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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依据GB/T 1.1-2009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提出。 

本标准由浙江省海洋资源环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浙江海洋大学、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崔旺来、顾波军、陈畅、彭勃、王晓慧、傅舒、钟海玥、赵晟、马苏群、李月

定、桂峰、应晓丽、俞仙炯、刘超、梅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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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价格评估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海域价格评估的原则、方法和成果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管辖范围内的海域价格评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HY/T 123 海域使用分类 

海域评估技术指引(国海管字〔2013〕708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海域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水、领海的水面、水体、海床和底土。 

3.2  

海域使用权 

单位或个人在法律范围内对海域占有、使用、收益和部分处分的权利。 

3.3  

海域使用金 

国家以海域所有者身份依法出让海域使用权，向取得海域使用权的单位和个人收取的权利金。 

3.4  

海域价格 

一定年期的海域使用权未来纯收益的现值及其附属的用海设施价格的总和。 

3.5  

海域使用权价格 

在正常经营条件下，一定年期的海域使用权未来纯收益的现值总和。 

http://www.baidu.com/link?url=b4849b45b0257943456afc60f292bf95daf2d2dc3f07faee0cdcc799ec894c2f245dbbc666e5ab916ae81ac96decd81357b75b4eef7582a1fd4de5ef13016445d92061d0dfe4afc4cb6672e9d7adc61a7a53194823cac23dad69450baaecc575c649487d2813cfd3fe07dbe7dc5469d0268c3faf9df6bb2818145e9005f918e6a87ab96f739a4033e01fe8b4388291f4e7daad59a75b3fbba82e6b4f3375bc36ef4c8a2694b044651fd20984c8bff4cb7cb05540ceae3c198bab6eab1fee45f79fd33e0e289371bc0cd3fd20558f2d2c69100dbfa0bab9da9c00c822364c92fbbc9563fa2f8880052013cff344f22bdb15df85d47d65e0de2c39439ac757b8cc9c3849b6abd4c2eafa238907a6399e662fde9e09ebe1e7b10fe17cf834491a6cbbfc73d288518f83dd125ed8bccb1b1d8a39d7d3a7b2b7e7831793e607b63c7b7071651b7a7d2c5afe32011c435c178006029c0a31e8c48eae039d258d28ebac5573358cc3c0659257bfcf546427d385ece46224a55e0064419860af433f6aa433e165b63dd4e904aa0b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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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海域基准价 

某一基准日上一定年期海域使用权的区域平均价格。 

3.7  

评估基准日 

评估结果对应的日期。 

3.8  

均质海域 

同一海域使用类型中区位、海域使用、收益状况等条件类似的用海区域。 

3.9  

海域取得费 

用海单位或个人为取得海域使用权而支付的各项客观费用。 

3.10  

海域开发费 

为使海域达到一定的使用条件而投入的各项客观费用。 

3.11  

海域开发利润 

一定年期内海域开发过程中各项投资利润之和。 

3.12  

海域增值 

待估海域因改变用途或进行海域开发，达到某种利用条件而发生的价值增加量。 

3.13  

用海设施 

利用海域空间建造的，与海域使用权人的生产活动存在直接或间接联系的辅助性设施。 

4 总则 

4.1 评估原则 

4.1.1 最佳使用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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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评估应以评估对象的最有效使用为前提，应符合其自身利用条件、海洋功能区划及相关规划，

实现海域、资本、劳动力、技术、经营管理等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 

4.1.2 预期收益原则 

海域评估应以评估对象在正常利用条件下未来客观有效的预期收益为依据。 

4.1.3 贡献分配原则 

海域价格应根据海域对海域总收益的贡献大小确定。 

4.1.4 市场供需原则 

海域评估应以市场供需决定海域价格为依据，并充分考虑海域供需的特殊性和海域市场的区域性。 

4.1.5 替代原则 

海域评估应以相同等别均质海域在同等利用条件下的海域市场交易价格为参照，评估结果不应明显

偏离具有替代性质的海域客观价格。 

4.2 技术途径 

采用收益还原法、成本逼近法、假设开发法、市场比较法和基准价系数修正法评估海域价格。 

4.3 评估成果 

评估成果应包括： 

a) 海域价格评估报告； 

b) 海域价格评估技术报告。 

5 评估方法 

5.1 收益还原法 

5.1.1 适用条件 

收益还原法是将海域未来预期纯收益，按一定还原利率折算成评估基准日收益总和的一种方法。

该方法只适用于有收益或有潜在收益并能按照贡献原则较准确的计算海域未来每年纯收益的情形。 

5.1.2 计算公式 

公式如下： 

 ])
1

1
(1[ m

rr

a
V


 .................................... (1) 

式中： 

V ——待估海域收益价格，单位为万元； 

    a ——待估海域未来每年纯收益，单位为万元； 

    r ——还原利率； 

 m ——未来海域使用年期。 

5.1.3 程序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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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与要求如下： 

a) 收集相关资料； 

b) 估算待估海域年总收入，按经营性主体利用待估海域所创造的价值总额计算，收入期超过或不

足一年的应统一按年折算； 

c) 估算待估海域年总费用，按经营性主体在利用待估海域进行生产性经营活动时发生的各项必要

的年支出总额计算，支出期超过或不足一年的应统一按年折算； 

d) 计算待估海域年总收益，按年总收入扣除年总费用后的余额确定； 

e) 计算待估海域年纯收益，按年总收益中扣除非海域生产要素贡献后的余额确定； 

f) 确定还原利率，宜采用安全利率加风险系数的方式确定； 

g) 确定未来海域使用年期； 

h) 测算待估海域收益价格； 

i) 确定待估海域价格。 

5.2 成本逼近法 

5.2.1 适用条件 

成本逼近法是以开发海域所耗费的各项费用之和为主要依据，再加上一定的利息、利润、应缴纳的

税金和海域增值收益来确定海域价格的评估方法。该方法适用于抵押贷款、保险中的海域现值或拍卖底

价；新开发且周边海域市场欠发育、交易实例少的海域。 

5.2.2 计算公式 

公式如下：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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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式中： 

V  ——海域使用年期修正前的海域价格，单位为万元； 

aE ——海域取得费，单位为万元； 

dE ——海域开发费，单位为万元； 

T  ——税费，单位为万元； 

1R ——利息，单位为万元； 

2R ——利润，单位为万元； 

3R ——海域增值，单位为万元； 

EV ——海域成本价格，单位为万元。 

5.2.3 程序与要求 

程序与要求如下： 

a) 收集与评估有关的成本费用、利息、利润及增值收益等资料。 

b) 确定海域取得费；按照用海单位为取得海域使用权而支付的各项客观费用计算，包括海域使用

前期费用和各种补偿费，其中海域使用前期费用应包括海域使用论证费用、海洋环境影响评价

费用等，各种补偿费用根据国家和当地政府的标准或应支付的客观费用确定；从二级市场购入

海域时，海域取得费即为海域使用权购买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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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确定海域开发费；按照需投入并固化在海域上的各项客观费用计算，如构筑人工鱼礁、炸礁或

建设其他海上构筑物等花费的费用。 

d) 确定各项税费；按照海域取得和开发过程中应必须支付的有关税收和费用计算确定。 

e) 确定开发利息；按照界定海域开发程度的正常开发周期、各项费用的投入期限和资本年利息率，

分别估计各期投入应支付的利息，海域开发周期超过一年的，利息应按复利计算。 

f) 确定海域开发利润；应按照海域取得费、海域开发费以及各项税费为基础，结合各地实际情况

与投资风险确定各项投资回报率，估计海域投资应得取的投资利润。 

g) 确定海域开发后较开发前的价值增加额；应根据海域条件的完善或者用途的改变并结合该区域

因素综合确定。 

h) 按公式求取待估海域的价格。 

i) 对海域价格进行使用年期、个别因素的修正，确定待估海域的最终价格。 

采用成本逼近法评估有限年期海域价格时，应根据具体情况计算海域使用年期修正系数：  

1) 当海域增值是以有限年期的市场价格与成本价格的差额确定时，年期修正已在增值收益中

体现，不再另行修正。  

2) 当海域增值是以无限年期的市场价格与成本价格的差额确定时，海域增值收益与成本价格

一同进行年期修正。  

3) 当待估海域为已出让海域时，应进行剩余使用年期修正。  

海域使用年期修正系数公式为： 

 
 

1
1

1
n

k
r

 


 ...................................... (3) 

式中： 

k  ——海域使用年期修正系数； 

r ——海域还原利率； 

n ——海域使用年期。 

5.3 假设开发法 

5.3.1 适用条件 

假设开发法是指以预计或已开发完成后海域及其附属用海设施、人工构筑物市场总价扣除正常的开

发成本、利润后的余额作为待估海域价格的一种方法。该方法适用于具有投资开发或再开发潜力，且开

发后的收益水平易估计的待开发海域的估价。 

5.3.2 计算公式 

公式如下： 

 CBAV   ...................................... (4) 

式中： 

V ——待估海域价格，单位为万元； 

A ——开发完成后的海域及其附属用海设施总价值，单位为万元； 

B ——海域开发成本，单位为万元； 

C ——开发合理利润，单位为万元。 

5.3.3 程序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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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与要求如下： 

a) 调查待估海域的基本情况。 

b) 确定待估海域的最有效利用方式。 

c) 估计开发建设周期和投资进度安排。 

d) 估算开发完成后的海域总价值；海域开发后用于销售时，应根据当地市场现状，采用市场比较

法确定开发完成后的总价；海域开发后用于出租或自营时，应根据当地市场现状，采用收益还

原法确定开发完成后的总价。 

e) 估算开发成本，按照为形成特定资产而固化在海域上的各项支出计算，包括海域取得费、海域

开发费、管理费、销售税费和投资利息等，其中海域取得费、海域开发费和管理费等全部预付

资本要计算利息，利息的计算要充分考虑资本投入的进度安排，按复利计算。 

f) 估算开发合理利润，按照开发形成后资产的总价值与项目利润率综合确定，项目利润率应根据

同一市场上类似项目的平均利润率确定。 

g) 确定待估海域价格。 

5.4 市场比较法 

5.4.1 适用条件 

市场比较法是在求取待评估海域价格时，以条件类似海域买卖实例与待估海域加以对照比较，从而

求取待估海域价格的一种方法。该方法适用于海域巿场发达、有充足的具有替代性的比较实例的地区。 

5.4.2 计算公式 

公式如下： 

 7654321 KKKKKKKVBV   ........................ (5) 

式中： 

V  ——待估海域价格，单位为万元； 

VB ——比较实例价格，单位为万元； 

1K ——交易情况修正系数； 

2K ——海洋经济因素修正系数； 

3K ——区域经济因素修正系数； 

4K ——社会发展因素修正系数； 

5K ——资源环境因素修正系数； 

6K ——使用年期修正系数； 

7K ——评估基准日修正系数。 

5.4.3 程序与要求 

程序与要求如下： 

a) 收集宗海交易实例。 

b) 确定比较实例；应选择与评估基准日最接近，与评估宗海用途、等别相同，条件基本一致的交

易作为比较实例，且至少应选取三个以上的比较实例。 

c) 建立价格可比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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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进行交易情况修正；应排除交易行为中的一些特殊情况所造成的比较实例的价格偏差，将成交

价格修正为正常市场价格；评估人员应通过已掌握的交易资料进行分析计算，将特殊因素对海

域价格的影响程度求和，确定修正系数；交易行为中的特殊情况包括：  

1) 不同出让方式的交易；  

2) 以净价形式进行的交易；  

3) 多宗用海同时交易的情形；  

4) 宗海面积较大的交易。  

e) 海域价格影响因素修正；应包括海洋经济因素修正、区域经济因素修正、社会发展因素修正以

及资源环境因素修正；确定的主要步骤为： 

1) 选择比较因子。根据评估对象的具体用海情况，选择重要的比较因子。  

2) 确定各因子条件指数。在海域价格和各影响因子相关关系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各因子条件

量化标准和规律。根据各因子指标条件，对照上述标准和规律，并结合实际状况确定条件

指数。  

3) 修正系数的确定。采用单因子与海域价格相关关系分析确定条件指数时，应采用积算的方

式确定评估海域和比较实例的因子条件指数后比较确定相应的修正系数。 

f) 进行使用年期修正；应将各比较实例的不同使用年期修正到评估对象的使用年期，消除因海域

使用年期不同而对价格带来的影响。 

g) 进行评估基准日修正；应指将比较实例在其成交日期的价格调整为评估基准日的价格；在未建

立海域价格指数的情况下，应通过收集大量案例资料，运用统计方法分析特定区域内海域价格

随时间变动的规律，求取相关指数，确定修正系数。 

h) 确定待估海域价格。 

5.5 基准价系数修正法 

5.5.1  适用条件 

基准价系数修正法是指以海域基准价为基础，采用替代原理建立基准价、海域价格以及影响因素之

间的关系，利用海域基准价修正系数将海域基准价修正为待估海域价格的方法。该方法适用于海域市场

不成熟、市场交易资料不健全的情形。 

5.5.2 计算公式 

公式如下： 

   jib KKVV )1(1  ............................... (6) 

式中： 

V ——海域价格，单位为万元； 

bV1 ——海域基准价，单位为万元； 

 iK ——海域价格修正系数； 

 jK ——评估基准日、海域使用年期、海域开发程度、交易情况修正系数等其它修正系数。 

5.5.3 程序与要求 

程序与要求如下： 

a) 收集有关海域基准价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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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依据 HY/T 123 和《海域评估技术指引（国海管字[2013]708 号）》，分析待估海域价格影响

因素，编制海域基准价修正系数表和海域价格影响因素指标条件说明表； 

c) 依据海域基准价修正系数表和海域价格影响因素指标条件说明表，确定待估海域价格修正系

数；  

d) 进行评估基准日、海域使用年期、海域开发程度、交易情况等其它修正； 

e) 确定待估海域价格。 

海域价格修正因素及指标参照附录A，海域基准价修正用表参照附录B，海域价格修正系数的确定参

照附录C。 

6 宗海价格评估 

6.1 程序与要求 

6.1.1 确定评估基本事项 

主要确定评估类型、评估对象、评估目的、评估基准日与评估日期等。 

6.1.2 拟订评估作业计划 

需确定评估项目、内容、资料类型及来源、调查方法、人员安排、时间与成果组成等。 

6.1.3 资料收集 

收集宗海所处地区的海洋经济因素、区域经济因素、社会发展因素和资源环境因素资料，宗海自身

条件、权利状况和利用状况及与待估宗海相关的海域交易实例资料等。 

应收集的图件资料包括海籍图、海域基准价图、宗海图等。 

评估人员应实地踏勘待估宗海，了解掌握待估宗海所在位置、形状、海域利用状况、基础设施条件、

道路交通状况以及周围环境等情况。 

海域价格评估调查的相关资料见附录D。 

6.1.4 选择评估方法 

应针对评估目的、评估对象所属的用海类型、评估对象开发利用状态和海域市场现状等，根据各评

估方法的适用条件选择适用的评估方法。评估宜选用两种以上方法。 

6.1.5 确定评估参数和修正系数 

针对选择的评估方法，确定必要的评估参数和修正系数。 

6.1.6 测算海域价格 

利用所选各评估方法的计算公式分别测算海域价格。 

6.1.7 确定宗海价格 

仅采用一种方法评估的，测算价格为最终宗海价格。 

采用多种方法评估的，宜选用以下方法确定评估结果。 

a) 简单算术平均法； 

b) 加权算术平均法； 

c) 中位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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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综合分析法。 

海域出让评估应明确海域开发费、专业费、补偿费、业务费、其他费用等内容。 

海域转让评估应明确海域转让前的取得价格、附属用海设施和海上构筑物重置费以及转让增值收益

等内容。  

最终结果以人民币注明宗海价格和单价，宗海价格应附大写金额。 

6.2 成果整理 

6.2.1 报告整理 

宗海价格评估完成后要提交评估报告书。评估报告书包括《海域价格评估报告》和《海域价格评估

技术报告》，报告书格式分为文字式和表格式。 

评估报告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总述，即评估的基本事项，说明委托评估人、评估项目名称、评估日期、评估人员及评估对象

地址和状况、评估说明、假设与限制条件、评估目的、评估基准日、评估海域权利状况等； 

b) 评估对象及其背景条件，包括政治与经济因素、海域所在区域影响因素、规划要求与税收影响、

宗海的资源环境因素资料、评估对象所属行业特殊因素、海上附着物状况等； 

c) 价格评估过程与结果，包括海域最佳用途、评估依据、评估方法、评估价格调整与结果、评估

人背景与资历等； 

d) 附件。 

评估报告格式见附录E。 

6.2.2 附件整理 

附件包括海域产权证书复印件或海域产权证明材料、海籍图、宗海图、宗海位置示意图、评估对象

照片、有关背景材料、评估机构资质证书及营业执照复印件、评估师资格证书复印件等。 

6.2.3 资料归档 

宗海评估过程中所收集的资料，应按报告编号整理存档以备查证。 

7 不同类型海域价格评估要点 

7.1 渔业用海 

7.1.1 渔业基础设施用海 

宜采用成本逼近法和基准价系数修正法。 

7.1.2 围海养殖用海 

按以下条件选择评估方法： 

a) 同一区域内，存在相同、相似围海养殖用海并可获取其现值的，宜采用市场比较法确定； 

b) 对于围海养殖收益或潜在收益易确定的，可采用收益还原法； 

c) 对于具有围海养殖开发价值或再开发潜力，且开发完成后的养殖收益易估计的，可采用假设开

发法； 

d) 政府公布海域基准价的，可采用基准价系数修正法。 

7.1.3 开放式养殖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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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以下条件选择评估方法： 

a) 同一区域内，存在相同、相似开放式养殖用海并可获取其现值的，宜采用市场比较法；  

b) 对于开放式养殖收益或潜在收益易确定的，可采用收益还原法； 

c) 政府公布海域基准价的，可采用基准价系数修正法。 

7.1.4 人工鱼礁用海 

按以下条件选择评估方法： 

a) 海域交易市场不成熟且可取得海域开发成本的，宜采用成本逼近法。 

b) 对于人工鱼礁收益或潜在收益易确定的，可采用收益还原法。 

7.2 工业用海 

7.2.1 盐业用海 

按以下条件选择评估方法： 

a) 对于盐业生产经营收益或潜在收益易确定的，可采用收益还原法； 

b) 政府公布海域基准价的，可采用基准价系数修正法。 

7.2.2 固体矿产、油气开采用海 

按以下条件选择评估方法： 

a) 收益或潜在收益易确定的，可采用收益还原法； 

b) 政府公布海域基准价的，可采用基准价系数修正法。 

7.2.3 船舶工业用海 

按以下条件选择评估方法： 

a) 政府已经公布海域基准价的，可采用基准价系数修正法； 

b) 对于船舶工业的收益或潜在收益易确定的，可采用收益还原法； 

c) 同一区域内，存在相同、相似船舶工业用海并可获取其现值的，宜采用市场比较法。 

7.2.4 电力工业用海 

宜采用成本逼近法和基准价系数修正法。 

7.2.5 海水综合利用用海 

宜采用收益还原法或成本逼近法。 

7.3 交通运输用海 

7.3.1 港口用海 

按以下条件选择评估方法： 

a) 同一区域内，存在相同、相似港口用海并可获取其现值的，宜采用市场比较法； 

b) 海域交易市场不成熟且可取得海域开发成本的，可采用成本逼近法。 

7.3.2 航道用海 

宜采用成本逼近法和基准价系数修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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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锚地用海 

宜采用成本逼近法和基准价系数修正法。 

7.3.4 路桥用海 

宜采用成本逼近法和基准价系数修正法。 

7.4 旅游娱乐用海 

7.4.1 评估旅游基础设施用海 

按以下条件选择评估方法： 

a) 政府公布海域基准价的，可采用基准价系数修正法；  

b) 填海造地用于旅游开发和建设宾馆、饭店等的用海，可采用假设开发法； 

c) 旅游经营收益或潜在收益易确定的，可采用收益还原法。 

7.4.2 评估浴场用海 

按以下条件选择评估方法： 

a) 对于开发完成后采用出租或自营方式经营的浴场用海，可以根据经营收益或潜在收益，采用收

益还原法；  

b) 同一区域内，存在相同、相似浴场用海并可获取其现值的，可采用市场比较法。 

7.4.3 评估游乐场用海 

按以下条件选择评估方法： 

a) 对于开发完成后采用出租或自营方式经营的游乐场用海，可以根据经营收益或潜在收益，采用

收益还原法；  

b) 同一区域内，存在相同、相似游乐场用海并可获取其现值的，可采用市场比较法。 

7.5 造地工程用海 

7.5.1 建设填海造地用海 

宜采用假设开发法和成本逼近法。 

7.5.2 农业填海造地用海 

宜采用基准价系数修正法和成本逼近法。 

7.5.3 废弃物处置填海造地用海 

宜采用基准价系数修正法和成本逼近法。 

7.6 用海设施 

关于海上构筑物的评估参照国家及省市规定的地上构筑物评估相关条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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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海域价格修正因素及指标 

渔业用海、工业用海、交通运输用海、旅游娱乐用海和造地工程用海的价格修正因素及指标参照表

A.1～A.5。 

表A.1 渔业用海价格修正因素和修正指标 

影响因素 影响指标 说明 

经济发展水平 
海洋渔业发达度 评估对象所处乡镇海洋渔业单位面积产值。 

乡镇经济发展水平 评估对象所处乡镇的人均 GDP。 

区位条件 

与邻近乡镇中心距离 评估对象与临近乡镇中心的距离。 

距县城距离 评估对象与临近县城中心的距离。 

乡镇在县城中地位 所在乡镇在管辖县域中的影响力。 

交通条件 
宗海临路条件 评估对象与周边道路的连接程度。  

宗海临港条件 评估对象与大型港口的距离。 

基础设施条件 
基础设施完善度 

道路、供水、排水、供电、供气、供热、通讯等基础设施的齐全

性及保证率。 

区域公用设施方便度 公用设施的完善度及距离的远近。 

渔业产业状况 

渔业生产能力 
评估对象所在乡镇的水产品加工厂、育苗场等渔业配套设施的数

量与规模。 

渔业从业人员 
评估对象所在乡镇直接从事海洋渔业的捕捞、养殖与后勤生产的

在业人员数。  

区划与规划 区域海域利用限制 评估对象对海域利用类型、利用强度的限制程度。 

宗海条件 

地形地貌 评估对象海底平面形状对渔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程度。 

地质条件 评估对象地质承载力的强弱及对渔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程度。 

自然灾害 风暴潮、灾害性海浪与海啸等发生强度及频次。 

海洋环境质量 

综合考虑评估对象所在乡镇海水增养殖区养殖环境质量优劣度、

海水质量优劣度、海洋沉积物质量优劣度、海域贝类生物质量优

劣度、气象与气候条件、近岸海域环境综合污染程度等，确定海

洋环境质量指数。 

海洋生物资源丰度 评估对象海洋生物资源的富集和丰富程度。  

增养殖方式 评估对象增养殖方式对海域质量影响程度。 

养殖安全性 评估对象所处港湾掩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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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工业用海价格修正因素和修正指标 

影响因素 影响指标 说明 

经济发展水平 
海洋经济发达程度 评估对象所处乡镇海洋经济增加值占地区 GDP 比重。 

乡镇经济发展水平 评估对象所处乡镇的人均 GDP。 

区位条件 

与邻近乡镇中心距离 评估对象与临近乡镇中心的距离。 

距县城距离 评估对象与临近县城中心的距离。 

乡镇在县城中地位 所在乡镇在管辖县域中的影响力。 

交通条件 
宗海临路条件 评估对象与周边道路的连接程度。  

宗海临港条件 评估对象与大型港口的距离。 

基础设施条件 
基础设施完善度 

道路、供水、排水、供电、供气、供热、通讯等基础设施的齐全

性及保证率。 

区域公用设施方便度 公用设施的完善度及距离的远近。 

涉海工业产业状况 

涉海工业生产能力 评估对象所在乡镇涉海工业企业的数量与规模。 

涉海工业从业人员 评估对象所在乡镇涉海工业企业从事生产的在业人员数。  

人口集聚度 
人口密度 评估对象所处乡镇单位土地面积的人口数量。 

人流量 评估对象所处乡镇在一定时期内流入、流出的人数。 

毗邻土地情况 毗邻土地价格 评估对象毗邻工业用地的级别与基准价格。 

区划与规划 区域海域利用限制 评估对象对海域利用类型、利用强度的限制程度。 

宗海条件 

水深状况 评估对象海平面到其海床的最大垂直距离。 

海洋水文 评估对象温度、盐度、海流、潮汐、海浪等。 

地形地貌 评估对象海底平面形状对海上设施建设的影响程度。 

地质条件 评估对象地质承载力的强弱及对海上设施建设影响的程度。 

自然灾害 风暴潮、灾害性海浪与海啸等发生强度及频次。 

海洋环境质量 
综合考虑评估对象所在乡镇海岸地貌、海岸带环境质量、海洋水

文与海域环境质量优劣度等，确定海洋环境质量指数。 

生产安全性 评估对象所处港湾掩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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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 交通运输用海价格修正因素和修正指标 

影响因素 影响指标 说明 

经济发展水平 
海洋经济发达程度 评估对象所处乡镇海洋经济增加值占地区 GDP 比重。 

乡镇经济发展水平 评估对象所处乡镇的人均 GDP。 

区位条件 

与邻近乡镇中心距离 评估对象与临近乡镇中心的距离。 

距县城距离 评估对象与临近县城中心的距离。 

乡镇在县城中地位 所在乡镇在管辖县域中的影响力。 

交通条件 
宗海临路条件 评估对象与周边道路的连接程度。  

宗海临港条件 评估对象与大型港口的距离。 

基础设施条件 

基础设施完善度 
道路、供水、排水、供电、供气、供热、通讯等基础设施的齐

全性及保证率。 

区域公用设施方便度 公用设施的完善度及距离的远近。 

港口设施完善度 堆场、航道、锚地、海关、海事和商检等配套设施完善程度。 

港口生产能力 

港口年吞吐量 
评估对象所属港口一年间经水运输出、输入港区并经过装卸作

业的货物总量。 

码头建设规模 泊位的数量和大小。  

港口等级 评估对象所属港口的级别或者定位。 

区划与规划 区域海域利用限制 评估对象对海域利用类型、利用强度的限制程度。 

宗海条件 

水深状况 评估对象海平面到其海床的最大垂直距离。 

锚地条件 适宜于船舶锚泊的水域宽窄。 

泥沙淤积状况 评估对象泥沙淤积厚度。 

地形地貌 评估对象海底平面形状对海上设施建设的影响程度。 

地质条件 评估对象地质承载力的强弱及对海上设施建设影响的程度。 

作业天数 
通过对风、雨、雾、浪等气象水文资料的统计分析确定适宜港

口作业天数。 

生产安全性 评估对象所处港湾掩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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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4 旅游娱乐用海修正因素和修正指标 

影响因素 影响指标 说明 

经济发展水平 
海洋经济发达程度 评估对象所处乡镇海洋经济增加值占地区 GDP 比重。 

乡镇经济发展水平 评估对象所处乡镇的人均 GDP。 

区位条件 

与邻近乡镇中心距离 评估对象与临近乡镇中心的距离。 

距县城距离 评估对象与临近县城中心的距离。 

乡镇在县城中地位 所在乡镇在管辖县域中的影响力。 

交通条件 
宗海临路条件 评估对象与周边道路的连接程度。  

宗海临港条件 评估对象与大型港口的距离。 

基础设施条件 

基础设施完善度 
道路、供水、排水、供电、供气、供热、通讯等基础设施的齐全

性及保证率。 

区域公用设施方便度 公用设施的完善度及距离的远近。 

旅游设施完善度 
宾馆饭店的等级、数量和接待能力以及旅游娱乐设施项目数量

等。  

旅游资源条件 

旅游区级别指数 
综合考虑评估对象周边各等级景区数量与质量等级，确定旅游区

级别平均指数。 

适游时间 
评估对象所在乡镇的海洋气象、水文条件确定一年内适宜开展旅

游活动的天数。 

景区年客流量 景区每年游客数量。 

海鲜美食 旅游景区所提供的特色餐饮种类。 

人口集聚度 
人口密度 评估对象所处乡镇单位土地面积的人口数量。 

人流量 评估对象所处乡镇在一定时期内流入、流出的人数。 

区划与规划 区域海域利用限制 评估对象对海域利用类型、利用强度的限制程度。 

宗海条件 

岸滩状况 岸滩类型。 

沙滩条件 沙滩的长度、宽度。 

生物多样性 海洋生物资源的富集和丰富程度。 

海洋环境质量 

综合考虑评估对象所在乡镇的海水质量、海水浴场健康指数、旅

游度假区水质状况指数和海面状况指数、海域环境质量优劣度、

气象和气候条件与大气质量优劣度等，确定海洋环境质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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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5 造地工程价格修正因素和修正指标 

影响因素 影响指标 说明 

经济发展水平 
海洋经济发达程度 评估对象所处乡镇海洋经济增加值占地区 GDP 比重。 

乡镇经济发展水平 评估对象所处乡镇的人均 GDP。 

区位条件 

与邻近乡镇中心距离 评估对象与临近乡镇中心的距离。 

距县城距离 评估对象与临近县城中心的距离。 

乡镇在县城中地位 所在乡镇在管辖县域中的影响力。 

交通条件 
宗海临路条件 评估对象与周边道路的连接程度。  

宗海临港条件 评估对象与大型港口的距离。 

基础设施条件 
基础设施完善度 

道路、供水、排水、供电、供气、供热、通讯等基础设施的齐

全性及保证率。 

区域公用设施方便度 公用设施的完善度及距离的远近。 

工程建设条件 
填海工程量 陆域吹填需要的砂石总量。 

单位陆域吹填费 每立方米陆域吹填发生的人工、砂石等成本。  

人口集聚度 
人口密度 评估对象所处乡镇单位土地面积的人口数量。 

人流量 评估对象所处乡镇在一定时期内流入、流出的人数。 

毗邻土地情况 毗邻土地价格 评估对象毗邻土地的用地类型、级别与基准价格。 

区划与规划 区域海域利用限制 评估对象对海域利用类型、利用强度的限制程度。 

宗海条件 

水深状况 评估对象海平面到其海床的最大垂直距离。 

泥沙淤积状况 评估对象泥沙淤积厚度。 

潮间带宽度 评估对象高潮线与低潮线之间的距离。 

地形地貌 评估对象海底平面形状对填海作业的影响程度。 

地质条件 评估对象地质承载力的强弱及对填海影响的程度。 

自然灾害 风暴潮、灾害性海浪与海啸等发生强度及频次。 

海域环境质量 
综合考虑评估对象所在乡镇海岸地貌、海洋水文、海岸带环境

质量优劣度与海域环境质量优劣度等，确定海洋环境质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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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海域基准价修正用表 

海域基准价修正用表见表B.1～表B.10。 

表B.1 渔业用海海域基准价修正系数表 

宗海修正因素 

海域使用二级类型 

渔业基础设施用海 围海养殖用海 „„„„ 人工鱼礁用海 

修正系数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影响因素 1 
指标 1                     

指标 2                     

影响因素 2 

指标 1                     

指标 2                     

指标 3                     

影响因素 3 
指标 1                     

指标 2                     

„„ 

„„                     

                     

                     

注：用海类型分级依据HY/T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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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2 渔业用海宗海价格影响因素指标条件说明表 

宗海修正因素 

海域使用二级类型 

渔业基础设施用海 围海养殖用海 „„„„ 人工鱼礁用海 

修正系数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影响因素 1 
指标 1                     

指标 2                     

影响因素 2 

指标 1                     

指标 2                     

指标 3                     

影响因素 3 
指标 1                     

指标 2                     

„„ 

„„                     

                     

                     

注：用海类型分级依据HY/T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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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3 工业用海海域基准价修正系数表 

宗海修正因素 

海域使用二级类型 

盐业用海 固体矿产开采用海 „„„„ 海水综合利用用海 

修正系数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影响因素 1 
指标 1                     

指标 2                     

影响因素 2 

指标 1                     

指标 2                     

指标 3                     

„„ 

„„                     

                     

                     

注：用海类型分级依据HY/T 123。 

表B.4 工业用海宗海价格影响因素指标条件说明表 

宗海修正因素 

海域使用二级类型 

盐业用海 固体矿产开采用海 „„„„ 海水综合利用用海 

修正系数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影响因素 1 
指标 1                     

指标 2                     

影响因素 2 

指标 1                     

指标 2                     

指标 3                     

„„ 

„„                     

                     

                     

注：用海类型分级依据HY/T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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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5 交通运输用海海域基准价修正系数表 

宗海修正因素 

海域使用二级类型 

港口用海 航道用海 „„„„ 路桥用海 

修正系数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影响因素 1 
指标 1                     

指标 2                     

影响因素 2 

指标 1                     

指标 2                     

指标 3                     

„„ 

„„                     

                     

                     

注：用海类型分级依据HY/T 123。 

表B.6 交通运输用海宗海价格影响因素指标条件说明表 

宗海修正因素 

海域使用二级类型 

港口用海 航道用海 „„„„ 路桥用海 

修正系数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影响因素 1 
指标 1                     

指标 2                     

影响因素 2 

指标 1                     

指标 2                     

指标 3                     

„„ 

„„                     

                     

                     

注：用海类型分级依据HY/T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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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7 旅游娱乐用海海域基准价修正系数表 

宗海修正因素 

海域使用二级类型 

旅游基础设施用海 浴场用海 娱乐场用海 

修正系数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影响因素 1 
指标 1                

指标 2                

影响因素 2 

指标 1                

指标 2                

指标 3                

„„ 

„„                

                

                

注：用海类型分级依据HY/T 123。 

表B.8 旅游娱乐用海海域价格影响因素指标条件说明表 

宗海修正因素 

海域使用二级类型 

旅游基础设施用海 浴场用海 娱乐场用海 

修正系数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影响因素 1 
指标 1                

指标 2                

影响因素 2 

指标 1                

指标 2                

指标 3                

„„ 

„„                

                

                

注：用海类型分级依据HY/T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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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9 造地工程用海海域基准价修正系数表 

宗海修正因素 

海域使用二级类型 

建设填海造地用海 农业填海造地用海 废弃物处置填海造地用海 

修正系数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影响因素 1 
指标 1                

指标 2                

影响因素 2 

指标 1                

指标 2                

指标 3                

„„ 

„„                

                

                

注：用海类型分级依据HY/T 123。 

表B.10 造地工程用海宗海价格影响因素指标条件说明表 

宗海修正因素 

海域使用二级类型 

建设填海造地用海 农业填海造地用海 废弃物处置填海造地用海 

修正系数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影响因素 1 
指标 1                

指标 2                

影响因素 2 

指标 1                

指标 2                

指标 3                

„„ 

„„                

                

                

注：用海类型分级依据HY/T 123。 



DB33/T 2029—2017 

23 

C  C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海域基准价修正体系 

C.1 海域基准价修正体系构成 

应包括基准价修正系数表与海域价格影响因素指标条件说明表等内容。 

C.2 主要用途海域价格修正因素 

见附录A。  

C.3 海域价格修正因素权重确定 

采用特尔斐法、层次分析法等方法确定各因素的权重值。 

C.4 各因素修正幅度的计算 

C.4.1 修正幅度计算 

以待估海域基准价为标准，调查该待估海域正常情况下交易价格的最高值和最低值，分别以最高值

和最低值与基准价相减，得到上调或下调的最高值。 

上调幅度的计算公式为： 

 %100]/)[(1  1b1bnh IIIF  .............................. (C.1) 

式中： 

1F ——基准价上调最大幅度； 

nhI ——待估海域正常情况下交易价格的最高值； 

1bI ——待估海域基准价。 

下调幅度的计算公式为： 

 %100]/)[(2  1bnl1b IIIF  .............................. (C.2) 

式中： 

2F ——基准价下调最大幅度； 

1bI ——待估海域基准价； 

nlI ——待估海域正常情况下交易价格的最低值。 

C.4.2 各因素修正幅度计算 

根据不同用途用海类型各因素对海域价格的影响，按照下式计算各因素的修正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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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11i WFF   .................................... (C.3) 

式中： 

1iF —— i 因素的上调幅度； 

1F ——基准价上调最大幅度； 

iW  —— i 因素对宗海价格的影响权重。 

 i22i WFF   .................................... (C.4) 

式中： 

2iF —— i 因素的下调幅度； 

2F ——基准价下调最大幅度； 

iW  —— i 因素对宗海价格的影响权重。 

C.5 确定待估海域修正系数 

C.5.1 确定海域基准价修正系数表 

海域基准价修正系数表应按优、较优、一般、较劣、劣分为五档，其中优档取值1 1iF ，较优档

取值1 21iF ，一般档取值1，较劣档取值 21 2iF ，劣档取值 21 iF 。修正系数表应通过已有海域

价格点的检验、校核，海域基准价修正系数表参见附录B的相应表格。 

C.5.2 编制海域价格影响因素指标条件说明表 

编制海域价格影响因素指标条件说明表应以海域基准价修正系数表为基础，根据各用途海域价值特

征，按照五档分别设定各海域影响因素指标条件。指标条件应尽量采用量化标准，并填入附录B的相应

表格。 

C.5.3 求取待估海域修正系数 

求取待估海域修正系数的说明如下： 

a) 根据海域基准价修正系数表和海域价格影响因素指标条件说明表，得到待估海域修正系数。 

b) 海域基准价修正系数确定应区分不同的海域使用类型和用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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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海域价格评估调查附表 

海域价格评估调查附表见表D.1～表D.13。 

表D.1 渔业用海效益调查表 

单 

 

位 

 

名 

 

称 

主 

 

管 

 

单 

 

位 

所 

 

在 

 

位 

 

置 

用 

 

海 

 

类 

 

型 

用 

 

海 

 

方 

 

式 

资 金 

占有额(万

元) 工资 

总额

（万

元） 

职 

工 

人 

数 

（人） 

年产值 

(万元) 

年利润额 

(万元) 

年税后留利 

(万元) 
用海面

积 

(平方

米) 

用 海 

效 益 

(元/平方

米.年) 

流

动

资

金 

固

定

资

金 

 

 

 

 

年 

 

 

 

 

年 

 

 

 

 

年 

 

平 

 

 

均 

 

 

 

 

年 

 

 

 

 

年 

 

 

 

 

年 

 

平 

 

 

均 

 

 

 

 

年 

 

 

 

 

年 

 

 

 

 

年 

 

平 

 

 

均 

 

 

 

 

 

 

 

 

 

 

 

 

 

 

 

                      

注1：所在位置是指所在地名、街、道门牌。 

注2：用海效益是用海单位每年每平方米的税后留利额。年产值、税后留利填到万元。 

注3：用海面积指被调查单位各调查区域用海面积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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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2 交通运输用海效益调查表 

单 

 

位 

 

名 

 

称 

主 

 

管 

 

单 

 

位 

所 

 

在 

 

位 

 

置 

用 

 

海 

 

类 

 

型 

用 

 

海 

 

方 

 

式 

资 金 

占有额 

(万元) 工资 

总额 

（万

元） 

职 

工 

人 

数 

（人） 

年产值 

(万元) 

年利润额 

(万元) 

年税后留利 

(万元) 
用海

面积 

(平方

米) 

用 海 

效 益 

(元/平方

米.年) 

流

动

资

金 

固

定

资

金 

 

 

 

 

年 

 

 

 

 

年 

 

 

 

 

年 

 

平 

 

 

均 

 

 

 

 

年 

 

 

 

 

年 

 

 

 

 

年 

 

平 

 

 

均 

 

 

 

 

年 

 

 

 

 

年 

 

 

 

 

年 

 

平 

 

 

均 

 

 

 

 

 

 

 

 

 

 

 

 

 

 

 

                      

注：同表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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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3 工业用海效益调查表 

单 

 

位 

 

名 

 

称 

主 

 

管 

 

单 

 

位 

所 

 

在 

 

位 

 

置 

用 

 

海 

 

类 

 

型 

用 

 

海 

 

方 

 

式 

资 金 

占有额(万

元) 
工资总

额（万

元） 

职 

工 

人 

数 

（人） 

年产值 

(万元) 

年利润额 

(万元) 

年税后留利 

(万元) 
用 海

面积 

( 平方

米) 

用 海

效 益

(元/平

方米.

年) 

流

动

资

金 

固

定

资

金 

 

 

 

 

年 

 

 

 

 

年 

 

 

 

 

年 

 

平 

 

 

均 

 

 

 

 

年 

 

 

 

 

年 

 

 

 

 

年 

 

平 

 

 

均 

 

 

 

 

年 

 

 

 

 

年 

 

 

 

 

年 

 

平 

 

 

均 

 

 

 

 

 

 

 

 

 

 

 

 

 

 

 

                      

注：同表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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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4 旅游娱乐用海效益调查表 

单 

 

位 

 

名 

 

称 

主 

 

管 

 

单 

 

位 

所 

 

在 

 

位 

 

置 

用 

 

海 

 

类 

 

型 

用 

 

海 

 

方 

 

式 

资 金 

占有额(万

元) 工资 

总额

（万

元） 

职 

工 

人 

数 

（人） 

年产值 

(万元) 

年利润额 

(万元) 

年税后留利 

(万元) 
用海面

积 

( 平方

米) 

用 海效 

益(元/平

方米.年) 

流

动

资

金 

固

定

资

金 

 

 

 

 

年 

 

 

 

 

年 

 

 

 

 

年 

 

平 

 

 

均 

 

 

 

 

年 

 

 

 

 

年 

 

 

 

 

年 

 

平 

 

 

均 

 

 

 

 

年 

 

 

 

 

年 

 

 

 

 

年 

 

平 

 

 

均 

 

 

 

 

 

 

 

 

 

 

 

 

 

 

 

 

 

 

 

 

 

 

 

 

 

 

                      

注：同表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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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5 造地工程用海效益调查表 

单 

 

位 

 

名 

 

称 

主 

 

管 

 

单 

 

位 

所 

 

在 

 

位 

 

置 

用 

 

海 

 

类 

 

型 

用 

 

海 

 

方 

 

式 

资 金 

占有额(万

元) 工资 

总额

（万

元） 

职 

工 

人 

数 

（人） 

年产值 

(万元) 

年利润额 

(万元) 

年税后留利 

(万元) 
用海面

积 

( 平方

米) 

用海 

效 益 

(元/平方

米.年) 

流

动

资

金 

固

定

资

金 

 

 

 

 

年 

 

 

 

 

年 

 

 

 

 

年 

 

平 

 

 

均 

 

 

 

 

年 

 

 

 

 

年 

 

 

 

 

年 

 

平 

 

 

均 

 

 

 

 

年 

 

 

 

 

年 

 

 

 

 

年 

 

平 

 

 

均 

 

 

 

 

 

 

 

 

 

 

 

 

 

 

 

 

 

 

 

 

 

 

 

 

 

 

                      

注：同表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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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6 海域使用权出让价格调查表 

                                             年：   编    号： 

                                         海域等别：   海域区域号： 

市          县           乡(镇)             村 

海籍区       界址              宗海号 

受让人       地址             电话号码 

出让时间                出让方式：拍卖 招标 挂牌 

海域用途                                 

用海方式 

海域出让总价格      万元；           海域出让总面积            平方米 

单位面积海域价格      元/平方米； 

海域开发状况 

备 

注 
说明： 位置略图： 

调查人：                         调查时间：  年  月  日 

 

表D.7 海域使用权转让价格调查表 

                                             年：   编   号： 

                                          海域等别：   海域区域号： 

市          县           乡(镇)             村 

海籍区       界址              宗海号 

转让人       地址             电话号码 

受让人       地址             电话号码 

转让时间            转让方式：拍卖 招标 挂牌 其它 

转让前用途                    用海方式 

转让后用途                    用海方式 

海域转让总价格         万元；海域转让总面积      平方米 

单位面积海域价格      元/平方米； 

海域开发状况 

备 

 

注 

海域正常转让总价格(注明修正原因)            万元 

海域正常转让价格        元/平方米 

说明：  位置略图： 

调查人：                         调查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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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8 海域使用权出租租金调查表 

   年：   编   号： 

海域等别：   海域区域号： 

市          县           乡(镇)             村 

海籍区       界址              宗海号 

出租人       地址               电话号码 

承租人       地址               电话号码 

出租时间          出租期 

出租前用途         用海方式                出租方式 

出租后用途         用海方式                出租方式 

海域出租总租金      万元；       海域出租总面积      平方米 

单位面积海域出租租金      元/平方米；  单位面积海域价格        元/平方米 

备 

注 

海域正常出租总价格(注明修正原因)            万元 

海域正常出租租金        元/平方米 

海域正常价格          元/平方米 

说明： 位置略图： 

调查人：                        调查时间：  年  月  日 

表D.9 海域联营入股资料调查表 

    年：    编   号： 

海域等别：    海域区域号： 

市          县           乡(镇)             村 

海籍区       界址              宗海号 

出海人       地址          电话号码 

出资人       地址          电话号码 

联营时间             联营期 

联营海域用途            用海方式 

出资方资金总额           万元；出海方利润分成比例                % 

出海方投入海域面积         平方米；单位面积海域年收入      元/平方米 

出海方年纯收入                 万元；                         % 

单位面积海域价格               元/平方米 

备 

注 
说明： 位置略图： 

       调查人：                             调查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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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10 海域征收开发资料调查表 

   年：   编    号： 

海域等别：   海域区域号： 

       市          县           乡(镇)             村  

海籍区            界址              宗海号 

征海单位                 地址                            电话号码 

时间 

海域用途                 用海方式 

征海补偿费            元/平方米 

养殖育苗补偿费        元/平方米 

用海设施补偿费        元/平方米 

海上构筑物补偿费      元/平方米 

海域修复费            元/平方米 

支付其它费用               元/平方米 

海域开发费                 元/平方米 

市政设施配套费             元/平方米 

其它费用                   元/平方米 

取得海域成本               元/平方米 

备 

注 
说明： 位置略图： 

调查人：                                   调查时间：   年   月   日 

 

表D.11 业劳动力标准表 

项  目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渔业 

类 型 A B C D ‥ ‥ ‥ A B C D ‥ ‥ A B C D ‥ ‥ 

人 员 

标 准 

   
               

 

交通

运输 

类 型                    

人 员 

标 准 

   
               

 

工业 

类 型                    

人 员 

标 准 

   
               

 

旅游

娱乐 

类 型                    

人 员 

标 准 

   
               

 

造地

工程 

类 型                    

人 员 

标 准 

   
               

 

注：A、B、C、D为不同用海方式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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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12 海域利用效益资料整理表 

样点名称

及编号 

企业 

性质 

注册 

资本 

 (万元) 

单位面 

积资金 

（万元/公顷） 

单位面积 

标准资金 

（万元/公顷） 

企业职 

工人数 

（人） 

企业标

准职工

人数

（人） 

单位面积 

工资总额 

（万元/公顷） 

单位面积标 

准工资总额 

（万元/公顷） 

单位面 

积利润（万

元/公顷） 

          

          

          

          

          

          

          

          

          

          

表D.13 海域等别、区域资料整理表 

海域等别、区域 

样点名称 

及编号 

资料 

 

类型 

单位面积 

标准资金

（万元/公

顷） 

单位面积 

标准工资

（万元/公

顷） 

单位面积 

利润（万元

/公顷） 

单位面积 

可比价格

（万元/公

顷） 

面积 

（公顷） 等别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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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附 录 E 

（规范性附录） 

评估报告规范格式 

海域价格评估报告（文字式）封面的内容和格式、正文的内容和格式参照图E.1～图E.2；海域价格

评估技术报告（文字式）封面的内容和格式、正文的内容和格式参照图E.3～图E.4；海域价格评估报告

（表格式）封面的内容和格式、正文的内容和格式参照图E.5～图E.6。 

海域价格评估报告 

 

项目名称:[说明评估项目的全称，内容可包括评估目的及评估对象价格类型（海域使用

权或其它）等字样] 

受托评估单位:[说明进行该项评估并符合评估资质的机构名称，可同时列出合作评估机

构] 

海域价格评估报告编号:[说明评估机构对该项目的编号，含有“（地名）评估机构简称

（年度）（估）字第××号”等字样，其中年度为提交

海域价格评估报告日期所在年度] 

提交评估报告日期:[说明海域价格评估报告提交的具体日期] 

 

图E.1 海域价格评估报告（文字式）封面的内容和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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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E.2 海域价格评估报告（文字式）正文的内容和格式

第一部分  摘要 

一、评估项目名称 

[与封面文字保持一致。] 

二、委托评估方 

[说明该项评估的委托单位或个人。] 

三、评估目的 

[说明该项评估是为了满足委托方的何种需要及其评估依据、评估结果的应用方向等，对评估依据

则应注明文号、批准单位及批准日期等。] 

四、评估基准日 

[说明评估结果对应的具体日期，样式为××××年××月××日。] 

五、评估日期 

[说明该项评估工作的起止日期。] 

六、海域价格定义 

[说明评估对象实际用途和宗海内外实际开发程度、本次评估所设定的开发程度和用途及其理由，

现状利用或规划利用条件，实际用途需以浙江省海域使用管理办法为依据。海域开发程度的设定应与评

估对象海域利用特点和评估目的相一致；海域价格定义应注明所估海域价格的内涵是指在评估基准日、

现状利用或规划利用条件下、设定的开发程度与用途、法定最高年限内一定年期的海域使用权（或包括

其它内容）价格。] 

七、评估结果 

[说明最终确定的总海域价格、单位面积价格，须以人民币表示，总海域价格附大写金额，并附海

域评估结果一览表。如需用外币表示的，应标明评估基准日外币与人民币的比价。] 

 

 

海域评估人员签字：（签名，海域评估岗位培训证书编号） 

×××       ×××××× 

×××       ×××××× 

    

 

评估机构：（机构公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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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海域价格评估结果一览表 

评估机构：                      评估报告编号：                        评估基准日：                   评估基准日的海域使用权性质：  

评估基准日的
海域使用者 

宗海
编号 

宗海名称 
海域使用证

编号 
宗海位置 

评估基准日
的实际用途 

评估设定
的用途 

评估基准日的实
际海域开发程度 

评估设定的海
域开发程度 

海域使用权
年限(年) 

面积 
(公顷) 

单位面积价格 
(万元/公顷) 

总地价 
(万元) 

备注 

              

              

              

              

              

合  计              

 
一、上述海域价格评估结果的限定条件 

1．海域权利限制：[说明有否影响海域价格的海域权利限制及具体内容] 

2．规划限制条件：[说明有否影响海域价格及海域利用的规划限制条件以及具体内容] 

3．影响海域价格的其他限定条件：[说明有否影响海域价格的其它限定条件及具体内容]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参照评估报告中“其它需要特殊说明的事项”] 

 

评估机构：（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图 E.2 海域价格评估报告（文字式）正文的内容和格式（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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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评估对象界定 

一、委托评估方 

[说明该项评估的委托单位及其隶属关系、委托单位与评估对象海域使用者之间的关系、主营业务

范围等以及单位地址、法人代表、联系人等，或委托的个人、联系地址、联系人等] 

二、评估对象 

[说明评估对象的具体范围，指出评估的是海域还是包括其它内容，并具体说明评估对象的面积、

海域使用者、用途等] 

三、评估对象概况 

1．海域登记状况[说明评估对象的来源及历史沿革，海域使用权人、海域地理位置、海域的四至、

用海类型、用海方式、用海面积、海域等别、海域权属性质及权属变更、海域使用权证书编号、海域使

用金缴纳情况、海籍图号、宗海号等] 

2．海域权利状况[说明评估对象海域使用权取得时间、批准使用年限和剩余使用年限、海域设立抵

押权、租赁权、权利纠纷等情况] 

3．海域利用状况[说明评估对象海域开发利用现状、沿革及海上构筑物建设情况。海域利用变迁包

括评估对象的不同利用历史、规划利用、最佳利用等情况，对以规划条件进行评估的，应说明规划条件

的批准机关及批准日期、具体规划条件等] 

四、影响海域价格因素说明 

1．海洋经济因素[指反映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发达程度的海洋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和动力因素等，

要包括海洋经济增加值、增长率、人均海洋经济产值、海洋经济比重、海洋产业增加值和增长率、从业

人员数量、产业结构水平、外贸依存度、技术创新等] 

2．区域经济因素[指影响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经济规模、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主

要包括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和增长率、人均国民经济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和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额和增

长率、第三产业比重、非农产业比重、就业结构、恩格尔系数、物价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等。] 

3．社会发展因素[指影响沿海地区社会发展水平的人口、生活、公共服务和行政因素等，主要包括

地理位置、人口、居民生活、开发成本、行政区划、城镇性质、交通条件、公用设施及基础设施水平、

人文环境条件、海域使用制度、海洋功能区划等。] 

4．资源环境因素[指海洋资源与环境的实际承载能力，主要包括海岸线长度、潮间带面积及类型、

水深条件、水文气候条件、海洋地质地貌、海洋生物资源丰度、资源类型及蕴藏量、海水质量、海洋沉

积物质量、海域环境质量、大气质量状况、海洋自然灾害、开发程度等。] 

 

图 E.2 海域价格评估报告（文字式）正文的内容和格式（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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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海域价格评估结果及其使用 

一、评估依据 

[说明该项评估所依据的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行政规章以及评估对象所在沿海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有关法律规定，采用的技术规程，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受托评估方掌握的有关资料和评估人员

实地勘察、调查所获取的资料等] 

[上述评估依据应与评估过程相一致，对评估过程中方法选择、有关参数确定所依据的主要文件应

列出] 

二、海域价格评估 

1．评估原则[简要说明该项评估所遵循的主要原则。各项原则的具体内容参见《浙江省海域评估规

范》（以下简称《规范》）] 

 [上述评估原则可根据评估对象特点与评估目的有所选择] 

2．评估方法[简要说明评估中采用的主要方法（收益还原法、成本逼近法、假设开发法、市场比较

法、基准价系数修正法等）、方法选择的依据。这里评估方法应根据评估目的和评估对象特点等选定，

并与评估原则和评估依据衔接一致][要求所选评估方法不少于两种] 

3．评估结果[说明每种评估方法的评估结果、最终评估结果的确定方法及依据、以人民币表示的单

位海域价格及总价格] 

三、评估结果和评估报告的使用 

1．评估的前提条件和假设条件[说明进行本次评估及评估报告与评估结果成立的前提条件（如评估

依据的可靠性、市场的客观性、海域价格内涵、海域的持续利用等）、假设条件（如评估对象的用途设

定、年期设定、评估基准日设定等）] 

2．评估结果和评估报告的使用[包括以下内容： 

（1）评估报告和评估结果发生效力的法律依据。说明进行本次评估所依据的主要法律、法规，注

明评估报告和评估结果的作用依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生法律效力； 

（2）本报告和评估结果使用的方向与限制条件。说明评估报告和评估结果在一定评估目的下使用，

注明海域价格评估报告仅供委托方和送交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审查用，海域价格评估技术报告不提供给委

托方； 

（3）海域价格评估报告的有效期。评估报告的有效期自评估基准日起不超过 1 年； 

（4）申明评估报告和评估结果的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评估机构对评估结果有解释权； 

（5）违规使用海域评估报告和评估结果的法律责任。] 

图 E.2 海域价格评估报告（文字式）正文的内容和格式（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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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附件 

[分标题][应包括委托评估函、评估对象海域使用权证书复印件或海域产权证明材料（附宗海图）（出

让海域需附出让合同或协议）、海籍图或宗海区域位置图、评估对象照片（从不同角度体现宗海上主要

建构筑物、用途及利用特点）、有关背景材料（如评估项目的有关批准文件等，如为规划利用应提交规

划利用的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造地用海规划许可证、造地工程规划许可证或审定设计方案通

知书等规划文件）、评估对象如设定他项权利时有关权利人证明材料、评估机构资质及签字海域评估师

证书复印件、委托方营业执照等] 

[在提交有关评估对象海域产权证明材料时，评估人员必须对海域产权证明原件（如海域使用权证书等）

进行验对核实后，在复印件上加盖评估机构公章] 

图 E.2 海域价格评估报告（文字式）正文的内容和格式（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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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价格评估技术报告 

项目名称: [说明评估项目的全称，内容可包括评估目的及评估对象价格类型（海域使用权或其它）等

字样。评估项目全称后加括号注明评估对象所在县（市、区）全名，如“××县（市、

区）”字样] 

受托评估单位:[同“海域价格评估报告”文字式] 

海域价格评估报告编号:[ 同“海域价格评估报告”文字式] 

海域价格评估技术报告编号：[说明评估机构对该项目的技术编号，含有“（地名）评估机构简称（年度）

（技）字第××号”等字样，其中年度为提交海域价格评估报告日期所在

年度] 

提交评估报告日期:[同“海域价格评估报告”文字式] 

图E.3 海域价格评估技术报告（文字式）封面的内容和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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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总 述 

一、评估项目名称 

[与封面文字保持一致。] 

[如一个项目涉及两个以上县（市、区）时，应分县（市、区）分别出具还与价格评估技术报告。] 

二、委托评估方 

[说明该项评估的委托单位或个人。] 

三、受托评估方 

[说明该项评估的受托评估机构、机构地址、评估机构资质级别、资格证书获得时间、评估资格有

效期、资格证书编号、法人代表等] 

四、评估目的 

[同“海域价格评估报告”文字式] 

五、评估依据 

[同“海域价格评估报告”文字式] 

六、评估基准日 

[同“海域价格评估报告”文字式] 

七、评估日期 

[同“海域价格评估报告”文字式] 

八、海域价格定义 

[同“海域价格评估报告”文字式] 

十、需要特殊说明的事项 

[同“海域价格评估报告”文字式] 

 

  海域评估人员签字：（签名，海域评估岗位培训证书编号） 

×××       ×××××× 

×××       ×××××× 

    

 

评估机构：（机构公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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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评估对象描述及海域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一、评估对象描述 

1．海域登记状况[同“海域价格评估报告”文字式] 

2．海域权利状况[同“海域价格评估报告”文字式] 

3．海域利用状况[同“海域价格评估报告”文字式] 

[上述内容中，海域登记和权利状况以海域登记、海域使用权证书和海域使用权出让合同中的有关

内容为准，海域利用状况以实际勘察与调查的内容为准] 

[海域权利状况中他项权利限制以及海域利用限制等对海域价格造成影响的，应说明影响趋势及影

响程度] 

二、海域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说明影响评估对象海域价格水平的因素] 

1．海洋经济因素[同“海域价格评估报告”文字式] 

2．区域经济因素[同“海域价格评估报告”文字式] 

3．社会发展因素[同“海域价格评估报告”文字式] 

4．资源环境因素[同“海域价格评估报告”文字式] 

[上述因素分析与“海域价格评估报告”中的因素说明有所区别，“海域价格评估报告”的影响海域

价格的因素说明侧重于对有关影响因素的陈述，这里则侧重于对海域价格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其中对海

域价格影响大的重要因素必须分析，与本次评估相关性小或无关的因素仅为参照。因海域的特殊用途或

其它原因而影响海域价格的特殊因素，要在这里说明并进一步分析] 

[在对海域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时，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着重分析这些因素对海域价格可能产生的

影响程度及影响趋势，并与海域价格评估过程中有关方法选择、参数确定、因素分析和比较内容等相对

应，要求对海域价格影响因素的分析要与评估结果的确定联系起来，做到分析合理、参数有据、评估得

当，不能前后矛盾] 

[海域价格影响因素的分析，必须做到客观描述，用语规范，内涵准确，能够定量反映的必须用定

量数据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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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海域价格评估 

一、评估原则 

[同“海域价格评估报告”文字式] 

二、评估方法与评估过程 

[要求说明评估方法选择依据和每种方法的评估过程] 

[应根据评估对象特点及项目的实际情况，依据《规范》选取适宜的评估方法（收益还原法、成本

逼近法、假设开发法、市场比较法、基准价系数修正法等）。要求在一项评估中所选方法不少于两种，

并说明评估方法选择的依据。同时，各种评估方法的应用过程还应分别满足《规范》的相应要求] 

（一）收益还原法 

[应用此方法评估，要依据《规范》规定程序和方法进行，技术报告中应对以下内容予以明确说明: 

1．具体说明实际总收益和客观总收益及评估时采用的收益额和相应的条件，采用市场比较法、假

设开发法等求算收益时，应根据各自方法的有关要求列出计算步骤和计算过程。 

2．总费用中涉及到的项目和各项标准，要具体说明其确定的依据、确定方法和各项参数的选取标

准，依据涉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要说明批准机关、批准时间、文号及内容等。 

3．说明海域纯收益的计算依据和方法。 

4．明确说明还原利率的确定方法、依据和具体标准。 

5．说明海域使用年限、收益还原法公式选取和收益价格确定] 

（二）成本逼近法 

    [应用此种方法评估，要求按照《规范》的规定程序和方法进行，并需明确以下有关内容： 

1．要详细说明海域取得费的各组成项目及费用标准，并说明其确定的依据。有文件依据的，应首

先符合国家性法律、法规等，不合理收费不应作为依据。同时要说明所依据文件的名称、批准机关、批

准时间及文件中有关费用标准；没有文件依据的，如属当地一般规定，要有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海

洋行政主管部门或有关的政府部门证明，涉及到当地不同区域的费用标准，要在对评估对象所在区域进

行充分调查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分析后确定客观取得费用，并说明原因。 

2．明确评估对象的开发期限、开发状况和相应的开发费用标准，并说明依据。有文件依据的，说

明文件的批准机关、批准时间及内容等，没有文件依据的，应通过对海域市场中开发费用的调查，确定

的开发费用能反映当地的平均开发水平。 

3．贷款利息、投资回报率的确定，要在技术报告中说明依据的资料及其来源、分析计算过程及结

果。 

4．说明成本价格基础上的海域增值标准的确定方法和依据。 

5．根据评估对象的海洋经济因素、区域经济因素、社会发展因素与资源环境因素条件进行修正，

因素说明应与第二部分的海域价格影响因素相一致，具体格式可参照基准价系数修正法中的修正体系。 

6．说明海域价格的确定方法和结果] 

（三）假设开发法 

    [应用此方法评估，要依据《规范》规定程序和方法进行，技术报告中应对以下内容予以明确说明: 

    1．通过分析评估对象条件、利用现状等，考虑到规划利用及管理等限制条件，确定海域的最佳利

用方式。 

    2．明确评估对象开发完成后的利用方式（招标、拍卖、挂牌、抵押、出租、海上直通车等）及依

据目前市场状况估算的不动产总价，并说明估算方法及依据。 

    在估算不动产总价时，应选择至少三个市场案例，可采用市场比较法的有关程序和要求进行确定。 

    3．对计算中所采用的建设费、专业费用要说明其确定的方法和依据；对开发周期、利息、税费、

手续费和开发商利润等要说明其选择依据和标准。 

    4．说明计算公式、计算过程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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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市场比较法 

    [应用此种方法评估，要按照《规范》规定，选择相似比较实例，进行因素比较修正后，确定待估

海域的价格。要求比较实例不得少于三个。评估中，除要求选择的实例与评估对象属于同一供需圈、用

途一致、在区位上属邻近海域或类似海域外，对比较实例选择、比较因素选择、因素条件的比较及因素

修正有以下具体要求： 

1．比较实例选择。要求比较实例至少有三个，选择的实例与评估对象应属于同一供需圈、用途相

同或相近、交易时间与评估基准日相差不超过 3 年、在区位上属邻近海域或类似海域，所选实例应是实

际交易实例，并具体说明实例的位置、用途、面积、海域等别、用海方式、海域利用情况、海域开发程

度、交易时间、海域使用年限、交易方式、交易情况和交易价格等。 

2．因素选择。评估时选择的比较因素应包括影响海域价格的全部主要因素，主要是海洋经济发达

程度因素、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因素、区域社会发展水平因素、资源环境条件因素。不同用途的因素选择

应有所不同，具体因素选择可参照《浙江省海域评估规范》。以上因素要与报告第二部分所分析的海域

价格影响因素相一致，不得漏掉重要因素，必要时应说明进行因素选择的依据。 

3．因素条件说明。具体说明评估对象和比较实例的各因素条件，见表 1。 

表 1 中所列因素应根据不同用途，并结合实际调查情况和评估对象的特点确定，因素描述的应是

比较因素的具体条件和具体内容，不能使用相同、较好、接近、较差等无具体含义的用语，能量化的一

定要使用量化指标，如海洋生产总值应注明具体产值为多少；无法量化的指标，也必须具体描述。 

评估对象和比较实例的各项条件说明要客观、具体，其中评估对象的因素条件说明要与第二部分

影响海域价格的因素分析相一致，不能前后矛盾。 

表 1 比较因素条件说明表 

比较因素 
评估对象与比较案例 

评估对象 实例一 实例二 实例三 实例四 „„ 

交易时间       

交易情况       

交易方式       

海域使用年限       

海域用途       

影响因素 1 

指标 1       

指标 2       

指标 3       

„„       

影响因素 2 

指标 1       

指标 2       

指标 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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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编制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 

为在因素指标量化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因素修正，必须将因素指标差异折算为反映价格差异的因素

条件指数，并编制比较因素指数表。除交易时间、交易情况、交易方式、海域使用年限、海域用途外，

应以评估对象的各因素条件为基础，相应指数为 100，将比较实例相应因素条件与评估对象相比较，确

定出相应的指数，并说明确定的依据。在说明确定依据时，应以海域市场情况（如市场交易实例、海域

基准价及修正体系、海域市场水平、市场变化趋势等）和评估对象特点为基础，根据评估人员的合理分

析或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等确定条件指数，有法律、法规等规定的，应说明批准机关、批准内容、文号

及批准时间等，见表 2。 

表 2  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 

比较因素 
评估对象与比较案例 

评估对象 实例一 实例二 实例三 实例四 „„ 

交易时间       

交易情况       

交易方式       

海域使用年限       

海域用途       

影响因素 1 

指标 1       

指标 2       

指标 3       

„„       

影响因素 2 

指标 1       

指标 2       

指标 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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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因素修正 

在各因素条件指数表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实例评估基准日修正、交易情况、因素修正及年期修正，

即将评估对象的因素条件指数与比较实例的因素条件进行比较，得到各因素修正系数，见表 3。 

表三  比较因素修正系数表 

比较因素 
评估对象与比较案例 

评估对象 实例一 实例二 实例三 实例四 „„ 

交易时间       

交易情况       

交易方式       

海域使用年限       

海域用途       

影响因素 1 

指标 1       

指标 2       

指标 3       

„„       

影响因素 2 

指标 1       

指标 2       

指标 3       

„„       

„„ 

„„       

       

       

       

 [注：表中所列比较因素、因素说明及修正系数仅表示修正方向，具体内容及修正幅度需依照《规范》

和相应分析确定] 

    6．实例修正后的海域价格计算 

    经过比较分析，采用各因素修正系数连乘法，求算各比较实例经因素修正后达到评估对象条件时的

比准价格，再依据《规范》的海域价格确定方法，最后确定评估对象的价格] 

（五）基准价系数修正法 

[应用此方法进行评估，应按《规范》规定的程序和方法进行。在技术报告中应对如下事项予以明

确说明： 

1．具体说明采用的海域基准价的公布（或制定）时间、批准文号、批准机关、海域基准价内涵及

其利用海域基准价计算宗海价格的公式等。 

海域基准价内涵是指在海洋功能区划范围内,对现状利用条件下不同等别或不同均质海域,按照渔

业、工业、交通运输、旅游娱乐、造地工程等用途，分别评估确定的某一评估基准日上法定最高年期海

域使用权区域平均价格。 

2．说明宗海位置、用途、用海方式及评估对象所在等别的基准价和对应的因素修正系数表及因素

条件说明表，并注明来源及依据。 

3．说明评估对象的各项因素具体条件，应按因素修正系数表的内容具体列出。具体形式可参见市

场比较法中因素条件说明表。 

4．确定评估对象各因素修正系数和综合修正系数。 

5．说明年期、期日及其它影响海域价格因素间的差别和相应的修正系数。 

    6．对海域基准价修正得到宗海价格。当评估对象设定的海域开发程度与海域基准价设定的海域开

发程度不相一致时，应进行海域开发程度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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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域价格的确定 

    1．海域价格确定的方法[要求说明对不同评估方法结果进行增值或减值调整的原因。对采用众数、

平均值或以其中某一价格等为最终宗海价格的，要解释其方法选择的依据] 

    [如评估方法选择采用基准价系数修正法，最终评估结果必须考虑基准价系数修正法的评估结果] 

    2．评估结果[应注明海域价格种类、总海域价格、单位面积海域价格（每亩海域价格和每公顷海域

价格）、海域价格单位，总海域价格并用大写表示。如用外币表示海域价格，应注明评估基准日外币与

人民币的比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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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附件 

[分标题][应包括委托评估函、评估对象海域使用权证书复印件或海域产权证明材料（附宗海图）（出

让海域需附出让合同或协议）、海籍图或宗海区域位置图、评估对象照片（从不同角度体现宗海上主要

建构筑物、用途及利用特点）、有关背景材料（如评估项目的有关批准文件等，如为规划利用应提交规

划利用的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造地用海规划许可证、造地工程规划许可证或审定设计方案通

知书等规划文件）、评估对象如设定他项权利时有关权利人证明材料、评估机构资质及签字海域评估师

证书复印件、委托方营业执照等] 

[在提交有关评估对象海域产权证明材料时，评估人员必须对海域产权证明原件（如海域使用权证书等）

进行验对核实后，在复印件上加盖评估机构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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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价格评估报告 

 

项目名称:[同“海域价格评估报告”文字式] 

海域评估报告编号:[同“海域价格评估报告”文字式] 

受托评估单位:[同“海域价格评估报告”文字式] 

提交评估报告日期:[同“海域价格评估报告”文字式] 

图E.5 海域价格评估报告（表格式）封面的内容和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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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概述 

1．评估项目名称                                                                            

2．委托评估方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法人代表                                                                               

   联系人                                                                                 

3．受托评估方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法人代表                                                                               

   联系人                                                                                 

4．评估基准日             ××××年××月××日                                          

5．评估日期       ××××年××月××日至××××年××月××日                          

6．评估目的                                                                               

[如为出让目的，应注明出让方式：拍卖、招标或挂牌] 

7．海域价格定义                                                                           

8．海域价格评估结果 

   评估对象总面积                                                                         

   单位面积海域价格                                                            万元/公顷 

   总海域价格                                                                             

   大写                                                                                   

9．海域评估师签字 

            评估师姓名               评估师证书号               签字 

                          .                        .                        . 

                          .                        .                        . 

                          .                                                 . 

10．海域评估机构                                                                         

                                                                                         

 

评估机构负责人签字：            （机构公章） 

××××年××月××日  

 

图E.6 海域价格评估报告（表格式）正文的内容和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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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评估对象界定 

一、评估对象描述 

1．权属登记状况 

   1.1 海域位置                                                                           

   1.2 海域来源及其变革                                                                    

   1.3 海域权属性质及其权属变更状况                                                        

   1.4 海籍图号                               1.5 宗海号                                    

   1.6 海域用途                               1.7 海域面积                            公顷 

   1.8 海域等别                                                                            

2．权利状况 

   2.1 海域所有者                                                                          

   2.2 海域使用者                                                                           

2.3 海域使用证编号                                                                      

2.4 共有海域使用者                                                                      

   共有使用权分摊面积                                                                  

2.5 他项权利类型                                                                        

   他项权利权利人                           他项权利义务人                            

       其它                                                                               

   2.6 海域使用权取得方式                                                                  

      海域取得时间                               批准机关                                 

      海域批准使用年限                           已使用年限           剩余年限            

3．利用状况 

   3.1 规划利用说明  

      规划批准文件                                                                        

3.2 实际利用说明                                                                        

3.3 构筑物状况                                                                          

3.4 海域利用的特殊说明                                                                  

二、影响海域价格因素说明 

1．海洋经济发达程度 

1.1 经济规模因素 

海洋经济增加值                                                                      

海洋经济增长率                                                                      

人均海洋经济产值                                                                    

海洋经济占GDP比重                                                                   

图 E.6 海域价格评估报告（表格式）正文的内容和格式（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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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海洋产业因素 

海洋渔业增加值                            海洋渔业增长率                            

海洋渔业单位面积产值                                                                

海洋渔业从业人员数量                                                                

海洋交通运输业营运收入增加值                                                        

海洋交通运输业营运收入增长率                                                        

海洋交通运输业单位岸线产值                                                          

海洋交通运输业从业人员数量                                                          

海洋工业增加值                            海洋工业增长率                            

单项工业用海产值所占比重                                                            

海洋工业从业人员数量                                                                

海洋旅游总收入                            海洋旅游收入增长率                        

海洋旅游客流数量                          质量                                      

海洋旅游从业人员数量                                                                

单位岸线产值                                                                        

海洋产业从业人员数量                                                                

1.3 经济结构因素  

海洋产业结构水平                                                                    

海洋第三产业人数占海洋产业从业人数的比例              

海洋第三产业增长弹性系数                                                            

海洋产业从业人员数量                                                                

1.4 经济动力因素 

水产品加工能力                                                                      

海洋渔业人均总产值                                                                  

航道通航能力                                                                        

海洋交通运输业人均总产值                                                            

海洋交通运输业贡献度                                                                

海洋工业劳动生产率                                                                  

海洋工业人均总产值                                                                  

海洋工业贡献度                                                                      

旅游区等级                                                                          

海洋旅游业人均总产值                                                                

海洋产业贡献度                                                                      

海洋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国际化程度                                                                          

海洋产业外贸依存度                                                                  

技术创新                                                                            

图 E.6 海域价格评估报告（表格式）正文的内容和格式（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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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区域经济发展状况 

2.1 经济规模 

国民经济生产总值                                                                    

地方财政收入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2.2 经济结构 

第三产业比重                             非农产业比重                               

就业结构优化度                                                                      

2.3 经济发展水平 

恩格尔系数                                                                          

物价水平                                                                            

居民收入水平                                                                        

3．区域社会发展水平 

3.1 社会因素 

渔农村建设状况                           渔民生活方式                               

公共设施建设                                                                        

开发成本                                  围填海费用                                

毗邻土地价格                                                                        

人口密度                                  居民生活方式                              

社会人文环境                                                                        

3.2 交通条件 

道路状况                                  交通便捷程度                              

距邻近乡镇的距离                                                                    

交通进入的难易程度                                                                  

距货物集散地（车站、码头、机场）距离                                                

货物集散地的规模档次                                                                

交通管制                                                                            

图 E.6 海域价格评估报告（表格式）正文的内容和格式（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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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基础设施条件 

周围道路类型、等级                                                                  

供水状况                                  供电状况                                  

供气状况                                  供暖状况                                  

电讯状况                                  排水状况                                  

渔场状况                                  渔港状况                                  

主航道深度                                                                          

航道、锚地配套条件                                                                  

泊位数量                                  大小                                      

旅游接待能力                                                                         

旅行社服务条件                                                                       

游乐设施项目数量                                                                    

3.4 工业区成熟度 

产业集聚规模                                                                        

工业区的未来发展趋势                                                                

3.5 行政因素 

海域使用制度                                                                        

海洋功能区划                                                                        

海洋经济发展规划                                                                    

海洋产业发展规划                                                                    

政府的特殊政策                                                                      

3.6 其它条件                                                                            

4．资源环境条件 

4.1 自然因素 

宗海地理位置                                                                         

海洋地貌条件                                                                        

海洋地质条件                               地基承载力                               

图 E.6 海域价格评估报告（表格式）正文的内容和格式（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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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域宽窄                                   水域宽窄                                 

水深条件                                   淤积状况                                 

海洋水文                                                                            

气象与气候条件                                                                      

离岸距离                                                                            

掩护条件                                                                            

海洋适游时间                                                                        

海洋自然灾害                                                                        

4.2 资源因素 

海洋生物资源丰度                                                                    

潮间带面积及类型                                                                    

海洋渔场面积                                                                        

海洋水产资源供给能力                                                                

深水岸线                                   深水面积                                 

锚地规模                                                                            

海洋矿产类型                                                                        

海洋资源蕴藏量                                                                      

海洋旅游区特色                                                                      

海洋旅游资源类型                                                                    

海洋旅游资源多样化                                                                  

海洋旅游资源稀缺性                                                                  

滨海公园数量及面积                                                                  

海水浴场数量及面积                                                                                                                           

图 E.6 海域价格评估报告（表格式）正文的内容和格式（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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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鲜美食以及与客流的适应性                                                          

海岸线长度                                                                          

海岛数量及面积                                                                      

海洋资源的潜在价值量                                                                

岸线已开发利用率                                                                    

临近海域的利用情况                                                                  

4.3 环境因素 

海水增养殖区养殖环境质量指数                                                        

海水质量优劣度                                                                      

海洋沉积物质量优劣度                                                                

海域贝类生物质量优劣度                                                               

海水浴场健康指数                                                                    

旅游度假区水质状况指数                                                              

海面状况指数                                                                        

大气质量状况                                                                        

海岸带环境质量                                                                       

近岸海域环境综合污染程度                                                            

海陆统筹状况                                                                        

 

图 E.6 海域价格评估报告（表格式）正文的内容和格式（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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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分 海域价格评估结果及其使用 

一、评估依据 

1．                                                                             

2．                                                                             

3．                                                                             

二、评估原则 

1．                                                                                       

2．                                                                                       

3．                                                                                       

[具体评估原则的内容参见《规范》和评估报告规范格式文字式。] 

三、海域价格评估 

1．评估基本事项 

    1.1 海域等别                                 海域基准价                                

    1.2 海域用途                                 用海方式                                  

2．评估方法 

    2.1 评估方法                                                                           

2.2 评估方法选择依据                                                                   

3．评估程序   

3.1 评估前期准备工作                                                                   

3.2 现场评估阶段                                                                       

3.3 评估汇总阶段                                                                       

3.4 提交报告阶段                                                                       

4．评估结果 

   评估对象总面积                                                                          

   单位面积价格                                                                 万元/公顷 

   总价格                                                                                 

   大写                                                                                   

四、评估结果和评估报告的使用 

1．评估的前提条件                                                                         

   假设条件                                                                               

2．评估结果和评估报告的使用 

    2.1 评估报告和评估结果的主要法律依据                                                    

    2.2 评估报告和评估结果的使用方向                                                       

    2.3 评估报告和评估结果的限制条件                                                       

    2.4 评估报告的有效期限                                                                 

3．其它需要特殊说明的事项                                                               

图 E.6 海域价格评估报告（表格式）正文的内容和格式（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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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附件 

[分标题][应包括委托评估函、评估对象海域使用权证书复印件或海域产权证明材料（附宗海图）（出

让海域需附出让合同或协议）、海籍图或宗海区域位置图、评估对象照片（从不同角度体现宗海上主要

建构筑物、用途及利用特点）、有关背景材料（如评估项目的有关批准文件等，如为规划利用应提交规

划利用的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造地用海规划许可证、造地工程规划许可证或审定设计方案通

知书等规划文件）、评估对象如设定他项权利时有关权利人证明材料、评估机构资质及签字海域评估师

证书复印件、委托方营业执照等] 

[在提交有关评估对象海域产权证明材料时，评估人员必须对海域产权证明原件（如海域使用权证书等）

进行验对核实后，在复印件上加盖评估机构公章] 

 

图 E.6 海域价格评估报告（表格式）正文的内容和格式（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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