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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界自然基金會 (WWF)
是在全球享有盛譽的、最大的獨立性非
政府環保組織之一。自1961年在瑞士成立
以來，已經在全世界擁有500多萬的支援
者和一個在100多個國家和地區活躍著的
全球網路。 WWF 的使命是遏止地球自然
環境的惡化，創造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的
美好未來，為此致力於保護生物多樣性，
確保可再生自然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推動
降低污染和減少浪費性消費的行動。

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 
成立於1975年，以「國家生態環境安全與
永續發展」為策略主題，充分發揮環境科
學、環境工程與生態學三大學科的綜合優
勢，將國際環境科學與生態學研究前沿與
國家環境保護與生態建設的重大需求緊密
結合，不斷突破重大科學理學論與關鍵技
術，為中國生態文明建設、實現人與自然
和諧共生做出基礎性、戰略性、前瞻性
科技創新貢獻。

惜海洋 續未來
「惜海洋 續未來」是由太古集團慈善信託
基金支持的旗艦海洋保育項目。項目第三
期重點為(1)透過「基於自然為本方案」
包括珊瑚及海草床生境修復工作提升海
洋生態服務；及(2) 進行先導海洋生態
系統核算研究，從而推動香港海洋空間
規劃 。

贊助：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海洋保育主管 彭莉恩

海洋是我們最重要卻最常被低估的自然資產之一。隨著粵港澳大
灣區（大灣區）面對日益嚴峻的環境與社會經濟挑戰，海洋生態
系統的健康狀況不僅關乎保育，更關乎地區的韌性、繁榮與長遠
可持續發展。 

本出版物《無價海洋》呈現了一項涵蓋大灣區的海洋生態系統服
務估算先導研究成果。研究範圍涵蓋大灣區的海岸帶，本報告特
別聚焦探討生態系統核算在香港本地政策、規劃及可持續發展中
的應用潛力與可行性。作為生態系統生產總值（GEP）框架於臨
海城市群的早期應用之一，本研究為如何於決策過程中量化及整
合海洋生態系統服務提供了重要參考。研究結果顯示，海洋生態
系統貢獻了區域GEP估值的七成以上，特別在氣候調節、防災減
災及可持續生計方面發揮關鍵作用。

隨著全球邁向「自然向好」的發展模式，生態系統核算為整合自
然價值於規劃、預算及投資決策中提供了科學且實用的工具。對
香港而言，這正是一個契機，讓我們能夠將海洋空間規劃、環境
影響評估及藍色金融與整體可持續發展目標接軌。

世界自然基金會（WWF）很榮幸開展本項研究，以支持推動 
「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及以科學為本的政策制定。我們衷心感
謝太古集團慈善信託基金的慷慨支持，使本研究得以順利完成。
同時，我們亦感謝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的合作夥伴，以
及WWF香港與中國內地同事們的通力協作。我們亦誠摯感謝眾
多專家及持份者在過程中提供的寶貴意見與建議。

我們期望本出版物能為政策制定者、研究人員及各界持份者提供
有力參考，共同守護我們的海洋生態環境。透過重新認識自然的
真正價值，香港有潛力引領大灣區邁向一個更具韌性、共融與可
持續的藍色未來。

©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保留所有版權
封面 ： © WWF-Hong Kong
出版 ：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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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態系統服務
海洋覆蓋地球表面超過70%，是數以十億人的生計來源和生活核心，更孕育著無數物種。海洋中的
光合作用、營養物質和水循環等自然過程使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得以蓬勃發展，是各種生態系統
服務的根本。

廣義來說，生態系統服務是指生態系統為人類提供的各種效益。海洋儲存大量熱量，影響全球各地天
氣和氣候；海草床和海藻林是有效的碳匯，有助緩解氣候變化；紅樹林和珊瑚礁有助保護海岸線免受
風暴、洪水和海嘯等影響，防止自然災害造成人命和財產損失；海洋的漁業資源維持著漁民的生活，
更可滿足人類的飲食需求；壯麗的景色和各種水上活動等等，都是海洋生態系統為人類提供的服務。
這些生態系服務分為四個廣泛認可的類別 —— 支持服務、調節服務、供給服務和文化服務 1,2。

支持服務:
維持生態系統服務的基礎功能

 營養循環
 初級生產 （如光合作用）
 提供棲息地
 維持生物多樣性

調節服務:
海洋生態系統調節環境過程的功能 

 氣候調節（如海草床碳吸收與儲存） 
 水質淨化（如蠔礁過濾海水）
 保護海岸線（如紅樹林、珊瑚群落）

文化服務: 
海洋生態系統提供的非物質效益

 休閒娛樂（如潛水、獨木舟）
 美學價值（如海洋景觀）
 教育和科研機會
 文化遺產和身份認同（如漁業文化）

1 1
2

供給服務:
海洋生態系統提供的物質產品

 漁業資源
 能源

1

2

2
3 3
4

4

1

2

3

無價海洋 無價海洋2 3



環境經濟
核算體系

礦物資源

能源

木材資源

氣體排放

土壤

生態系統核算

流量存量

生態系統
範圍

生態系統
質量

生態資產
(存量及其變化)

生態系統服務
(流量及使用量)

生態系統服務
(流量及使用量)

生態系統服務核算

幫助決策者更容易理解生態系統對社會的貢獻
主流經濟指標，如本地生產總值（GDP）是評估社會經濟發展的
重要指標，但卻忽略了大自然在社會及經濟發展中所扮演的重要
角色。例如，如果某國家為發展木材行業或畜牧業而在一年內砍
伐所有樹林，該國家的GDP會因木材或畜牧直接帶來的經濟效益
和就業機會而大幅增長。然而，這亦意味著該國家將承受龐大的
長期社會成本，不可逆轉的環境損害和生物多樣性損失，以及自
然財富的災難性損失。

環境經濟核算體系
為了讓生態系統對人類的貢獻變得可見，國際間建立了《環境經
濟核算體系：生態系統核算》（SEEA EA），並於2021年獲聯合國
統計委員會通過3。SEEA EA是一個國際統計框架，整合關於生態
系統及景觀的數據，量化生態系統服務及生態資產的變化，並將
這些資訊與經濟及其他人類活動聯繫起來4。SEEA填補了以往官
方統計數據中的重要空白，令大自然的貢獻與經濟發展在決策過
程中能被更全面考慮。

量化海洋對經濟和社會的貢獻
生態系統核算發展迅速，現時已有超過90個國家在其統計或政策
框架中推行生態系統核算5。而海洋核算是生態系統核算的重要組
成部分6。相對於已有較長歷史的陸地規劃體系，海洋資源及空間
的規劃管理一般具較高的複雜性。以生態系統核算引導海洋的規
劃，可視為具成本效益的方法，以整合及量化海洋資源對經濟和
社會的貢獻，從而協助決策。

生態系統生產總值（GEP）7

此概念由中國學者提出，是生態系統核算的一種具體應
用。意指在一定時間內（通常以一年作單位），某指定區域
使用的生態系統產品和服務的貨幣價值總和。GEP將生態
系統對人類的貢獻以經濟及貨幣的形式呈現，令生態資產
和服務的價值可以融入決策過程當中，以加強生態資產的
保護。

實物量核算

貨幣價值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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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概念到制度化應用
基礎：2015年《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8 首次提出將生態效
益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評價體系，為生態價值核算提供合法性基礎。
推動應用：2021年《關於建立健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的意見》9

要求制定全國統一的生態產品價值核算規範，並推動GEP在生態補
償等領域的應用，標誌著核算從理論研究走向制度化實踐。
結合「雙碳」目標：2024年《完善碳排放統計核算體系工作方案》10

將生態系統服務核算與2030年「碳達峰」與2060年「碳中和」的
目標結合。

對接聯合國SEEA-EA框架，並推出一系列技術規範
陸地核算：2020年發布《陸地生態系統生產總值核算技術
指南》11，2022年試行《生態產品總值核算規範》12。
海洋核算：2025年1月，自然資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帶領編制的 
《海洋生態系統生產總值核算技術指南》13 公開徵求意見，標誌著
中國海洋GEP核算邁入國家標準化新階段。該指南將海洋服務分為
供給、調節、文化和支持四大類，並首次量化「海岸防護」、 
「固碳釋氧」等特色指標，為中國內地海洋GEP核算提供統一框架。

地方實踐：差異化探索與創新
深圳市：2021年首創高度城市化地區的GEP核算體系，並將結果
應用於規劃和決策。2025年2月發布《海洋自然資源資產核算技
術規範（徵求意見稿）》地方標準14，為「藍碳」交易提供技術
支援。
舟山市：2024年推出全國首個涉海地區特定地域單元的生態產品
價值核算標準，覆蓋陸域與海域，並推動綠色金融應用。

對粵港澳大灣區的啟示與機遇
中國在海洋GEP核算上的新進展為大灣區提供了合作契機。香港
可參考中國在政策設計、技術規範及地方實踐中的經驗，結合本
地情況調整框架。大灣區亦可在藍色金融、海岸防護及水質淨化
等領域引入量化指標，以支持區域的海洋空間規劃和可持續發展
目標。

中國在生態系統核算領域的政策發展迅速。在中央政策制度引領
之下，中國各地在地方層面已有眾多相關的實踐例子。

中國海洋生態核算政策 
演進與地方實踐

無價海洋 無價海洋6 7



粵港澳大灣區的獨特性
粵港澳大灣區（大灣區）由香港、澳門及珠三角九個城市所組成，
是全球人口最密集且經濟最活躍的臨海城市群之一。

在經濟層面，大灣區內的科技、製造及金融
產業協同發展，形成強大的區域競爭力；在
生態層面，大灣區擁有豐富的亞熱帶海洋生態
系統，包括珊瑚群落、海草床、蠔礁、岩岸和
紅樹林等，為水質淨化、防潮護岸及防災減災提
供天然屏障。值得一提的是，珠江口更是全球
最大中華白海豚種群的棲息地，被視為這受威脅
物種的「最後希望」，其生存狀況備受關注。

然而，隨著高密度城市化和工業發展，大灣區正
面臨嚴峻的生態挑戰：超過六成的天然海岸線
已被高度人工化，珊瑚群落、海草床、蠔礁和
紅樹林等生境面積急劇減少且呈碎片化分布18，
珠江口生物多樣性明顯衰退，加上跨境水體
富營養化和颱風等氣候風險，生態承載力與經濟
增長之間的矛盾日益增加。

在此背景下，海洋生態系統核算為應對此矛盾的
重要工具之一。透過量化海洋生態服務價值，
政府和企業可以制訂有效的政策和基於自然的解
決方案（NbS），包括更精準的生態補償政策、探
索可持續金融體系等，實現大灣區生態保護與經
濟發展的平衡和深度協同。未來，隨著海洋核算
工作繼續深化，大灣區有望在促進區域經濟繁榮
的同時，實現生態環境的恢復與長期可持續
管理，為臨海城市群樹立典範。

地區生產總值
14萬億元人民幣 

（≈1.99萬億美元）（2023年）16

海岸線長度
3,201公里17

人口
8,700萬（2024年）15

海洋相關的行業
航運及港口、捕撈漁業、
養殖漁業、生態旅遊、

康樂潛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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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海岸帶 
生態系統服務價值估算    

背景
為評估海洋生態系統核算於大灣區，特別是香港，的可行性及於
協助制定政策的潛在貢獻作用，世界自然基金會委托中國科學院
生態環境研究中心進行先導研究——《粵港澳大灣區海岸帶生態
系統服務價值估算》。是次研究根據中國的《生態產品總值核算
規範》作技術框架進行，並涵蓋一系列與海洋相關的生態服務核
算指標，以估算大灣區海岸帶的GEP價值（詳見附錄一）。是次
研究在太古集團慈善信託基金的支持下進行。

研究範圍總面積約5.15萬平方
公里。以遙感數據分析各類型
的 生 態 系 統 面 積 ， 海 洋 面 積
佔47%。

在 生 態 系 統 核 算 和 價 值 評 估

中，通常會將生態系統服務以 

「流量」為核算單位來量化和

表達（例如每年食物生產量、

固碳量、旅客人次等）。是次

研究聚焦生態系統「流量」的

貨幣價值估算，而生態系統的

「存量」則以整合現狀及變化

為主，例如整合生態系統面積

等現有可量化指標。而將生態

系統存量及生境支持服務轉化

貨幣價值在此階段未被納入研

究當中。

由於本先導研究聚焦與海洋

較相關的生態系統服務，

因此當中界定的「大灣區海

岸帶」範圍不完全等同粵港

澳大灣區的行政範圍。詳見

技術說明（第19頁）。

圖1：研究區範圍

圖2：大灣區海岸帶生態系統類型的面積佔比

估算涵蓋的指標 分析

生態系統存量

範圍及質量
生態系統面積 物種數量

整合綜合質量空間分布
陸地植被空間 海水水質

生態系統流量

支持服務 受威脅物種數量 綜合評分及空間分析

調節服務 

氣候調節 洪水調蓄

轉化為貨幣價值

固碳  水源涵養

空氣淨化  土壤保持

水質淨化 海岸帶防護 

供給服務 海洋漁業增加值 

文化服務  
自然景觀旅游

自然景觀溢價 

表1：先導研究涵蓋的指標及主要分析

城市用地
19%

其他 
陸地生境

1.45%

荒地
0.14%

農地農地
4%

內陸水體 內陸水體 
6%

海洋
47%

森林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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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各生態系統服務類型的GEP佔比

表2：粵港澳大灣區海岸帶生態系統生產總值估算

生態系統服務
生態系統服務價值 
 （億元人民幣）

調節服務

氣候調節 45,000

水質淨化 254.41

空氣淨化 3.53

洪水調蓄 599.15

水源涵養 958.16

土壤保持 574.1

海岸帶防護 32.3

固碳 47.65

供給服務 漁業增加值 151.22

文化服務
自然景觀旅遊 804.53

自然景觀溢價 325.23

總貨幣價值
48,750.28 

（≈7.24千億美元）

結果重點及分析
根據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的估算，2022 年大灣區海岸帶
的生態系統生產總值（GEP）至少達約 4.9 萬億元人民幣 (≈ 7.28
千億美元)，其中海洋生態系統貢獻了約 73 %， 即3.5萬億元人民
幣 (≈5.27千億美元) ， 主要體現在氣候調節和水質淨化等服務。

在各類生態系統服務中，研究估算大灣區海岸帶於2022年提供的
氣候調節服務佔最大比重，GEP高達4.5萬億元人民幣(≈6.68千億
美元)。而海洋生態系統貢獻了氣候調節服務GEP中約77%。具
體來說，海洋所提供的氣候調節服務價值超過3.5萬億元人民幣
(≈5.2千億美元)，固定二氧化碳的價值約為42億元人民幣(≈6.2億
美元)，而海岸帶防護服務則貢獻了32.3億元人民幣(≈4.8億美元)。
這些數據充分突顯了海洋生態系統在氣候調節、固碳及海岸防護
方面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未來在政策制定和決策過程中，必須
高度重視並優先考慮這些關鍵生態系統服務的價值。

圖3： 海洋及陸地生態系統生產總值佔比

陸地GEP
27%

海洋GEP
73%

氣候調節
92%

其他
8%

水質淨化
空氣淨化

洪水調蓄

水源涵養

土壤保持
海岸帶防護
固碳

漁業增加值 自然景觀旅遊

自然景觀溢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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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機會 困難 建議

實物量及價值量核算框架及模型

雖然海洋GEP仍在起步階段，惟
GEP框架於中國內地陸地生態系
統服務核算的應用經驗頗多，
輔以本地化參數、計算模型、
核算軟件平台，核算框架的運
用、可比性、政策適用性均頗
高。而在國家標準《海洋生態
系統生產總值核算技術指南》
更新後，預計海洋GEP的核算將
獲得更廣泛的採納和應用。

由 於 現 時 香 港 缺 乏 本 地 化 參
數，推算相關實物量及價值量
時需以其他地方的地方參數替
代，或會引起準確度差異。

全面海洋生態系統服務的價值
核算能比較不同空間分布的價
值比重，亦可以不同時間點的
變化作數據分析，應用於協助
政策制定的功能廣泛。

發展本地化參數及核算軟件平
台的實行性頗高，建議因應不
同地方的海洋生態系統特性，
實測生態服務效率，取代替代
性數據。

有關數據及核算範圍的定立

實行上，當核算框架落實後，大
部分涉及收集的數據來源以遙感
技術、地理信息系統分析、國際
與本地權威監測數據、官方統計
年鑑等為主。這些統計數據的可
獲取度普遍較高。

由於香港、澳門與內地城市在
部分指標的統計方法和數據完
整性存在差異，導致跨境比較
時出現不一致。為確保整個研
究 區 域 數 據 的 一 致 性 與 可 比
性，部分情況下需採用解析度
較低的數據（如物種數量）作
為統一標準而影響 總量估算結
果的精確度和細緻度。

進行海洋生態系統服務核算時
所定立的範圍及解析度需與政
策緊密配合，以平衡估算結果
的精確度與實務需求。

另外，遙感數據能有效分析陸
地生態系統類型面積，而對海
洋生態系統的細緻分類則可能
需要結合實地考察數據輔助以
完善精確度 。

有關生態系統及生物多樣性的
數據，香港本地持份者已擁有
非常豐富的數據基礎，政府部
門、學術及專業團體、非政府
組織皆可合作貢獻。　

粵港澳大灣區跨行政區性質，
不同地區的數據收集、合作機
制方面存在協調難題。

長遠建議強化數據協作——  建
立區域數據平台，統一統計方
式，推動粵港澳三地跨境數據
共享與協同管理。

表3：先導研究的優勢、挑戰與建議的整合

2022年粵港澳大灣區海岸帶GEP至少達4.9萬億元人民幣(≈7.27千億 
美元)，相當於同期大灣區生產總值（GDP）13萬億元人民幣
(≈1.93萬億美元)的超過35%。於大灣區海岸帶，海洋生態系統
的單位面積經濟價值顯著高於陸地 — 每平方公里陸地生境貢獻
約5,440萬元人民幣(≈800萬美元)GEP，而每平方公里海洋生境
的GEP則高達1.31億元人民幣(≈1,900萬美元)，後者為前者的 
2.4倍。這差距突顯海洋生態系統在氣候調節、碳匯儲存及災害緩
衝等方面的高效服務能力，為大灣區可持續發展提供關鍵支持。

在生態系統存量方面，研究綜合表1所列的四類指標進行評分，
並作空間分布分析；另生境支持服務方面，則以受威脅物種作指
標，根據其瀕危程度給予相應評分並作空間分布分析。海洋生境
支持服務價值較高的區域主要分布在珠江口、大亞灣和大鵬灣的
沿岸區域（詳見附錄二）。

除了整體GEP數值外，了解研究區域各類生態系統服務的組成，
有助識別區內的優勢和特點，為政策制定提供重要參考。而在調
節服務當中，海洋生態系統主導於氣候調節、水質淨化、海岸帶
防護及固碳功能；陸地生態系統則主導空氣淨化、洪水調蓄及土
壤保持等生態系統服務。供給服務主要整理區內捕撈及養殖漁業
的價值量，估算為約151億元人民幣(≈22億美元)；而文化服務因
為涉及較多經濟活動類型，因應是次先導研究中的限制，僅以部
分指標進行初步估算，旨在促進評估推動本地生態系統服務核算
的可行性及其在政策制定工作上的潛在貢獻，未來有待進一步完
善和改進。

© Luna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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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態系統核算在
香港的應用潛力

充實的政策及科學基礎
本地專家及學術團體已就香港生態系統服務展開多面向研究，例
如《香港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2016 - 2021》曾對郊野公園
美學價值、陸生植物空氣調節服務等進行貨幣及非貨幣估值19。
開展海洋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核算可強化相關行動目標的實現，與
未來新一份《香港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無縫銜接。

香港現時擁有八個海岸公園及一個海岸保護區，2024年到訪海岸
公園的遊客約有7.8萬人次20。海洋相關康樂活動（如休閒潛水、
水上運動、海島遊等）日益受市民和旅客歡迎，而政府亦於 
《香港旅遊業發展藍圖2.0》21提到可持續旅遊發展的方向，可見
健康的海洋環境是支持本地旅遊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之一。未
來宜針對生態旅遊方面的文化服務進行更完善及深入的整合，當
中可包括調查到訪本港海岸公園及各海洋生態熱點參與海岸生態
旅遊或水上活動的人數、所花的時間和消費等，讓海洋文化服務
的貢獻納入決策上的考慮因素之列。

2024年海水養殖漁業的總產量估計有626公噸，價值約6,600萬港元 
(≈840萬美元)；同年香港捕撈漁業的漁產量約為9.2萬公噸，
價值約達24億港元(≈3億美元)22。漁農業政策《漁農業可持續 
發展藍圖》中期望，本地養殖海魚年產量在五年內倍增至1,200
公噸，並在15年內再增至約6,000公噸23。海洋GEP核算可量化可
持續發展潛力並將其整合在宏觀的可量化指標當中，為政策提供
推動力。

為本地的海洋空間規劃政策制訂過程提供指引
全面的海洋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核算長遠能比較不同空間分
布的價值分布，亦可以不同時間點的變化作數據分析，這
些分析面向能為香港的海洋空間規劃提供科學依據和決策
參考24。透過量化生態系統服務（如漁業資源、氣候調節、
生物多樣性等）的經濟及社會貢獻，決策者可更有效地劃定
海洋保護區，平衡保育與發展需要，減少不同海洋活動之間
的衝突。例如，海洋空間規劃能協助分配海洋空間，確保重
要生境獲得保護，同時為漁業、旅遊及基建等活動預留適當
空間。這種以生態系統為本的規劃模式，有助於維護海洋生
態健康，提升管理效率，並促進社會各界的參與和共識。

為政府財政預算及企業投資等資源配置
提供宏觀參考
生態系統服務核算能量化海洋生態系統對經濟和社會的貢
獻，為保育與決策、投資建立橋樑。當海洋保護區內的保
育工作、生境修復、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等可持續項目的
效益得以具體量化，決策者、投資者、持份者及公眾便能
更容易理解設立保護區的長遠回報和風險管理價值，對相
關保育工作的支持及投入意願（如政府財政預算的分配、
或企業投資等）亦會因而提升25。例如，修復珊瑚群落、
紅樹林、海草床、蠔蟭等不僅改善生物多樣性，還能提升
漁業產能，減緩氣候變化影響，並帶來生態旅遊收益等生
態系統服務價值。

將海洋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納入本地環境影響
評估考慮當中
傳統的環境影響評估對於生態及漁業的影響評定缺乏客觀的
準則，較少量化生態系統服務的價值。將海洋生態系統服務
的價值納入環境影響評估過程中，可更全面地反映發展項目
對社會和經濟的潛在影響28。例如評估填海工程時，除計算
棲息地損失面積及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外，亦需考慮所損失
的大量氣候調節服務和削弱防災能力。這種量化評估有助決
策者更全面及客觀地衡量不同方案，選擇對社會整體最有利
的發展路徑，並為項目落實與否的決策，以及相關生態補償
和修復措施的制訂，提供有力的科學依據。

1

2

3

© Magnus Lundgren/ Wild Wonders of China/ WWF

© WWF-Hong Kong

© WWF-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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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範圍的訂立
 陸地範圍：《廣東省海岸帶綜合保護與利用規劃（修編）》

（以下簡稱《規劃》）中在粵港澳大灣區範圍內的廣東省濱
海各區縣陸域，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陸
域；而四鄰都濱海，但自身不濱海的區／縣同樣納入研究區
域範圍內。

 海域範圍：由於區／縣的海域邊界不明確，所以本研究對
於海域的劃定，採用《規劃》中的南側範圍邊界向陸域邊
界東西頂點位置做垂線。 

 研究區總面積約5.15萬平方公里。

推動藍色金融發展
隨著全球對可持續發展的重視，藍色金融已成為國際金融市
場的重要趨勢。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具備發展藍色金融
的獨特優勢。若能充分量化和展示本地海洋生態系統服務的
價值，將有助於設計和發行藍色債券、藍色基金等創新金融
產品，吸引更多資本投入海洋保育、可持續漁業、海洋友善
的生態旅遊等領域27,28。這不僅有助於提升香港在全球綠色
及藍色金融市場的地位，也為本地實現經濟轉型和生態保育
提供資金支持，推動區域內的可持續發展。

實施建議
香港具備獨特優勢和機遇，有條件成為推動大灣區以至
中國海洋生態系統服務核算的先驅。現時本港數據資源
豐富，為本地化核算提供良好基礎。為進一步發揮這些優
勢，建議採取以下措施：
• 人員培訓與能力建設
• 制定本地化海洋GEP核算框架：在國際與國家標準基

礎上，優化香港指標及本地參數；
• 建立本地海洋生態系統服務核算模型軟件平台；
• 組 建 跨 部 門 及 跨 界 別 團 隊 ： 包 括 環 境 及 生 態 局 

（政策制定）、漁農自然護理署（物種及生境數據、
規劃署（空間規劃）、環保署（污染監測）、統計處 
（經濟數據）協作，學術機構、專業、非政府團體及
業界提供支援；

• 將生態系統服務實物量與價值量納入官方統計系統：
在政府統計處年報中增設「海洋生態系統服務」， 
定期發布GEP數據；

• 加強數據收集與整合；
• 提升公眾認知與參與度。
透過落實這些建議，香港便可帶領海洋生態系統服務核算的
推展，為大灣區甚至其他地區的可持續發展和環境保育作出
貢獻。

技術說明
《粵港澳大灣區海岸帶生態系統服務價值估算》先導研究

4

1

2
3

5

貨幣兌換率
為保持一致性和方便國際讀者，所有美元 (USD) 貨幣價值均採用 2022 年 7 月的兌換率：1 美元 ≈ 
6.733 人民幣 (RMB) ≈7.849 港元 (HKD)

© China Marine Economy Expo 

無價海洋 無價海洋18 19



附錄一 

粵港澳大灣區海岸帶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核算先導研究
涵蓋的指標、數據來源及核算方法概述

存量

指標 數據來源

數量 
各類生態系統面積  Esri-Sentinel 2 地理信息系統

物種數量 《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瀕危物種紅色名錄》空間數據

質量
植被質量（總初級生產力） NASA-MODIS 遙感數據

海水質量（葉綠素） NASA-MODIS 遙感數據

流量  
生態系統

服務
核算指標  實物量核算方法概述 價值核算方法概述 數據來源

支持服務 物種 受威脅物種數量及空間分布 /
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瀕危 
物種紅色名錄空間數據

調節服務  

氣候調節  
各類生態系統在需要人工調溫及調濕的時期，植被或水體蒸騰蒸發 
的能量所消耗的熱量

替代成本法，利用人工調節溫度和濕度所需要的用電費用計算城市
生態系統局部氣候調節價值

Esri-Sentinel 2  
衛星數據集

NASA雷達地形數據

氣象監測站數據

土壤理化屬性數據  

岸綫數據

地區參數 

固碳 
根據淨初級生產力數據和NPP/NEP轉換系係數計算二氧化碳固定量； 
而針對海洋生態系統，則基於海洋植物（浮游植物和大型藻類）固定 
二氧化碳能力計算

市場價值法，基於碳市場交易價格和固碳總量計算固碳價值

空氣淨化 根據空氣淨化能力（每類生態系統單位面積淨化量乘面積）計算實物量
替代成本法，以二氧化硫（SO2）、氮氧化物（NOx）、顆粒物等污
染物的工業治理成本，核算城市生態系統空氣淨化價值

水質淨化  根據水質淨化能力(每類生態系統單位面積乘面積)計算實物量
替代成本法，以水體污染物工業治理成本，核算城市生態系統水淨
化價值，主要核算化學需氧量、總氮、總磷、無機氮、活性磷酸鹽
等污染物淨化價值 

洪水調蓄 按SCS-CN法計算指標削減徑流量，以洪水調蓄量作為實物量指標 替代成本法，以水庫建設和營運成本，計算洪水調蓄價

水源涵養   
降雨量減徑流量，再減蒸發量 替代成本法，以水庫工程年折舊和年營運成本費用，核算城市生態

系統水源涵養價值 

土壤保持 減少泥沙淤積量及控制面源污染量
以污染物處理成本、水庫清淤工程費用，核算城市生態系統減少面
源污染和泥沙淤積的價值  

海岸帶防護 
能起防護作用的自然岸綫或替代海堤等防護工程的總長度 以海堤防護工程的建設和維護成本，核算海洋生態系統海岸帶防護

價值 

供給服務  海洋漁業增加值  採用各行政單元的漁業增加值數據 實際交易價值 漁業增加值數據

文化服務  

自然景觀旅遊 各個行政區的旅遊收入、旅遊人次、查閱當地統計年鑒及網上檢索數據 自然景觀旅遊總值
各地統計年鑒及 
網上檢索數據

自然景觀溢價  查閱當地統計年鑒及網上檢索數據 沿海區域（距離岸綫300m範圍內）的自然景觀溢價
各地統計年鑒及 
網上檢索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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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

中文 英文對照 意義

藍色金融 Blue Finance
支援海洋保育與可持續海洋經濟發展的金融工具
與投資策略。

大灣區海岸帶
Coastal Zone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本研究訂立的研究範圍

生態系統服務核算
Ecosystem Service 
Accounting

透過統計與經濟方法，量化生態系統服務的價值，
並納入決策過程。

生態資產 Ecosystem Asset
指具有持續提供生態系統服務能力的自然資源
單元，如森林、濕地、海洋等。

生態系統流量 Ecosystem Flow
指在特定時間內生態系統所產生的服務量，
如碳吸收、水質淨化等。

生態系統服務 Ecosystem Services
指生態系統為人類提供的各種效益，包括支持、
調節、供給與文化服務。

生態系統存量 Ecosystem Stock
指生態系統的物理存在狀態（如面積、生物量），
屬於資產的量化基礎。

環境經濟核算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ccounting

將自然資源與環境變化納入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
統計方法。

粵港澳大灣區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BA)

包括香港、澳門及廣東省九個城市的區域合作
發展區域。

生態系統生產 
總值（GEP）

Gross Ecosystem 
Product (GEP)

以貨幣形式呈現生態系統產品與服務的總價值，
反映自然對人類福祉的貢獻。

海洋核算 Ocean Accounting
將海洋生態系統服務納入經濟與政策分析的核算
方法，量化其價值與貢獻。

基於自然的解決
方案

Nature-based 
Solutions (NbS)

利用自然系統或模仿自然過程來應對社會挑戰，
如氣候變化與災害風險。

環境經濟核算體系
生態系統核算

System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ccounting
Ecosystem Accounting 
(SEEA EA)

聯合國制定的統計框架，用以整合生態系統與經濟
活動的數據與價值。

附錄二
 

圖1: 研究區綜合質量空間分布(2023年) 

圖2: 研究區陸域和海洋生態支持服務得分(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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