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４年　 第１２期 海洋开发与管理 ６１　　　 　

国内外海岛承载力研究综述与展望


潘　翔，陈　鹏，陈庆辉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摘　　　要：海岛承载力的研究，对于人类合理开发利用海岛资源、协调经济发展与

环境保护的关系、保证海岛可持续发展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文章总结了承载力概念的发

展，阐述了承载力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关系。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深入，极大地丰富了承载

力的内涵。一方面人们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应用于原先对资源或环境因素的承载力研究，

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以区域为对象的可持续承载力研究；其次综述了国内外海岛承载力主要

研究方向的进展，国内外学者对海岛旅游环境承载力和海岛生态承载力的理论和方法的研

究；最后，通过对比国内外研究得到启示，对我国海岛承载力研究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几点

思考。要在加强海岛生态系统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查清海岛生态环境现状，结合景观生态

学理论深入海岛承载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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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岛，在国际法上是指 “四面环水并在高

潮时露出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域”。我国是

世界上海岛最多的国家之一，但随着海岛的不

合理开发与全球气候异常带来的自然灾害，加

速了海岛生态环境的破坏，导致某些珍稀物种

减少甚至绝迹，一些海岛生态失衡严重［１］。因

此，基于海岛的特殊性研究其承载力状况，使

海岛生态系统维持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由于海岛地理位置与资源环境具有独特性，有

关海岛承载力的研究报道较少。２０１０年 《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颁布后，国家愈加重

视海岛的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协调，这对我

国的海岛承载力研究来说是一个良好的机遇。

１　概念

１１　承载力概念的起源和发展

承载力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ｃａｐａｃｉｔｙ）一词最早出自

生态学，是指在某一环境条件下，某种生物个

体可存活的最大数量。从１７９８年 Ｍａｌｔｈｕｓ人口

理论到１９５３年Ｏｄｕｍ所著的 《生态学基础》将

承载力与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方程联系起来，是承载力理论

的起源。除上述理论探索外，２０世纪早期开展

的实验室环境下和野外生物种群数量增长研究

为承载力理论提供了大量实证。之后美国西部

牧场最大载畜量管理进一步深化了承载力在应

用学领域的理论研究。

２０世纪３０—６０年代，一系列环境公害事件

的发生，人类学家和生物学家开始将承载力的

概念引入人类生态学中，这一时期，针对资源

和环境的单要素承载力的研究逐渐兴起［２］。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ＵＮＥＳＣＯ）

将资源承载力定义为： “在可以预见的期间内，

利用该地区的能源及其他自然资源和智力、技

术等条件，在保证符合其社会文化准则的物质

生活水平条件下，该国家或地区能持续供养的

人口数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在面临

资源匮乏的同时，环境问题也随之而来。环境

承载力的概念是人类为保护赖以生存的环境，

避免资源不合理利用而提出的，受到了学者们

的普遍重视和研究。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随着可持

续发展理论的诞生，生态承载力概念的提出使

承载力研究不单单针对资源因子或环境因子，

而是把生态要素、整个生态系统纳入考虑。高

 基金项目：海洋行业公益性项目 “岛群综合开发风险评估与景观生态保护技术及示范应用 （２０１３０５００９）”．



６２　　　 海洋开发与管理 ２０１４年　

吉喜［３］的定义为：“生态承载力指生态系统的自

我维持、自我调节能力，资源和环境子系统的

供容能力及其可维育的社会经济活动强度和具

有一定生活水平的人口数量”。承载力概念的演

化和发展史是人类对自然界改造和发展的必然

结果。不同的发展时期，产生了不同的承载力

概念及相应的承载力论。

１２　承载力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对于承载力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国内外

学者和组织有众多的不同评述。 《２１世纪议程》

中指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础必须是准确评

估地球负载能力和对人类活动的恢复能力。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 （ＵＮＥＰ）等
［４］提出，可持续发

展是在生存不超过维持生态系统承载力的情况

下，改善人类的生活品质。Ｄａｉｌｙ等
［５］强调，可

持续的过程是能够维持而不会产生中断、削弱

或者丧失重要品质的过程，可持续性是人口处

在或低于任何承载力水平的重要条件。张坤

民［６］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一个从环境和自然角

度提出的关于人类长期发展的战略和模式，它

不是在一般意义上所指的一个发展进程要在时

间上连续运行，不被中断，而是特别指出的环

境和自然资源的长期承载能力对发展进程的重

要性以及发展对改善生活质量的重要性。

２　国内外海岛承载力研究综述

“岛屿动物地理学平衡理论”［７］的提出可视

为海岛生态系统研究的开端，并从此后激发了

生物地理学者进行相关研究。之后人与生物圈

计划 （ＭＡＢ计划）
［８］的提出，可以认为是海岛

生态系统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海岛生态系统不

同于陆地生态系统，不同地理单元的承载力研

究有不同的研究问题和难点［９］。海岛所处的地

理位置特殊，加之海岛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研

究方向的侧重性，国内外开展的海岛承载力研

究一般包括旅游环境承载力和生态承载力等。

２１　国外海岛承载力研究综述

２．１．１　旅游环境承载力

海岛旅游业已成为部分国家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但一个海岛旅游区能够容纳的游客数

量是有限的，游客的过度密集将不可避免地引

发环境和经济问题。目前国外学者针对海岛旅

游资源承载力方面的研究主要有理论概念、量

化研究和管理方法等方面。

理论概念方面主要是针对其概念和研究体

系的界定，包括 Ｍａｔｈｉｅｓｏｎ等
［１０］分别从旅游环

境影响和游客感知度等角度分析了旅游环境承

载力的概念。在量化研究和管理方法方面包括：

在Ｋｅｒｓｔｅｔｔｅｒ等
［１１］的研究中，探讨了人类生活

质量和岛屿旅游业的关系，提出发展Ｙａｓａｗａ岛

旅游业应当设置一个限度：即在资源和环境、

完善的保护措施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当地居民的

需要，并认清潜在的环境影响。Ｒíｏｓ－Ｊａｒａ

等［１２］对Ｉｓａｂｅｌ岛国家公园的水下通道旅游承载

力展开研究，提出承载力评价方法的长足发展，

需结合环境规划和环境管理，同时也要参考和

借鉴其他海岛发展的经验。Ｃｏｌｅ等
［１３］对 Ａｒｕｂａ

岛和Ｓｕｔｔｏｎ等
［１４］对Ｋａｐａｔｉ岛的研究中都指出海

岛旅游资源承载力评价更多需考虑社会要素的

影响。

２．１．２　生态承载力

国外的海岛生态承载力研究主要为探讨其

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如 Ｖｅｒｎｉｃｏｓ
［１５］，Ｒｅｅｓ

［１６］，Ｙｏｕｎｔ
［１７］分别从社会要素和人口要素的角

度探讨了海岛生态承载力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其次国外学者对生态承载力的模型以及海岛上

或周边的生物承载量进行了研究，如Ｌｉｍｂｕｒｇ

等［１８］研究了 Ｇｏｔｌａｎｄ岛的区域生态承载力，提

出岛群区域规划可以依靠收集所需海岛的必要

信息。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等
［１９］基于岛屿动物地理学平

衡理论建立了一个基于承载力水平的灭绝概率

模型，之后将该模型应用于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群岛。

ＶａｎＤｅｎＢｅｒｇｈ
［２０］提出了一种基于动态承载力和

可持续发展反馈的经济—环境—发展模型，并

探讨了它的应用。Ｎａｍ等
［２１］利用能值分析法评

价了 Ｗｏｏｓｅｄｏ岛的承载力水平，预测了可持续

发展 前 提 下 的 承 载 人 口。Ｆｉｌｇｕｅｉｒａ 等
［２２］以

ＰｒｉｎｃｅｏｆＥｄｗａｒｄ岛为例通过建立盒子模型，研

究贻贝养殖的承载力，探讨以生态系统为导向

的可持续发展方法。Ｐａｐａｄｏｐｏｕｌｏｓ
［２３］将 Ｔｈｅｏｄ

ｏｒｏｕ岛作为栖息保护地计算了野生山羊承载容

量。Ｇｕｙｏｎｄｅ等
［２４］基于多种空间尺度评价了加

拿大海岸带的贻贝养殖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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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国内海岛承载力研究综述

２．２．１　旅游环境承载力

我国海岛旅游业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发

展，在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上，与国外相比起

步较晚。国内学者对海岛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研

究主要包括理论研究和评价指标体系和模型的

构建。

理论研究方面，如崔凤军［２５］、保继刚［２６］等

一批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旅游环境承载力做出定

义。郭静、张树夫［２７］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深化

了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概念；评价指标体系和模

型的构建上，如刘伟［２８］主要从海岛旅游区内的

自然、社 会、经 济 方 面 进 行 了 指 标 探 讨。

Ｚｈａｎｇ
［２９］基于地理信息系统模拟游客行为对旅游

环境承载力进行研究。戴丽芳等［３０］采用定性和

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建立旅游环境承载力综合评

价指标体系，并以平潭海坛岛为例进行了实证

研究。

２．２．２　生态承载力

自１９９２年加拿大学者 Ｗａｃｋｅｒｎａｇｅｌ提出生

态足迹原理以来，该方法已经成为评价生态环

境可持续发展的一种热门方法。国内学者对海

岛生态承载力的研究，多为通过生态足迹原理

进行计算，而以生态系统角度进行考虑的研究

报道相对较少。

白玉翠［３１］分析了长山群岛长海县２００３—

２００７年的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评价了海岛可

持续发展情况。闫淑君等［３２］对琅岐岛１９９６年和

２００４年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进行了分析。

Ｃａｏ等
［３３］研究了海南岛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的水资源

的生态足迹。海岛生态足迹的研究在发展过程

中，国内学者不断对其进行完善和改进，如程

静跃［３４］、张志卫［３５］在研究中引进了能值分析，

郭丽［３６］、任光超［３７］在研究中引进了主成分分析

的手段，进一步丰富了生态足迹的内涵，推动

了海岛生态承载力研究的发展。

评价方法研究方面，Ｈｕａｎｇ等
［３８］利用系统

模型法，并以台湾岛为例对生态环境承载力在

２０００年的状况进行了数值模拟。韩波等
［３９］基于

门槛分析法建立海岛生态承载力评价体系，并

以此测算了浙江省海岛生态承载力，分析了海

岛开发所面临的多种制约因素。张耀光等［４０］提

出海岛人口容量和承载力研究，不仅涉及岛陆

土地资源，还应包括其周围的海洋生物资源，

并以长山群岛为例，通过预测人口的发展和分

析海水养殖业发展所能提供的蛋白质，研究了

海岛人口容量和承载力等问题。

３　对我国海岛承载力研究方向的展望

与国外的海岛承载力研究相比，首先，我

国的海岛承载力研究起步较晚，研究的主要方

面是在单资源承载力核算和时间尺度的生态足

迹计算，对于将海岛作为 “自然—社会—经济”

区域复合生态系统研究其承载力较少；其次，

目前系统论承载力指标的构建主要来自于可持

续发展理论角度，承载力研究需要更适宜的理

论框架；最后，承载力研究的落脚点在于支持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现，形成一系列可行的决

策方案，但由于缺乏对机制和过程的深入探讨，

使目前承载力研究用于指导决策和规划的深度

和广度不足［２］。根据我国现阶段海岛承载力研

究的不足之处，提出以下几点展望。

３１　深入开展海岛承载力评价基础理论研究

海岛是独立而完整的生态单元，对岛陆生

态系统、潮间带生态系统和近海海域生态系统

的深入研究，可为我国海岛承载力研究提供理

论基础。同时海岛承载力研究需要大量资料数

据，为了使研究更具针对性，科学地反映承载

力状况，需要查清我国海岛生态现状，包括基

础资料、岛上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等。

深入开展海岛旅游环境承载力、生态承载

力的主要理论方法研究，同时加强在海岛个案

研究中适用性评价的研究，并结合当前我国海

岛开发利用与保护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和

构建海岛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和模型；同时，

加强与地理信息系统结合的海岛承载力研究，

不仅可用于收集管理数据，还可用于承载力状

况的分析和描述、承载力变化动态分析与模拟

等工作。

３２　结合开展景观生态学与海岛承载力的研究

景观生态学作为一门关注空间格局与生态

学过程的基础应用学科，其研究技术、分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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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研究视角已成功应用于陆地土地利用变化

及其生态过程的监测、评价与研究中［４１］。景观

生态学理论在国内外的发展中，尽管有学者提

出了海洋景观生态学 （ｏｃｅａｎｓｃａｐｅｅｃｏｌｏｇｙ）的

概念，但景观生态学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陆

地，有关海洋资源环境领域的研究报道相对较

少［４２］。将景观生态学原理应用在海岛承载力研

究上有２个优势：一方面景观生态学能够将海

岛土地利用景观空间格局与海岛承载力结合起

来，研究景观格局与承载力状况的关系，加强

承载力状况空间分析研究；另一方面在海岛承

载力动态变化与生态过程的分析方面，景观生

态学中存在的诸多用于描述空间格局的景观指

数［４３］对于海岛承载力指标构建具有一定的参考

价值。

３３　加强岛群资源生态环境承载力的研究

岛群是一个区域的概念，是在一定海域范

围内，由地理空间毗邻、自然属性相近、功能

用途趋同的若干海岛组成的岛屿群落［１１］。随着

空间分析与遥感等技术的发展，对海岛承载力

的研究不单单仅限于单个岛的角度，通过岛群

承载力研究的示范应用，推动海岛区域协调发

展，可有效优化海岛开发模式，降低海岛开发

风险，有利于减轻海岛生态风险、保护海岛生

态系统，从而促进海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

现海岛资源的永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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