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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海岛生态资源利用的评价研究 

— — 以长岛县为例 

李 蕾，李京梅 
(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 青岛 266071) 

摘 要：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 口膨胀，海岛所受到的来 自各方面的 

压力也与目俱增。文章以山东省唯一的海岛县——长岛县为例，利用生态足迹模型对长岛 

县的生态足迹和承载力进行评估，得出长岛县 目前存在生态盈余的结论，但是存在土地供 

需结构失衡和能源足迹过大等问题；最后针对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开发风电和水电、发展循 

环经济等建议，以期为相关部门的管理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实现长岛县的可持续发展。 

关 键 词 ：生态足迹模型；生态承载力；长岛县 

海岛作 为海洋生 态系 统 的重 要组 成部 分， 

其 自身又是一个独立而完整的生态环境地域 系 

统，蕴含丰富的 自然资源，具有独立的生物群 

落。但是海岛具有地域结构简单、生态系统食 

物链层次低、复杂程度低、生物多样性指数较 

小 、生物物种之间 以及生物 与非 生物之间关 系 

简单等特点，使得海岛生态系统相对脆弱，稳 

定性差，容易遭受损 害。近年来 ，工业 化的加 

快以及对海岛资源的过快、过猛开发，对海岛 

生态系统造成 了严 重的破坏 。目前 ，学 术界也 

越来越关注海 岛的开发、利用 和保护 ，大多数 

学者从定性的角度分析海岛开发利用的现状， 

定量分析的很少，因而现有的研究结果缺少严 

格 的论证过 程，不具备科 学性 。笔 者 以长 岛县 

为例，用生态足迹模型定量分析海岛开发利用 

的现状，测算人类活动对海岛环境资源的影响 

程度，并通过与生态承载力的比较结果来测算 

人类对海岛生态资源是否过度 利用，以期 为相 

关决策部门提供科学的依据。 

1 有关生态足迹的文献综述 

生态足迹模型是由加拿大经济学家 William 

E．Rees于 1992年提出l1 并 由 Mathis Wacker- 

nagel于 1996年完善[2 的一种 比较 有代 表性 的 

评价生态可持续 发展 的定量 方法。该方 法采用 

生产土地 的面积作为测量 指标，使人们 更容易 

理解，且也使得不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具 

有可比性。再加上其资料易获取、计算方法简 

单的优点，近年来，这种方法被广泛地应用于 

国内外区域的生态承载力评价中。 

国内外学者大都从方法的创新、应用和实 

证的角度对生态足迹模型进行研究，使生态足 

迹模型的有效性提高 ，应用范围不断拓宽 。 

1．1 国外相关研 究 

生态足迹模型是衡量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 

的一种方法，对 于该方法 的有效性 ，很 多学者 

从不同的方 面进行了探讨。其 中 Helmut Haberl 

等人L3 于 2004年比较了生态足迹法和净初级生 

产力核算方法在衡量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时的 

异同点，两种方法都是将人类消费转换成生态 

生产性的土 地面积 ，不同点 在于 ：前者评 估 的 

是特定区域内维持该 区域人类 的社会 经济活动 

所需要的生态生产性 的土地 面积 ；而后者 则是 

核算特定区域 内人类利用 土地的强度 。通 过 比 

较 ，作者认为两种方法 可以相互 补充，并不 矛 

盾。Mathis Wackernagel等 于 2004年 为了 

提高在核算 国家 和全球层 面上 的一个时 间序 列 

上的生态足迹时的有效性时 ，从理论和计算 方 

法上对生态 足迹法进行 了改进 ，使得生态足迹 

可用来进行 动态分析并检测数 据的噪音点 ，且 

利用改进 的生态 足迹法和实际土地面积计算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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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计算 了澳大 利 亚、菲律 宾 和韩 国 1961— 

1999年的生态足迹 ，最终证 明两种方法 的计算 

结果 并 无 差异 。Thomas Wiedmann等 人 于 

2006年将生态足迹方法与投入 产出法相 融合， 

提出了一 种混合 系统 的方法 ，利用 这种方 法， 

可以将国家层面的生态足迹按照经济行业、最 

终需求账户、行政区划或者社会经济团体来分 

配，极大地改善了生态足迹评估结果 的有效性、 

一 致性和可比性，节省信息收集的成本。 

另外，学者们纷纷对生态足迹模 型进行 改 

进，不断地拓宽生态足迹模型的应用范围。Co— 

lin HunterE 在理论上从可持续旅游业 与旅游业 

的生态足迹的关 系的角度初步探讨 了旅 游业 的 

生态足迹 以及其潜在的应 用，首次提出 “旅 游 

生态足迹” 的概念 ，认 为旅游者 的出发 地、中 

转地以及 目的地的生态 足迹应该 区别开来 ，分 

别进行核算。并于 2007年 设计了一种计算国 

际旅游活动的生态足迹的方法，并核算出发地、 

中转地以及目的地的生态足迹，但此方法仅限 

于采用飞机作 为交通工具 的旅游 活动。Erling 

Holdenc9~将生态足迹法应用于城市规 划的分析 

中，通过研究城 市规 划与家庭消费 的关 系，提 

出城市生态足迹 与城市规划 密切相关 的理论 ， 

认为分散式集 中是城市布局 的最理想方式 ，并 

以挪威 为 例验 证 了该 结 论。Daniel D．Moran 

等_1叼利用产品的土地利用矩阵将生态足迹方法 

推广到国际贸易领域 中，核算一 国通 过国际贸 

易而产生的对其他国家的生态需求量，结果表 

明：中高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对彼此的生态需求 

相对较高，而对低收人水平国家则需求很低。 

在实证分析方面 ，国外学者也做 了很 多的 

研究。如 ，Daniel D．Moran 于 2008年利 用 

人类发展指数 (HDI)和生态足迹分别作为衡量 

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类对生态系统需求 

的指标 ，得出：只有在 HDI不少于 0．8并且人 

均生态足迹低于全球人均生态承载力的情况下 ， 

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的结论，并于 2003年对 

93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 

明仅有巴拿马达到了这个标准 ，并且发现在过 

去的 25年内发达国家的 HDI的提高伴随着生态 

足迹的升高，偏离可持续发展 的轨道，然而一 

些低收入的国家却在维持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 

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改善。 

1．2 国内相关研究 

生态足迹的概念 1999年被引入我 国，区域 

生态足迹研究的实践成果最早见于 2000年。据 

2008年 《中国生 态足迹报告》口 ，我国学术界 

研究总体上归为两类：一是采用综合法生态足 

迹模型；二是采用组分法生态足迹模型。 

在我国学者对生态 足迹 的研 究初期大都采 

用综合法，在国家及省级空间尺度上衡量不同 

区域的自然资本需求，最初大多集中在对我国 

西部的研究 ，现在逐 步扩展到 了东 部地区 ，同 

时由省市级尺度扩展到了地 区级尺度的研究[1引。 

如 ，徐中民 于 2000年率先采用此方法对甘肃 

省的生态足迹 进行核算 。另外 ，我 国学者不断 

探索生态足迹模型的应用领域，并取得了一些 

成就。如，孟海涛等 于 2007年将生态足迹方 

法应用于 围填海评 价中，对厦 门西海域 1984— 

2005年的围填海工程造成的生态承载力的累积 

性变化做了量化分析，结果表明，厦门的生态 

足迹在逐渐 变大，生态 承载力在逐 渐变小，生 

态赤字不断增 长。随着研 究的深入 ，我国学者 

在运用生态足迹评价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时， 

融入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分析区域的动态发展。 

如，卢远等[1 分析了广西 1990--2002年的生态 

足迹 ；杨梅焕等I1力核算 了西安市 1997--2005年 

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赵先贵等_1 更是建 

立了生态足迹的预测模型，并预测了未来陕西 

省的可持续发展趋势。 

组分法生态足迹模型是生态足迹分析的另一 

种方法 ，核算某一特定生产和消费行为从原材料 

获取到产品最终处置的所有环节的生态影响。目 

前，我国的组分法生态足迹研究主要针对旅游、 

水资源、交通和教育等领域，其中，旅游生态足 

迹较为成熟。我国学者在 国外学者初步探讨的基 

础之上 ，将旅游生态足迹分为 6个子项 目分别进 

行核算，即旅游交通、旅游住宿、旅游餐饮、旅 

游购物、旅游游览和旅游娱乐，进而探讨区域旅 

游的生态需求和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学者章 

锦河 和符国基等 3都利用这种方法做了实证研 

究。基于生态足迹模型仅评价了地表水域的渔业 

功能忽略地下水和地表水作为水资源的其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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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实，黄林楠等 设立了水资源生态足迹账 

户，建立了水资源生态足迹 的计算模型，弥补 了 

生态足迹模型的不足。 

综上所述 ，生态足迹模型 自提出后不断得到 

改进，并且其应用范 围也得到 了拓展，不再局限 

于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测度 ，而是拓展到生态 

足迹在国际范围的流动、旅游生态足迹的核算、 

城市生态足迹以及城市规划等领域中。但模型仍 

然有一些固有的缺陷未被克服，如，模型假设现 

在产出水平永远保持不变 ，因而低估 了支撑人类 

目前生活方式的生态生产性的土地面积 ；忽略了 

生态系统的一些服务功能，以及忽视 了各种污染 

物质对生态生产性土地的需求等都会低估生态足 

迹的结果；综合法生态足迹模型存在固有的低估 

生态足迹的缺陷，虽然组分法生态足迹发展逐渐 

趋于成熟，但是尚未弥补前者 的不足。笔者试 图 

将综合生态足迹模型应用于县级尺度的可持续发 

展评估中，对长岛县的生态足迹进行核算，探讨 

其可持续发展的现状和问题，为决策者的社会经 

济决策提供建议。 

2 生态足迹模型的理论介绍 

2．1 生态足迹的概念 

生态足迹模 型包括生态足迹 和生态承载力 

两部分 。生态足 迹是 指：在 一定 技术 条件 下 ， 

为能够持续的生产某区域人 口所消费的所有资 

源、能源及吸收这些人口所生产的废弃物，本 

身具有生态生产力的生态生产性土地_2引。生态 

承载力是指 ：在不破坏生态系统结构 和功能完 

整性的前提下 ，系统所允 许 的人类活 动的最大 

强度 ，从提供生态服务 功能 的角度来讲 ，被定 

义为一个地区所能提供给人类 的生态生产 性土 

地 的面积总和l_2引。前者从需求面计算生态 占用 

的大小 ，通过将 区域 内所有人 每一项最终 消费 

的量折算转化成提供生产该消费的原始物质与 

能量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后者从供给面计 

算具有生 态生产能力的土地 面积，通过二 者的 

比较 ，了解该 区域 的生态 利用现状 ，判断该 区 

域的发展是 否处于生态承载力 的范 围之 内，进 

而为生态 系统 保护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提 供对 

策建议L2 。 

2．2 生态足迹模型的计算 

2．2．1 生态足迹的计算 

生态足迹的计算基 于以下两个基本的假设 ： 

一 是人类可 以确定 自身消费的绝大多数资源及 

其所产生废弃 物的数量 ；二是这 些资源和废弃 

物能转化成相应 的生态生产性土地 面积。生态 

足迹方法根据生态生产力 的大小 不同将生态生 

产性 土地划分为 6类 ：耕地、林 地、草地 、建 

筑用地 、化石燃 料用地 和水域 。即生态足迹 方 

法将各种生物资源和能源的消费项 目折算成这 6 

种类型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 

生态足迹 (EF)的计算公式为 

EF—N× —N×∑air，一N∑(c ／P ) 

(1) 

式 中： 为人均生态足迹 ；i为第 i种消费商品 ； 

为第 种土地类型；C 为第 i种消费项目的人 

均消费量；N为人口数；P 为相应的生态生产 

性土地生产第i项消费的年平均生产力；rj为均 

衡因子。 

在不同的国家 和地 区，由于不 同类 型土地 

的生产力是有差异 的，因此不 同类 型生态生产 

性土地的实际面积是无法直接进行对 比的，这 

就需要对不 同类 型的面积 进行调整 ，于是在生 

态足迹的计算中引入了参数 r；。 

全球该类型生态生产性土地的平均生产力 
一

全球所有类型生态生产性土地的平均生产力 

目前采用的均衡因子分别为耕地和建筑用 

地为 2．82，林地 和化石能源用地为 1．14，草地 

为 0．54，水域为 0．22[。 。 

2．2．2 生态承栽力的计算 

生态承载力是指一个地 区所能提供给人类 

的生态生产性土地 的面积总和_1 ，从供给 面提 

供了生态生产性土地的面积，使得生态承载力 

与生态足迹具有可比性。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 

的资源禀赋不 同，单位面积 同种类 型的生态生 

产型土地 的生 态生 产 能力 有很 大差 别 ，因此 ， 

不 同国家和地 区同种类 型的生态生产性土地 的 

实际面积是不 能直接对 比的 ，需要 引入产量 因 

子进行调整 。 

产量因子： 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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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承载力 (Ec)的计算公式为 ： 
6 

Ec—N×P 一N∑ ×r'j×Y (2) 
J 1 

式中：P。为人均生态承载力 ；N 为人 口数 ；a 

为人均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r-j为均衡因子 ；Y， 

为产量因子 。 

3 实证分析 

3．1 长岛县的基本情况介绍 

长岛又称庙 岛群 岛，是山东省 唯一的海岛 

县，位于胶东和辽东半岛之间，黄渤海交汇处， 

地处环渤海经济圈的连接带，东临韩 国、 日本。 

全县 由 32个 岛屿组 成，其 中有居 民岛 1O个， 

岛屿陆地面积 56 km。，海域面积 8 700 km。，海 

岸线 146 km。年平均气温 11．9℃，年平均降水 

量为560 ITlm。长岛县海域辽阔，条件优越，进 

行海珍品养殖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适宜海参、 

鲍鱼 、海胆、虾夷扇贝 、海带 的增养 殖，盛产 

3O多种经济鱼类和 200多种贝藻类水产品，其 

水产品具有 产量大、质量高 的特点 ，使得渔业 

成为长岛县的主要产业之一。长岛县旅游资源 

十分 丰富，岛屿山清水 秀，礁 峻滩 美，文化底 

蕴深厚 ，是理想的旅游度假胜地 。近年来 ，长 

岛县经济发展迅速 ，人均 GDP、人均储蓄和渔 

民人均收入等指标均位于全省县级前列 。但是， 

伴随着经济的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环境污 

染、资源过度利用等问题不断显现。长岛作为 

一 个海岛县 ，其 特殊的地理 位置和独特 的生态 

系统，要求海岛经济的发展必须在海岛所能承 

受的人口数量和产业规模的限度内。笔者使用 

生态足迹法，对长岛的生态足迹进行核算，为 

长岛县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3．2 长岛县生态足迹的计算 

2008年长岛县生态足迹 的计算 主要有两部 

分：一是生物资源消费账户；二是能源消费账 

户。这两类账户 的人均消费量采用 《长 岛县统 

计年鉴 2008年》的数据。生物资源消费账户主 

要分为农产品、动物产品和水果等几类。在生 

物资源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计算时，采用联合 

国粮农组织有关生物资源的世界平均产量资料， 

将各项消费资源或产品的消费折算为实际生态 

生产性土地 的面积，以及实际生态足迹 的各项 

组分。长岛县生物资源消费账户见表 1。 

表 1 长岛县生物资源消费账户 

数据来源：人均消费量引自 《长岛县统计年鉴 2008年》；全球平均产量引自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数据 

能源消费账户主要包括汽油 、柴 油、电力 

和煤炭等。能源消费量转化为化石燃料生产土 

地面积时，采用世界上单位化石燃料生产土地 

面积的平均发热量为标准，将当地能源消费所 

消耗的热量转化为化石燃料 土地 面积。长岛县 

能源消费账户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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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电力的折算系数是根据每千瓦时耗煤 397 g，再根据每克煤发热量来计算，其单位为 GJ／(kw·h)；**电力的单位为kW ·h． 

数据来源：全球平均能源足迹引自文献 [2]；人均消费量引自 《长岛县统计年鉴 2006年》． 

需要 说 明的是 ，模 型 中未进 行 贸易调 整 ， 

一 方面是因为直接采用长岛县生物资源的人均 

消费量，而不是生产 量数据 ，因此不需要 进行 

进出口贸易的调整；另一方面因为缺乏长岛县 

国内贸易量 的详细数据 ，在计算 能源 消费量时 

暂不考虑贸易商品中所含的能源贸易量。 

在计算生态承载力时，需要用产出因子对 

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进行调整，使得地区间可 

比，在长岛县生态承载力的计算 中，根据长岛 

县粮食的平均产量与世界粮食的平均产量的比 

值得出耕地的产出因子为 1．712，由于建筑用地 

大多占用的是高产量的耕地，所以采用同耕地 

相同的产出因子，即 1．712，其他林地、草地、 

水域的产出因子受数据资料的限制不能根据产 

出因子的公 式一一得 出，在这里 取 中国生 态足 

迹报告中的相应数据，分别是 O．9l、0．19和 1。 

在长岛县生态承载力的计算中，人均建筑 

用地的面积取同年 山东省的人均建筑用地面积 。 

由于长岛县 没有 大面积的草地分 布，所 以不予 

考虑。至于化石原料用地，目前我们 国家并没 

有划出专门的吸收二氧化碳的土地，所以也不 

予考虑。具体计算结果见表 3。 

表 3 长岛县生态足迹账户 

人均生态足迹／ 
土地类型 土地类型 

Lnm  · per cap ‘J 

人均土地面积／ 
均衡因子 

(hm ·per cap一 、 

人均生态承载力／ 

(hm ·per cap一 、 

耕地 

林地 

建筑用地 

水域 

化石燃料用地 

草地 

总需求足迹 

0．076 077 42 

0．007 970 05 

O．O39 91l 77 

0．156 275 86 

0．585 954 72 

0．192 670 65 

1．058 860 47 

耕地 

林地 

建筑用地 

水域 

化石燃料用地 

草地 

总供给 面积 

生物多样性保护 

总生态承载力 

生态盈余 

0．006 842 33 

0．001 484 44 

0．003 2 

2O．179 

0 

O 

2．82 

1．14 

2．82 

0．22 

1．14 

O．19 

0．027 396 63 

0．001 539 95 

0．012 812 78 

4．439 4 

0 

O 

4．481 129 37 

O．537 735 5Z 

3．943 393 84 

2．884 533 37 

3．3 计算结果 

从表 3可 以看 出，长岛县 的总人 均生态 足 

迹 为 1．058 9 hm。，总供给面积为 4．481 1 hm ， 

扣除 12％的生物多样性 的土地面积 ，剩余 即为 

总生态承载力 3．943 4 hm ，从而得出生态盈余 

2．884 5 hm ，说明长岛县的土地需求维持在土 

地供给的范 围之 内。但从 表 3可看出 ：除水 域 

外 ，其他类型的土地 均出现生 态赤字 ，说 明耕 

地 、林地 、建 筑用地 、化石 燃料用地 以及 草地 

的土地供 给 已不 足 以支 撑 土地 的需 求。其 中， 

由于长岛县没有草地 的供 给，所 以其草地 的生 

态需求都需要从外地输入 ，水域供 给 占总供给 

面积 的 98．9 ，其 他 类 型 的 土 地 供 给 仅 占 

1．1 ；而人类平均的水域足迹 的需求仅 占总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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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 14．8 ，对其他类型足迹的需求占85．2％， 

因而，长岛县土地的供需结构严重失衡 。 

从长 岛县生 态足迹结构 图 (图 1)可以看 

出，2008年 能源足迹所 占比例最 大，为 55 。 

其次为草地、水域、耕地、建筑用地和林地， 

分别占总需求足迹的 18 、15 、7 、4 和 

1 。这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地方经济发 

展水平越高，能源足迹越大。同时，与长岛县 

化石燃料用地极 为有限相矛盾 ，其能源需 求基 

本依赖外部输入 ，经济发展对外 部的依赖 性很 

大，如何解决能源供给不足、发展清洁能源成 

为长岛县实现可持续发展亟须解决的问题。 

图 1 长岛县生态足迹结构 

万元 GDP生态足迹指每万元 GDP所 占用 

的生态空问，其值越小 ，表 明生态生产性土地 

面积的产出率越高，资源利用效率高；反之则 

利用效率低。长岛县 2008年总的生态足迹为 

45 651．710 3 hm。，GDP为 349 575万元，可得 

出其万元 GDP生态足迹 为 0．130 6 hm ，小于 

全国万元 GDP生态足迹 1．87 hm ，一方面说明 

土地产出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资源利用效 

率也很高，这是因为长岛县海域辽阔，具有优 

越的养殖经济型鱼类的条件；男一方面是由于 

长岛县的旅游业发达，旅游收入 占 GDP的比重 

为 28％，但是由于数据资料的限制，在计算中 

并没有将旅游收入核算在内，使得结果低估 。 

3．4 实现长岛县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长岛县 目前出现生态盈余 ，但其土地供需 

结构却不平衡，要减缓这个矛盾，进一步降低 

生态需求 ，控制人 口增长是一条 途径。从资源 

利用的角度讲 ，还可以考虑以下几条途径。 

3．4．1 开发风 电和水 电能 源 

据以上分析 ，长岛县 的能源资源非常匮乏， 

经济发展对外部依赖性很 大，为改变这种外部 

依赖性 ，必须开 发新能源，节约传统 能源的消 

费。长岛县是著名三大风场之一 ，且 四面环海， 

具有丰富的水资 源，因此 ，解决 长岛县 能源不 

足的最好途径是就地取材，利用其丰富的风力 

资源和水 资源来 发电。这样不仅可减少二氧化 

碳的排放量，直接减少能源消费带来的生态赤 

字，而且还能提高生态环境的质量，一举两得。 

3．4．2 发展循环经济 

对于长岛县来说，如果 除去水域 ，其他类 

型的土地足迹已经出现生态赤字，我们需要做 

的一方面是减少生态足迹 ；另一 方面增加生态 

供给，即提高生态承载力。循环经济以 “减量 

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实现资源的高 

效、循环利用，可以有效地提高资源的利用效 

率，进而减少资源存量的消耗；另外还可以降 

低污染物的排放，通过减少用来处理废 弃物和 

污染气体的土地面积达到降低生态需求的目的。 

3．4．3 合理 利用耕 地 

长岛县的岛屿陆地面积仅有 56 km。，居民 

的大部分活动都发生在这部分陆域面积上，随 

着人口的不断增 加，岛屿生存空 间的需 求压力 

也不断增大，尤其是对耕地的需求。为了减缓 

耕地的需求压力，除了控制人 口增长之外，还 

应该加大耕地的保护力度，严格土地使用的审 

批程序，提高土地使用的门槛，以减少建筑用 

地和公路等交通用地对耕地的占用，防止人均 

耕地面积的减少 。另 外，还可 以通过提高耕地 

的生态承载力来降低生态赤字 ，具体 的措施为： 

加大科技投入，提高耕地的单位面积产量。 

4 结论 

笔者在总结前 人对生态足迹模型研 究的基 

础之上 ，利用综合生态足迹模型评估 了长岛县 

的生态足迹 ，其人均生态足迹为 1．058 9 hm。， 

扣除 12 的生物多样性土地面积后 的总生态承 

载力 3．943 4 hm ，生态盈余 2．884 5 hm。。虽 

然存在生态盈余，但是长岛县存在土 地供需结 

构失衡、能源足迹赤字严重和经济发 展对外部 

依赖性大等 问题 。针对这些 问题，笔者认 为可 

以通过控制人 口增 长、开发水 电和风 电、发展 

循环经济 和合理利用耕地 等途径来解决这些 问 

题 ，实现长岛县的可持续发展。 

本研究尽可能地提高所用数据的精确度， 

地 

用 
地 料 
用 燃 

地 地筑域石地 
耕林建水化单 

四 ■ 日 宙 口 口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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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计算误差 ，但是 一方面仍然无 法规避生态 

足迹模型固有 的缺 陷；另一 方面 ，由于数据 资 

料的限制 ，无法将旅 游生态 足迹核算 在 内，导 

致生态足迹的结果低 估。因此，也希 望有关部 

门能够考虑到这一点 ，避免决策失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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