要。据此,本研究认为海洋生态产品是海洋生态

系统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海洋生态环境需

要而提供的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有形和无形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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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定义,海洋生态产品具有4个基本特

征。①整体性。海洋生态产品的供给方是海洋生

态系统,而海洋生态系统具有不可分割性,因此海

洋生态产品具有整体性,且其生产和消费往往影响

海洋生态系统。②外部性。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的

溢出效应使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从而产生正外

部性,有助于保护海洋生态系统和实现良性经营;

然而当私人收益大于社会收益时即产生负外部性,

可能对海洋生态系统产生破坏性影响。③非排他

性和非竞争性。海洋生态产品的自然属性决定其

天然具有公共物品的特点,因此水质净化、生物多

样性保护和气候调节等大多数海洋生态产品具有

显著的非排他性且无法参与市场竞争,投资者无法

排除“搭便车”的受益主体,易造成“政府失灵”。

④不可逆性。海洋生态系统一旦被破坏就难以全

面恢复。

1.2 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演化逻辑

海洋生态产品本身并不能直接实现价值,海洋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过程实质上是通过明晰产权、

投资和运营等方式实现海洋生态资源货币化的过

程,该过程遵循“海洋生态资源-海洋生态资产-
海洋生态资本-海洋生态产品”的演化逻辑。根据

国内学者对生态产品资本化的分析[8-10],本研究将

上述演化逻辑进一步分解为海洋生态资源资产化、

海洋生态资产资本化、海洋生态资本产品化和海洋

生态产品货币化4个阶段(图1)。

图1 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过程

1.2.1 海洋生态资源资产化

海洋生态资源是为人类提供海洋生态产品的

各类海洋自然资源以及由自然要素组成的各种海

洋生态系统。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海

洋生态资源具有潜在价值或存在价值的可能性。

可见,并非所有的海洋生态资源都具有价值或直接

表现价值,须经过一定的过程才能从资源形态向价

值形态转变,该过程即海洋生态资源资产化。

海洋生态资源转变为海洋生态资产的关键在

于明晰产权。只有产权明晰的海洋生态资源才有

可能进入市场,并成为具有物质和环境生产能力的

资产。因此,海洋生态资源资产化的核心在于建立

产权制度,并以资产管理的方法管理海洋生态资

源[8],实现从资源的自然属性向资产的效益属性

转变。

1.2.2 海洋生态资产资本化

海洋生态资产和海洋生态资本都是海洋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过程的重要元素。海洋生态资产主

要体现海洋生态资源的稀缺性、效益性和权属性,

而海洋生态资本则主要体现海洋生态资源的增值

性。海洋生态资产的稀缺性、效益性和权属性使其

具有使用价值,并通过投资和技术创新等方式实现

海洋生态资本的要素价值。

海洋生态资产转变为海洋生态资本的关键在

于投资和技术创新。通过建立生态投资市场和生

态技术市场,促使具有明晰产权的海洋生态资产进

入市场交易,并通过抵押融资、担保和转移支付等

金融手段使潜在的海洋生态资产转变为活跃的海

洋生态资本,实现从资产的效益属性向资本的增值

属性转变。

1.2.3 海洋生态资本产品化

海洋生态资本产品化的核心是将海洋生态资

本的要素价值转变为海洋生态产品的交换价值,具

体体现为相关市场供给主体采取多种方式将海洋

生态资本转变为消费者需要和具有增值能力的海

洋生态产品。

海洋生态资本转变为海洋生态产品的关键在

于运营。海洋生态资本的运营模式创新主要包括

通过配额交易实现盘活增值、通过优化配置实现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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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增值、通过市场交易实现服务增值、通过新产品

开发实现生产增值以及通过产业化运营实现创收

增值,实现从资本的增值属性向产品的货币属性

转变。

1.2.4 海洋生态产品货币化

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实质是“将产品卖出

去”即产品变现[9]。海洋生态产品货币化的核心是

交易,这也是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最终环节。

因此,亟须建立健全海洋生态市场交易平台,并利

用该平台实现供需信息的有效匹配。从某种程度

上看,供需信息的匹配程度决定海洋生态产品货币

化的程度。海洋生态产品货币化的过程完成海洋

生态资源货币化的过程,并最终实现海洋生态产品

价值。

综上所述,经过海洋生态资源资产化、海洋生

态资产资本化、海洋生态资本产品化和海洋生态

产品货币化4个阶段,具有自然属性的海洋生态

资源最终转变为具有货币属性的海洋生态产品,

并实现海洋生态产品价值。与此同时,为最大限

度和可持续地实现海洋生态产品价值,投资者会

主动将部分收益反哺海洋生态资源保护,通过海

洋生态建设不断丰富海洋生态资源,从而使海洋

生态资源处于“开发-增值-价值实现-保护”的

良性循环之中。

2 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探索

2.1 主要路径

基于对海洋生态产品的定义和特征以及海洋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演化逻辑的分析,本研究认为海

洋生态产品可分为公共性海洋生态产品、准公共性

海洋生态产品和经营性海洋生态产品3个类型,其

价值实现相应存在3种主要路径,即政府主导型、市

场主导型和政府-市场混合型。

2.1.1 政府主导型

海洋生态产品的公共性决定政府是其价值实

现的重要主体。对于公共性海洋生态产品,尤其是

生物多样性保护、水质净化和气候调节等生态系统

服务类的海洋生态产品,政府须履行海洋生态产品

供给者的责任。由于公共性海洋生态产品存在产

权不清晰、受益主体不明确和维持成本高等问题,

政府须加大投资力度,使公众更好地享受海洋生态

福利。

政府实现海洋生态产品价值主要有3种形式。

①直接生产并向公众提供海洋生态产品;②通过财

政投入和购买服务等方式鼓励生产海洋生态产品,

并提高海洋生态产品的生产能力和效率;③通过环

境规制加大对海洋生态资源的保护力度,并通过建

立海洋保护区等方式间接提供海洋生态产品。此

外,为更好地履行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者的责任,政

府应建立监管和考核制度,扩大海洋生态产品的受

益面。

2.1.2 市场主导型

海洋生态产品的产权属性和价值属性使其具

有市场交易的可能性。对于准公共性海洋生态产

品,企业是其价值实现的重要主体,通过产权界定、

市场交易和产业化经营等方式加快海洋生态产品

的市场化[11],推动生态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由于

原生态的海洋生态资源难以直接提供给公众,而须

采取一定的人为干预措施,如加快海洋生态基础设

施建设和海洋景观改造,通过生态资本与市场资本

的有机结合,使有限效用的海洋生态资源成为具有

人类福祉性质的海洋生态产品。

为提高企业供给海洋生态产品的积极性,政府

应加大政策引导,激励企业投资海洋生态产品的生

产[12]。在海洋生态产品市场化供给的过程中,政府

和非政府组织应承担海洋生态资源保护的责任,并

自觉接受公众监督。

2.1.3 政府-市场混合型

对于经营性海洋生态产品,政府由于难以单独

生产而须与企业合作,由市场介入进行供给。政府

作为海洋生态资源的所有者、主要供给者和监管

者,应通过法律法规、行政手段和政策支持等方式

发挥主体作用、培育交易主体和促进市场交易,进

而实现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同时,引入企业的技术、

管理和资本,从而减少财政支出和分担风险[12]。企

业利用市场机制、金融手段和生态技术对海洋生态

资源进行改造,提高海洋生态资源的资产水平并实

现资本化运作,形成海洋生态资源开发与保护的良

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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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典型模式

2.2.1 美国的湿地补偿银行

20世纪70年代前,美国为发展经济大量开发

湿地并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尤其对生物多样性保

护和气候调节等方面产生不利影响。1972年美国

《清洁水法》规定湿地开发者须提供等价的替代湿

地来补偿受损湿地,从而实现全国湿地功能和总量

的平衡,被称为补偿性缓解措施[13],20世纪80年代

后这种湿地补偿模式被广泛推广。1991年美国首

家商业性湿地补偿银行诞生,1994年佛罗里达州的

PembrokePines银行首次开展“湿地信用”交易,此

后美国商业性湿地补偿银行的数量不断增加,截至

2016年已近3000家[14],对湿地开发与保护发挥积

极作用。

美国的湿地补偿银行模式是典型的市场主导

型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其价值实现过程是

湿地开发者通过新建或修复湿地获取“湿地信用”,

并以市场手段出售而获得盈利的湿地生态补偿机

制[15],其本质是“先补后占”的市场化生态系统开发

模式,政府在其中仅承担监管职责。

2.2.2 荷属安的列斯的海洋公园

成立于1979年的博内尔岛海洋公园是荷属安

的列斯的重要海洋保护区,管辖2700hm2海域的

大部分人类活动。在海洋公园建立前,博内尔岛周

边海域珊瑚礁的最大威胁是小船锚和潜水员的直

接破坏,如今该海域已拥有良好的海洋生态环境,

这归功于非营利的非政府组织即荷属安的列斯国

家公园基金会的运营。在当地潜水商的合作下,博

内尔岛海洋公园通过一系列市场化措施使人类活

动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最小化,不仅保持珊瑚礁

生态系统健康,而且可持续发展当地旅游经济。目

前海洋公园内大部分海域禁止抛锚,保留大量的系

泊浮标供潜水船只和私人船只使用,且禁止商业捕

鱼和珊瑚采矿等活动[16]。

荷属安的列斯的海洋公园模式是典型的市场

主导型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其充分发挥非

政府组织的作用,采用基金会的形式对海洋生态资

源进行资本化运作,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

双赢。

2.2.3 厦门五缘湾的海洋生态产业化

由于长期的过度养殖、垃圾倾倒和海堤填筑,

厦门五缘湾海域的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导致水质下

降和岸线侵蚀,海洋生态系统遭受严重破坏。通过

开展陆海环境综合整治和海洋生态修复,五缘湾海

域的水体交换能力大大提高,海洋生态环境不断恢

复。近年来,五缘湾陆续发展“国际游艇汇”和“帆

船港”等高端文旅产业以及建设“湾悦城”等多家商

业综合体,依托优质海洋生态产品实现高质量发

展。2019年五缘湾海域的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达到23896.4万元,其中海洋生物多样性、清新空

气和清 洁 海 洋 3 类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价 值 分 别 为

5465.8万元、2660.5万元和463.35万元[17]。

厦门五缘湾的海洋生态产业化模式是典型的

政府-市场混合型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政府

通过加大整治修复力度改善海洋生态环境,同时引

入商业投资加大海洋生态资源开发力度,实现海洋

生态资源开发与保护的良性循环。

2.2.4 北海的陆海统筹生态修复

广西北海三面环海,海洋生物资源丰富,拥有

红树林、海草床和珊瑚礁三大典型海洋生态系统,

具有极高的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和科学研究

价值。由于城市建设、临海工业、水产养殖业和旅

游业的迅速发展,北海冯家江流域的环境污染严

重,银滩及其邻近海域水质下降,滨海湿地生态系

统功能退化,海岸线间断,红树林面积逐年减少,生

物多样性下降。2017年北海及时部署“生态立市”

战略,全面开展基于自然的陆海统筹生态修复实

践,着力改善冯家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红树林湿

地生态系统,提高滨海湿地生物多样性和陆海复合

生态系统稳定性,提高防灾减灾能力,打造国际旅

游品牌,推动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北海的陆海统筹生态修复模式是典型的政府

主导型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其充分发挥政

府保护海洋生态资源的主体功能,通过陆海统筹生

态修复实践实现红树林生态旅游产品价值。

3 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机制建构

3.1 现实困境

近年来我国加大海洋生态资源开发力度,各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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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地区探索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也取得一些成

绩,但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仍不完善,极大

地影响海洋生态产品的可持续供给。

3.1.1 海洋生态资源产权不清晰

产权制度是基础性制度,目前我国对海洋生态

资源产权的认识仍不到位。我国宪法规定自然资

源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但对具体实践中的使

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等没有清晰界定。一些沿海

地方政府利用对海洋生态资源“所有权”的掌握,以
政府经营或委托经营的方式开发海洋生态资源,但
因法律对相关的责、权、利缺少明确规定,可能导致

海洋生态资源在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被任意开发

或过度开发,造成海洋生态系统的破坏。

3.1.2 海洋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不明确

海洋生态产品是新生概念,目前国内尚未对海

洋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进行实证性研究。海洋生态

产品价值是对海洋生态产品经济价值量的货币化,

可反映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对社会经济和社会福利

的贡献度。由于海洋生态产品具有复杂性,其价值

核算主要面临3个方面的困境。①在核算对象方

面,尚不明确社会经济领域的海洋生态系统服务、

未形成最终形态的过程性产品以及未产生实际收

益的潜在产品等是否应作为海洋生态产品价值核

算对象[18];②在核算清单方面,由于海洋生态产品

的定义尚不清晰,且存在狭义和广义的概念界定,

核算清单会有所不同;③在核算方法方面,目前有

学者在理论层面采用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核算

方法核算海洋生态产品价值[5],但忽视海洋生态产

品的特殊性。

3.1.3 海洋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不健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规定“国家

建立健全海洋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沿海地区也有

专门规定海洋生态保护补偿的地方性法规,但均为

原则性的内容,缺乏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对破坏海

洋生态环境的主体和行为缺乏约束力。目前我国

海洋生态保护补偿的评价方法、标准和技术均已具

备,但缺少法律制度保障,难以具体操作。此外,海
洋生态保护补偿的转移支付力度仍不足。

3.1.4 海洋生态产品市场机制不完善

由于海洋生态资源开发具有难度大、投资大、

收益时间长和风险高等特点,海洋生态产品市场长

期低迷,相关机制也不完善,突出表现在2个方面。

①缺少多种产品增值运营模式,目前我国海洋生态

产品增值主要采取滨海旅游、滨海休闲民宿和滨海

商业综合体等产业化运营模式,但对于促进海洋生

态资源开发与保护良性循环的海洋生态系统服务

产品和新型海洋生态产品等的增值运营模式很少;

②缺少完善的海洋生态资源资本化运作交易制度,

目前我国尚未明确海洋生态资源使用权的出让、转

让、出租、抵押、担保和入股等权能,阻碍各类投资

进入海洋生态产品市场。

3.2 机制设计

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遵循海洋生态资源-
海洋生态资产-海洋生态资本-海洋生态产品的

演化逻辑。要合理和顺畅地实现海洋生态产品价

值,须设计包括政策机制、市场机制和技术机制等

在内的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体系,促进海洋

生态产品的可持续供给和效益最大化,最终实现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

3.2.1 海洋生态资源产权管理机制

产权明晰和权责明确是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的前提,须建立完善的海洋生态资源产权管理机

制。①开展海洋生态资源调查,加快收集、整理和

统计海洋生态资源的基础性资料,做好海洋生态资

源和海洋生态空间的统一确权登记工作;②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明确各类海洋

生态资源产权的主体权利,创新海洋生态资源全民

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的表现形式。

3.2.2 海洋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机制

考虑不同的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建立

针对特定区域的海洋生态产品价值评价体系。考

虑不同的海洋生态系统功能属性,同时体现海洋生

态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建立覆盖各沿海地区的海洋

生态产品总价值核算机制。将海洋生态产品价值

核算的基础数据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考虑不

同海洋生态产品的自然属性和商品属性,建立反映

海洋生态资源开发和保护成本的价值核算方法,同

时建立体现市场供需关系的海洋生态产品价格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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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机制。加快制定海洋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标准,明

确海洋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对象、清单、方法和数

据来源等。

3.2.3 海洋生态产品增值机制

加快海洋生态资本的运营模式创新,通过配额

交易实现盘活增值、通过优化配置实现共生增值、

通过市场交易实现服务增值、通过新产品开发实现

生产增值以及通过产业化运营实现创收增值。同

时,借鉴美国的湿地补偿银行模式,加快将海洋生

态环境保护修复与海洋生态产品开发权益挂钩,在

保护海洋生态资源和依法依规的前提下,鼓励开展

湿地、沙滩和滩涂等综合整治的社会主体发展海洋

生态养殖和海洋生态旅游等产业以获取收益。对

积极探索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地区,加大

对其交通和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

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促进海洋生态产品增值。

3.2.4 海洋生态资源交易机制

完善海洋生态资源市场定价机制,加快海洋生

态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改革,客观反映市场供需关

系、资源稀缺程度以及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修复效

益[19]。加快沿海地区海洋生态资源使用权、碳排放

权、排污权和用能权等的交易,建立统一和规范的

海洋生态市场交易平台,发挥市场在海洋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中的作用。创新海洋生态产品公私合营

模式,政府通过资本注入、投资补助、贷款贴息和担

保补贴等方式设立海洋生态产品项目投资基金,引

导金融机构创新海洋生态产品融资产品[20]。

3.2.5 海洋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遵循“谁使用谁修复”的原则,借鉴博内尔岛海

洋公园模式,通过设立市场化产业发展基金等方

式,支持基于海洋生态环境系统性保护修复的海洋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积极通过设立海洋生态保护

补偿专项基金、发行企业生态债券和鼓励社会捐助

等方式,拓宽海洋生态保护补偿资金渠道。基于海

洋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特征,探索建立跨区域海洋生

态保护补偿模式,在海洋生态产品供给地和受益地

之间建立合作保护区,健全收益分配和风险分担机

制。加大对水质、入海口和排污口的监测力度,建

立海洋生态保护追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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