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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泉州市价格认定中心提出。

本文件由泉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泉州海丝价格评估集团有限公司、泉州市价格认定中心、泉州市标准化研究所、

泉州创境设计有限公司、泉州恒益物流有限公司、南安市价格认定中心、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郭永尚、苏文福、黄逸舟、林秋红、陈平、龚万兵、蔡志铿、王森泓、杜加立、

蔡凉凉、龚燕辉、张雅虹、周细兰、郭银谋、林泽乐、赵秋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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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是描述我市淡水养殖资源价值评估的重要指标，是调查统计淡水养殖资源量评估的重要内容，

也是分析揭示淡水养殖资源经济损失计算方法的重要依据之一。本文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

法》和中国价格协会《价格鉴证评估执业规范》等制定本技术规范，进行规定了渔业经济损失计算方法，

为委托机构（委托者）提供市场价值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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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养殖资源价值评估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淡水养殖资源价值评估的评估对象、价值评估程序、资源量评估、调查事项、选取评

估方法、评估报告。

本文件适用于本区域内陆的水库、江河、湖泊、池塘等渔业水域在人工淡水养殖条件下经济损失的

价值评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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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8588 渔业资源基本术语

GB/T 21678 渔业污染事故经济损失计算方法

GB/T 22213 水产养殖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 8588 和 GB/T 22213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淡水养殖 freshwater aquaculture

利用淡水进行水生经济动植物养殖的生产方式。

3.2

养殖生物损失量 aquaculture organisms loss

养殖区域内养殖生物体的损失量。

3.3

养殖生物损失率 aquaculture organisms loss rate

养殖生物损失数量与养殖生物总数量的百分比。

3.4

养成率 maturation rate

苗种或半成品生长至商品规格的自然存活率。

4 评估对象

为委托机构（委托者）委托在人工淡水养殖条件下经济损失评估标的。

5 价值评估程序

https://www.so.com/link?m=bjwO8gKDpRUfSnr9zFbPc%2FCKDt8km4hiOqox4Ear79O0bJt6Jgw1YK0Cgh7O8qvIZPbbL1T2UUt0%2FPaIN1d4EDG8oStt7KgZnBL1rVY%2F17%2BORQVC95Vmh0Lj3GvkoXTIKc4MkDdKutJEdnrrIQE3J%2FIe2b6luhHDKFqDMmMgAN49fqXfqndM4X7TWyCeKks9TCJ4sbw1qopuUk%2BmTVTIqCYdClmO4K3ItjVH%2FwA%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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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程序的流程如下：

a) 委托机构（委托者）出具的评估委托书，明确评估基本事项；

b) 签订委托合同；

c) 指派 2 名以上专业评估人员；

d) 确定评估作业方案；

e) 现场勘查与资源量评估；

f) 调查事项及资料搜集；

g) 选定评估方法；

h) 根据确定的评估方法进行价格测算，形成初步评估结果；

i) 审核后出具评估报告；

j) 送达评估报告；

k) 文件归档。

图 1 价值评估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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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资源量评估

6.1 资源量评估方法

根据本底渔业调查的实际情况，可选择围捕统计法、统计推算法、标记重捕法。

6.2 围捕统计法

6.2.1 适用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水域面积较大的水库、江河、湖泊等渔业资源量评估。在受损水域面积中，按照一定

比例随机设置若干个具有代表性的围捕点进行围捕，并做好分析统计记录在案，计算渔业资源损害总量。

6.2.2 计算公式

A×nY�=Y i  ··················································· (1)

式中：

Y ——渔业资源评估量（kg）；

Yi
——第 i围捕点单位面积资源量(kg/km

2
)；

N ——围捕点数；

A ——渔业资源损害面积（km
2
）。

6.3 统计推算法

6.3.1 适用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天然水域养殖、增养放流渔业生物量评估。以养殖单位提供的发票、生产原始记录为

准。并且能够确定当年投放苗种的数量，参考当地历年产量和本年度产量等因素确定水产生物养成率，

统计推算其损失总量。

6.3.2 计算公式

Ｎ）－Ｆ×Ｘ×Ｐ×A(×Ｋ=Y ··········································(2)

式中：

Y——渔业资源评估量（kg）；

A——渔业资源损害面积（km
2
）；

Ｐ——放养密度（尾/km
2
、只/km

2
、颗/km

2
）；

Ｘ——养成率（％）；

Ｎ——抽捕规格（kg/尾、kg/只、kg/颗）；

Ｆ——养殖期间已轮捕产量（kg）；

Ｋ——各项养殖技术综合因素系数。

6.4 标记重捕法

6.4.1 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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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法适用于水域面积较小的池塘、围堰、浅型水库等渔业生物量评估。在一定水域内，对游动生

物活动能力强的鱼类，经现场调查能够重复捕获计算生物与自然个体数的比例，多次实验以确定资源损

害总量。

6.4.2 计算公式

m
nMY  ·······················································(3)

式中：

Y——渔业资源评估量（kg）；

M——标记个体；

n——捕捉数量；

m——被捕捉标记个体。

7 调查事项

7.1 本底调查包括养殖水体、养殖类型、放养品种、饲料、饲养周期、商品规格、劳力和机械配备等。

7.2 收集获取各项养殖成本、市场价格、利息、利润及经济增产效益等信息并存档。

7.3 调查淡水养殖所在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产业发展状况、基础设施条件、交通条件、自然灾

害和环境污染等情况。

8 选取评估方法

8.1 评估方法

采用成本法、市场法、收益法和专家咨询法等不同价值评估方法。

8.2 渔业经济损失计算方法

8.2.1 人工养殖增殖繁殖经济损失价值

人工养殖增殖繁殖(主要包括鲢、鳙、草、青、鲤、鲫、罗非)等人工养殖的淡水鱼类经济损失价值。

计算公式，如公式（4）中所示：

 



n

i
idilic FPYV

1

·················································(4)

式中：

Vc ——淡水水产养殖业经济损失值（元）；

Y
li
——第i 种养殖生物损失量（kg、个）；

P
di
——第i 种养殖生物当地的平均价格（元/kg、元/个）；

F
i
——第 i种淡水养殖生物的后期投资（元）。

8.2.2 投入淡水养殖设备设施及其经济损失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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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淡水养殖设备设施（主要包括在养殖场地内所投入的各项基础设备设施）等直接经济损失或者

间接经济损失价值。计算公式，如公式（5）中所示：





n

i
ieit TPV

1

····················································· (5)

式中：

Vt
——淡水养殖设备设施经济损失价值（元）；

Pei
——第 i个单位设备设施损失估算数量（m、m

2
、m

3
）；

Ti
——第 i个单位重置单价（元/m、元/m

2
、元/m

3
）。

8.3 其他损失计算方法

8.3.1 资源量损失计算公式为：渔业资源受损面积×对照近期本底生物平均密度×养殖生物损失率（%），

计算方法按 GB/T 21678 执行，具体受损面积以实地测量为准。

8.3.2 在计算损失水产品价格时，应按不同产品种类规格分门别类，并结合当地当时的市场价格进行

核算。对于未达到商品规格的水产品以及原种场、保护区内作为原种生物的渔业资源价格不能按一般商

品的价格计算，以原种生物购买发票为旁证或者按其商品规格价格进行折算。

8.3.3 污染事故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可考虑造成单位和个人的渔业污染损害损坏（包括饵料费、人员

工资费、管理费、起捕费、用船看护费等）进行计算。

9 评估报告

评估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委托机构；

b) 评估委托事项；

c) 评估目的；

d) 评估程序；

e) 评估价值类型；

f) 评估方法；

g) 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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