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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利用全国海域使用现状调查获取的基础数据，综合考虑海域使用程度、

海域使用综合效益、海域使用可持续水平和海域综合管理水平４个控制因素，采用层次分

析的方法，对沿海１１个省、市、自治区的海域使用综合水平进行分析和评价。结果表明，

沿海１１个省、市、自治区的海域使用现状综合水平从高到低依次为海南省、广东省、天津

市、上海市、福建省、浙江省、山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辽宁省、江苏省和河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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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海域开发利用总面积约２８４万ｈｍ
２，海

域开发利用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如：海域使用

分布不均衡，局部开发密度高、强度大，海域

使用集中在滩涂、海湾、河口和海岛周边海域，

海域开发利用活动主要集中在２０ｍ等深线以内

的浅水区域，而深水海域的开发利用活动尚处

于起步阶段。

近年来，国务院相继批准辽宁沿海经济

带、天津滨海新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

江苏沿海地区、上海浦东新区、浙江海洋经

济发展示范区、福建海峡西岸经济区、海南

国际旅游岛、广东珠三角地区、广西北部湾

经济区等沿海区域发展规划［１－２］。国家陆续

出台了一系列重点产业振兴规划，石化、钢

铁、造船、火电、核电等工业项目大规模向

沿海地区转移。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

发展，对海域资源的刚性需求急剧上升，近

岸海域使用开发强度持续加大，海域使用更

为集约密集，行业之间用海矛盾依然突出，

用海矛盾将更为多样复杂，海域使用间的相

互干扰与影响会持续增加，海域使用综合管

理调控难度会持续加大。

１　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１１　评价指标体系

将沿海１１个省、市、自治区的海域使用现状

综合水平分解为海域使用程度、海域使用综合效

益、海域使用可持续水平和海域综合管理水平４

个影响因素。把决定评价目标的４个因素按支配

关系分别分解成１９个评价指标
［３］。综合多位同行

专家评定的评价指标权重，然后运用客观赋权法

确定权重，最后对主客观确定的权重进行加权平

均，得出评价指标的权重，见表１所示。

表１　海域使用现状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目标 影响因素 要素指标 指标权重

Ｂ１

（０．５０６８）

海域使用程度

Ｃ１人均用海面积／ （ｈｍ２·人－１） ０．１０００

Ｃ２海域使用率／％ ０．２２２６

Ｃ３岸线利用率／％ ０．２２２６

Ｃ４围海面积比例／％ ０．１８２３

Ｃ５人工岸线比例／％ ０．１５４３

Ｃ６单位海域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元·ｋｍ－２） ０．１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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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评价目标 影响因素 要素指标 指标权重

Ｂ２

（０．１６８７）

海域使用综合效益

Ｃ７单位海域产出／ （元·ｋｍ－２） ０．３５９９

Ｃ８海洋经济贡献率／％ ０．２０７７

Ｃ９单位海域接纳劳动力／ （人·ｋｍ－２） ０．１７８７

Ｃ１０单位海域税收额／ （元·ｋｍ－２） ０．２５３６

Ａ海域使用

综合水平评价

Ｂ３

（０．１８６４）

海域使用可持续水平

Ｃ１１海域使用协调性指数 ０．１７７９

Ｃ１２海域使用类型多样性指数 ０．２６５３

Ｃ１３清洁海域面积比例／％ ０．２４４９

Ｃ１４符合规定环境目标的用海面积比例／％ ０．１９２７

Ｃ１５海洋保护区域比例／％ ０．１１９２

Ｂ４

（０．１３８１）

海域综合管理水平

Ｃ１６海洋功能区划符合性／％ ０．３４３３

Ｃ１７海域使用确权率／％ ０．２６７４

Ｃ１８固定海洋科研人员数量 ０．１７０５

Ｃ１９海洋科研机构经常费收入／千元 ０．２１８９

１２　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是针对发展型和限制型指标进行

的，这两个指标所求方法如下：

发展型指标标准化方法：

犢１＝ （犡－犡ｍｉｎ）／ （犡ｍａｘ－犡ｍｉｎ） （１）

　　限制型指标标准化方法：

犢２＝ （犡ｍａｘ－犡）／ （犡ｍａｘ－犡ｍｉｎ） （２）

式中：犡ｍａｘ为该项指标的最大值；犡ｍｉｎ为该

项指标的最小值。

按照发展型和限制型指标标准化整理和提

取的指标值 （表２和表３）。

表２　评价指标标准化值

指标层 天津 河北 辽宁 上海 江苏 浙江 福建 山东 广东 广西 海南

Ｃ１ ０．１７５ ０．２０４ １ ０．２８５ ０．５１６ ０．７３９ ０．４３３ ０．３００ ０．８５２ ０ ０．０５８

Ｃ２ ０．６４４ ０ ０．４４２ ０．７８０ ０．５１０ ０．５９４ ０．８０１ ０．６２０ ０．９１２ ０．９９４ １

Ｃ３ ０．５２１ ０ ０．２２３ １ ０．１８８ ０．８５１ ０．７３８ ０．５９１ ０．７４７ ０．２８１ ０．８２８

Ｃ４ ０．５５２ ０．９４８ ０．９９４ ０ ０．９６５ ０．８４５ ０．７８６ １ ０．９９０ ０．８１０ ０．８３４

Ｃ５ ０．４５９ ０．２６５ ０．４０７ ０ ０．０３１ ０．９６１ ０．７８３ ０．９１２ ０．５３８ ０．４９７ １

Ｃ６ ０．５６６ ０．１８３ ０．０４３ ０．３０４ ０．１０６ ０．０４８ ０．０８２ ０．１６４ ０ １ ０．３４９

Ｃ７ ０．９６４ ０．０５０ ０ 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８ ０．１５１ ０．１６５ ０．０３０ ０．２６９ ０．６６８

Ｃ８ ０．８２１ ０．１０４ ０．３３５ １ ０．０４８ ０．２３５ ０．６５５ ０．３９６ ０．３６６ ０ ０．８１２

Ｃ９ ０．４０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６ ０．１８４ ０ ０．０３７ ０．１２７ ０．０７４ ０．０３２ ０．４０１ １

Ｃ１０ １ ０．０３４ ０．０２５ ０ ０ ０．０３２ ０．０８４ ０．０５６ ０．０１７ ０．２３１ ０．５４３

Ｃ１１ ０．９２７ ０．６３１ ０．６２８ ０．９５０ ０．７７２ ０．３３６ ０ ０．５９６ ０．７３６ １ ０．６１１

Ｃ１２ ０．５８６ １ ０．１９８ ０．８３０ ０．４１２ ０．５６４ ０．４２４ ０ ０．９０９ ０．０１６ ０．４２３

Ｃ１３ ０．１４９ ０．４０４ ０．７４０ ０．０２１ ０ ０ ０．５６３ ０．４２５ ０．９６１ ０．９７９ １

Ｃ１４ ０．８２１ ０．５８６ ０．５１７ ０．４３５ ０ ０．２９４ ０．０２９ ０．３３６ ０．７７６ ０．６０６ １

Ｃ１５ ０ ０．２５８ ０ ０．０３１ ０．３４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４４ ０．００８ １ ０ ０

Ｃ１６ １ ０．６９１ ０ １ ０．２５０ ０．７６３ ０．４９１ ０．９６３ ０．８９３ ０．８５３ ０．７２７

Ｃ１７ １ ０．４０５ ０．７９７ ０．２０９ ０．６２６ ０．１８７ ０．６０５ ０．７３７ ０ ０．６７１ ０．８２３

Ｃ１８ ０．６９７ ０．１１２ ０．１８２ ０．９１２ ０．４８４ ０．３４０ ０．２３１ １ ０．７４２ ０ ０．０１１

Ｃ１９ ０．５８５ ０．０２２ ０．１６４ ０．９０８ ０．３２５ ０．３２４ ０．１９４ １ ０．６０２ ０ 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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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海域使用现状评价指数分析

在建立指标体系、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和分

值后，采用加权综合方法，对各沿海１１个省、

市、自治区海域使用现状进行评价。总评分值

犘犻的计算公式如下：

犘犻＝∑
狀

犻＝１

（犠犻×犝犻） （３）

式中：犠犻为指标层犻个指标对于目标层的权重，

且∑犠犻＝１；犝犻为指标层各指标值。利用式 （３）

及已确定的指标分值和权重，计算出沿海１１个

省、市、自治区海域使用现状水平综合评价的结

果 （图１）。全国海域使用现状综合水平可分为３

类类别，海南省、广东省和天津市为第一类，评

价分值均在０．６以上，海域使用综合较强。上海

市、广西壮族自治区、山东省、福建省和浙江省

为第二类，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福建省的

海域使用率很低，分别为２％、０．１３％和４．５４％。

福建省、浙江省和上海市岸线利用率很低，分别

为３５．９８％、２７．３２％和１５．７８％。山东省围海造

地面积比例很小，仅为０．８％。海域使用开发程

度均较低，海域使用综合水平较好。第三类为辽

宁省、河北省和江苏省，三省的海域使用综合效

益均较低，辽宁省单位海域产出仅为４６８１．５２元

／ｋｍ２，江苏和河北单位海域接纳劳动力较低，分

别为４２６人／ｋｍ２、５３７人／ｋｍ２，江苏省单位海域

税收额在全国最少，为１９０８３．８３元／ｋｍ２。

图１　沿海省、市、自治区海域使用综合水平

２２　海域使用综合水平控制因素

海域开发利用程度 （Ｂ１）较低的是上海、江

苏和河北，海南和广东的海域使用率较低，浙江

省岸线利用率较低，河北省海域使用率达到了

２２．８２％，其岸线利用率高达９３．０２％ （图２）。

图２　沿海省、市、自治区海域使用

程度评价结果 （Ｂ１）

海域使用综合效益 （Ｂ２）最高的是天津市，

天津市单位海域产出和单位海域税收额较高，分

别为７７４２８．５９元／ｋｍ２，４９８４０６５．４元／ｋｍ２。综

合效益最低的是江苏省，单位海域接纳劳动

力仅为４２６ 人／ｋｍ２，单位 海域 税收额仅为

１９０８３．８３元／ｋｍ２ （图３）。

图３　沿海省、市、自治区海域使用

综合效益评价结果 （Ｂ２）

海域使用可持续水平 （Ｂ３）最好的是广东

省，海域使用类型多样性指数和清洁海域面积

比例指数都很高，分别为０．６４和９６．１２％；海

域使用可持续水平较低的是江苏省，江苏省符

合规定环境目标的用海比例和保护区比例很小，

分别为１１．０８％和１７．８１％ （图４）。

图４　沿海省、市、自治区海域使用

可持续水平评价结果 （Ｂ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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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综合管理水平 （Ｂ４）最好的是山东，

海洋功能区划符合性较高为９９．１％，辽宁省较

差，海洋功能区划符合性为７５．８８％ （图５）。

图５　沿海省、市、自治区海域综合

管理水平评价结果 （Ｂ４）

３　讨论

通过对沿海１１个省、市、自治区海域使用

综合水平的分析与评价，影响沿海海域开发利

用的主要因素包括海域开发利用程度、单位海

域产出、单位海域税收额、海域使用综合效益、

海域使用率、海域使用协调性、海域使用类型

多样性指数、海洋功能区划符合性以及海洋管

理水平等。

辽宁省海域使用综合水平较低的主要影响

因素是单位海域产出、海洋保护区域比例和海

洋功能区划符合性；河北省的主要影响因素是

海域使用率、岸线利用率和海洋科研机构经常

费收入；天津市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海洋保护区

域比例；山东省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海域使用类

型多样性指数和海洋保护区域比例；江苏省的

主要影响因素是单位海域接纳劳动力、单位海

域税收额、清洁海域面积比率和符合规定环境

目标的用海面积比例；浙江省的主要影响因素

是清洁海域面积比率和海洋保护区域比例；上

海市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围海面积比例、人工岸

线比例和单位海域税收额；福建省的主要影响

因素是海域使用协调性指数；广东省的主要影

响因素是单位海域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和海域

使用确权率；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主要影响因素

是人均用海面积、海洋保护区域比例、固定海

洋科研人员数量和海洋科研机构经费收入；海

南省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人均用海面积、海洋保

护区域比例和海洋科研机构经费收入。

４　结论

基于海域使用程度、海域使用综合效益、

海域使用可持续水平和海域综合管理水平４个

影响海域使用现状水平因素的分析，得出沿海

１１个省、市、自治区的海域使用现状综合水平

从高到低依次为海南省、广东省、天津市、上

海市、福建省、浙江省、山东省、广西壮族自

治区、辽宁省、江苏省和河北省。海域开发利

用程度、单位海域产出、单位海域税收额、海

域使用综合效益、海域使用率、海域使用协调

性、海域使用类型多样性指数、海洋功能区划

符合性以及海洋管理水平等指标是影响沿海省、

市、自治区海域使用现状综合水平的主要要素，

沿海各省、市、自治区需要根据各自的特点，

调整现有的海域资源开发利用、海洋环境保护

和海域管理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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