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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海洋是沿海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空间和资源基地，合理开发、切实保护海洋已成为关系到
沿海各国生存、发展与强盛的重大战略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时代进步、国际形势变化和我国综合国力增强，发展海洋事业的重要性与紧迫
性日益凸显。
我国是发展中的人口大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对资源的需求不断扩大，但陆地空间不足，资源有限，长
期以来，我国能源及其他重要资源短缺与发展空间不足，成为限制我国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
我国是一个陆地大国，同时也是个海洋大国，有着广阔的管辖海域，海洋资源丰富，发展海洋经济可
以缓解陆地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压力。
海洋在接替和补充陆地空间及资源不足方面存在着巨大潜力，开发利用海洋可缓解未来经济与社会发
展所需的食物、能源和水资源紧张局面，现代科技发展也具备了满足现实需求的必要性和经济技术的
可能性。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海洋工作。
党的十六大在规划我国未来20年经济与社会发展宏伟蓝图时，将“实施海洋开发”作为其中一项重要
的战略部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首次将海洋作为专门一章进行规划
部署。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也把海洋科技列为我国科技发展五大战略
重点之一。
由此可见，我国进行海洋大开发的时机已经成熟，海洋事业将日益在我国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中发
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将目光转向海洋，大规模地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将海洋作为陆地资源开发的后备战略基地，是中华民
族开拓生存发展空间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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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洋环境经济学是海洋经济学的重要应用分支学科之一，是近年来海洋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方面，其
重点就是研究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海洋环境产出效益，并可持续地开发利用丰富的海洋资源及深
邃的海洋空间，达到为人类世代发展服务的目的。
因此，海洋环境经济学已成为当代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有待开发的重要领域与研究课题。
海洋环境经济学是海洋科学理论中不可或缺也是不可替代的一门学科，它是海洋经济学理论在应用层
面的有益补充和扩展。
广东海洋大学在从事海洋经济学研究与教学过程中，深深感到在海洋经济学基础理论上进一步完善海
洋应用型研究的必要。
在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广东省教育厅、广东海洋大学的大力支持下，广东海洋大学海洋经济与管理
研究中心、经济管理学院部分教学科研人员，结合多年来的教学科研实践经验和当前学术界最新研究
成果，共同编撰完成此书。
本本书可供广大从事海洋教学科研和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教师、科技工作者及对海洋环境研
究感兴趣的各类读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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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类活动对海洋环境资源影响越大，其数量和质量折损的费用也就越大。
在当今时代，这种影响已不容忽视。
恩格斯曾讲过，价值是一种关系，是费用对效用的关系，这两者并存时，人类对海洋环境资源的单方
面利用就转化为双方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使人类与海洋环境资源这种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构成发生
变化，即只有效用，没有费用，主客体之间关系构成不完整，到费用与效用同时存在，并相互作用。
人类与海洋环境资源之间关系构成的完整化，使得海洋环境资源不仅具有使用价值，而且也有价值。
当今社会人类对海洋环境资源的影响越来越大，海洋环境资源数量上的下降，质量上的折损体现在费
用支出上，这部分支出用于恢复海洋环境资源的数量和质量。
长期以来，由于费用上的残缺，使海洋环境资源价值体现不完全，造成补偿不足。
足量的补偿价值就是存在价值。
补偿不足和存在价值不完善是导致海洋环境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成因。
因此，对于海洋环境资源数量和质量上的折损，必须进行足额地补偿和存在价值完善，这部分补偿费
用的支出表现为补偿价值，反过来说就是存在价值。
以此考察海洋环境资源价值，既要看它是否具有效用，同时又要看人类是否与海洋环境资源发生一定
的折损费用。
费用体现补偿价值（存在价值），效用体现使用价值。
如果只有效用而没有费用时，则价值关系构成不完整。
费用或补偿价值（存在价值）的缺位使自然资源没有价值，只有使用价值。
只有补偿了价值运动的空位两者同时存在并相互作用时，海洋环境资源价值构成才是完整的。
　　3.海洋环境资源能量价值理论及分析。
程晓玲①等人在评判已有的自然资源的价值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然资源能量价值理论，认为能量
与物质的有效结合是价值形成的基础，自然资源的价值表现为生态服务价值和存在价值两种。
上述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等理论都在不同层面上、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存自然资源的价值问题，
但是却都无法从本质上解决自然资源的价值本质问题。
海洋环境资源价值的概念不能局限在经济领域，不能认为价值只是外在的海洋自然资源对人类主体的
作用、功效、影响。
所谓存在既是合理的，整个地球上一切物质的存在都是有一定的意义的，不能只从人类目前的认知水
平来研究价值。
物品的价值是由形成物品的有效能量消耗来决定的，物质与能量的有效结合是价值形成的基础。
整个宇宙或者整个地球正常运转所需要的能量其实都直接或间接的来自于太阳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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