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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态文明区评估方法与实证研究

陈凤桂,王金坑,方婧,陈斯婷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厦门 361005)

摘要:海洋生态文明以人与海洋的和谐共生为核心,海洋生态文明区即是实现人与海洋和谐共生

的地区,具体包含2层含义,即海洋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文章根据海

洋生态文明区的含义,依据动态性、层次性、完备性等原则,参照数据的可获取性和可量化性,构建

海洋生态文明区评估指标体系,并采用德尔菲法确定各评估指标权重值。选取日照市等8个申报

地为研究对象,研究海洋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指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指数和海洋生态文明综

合评估指数。研究结果显示,8个市(县)基本达到海洋生态文明区的要求,海洋生态系统可持续发

展指数高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指数;在海洋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方面最大的制约因素是区域海

水质量状况,其次是海域空间资源利用和海洋生物资源利用;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最大的

制约因素是海洋产业结构,此外地区能源消耗、海洋科技进步、海洋文化传承与保护、海洋宣传与

教育以及服务保障能力等也是今后需要改进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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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MethodandEmpiricalStudyofMarine
EcologicalCivilizationDemonstration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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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coreofmarineecologicalcivilizationissymbioticharmonyofthehumanandma-

rine.Marineecologicalcivilizationdemonstrationarea,whichhasrealizedtheharmoniouscoexis-

tencebetweenhumanandmarine,containstwomeanings: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marine

ecologicalsystemand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humansociety.Inthepaper,theevaluation

indexsystemofmarineecologicalcivilizationdemonstrationareawasconstructedaccordingtothe

principleofhierarchical,dynamicandcomplete,combiningtherequirementsofdataacquisition

andquantify,byusingDelphiMethodtodeterminetheweightofeachevaluationindex.Eightre-

gionsincludingRizhaoCity,LongdaoCounty,XiangshanCounty,DongtouCounty,Xiamen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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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jiangCity,DongshanCounty,ZhuhaiHengqin,wereselectedasresearchobjects,tostudythe

sustainabledevelopmentindexofmarineecosystem,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indexofhuman

societyandcomprehensiveassessmentindexofmarineecologicalcivilization.Theresearchshowed

that:①The8regionsbasicallymeettherequirementsofmarineecologicalcivilizationdemonstra-

tionarea,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indexofmarineecosystemishigherthanthatofhumanso-

ciety.②Themostrestrictivefactorsin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marineecologicalsystem

aretheregionalseawaterquality,andthentheproblemsofmarinespaceresourcesutilizationand

marinebiologicalresourcesutilization.③In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humansociety,the

biggestconstraintismarineindustrialstructure,inaddition,theregionalenergyconsumption,ma-

rinepromotionandeducation,marine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progress,marinecultural

heritageandprotection,andservicesupportcapacity,needtobeimprovedinthefuture.

Keywords:Marineecologicalcivilizationzone,Sustainabledevelopment,Marineecosystem,

Indexevaluation

海洋是资源的宝库,海洋中蕴藏着丰富的生物

资源、化学资源、矿产资源、动力资源、水资源和空

间资源等,开发海洋资源、发展海洋产业、拓展生存

和发展空间势在必行。随着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海

洋与人类之间的相互影响日益增大,资源在经济发

展中的瓶颈约束日益突出,人类对海洋资源、空间

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转变

海洋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是促进海洋经济可

持续发展的有效举措,是发展集约型经济、调整产

业结构和加快发展方式转型的必经之路。

海洋生态文明是生态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以人与海洋和谐共生、良性循环为主题。国家

海洋局于2012年2月印发《关于开展“海洋生态文

明示范区”建设工作的意见》,提出沿海地区海洋生

态文明示范区建设意见与目标;同年9月发布《关于

<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管理暂行办法>和<海洋

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指标体系(试行)>的通知》,海

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工作进入全面推进阶段。

2013年2月,包括山东省的威海市、日照市、长岛

县,浙江省的象山县、玉环县、洞头县,福建省的厦

门市、晋江市、东山县以及广东省的珠海横琴新区、

徐闻县、南澳县在内的12个申报地获批“国家级海

洋生态文明示范区”。

本研究以首批“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

为研究对象,在综合分析前人对海洋生态文明理

解[1-8]的基础上,提出海洋生态文明区的特征,并以

此构建海洋生态文明区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

对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

意义。

1 海洋生态文明区的特点

海洋生态文明区即实现人与海洋和谐共生的

地区,其建设的主体是涉海社会群体,即沿海地区

从事相关产业以及科研、管理等其他涉海活动的人

群。对海洋生态文明区的界定应注重2个方面。

(1)陆海统筹。由于人-海关系的特殊性,人

类开发利用海洋但生活在陆地上,海洋生态文明必

须包含特定的陆域和海域范围,即以海岸线为基

准,向陆一定范围作为陆域边界、向海一定范围作

为海域边界;要把陆地区域优势和海上区域优势结

合起来,实现资源整合,推进陆海协调发展,促进海

洋和陆地两大相对独立的子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影

响、相互制约,最终形成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区

域复合系统;在这个区域复合系统的发展中,海洋

具有与陆地同等的价值,海洋经济不再是陆域经济

的附属,而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2)生态系统完整性。海洋生态文明区位于海

陆交互作用、自然环境很不稳定的特殊的国土区

域,是地球上水圈、岩石圈、大气圈和生物圈相互作

用最频繁、最活跃的地带,兼有独特的陆、海不同属

性的环境特征;这一地带地貌类型复杂多样,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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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丰富多彩,陆海污染特别集中,受到陆源和海

洋资源开发等造成的相互叠加的污染,生态环境最

易遭受破坏,是全球变化影响下的生态环境脆弱的

敏感地带;人类作为系统中最活跃、最主动的因素,

在整个系统中是从海洋生态系统向人工生态系统

不停输入能量和物质的主导者和最终受益者,同时

也是将人工生态系统的思维意识输出并施加于海

洋生态系统的传输者;系统中的各个环节环环相

扣,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整个系统必然会受

到影响。

因此,在确定海洋生态文明区的研究范围时应

综合考虑海域和沿海陆域的空间特性、地理单元的

完整性以及行政管理边界等因素。边界的确定主

要以行政管理边界为依据,统筹考虑海域及其依托

陆域,以海岸线为基准,向陆一定距离作为陆域边

界、向海一定距离作为海域边界。综合考虑我国沿

海地区的差异性和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海洋生态

文明区研究范围的海域边界以沿海省(自治区、直

辖市)管辖海域范围(从领海基线向外12nmile)、

陆域边界以行政管理边界为依据较为妥当。

在海洋生态文明本质与内涵研究的基础上[8],

本研究提出海洋生态文明区的2个特征:①海洋资

源的可持续供给和海洋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包

括根据海洋自然生态承载能力和资源环境现状,开

展适宜的用海活动;维护海洋生态平衡,通过海洋

环境整治、海洋生态保护和修复等措施,确保生态

良好、环境优化、协调持续。②形成与海洋和谐共

生的社会发展形态和文明意识。包括形成节约能

源资源和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

和消费模式,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民群

众生活品质的提升和海洋生态文明生活方式的形

成;社会公众文明意识形成并不断提升,公众对海

洋自然规律、资源禀赋、生态价值、生态责任等的认

识提升,自觉地关爱海洋、保护海洋、善待海洋,为

促进海洋事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文化

支撑。

2 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估方法

2.1 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指标权重的确定

根据海洋生态文明区的概念与特征,可将海洋

生态文明区评估指标体系分为2大类,即海洋生态

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

中,海洋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包含2个方面,即海

洋资源的可持续供给和海洋生态系统的平衡;人类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包含3个方面,即经济的发展、社

会的进步和海洋生态文明意识的提升。依据动态

性、层次性、完备性等原则,参照数据的可获取性和

可量化性,构建海洋生态文明区评估指标体系如表

1所示。

海洋生态文明区评估指标涵盖面广、区域性特

征明 显,没 有 统 一 的 评 价 标 准;同 时 德 尔 菲 法

(DelphiMethod)是一种有效的判断预测法,简便易

行,具有一定科学性和实用性。本研究采用德尔菲

法确定各评估指标权重值(表1)。

表1 海洋生态文明区评估指标体系和指标权重

目标层 因素评价层 指标层 权重

海 洋 生 态

系 统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A)

海洋资源的

可持续供给

海洋生态系

统的平衡

海域空间资源利用(A1) 0.22

海洋生物资源利用(A2) 0.18

用海秩序(A3) 0.09

区域海水质量状况(A4) 0.18

生境 与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A5)
0.13

陆源污染防治与生态修复

(A6)
0.20

人 类 社 会

的 可 持 续

发展(B)

经济的发展

社会的进步

海洋生态文明

意识的提升

海洋经济总体实力(B1) 0.20

海洋产业结构(B2) 0.13

地区能源消耗(B3) 0.07

海洋管理机构与规章制度

(B4)
0.07

服务保障能力(B5) 0.06

示 范 区 建 设 组 织 保 障

(B6)
0.06

海洋宣传与教育(B7) 0.20

海洋科技进步(B8) 0.13

海 洋 文 化 传 承 与 保 护

(B9)
0.07

2.2 评估方法

海洋生态文明区评估是定量分析一个地区是

否达到海洋生态文明区的标准,因此在评估前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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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确定每个指标的标准值,即“阈值”。海洋生态文

明区的相关指标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至于高出多

少为宜是仍需探讨的问题。本研究认为通常以80
分(满分100)为衡量“优秀”的标准,因此海洋生态

文明区各指标的阈值以全国平均值的1.6倍计较为

合适。

海洋生态文明区指标得分计算公式为:

xi=分值
xi ≥x阈值,得1分

xi <x阈值,得(xi/x阈值)分{ (1)

式中:xi是“海洋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层下

各指标的标准化数值,1≤i≤6;x阈值 为该指标的

阈值。

yj =分值
yj ≥y阈值,得1分

yj <y阈值,得(yi/y阈值)分{ (2)

式中:yj是“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层下各指

标的标准化数值,1≤j≤9;y阈值 为该指标的阈值。

海洋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指数的计算公

式为:

f(x)=
6

i=1
aixi (3)

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g(y)=
9

j=1
bjyj (4)

海洋生态系统保护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具有

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依存关系。一方面,由于在

一定时期内资源是有限的,人类必须在二者之间做

出抉择,即一方资源的增加势必造成另一方资源的

减少;另一方面,保护海洋生态系统在本质上就是

保护资源和生产力、促进能源和资源的节约,这都

有益于经济的增长和效益的提高,而从长期来看人

类社会的发展又能为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提供物

质条件和技术支持。

海洋生态文明区建设就是要促进二者协调发

展,因此将海洋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的协调发展状

况作为衡量海洋生态文明综合指数的标准,具体公

式为:

D= C·T (5)

T=αf(x)+βg(y) (6)

C=
f(x)·g(y)
f(x)+g(y)

2
é

ë
êê

ù

û
úú

2{ }
k

(7)

式中:D 为海洋生态文明综合指数;C 为协调度;T
为发展度;α和β是待定权数。

鉴于海洋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指数与人类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指数的重要程度一致,α 和β 分

别取值0.5,k取值2。

2.3 协调类型的判定

借鉴前人关于协调发展关系的研究成果[9-12],

拟定海洋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指数与人类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指数协调发展类型评价标准如表2
所示。

表2 协调发展类型评价标准

海洋生态文明综合指数 协调发展大类 协调发展亚类

0.90~1

0.80~0.89

0.70~0.79

0.60~0.69

协调类

优质协调发展类

良好协调发展类

中度协调发展类

初级协调发展类

0.50~0.59

0.40~0.49
过渡类

勉强协调发展类

濒临失调衰退类

0.30~0.39

0.20~0.29

0.10~0.19

0~0.09

失调类

轻度失调衰退类

中度失调衰退类

严重失调衰退类

极度失调衰退类

其中,如f(x)>g(y),则为海洋生态系统的可

持续发展指数稍优先型;如f(x)=g(y),则为同步

型;如f(x)<g(y),则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指

数稍优先型。

3 海洋生态文明区评估实证研究

3.1 数据来源

由于未获得威海市、玉环县、徐闻县、南澳县

4个申报地的数据,本研究选取日照市、长岛县、象

山县、洞头县、厦门市、晋江市、东山县、珠海横琴新

区8个申报地为研究对象,研究海洋生态系统可持

续发展指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指数和海洋生态

文明综合评估指数。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来源于统

计年鉴以及各地海洋局、文化局、科技局等部门提

供的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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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实证分析

3.2.1 海洋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指数

经计算,8个市(县)的海洋生态系统可持续发

展指数均在0.85以上,其中日照、长岛、洞头和晋江

4个市(县)接近1.00(图1),基本实现海洋资源的

可持续供给和海洋生态系统的平衡。

图1 海洋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指数

为进一步探讨各评估单元在海洋生态系统可

持续发展方面的制约因素,本研究利用海域空间资

源利用、海洋生物资源利用、用海秩序、区域海水质

量状况、生境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陆源污染防治与

生态修复6个指标的分析结果数据,制作雷达图进

行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在海洋生态系统可持续发

展方面最大的制约因素是区域海水质量状况,其次

是海域空间资源利用和海洋生物资源利用。

由此得出,在海洋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方面,

今后的努力方向包括2个方面:①河海统筹,有效控

制入海污染物总量。入海污染物主要来自工业废

水、生活废水、农业非点源、水产养殖、交通航运、大
气沉降等,而海湾多数为半封闭型海湾,水体交换

能力较差,若不重视污染控制,近岸海域主要河口

海湾及城镇毗邻海域的污染范围可能会有继续扩

大的趋势。因此,应进行海陆统筹,控制海洋污染。

一方面,逐步提高污水处理程度,严格控制污染物

入海总量,争取较快改善海湾和沿岸海域的环境质

量;另一方面,大力推广先进的污水处置技术,合理

利用海水自净能力,为陆源污染物的处置和节能减

排目标的实现提供有效的新途径。②集约节约利

用海洋资源。严格实施海洋功能区划和海洋环境

保护规划,根据不同区域、不同海洋产业研究确定

海域利用效率、海岸线利用效率、单位面积投资强

度等用海控制指标。按照扶优扶先的原则,以科学

配置海域资源为抓手,促进涉海产业结构调整和转

型升级,优化海洋空间开发布局。

3.2.2 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指数

经计算,8个市(县)的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指

数均低于海洋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指数,其中洞头

和象山略高(图2)。由此可以看出,在海洋生态文

明区建设中,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有更多需要

努力之处。

图2 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指数

为进一步明确各评估单元在人类社会可持续

发展方面的制约因素,本研究利用海洋经济总体实

力、海洋产业结构、地区能源消耗、海洋管理机构与

规章制度、服务保障能力、示范区建设组织保障、海

洋宣传与教育、海洋科技进步、海洋文化传承与保

护9个指标的分析结果数据,制作雷达图进行分析。

分析结果显示,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最大的

制约因素是海洋产业结构,此外地区能源消耗、海

洋科技进步、海洋文化传承与保护、海洋宣传与教

育以及服务保障能力等,也是今后需要改进的方面。

由此得出,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今后

的努力方向包括2个方面:①实施科技兴海战略,推

动海洋产业的转型与升级。在科学认识海洋自然

规律的基础上,通过推进海洋科技与海洋经济的深

度融合,加快海洋产业的转型与升级,促进海洋经

济健康发展;以实施核心技术突破和产业示范带动

为重点,推进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加快推进传统产

业改造升级,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以科技

创新基地建设为重点,加快推进行业标准和重要产

品技术标准体系的建立,积极发展海洋战略性新兴

产业,促进海洋战略性产业集群的形成。②推广和

谐海洋理念,树立海洋生态文明意识。在建设海洋

保护区、海洋公园等海洋生态环境科普教育基地的

基础上,开展海洋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活动,重点营

造公众亲海空间,培养现代海洋观与新型海洋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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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观念;认真做好海洋知识进学校、进课堂、进教

材的准备工作,培养青少年从小知海洋、懂海洋、爱

海洋;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宣传功能,畅通公众参

与渠道,鼓励包括公众、社会团体、企业、非政府组

织等在内的海洋利益相关主体参与海洋综合管理

决策,建立完善公众参与机制,牢固树立海洋生态

文明理念。

3.2.3 海洋生态文明综合指数

经计算,除日照外,其余7个市(县)的海洋生态

文明综合指数均在0.9以上,对照表2协调发展类

型评价标准,达到优质协调发展类;日照也达到

0.886,属于良好协调发展类(表3)。由此可以看

出,8个市(县)基本能够达到海洋生态文明区的

要求。

表3 海洋生态文明综合指数评价结果

地区 T C D

日照 0.843 0.932 0.886

长岛 0.883 0.965 0.923

洞头 0.902 0.979 0.940

象山 0.853 0.994 0.921

东山 0.849 0.960 0.903

厦门 0.870 0.986 0.926

晋江 0.874 0.960 0.916

横琴新区 0.824 0.994 0.905

通过海洋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指数与人类社

会可持续发展指数的对比分析(图3),并对照协调

发展类型评价标准可以看出,8个市(县)均属于海

洋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指数稍优先型。

进一步提升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指数,使其符

合海洋生态文明区建设要求,需从经济的发展、社

会的进步和海洋生态文明意识的提升3个方面着

手,并结合海洋资源的可持续供给与海洋生态系统

的平衡等方面统筹考虑。对于海洋生态文明区而

言,其自身兼具一定范围陆域与一定范围海域,跳

出和超越海陆二分的自然限制,应以海陆关系整体

作为考虑地缘战略的出发点,对海陆关系进行全盘

整合。根据海、陆2个地理单元的内在联系,运用系

图3 海洋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指数与

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指数对比

统论和协同论的思想,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

综合考虑海、陆资源环境特点,系统考察海、陆的经

济功能、生态功能和社会功能,在海、陆资源环境生

态系统的承载力、社会经济系统的活力和潜力基础

上,统一筹划海洋与沿海陆域两大系统的资源利

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生态安全和区域政策,通
过统一规划、联动开发、产业组接和综合管理,把海

陆地理、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系统整合为统一整

体,实现区域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4 结语

海洋生态文明是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我国海域面积广阔,沿海地区是改革开放

的前沿阵地,已形成“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

3大经济圈,并正在逐步形成“中国沿海城市集聚

带”。近年来,海洋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海洋经济也

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对促进全国经济与社会发展

的作用十分明显。随着沿海经济的发展,产业进一

步向沿海地区集聚,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海
洋开发、保护和管理面临更大的机遇和挑战。海洋

综合管理任务艰巨,需要加强区划统筹、规划引导、

政策调节、市场配置和动态监管,切实提高海洋资

源环境支撑全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

这样的背景下推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十分重要,其
不仅是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更直接

影响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

建设海洋生态文明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重

要任务,是一个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动态过程,在新

的时期、新的阶段将有更高的目标要求。随着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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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断深化以及新的评估技术与方法的不断涌现,

海洋生态文明区评估方法也应不断调整、充实和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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