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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参考并借鉴现阶段土地集约利用的研究方法，结合海域利用的特点，提出海域集约利用

的概念，对其内涵进行分析，从海洋投入强度、海洋利用结构程度、海洋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４个层

面选取指标，建立了海域集约利用评价的指标体系，并对各指标的设立进行了解释说明，以期能为

以后对海域集约利用的研究、制定正确有效的集约利用政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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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是宝贵的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

展的重要生活空间。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

发展，陆地资源消耗越来越大，人们逐渐把注意力

转向海洋这一巨大宝库，开始大力开展海洋资源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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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海洋资源利用。但不合理的海洋资源开发常常

导致临海经济布局不合理、结构优化程度不高、海

域使用效益地区差异显著、海洋生态系统遭受巨大

破坏等问题，对沿海地区居民的生存环境和经济社

会、海洋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威胁。因此，

探讨如何合理配置海域利用结构，提高单位面积海

域产量，提高海域集约利用程度成为解决我国海洋

供需矛盾，保证社会、经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途径，海域集约利用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对海域集约利用的研究并不多见，仅有的

研究侧重于评价海洋集约利用对海洋生态环境的

影响、集约用海的利用方式等。海洋集约利用对海

洋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方法的研究通常采用单因子

指数［１］和综合指数评价法［２］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来实

现。集约用海利用方式的研究则借鉴国内外的集

约用海的理念，探讨集约用海在海洋空间布局规划

管理应用的创新。总体来说，目前对海域集约利用

的研究还较少，海域集约利用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

法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因此，本文参考并借鉴现

阶段土地集约利用的研究方法，结合海域利用的特

点，对海域集约利用进行界定，建立海域集约利用

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海域集约利用指标的选取进行

分析，以期能为以后对海域集约利用的研究、制定

正确有效的集约利用政策提供参考。

１　海域集约利用内涵

１１　土地集约利用

土地集约利用的概念最早来自于农业用地，而

后内涵和内容被不断丰富、充实。总结目前的土地

利用的研究成果，土地集约利用的内涵可被概括

为：以合理布局、优化用地结构和可持续发展的思

想为指导，通过增加存量土地投入、改善经营管理

等途径，发挥土地利用潜力，不断提高土地的使用

效率和经济效益，实现更高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

境效益的一种经营方式［３－６］。

土地集约利用的内涵体现了土地资源利用类

型的集约化、土地利用结构的最优化、土地利用效

益的最大化等特点。研究土地集约利用的方法，目

前多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如使用层次

分析、回归分析、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等方法对

土地集约利用的状况进行评价［７－１２］；随着土地集约

利用研究的细化和深入，采用ＧＩＳ技术和遥感技术

作为空间分析的技术手段，进行土地集约利用空间

分异的研究成为另一个重要的研究方面［１３－１４］；此

外，动态模型法也被应用于土地集约利用的过程判

断和趋势预测［１５－１６］。

１２　海域利用特点与海域集约利用内涵

１．２．１　海域利用特点

当前，由于陆地资源短缺、人口膨胀、环境恶化

等问题的日益严峻，沿海地区纷纷把目光投向海

洋，加快了对海洋的开发和利用。海域利用呈现出

以下几个方面特点。

（１）海域可利用资源的有限性。海域可利用自

然资源主要包括了空间资源、岸线资源、港口资源、

岛屿资源、海水资源、生物资源、盐业资源、矿产资

源、旅游资源、能源资源等，海域的开发利用会导致

对资源的消耗，这些资源有些是可再生的，有些是

不可再生的。因此，海域可利用资源对人类的供给

不是无限的，如果无节制的获取海洋资源，将会面

临海域可利用资源存储量的下降乃至枯竭。

（２）生态环境的脆弱性。海域特殊的地理位置

决定了其生态系统非常脆弱，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大

人类对海洋的过度开发，往往破坏了原有的自然生

态结构，造成许多生态系统如河口系统、珊瑚礁和

湿地系统、海洋生物及海洋生物与其海洋环境之间

相互关系的损害甚至退化消失，影响到海洋生态系

统的多样性和稳定性，并且对气候、地貌、生态的反

馈效应又影响到了气候和环境的恢复。海洋灾害

是海洋系统对陆地系统的直接反应，在季风、波浪

和潮汐的作用下，海洋与陆地界面形成了物质和能

量的循环，促使了海洋自然灾害频繁高发，风暴潮、

海岸侵蚀，海水入侵、海平面上升、湿地淹没、赤潮、

地震海啸等各种自然灾害，使海洋生态环境面临较

大的压力。

（３）海域利用影响因素的多样性。海域由于地

理位置的差异，具有不同的资源禀赋和环境属性，

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参差不齐，受各种因素

的影响，包括自然因素（地理位置、气候环境、生物

和非生物资源等）、社会经济因素（政策法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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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等）、人为因素（人口数量及素质、人类活动的

影响等），其资源的种类和数量、海域环境的稳定

性、产业结构布局以及人口数量等都会发生改变，

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１．２．２　海域集约利用的提出及内涵

开展合理配置海域利用结构，提高单位面积海

域产量，高效利用海洋资源，并且实现生态环境可

持续发展的集约用海方式显得十分必要。本文借

鉴土地集约利用的概念，考虑海域利用的特点，以

追求海域资源利用综合效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和落

脚处，提出海域集约利用的定义为：以可持续发展

思想为指导，以合理布局、优化海洋利用结构为目

的，通过集中投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使用先进的

技术和管理方法为途径，不断提高海域资源的使用

效率和经济效益，以求在较小的海域面积上不断提

高海域使用效率，从而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

协调发展的一种海域使用经营方式。

因此，海域集约利用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以下两

个方面：①实现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可持续发

展理论的提出，对集约利用的定义与定位提供了理

论平台，可持续发展是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

的协调发展，这里隐含地提出了对资源集约利用的

必然要求。海洋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人们只能以

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合理利用海洋资源，在不

破坏海洋生态平衡的前提下，通过对海洋资源的优

化配置，实现海域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可持续利用。

②海域使用效率的不断提高。海域集约利用是我

们不断追求的一个长远目标。不同的历史发展阶

段、不同的海域状况，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科学技

术的进步，通过增加投入、改善经营管理、充分发挥

海洋利用潜力等途径，海域集约利用的效率也将会

不断地提高。

２　海域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２１　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海域利用集约度评价旨在挖掘海洋利用潜力，

转变目前存在的海域利用的粗放开发模式，为制定

海洋的供给政策和科学管理海洋开发提供依据。

因此，海域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应能切实

地反映海域集约利用内涵，客观地反映海域集约利

用现状。基于上述考虑，本研究遵循以下原则对指

标体系进行构建。

２．１．１　可持续性原则

海洋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海洋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制约着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的可持续性，因此海域集约利用应以实现海域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为目标。

２．１．２　开发与保护并举的原则

重开发、轻保护的海域开发利用模式，将导致

海岸带资源、环境的严重破坏。海域集约利用应以

海陆协调发展为目标，因海制宜，发挥优势，科技兴

海，以及开发与保护并举等为基本原则。

２．１．３　针对性原则

海域集约利用指标体系的建立，应具针对性，

考虑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各种自然因素（地理位

置、气候环境、生物和非生物资源等）、社会经济因

素（政策法规、产业结构等）及人为因素（人口数量

及素质、人类活动的影响等）等。

２．１．４　动态性原则

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的海域状况，随着

经济发展水平和科学技术的进步，通过增加投入、

改善经营管理、充分发挥海洋利用潜力等途径，海

域集约利用的效率也将会不断地提高。因此海域

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应充分考虑海域集

约利用动态变化的特点，要能较好地描述、刻画与

量度海域利用未来的发展趋势。

２．１．５　可行性（可操作性）原则

海域集约利用评价指标的选取，应充分考虑指

标数据的可获取性，指标数据的准确性，以求客观、

准确地实现海域集约利用的定量化评价。

２２　指标框架的构建

本文将以可持续发展思想［１７－１９］为指导，以合理

布局、优化海洋利用结构为目的，借鉴土地集约利

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思路，考虑海域利用的特殊

性，从海洋投入强度、海洋利用结构程度、海洋经济

效益和生态环境４个层面选取指标，建立海域集约

利用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图１），以求客观准确地实

现海域集约利用程度的定量化刻画。

２３　指标的选取

根据上述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和指标体系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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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海域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架，本文将海域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分为３个层

次：目标层（犃）、标准层（犅）和指标层（犆），共遴选１５

个指标来表征海域集约利用的行为、变化的原因和

动力，其中：犆１反映单位面积海洋资金与财物投入

水平，固定资产投资额／用海面积；犆２反映单位海域

面积劳动力投入情况，从业人数／用海面积；犆３反映

海洋养殖投入情况，海水人工养殖面积／总人口数；

犆４反映海域开发利用程度，用海面积／海域总面积；

犆５反映岸线开发利用程度，开发岸线／岸线总长度；

犆６反映岸线人工化程度，人工岸线长度／岸线总长

度；犆７反映渔业在海洋产业中的比重，渔业总产值／

海洋生产总值；犆８反映第三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情

况，第三产业产值／海洋生产总值；犆９反映单位海域

面积产值产出，海洋生产总值／用海总面积；犆１０反映

沿海地区农村渔农民收入情况，渔农民总收入／渔

农民总人数；犆１１反映海洋产业对经济贡献水平，海

洋生产总值／国民经济总产值；犆１２反映海域有偿使

用情况，海域使用金总征缴额／用海总面积犆１３反映

海洋水质状况，计算公式为：狆＝∑
狀

犻＝１
犮犻／犮犻０，其中，狆为

综合污染指数，犮犻为某项污染物的年平均值，犮犻０为某

项污染物的评价标准，狀为参与评价的污染因子个

数；犆１４反映海洋生物群落的结构特征，根据浮游动

物数计算得出；犆１５反映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状况，海

洋保护区面积／用海面积。具体参见表１。

２．３．１　海洋投入强度

海洋投入水平是海域集约利用程度高低的一

个重要衡量指标，主要从海域利用过程中资本、技

术、劳动力要素等方面进行海域投入强度的考察。

从指标可量化的角度出发，本文采用单位海域面积

固定资产投资额、单位海域面积从业人数，人均海

水养殖面积３个指标来量化表达海洋投入强度。单

位海域面积固定资产投资额指标越大，说明单位面

积海洋的资金与财物投入越多，海洋利用集约度就

越高；单位海域面积从业人数指标值越大，说明单

位海域面积劳动力投入越多，海洋利用集约度就越

高；人均海水养殖面积指标值越大，说明单位海域

面积养殖资源投入越大，海洋的利用率越高，海洋

利用集约度就越高。

表１　海域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标准层 指标层

犃

海域

集约

利用

评价

指标

体系

犅１

海洋

投入

强度

犅２

海洋

利用

结构

程度

犅３

海洋

经济

效益

犅４

海洋

生态

环境

犆１单位海域面积固定资产投资额（元／ｋｍ２）

犆２单位海域面积从业人数（人／ｋｍ２）

犆３人均海水养殖面积（ｋｍ２／人）

犆４海域使用率（％）

犆５海岸线利用率（％）

犆６人工岸线比例（％）

犆７渔业用海所占比例（％）

犆８第三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例（％）

犆９单位海域面积产值（元／ｋｍ２）

犆１０渔农民人均纯收入（元／人）

犆１１海洋经济贡献率指数（％）

犆１２海域使用金征收（元／ｋｍ２）

犆１３海域水质综合指数

犆１４生物多样性综合指数

犆１５海洋保护区覆盖率（％）

２．３．２　海洋利用结构程度

按照我国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专项《海域

使用现状调查技术规程》［２０］的海域使用现状分类，

目前的海域使用类型分为渔业用海、交通运输用

海、工矿用海、旅游娱乐用海、海底工程用海、排污

倾倒用海、围海造地用海、特殊用海及其他用海等

共９个一级类。各种用海类型合理分配，避免粗放

式经营，保证海洋资源环境的持续利用是海洋集约

利用的目标，将影响海洋集约利用的发展潜力。本

文从海洋产业发展的利用结构程度、产业结构布局

等方面进行考察，具体选取海域使用率、海岸线利

用率、人工岸线比例指标来衡量海域空间资源的开

发强度；以渔业用海所占比例和第三产业占海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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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总值比例指标来衡量海洋产业结构布局状况。

海域使用率是用海面积与海域总面积的比值，比值

越大，说明单位海域面积的开发利用程度越大，海

洋集约利用程度越高；海岸线利用率是开发岸线与

岸线总长度的比值，比值越大，说明海岸线开发利

用程度越大，海洋集约利用程度越高；人工岸线比

例指标值越大，说明海岸线人工化程度越大，海洋

集约利用程度就越高。

２．３．３　海洋经济效益

加快海洋经济发展是海域集约利用的核心。

本文选取单位海域面积产值、渔农民人均纯收入、

海洋经济贡献率指数、海域使用金征收指标来衡量

海洋经济效益状况。其中单位海域面积产出产值、

渔农民人均纯收入和海域使用金征收状况反映了

海洋开发经济发展的总量和效益。单位海域面积

产出产值指标值越大，海洋利用集约度就越高；渔

农民人均纯收入指标值越大，说明沿海地区农村渔

农民收入越高，海洋利用集约度就越高；海域使用

金征收指标值越大，说明单位海域面积使用金征收

额越高，海域经济效率越高，海洋利用集约度就越

高。设定海洋经济贡献率指数反映海洋产业对经

济的贡献水平。

２．３．４　海洋生态环境

集约用海是一种相对高效、生态和科学的用海

方式，是促进海洋资源、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的有

效措施。海洋资源的利用不能以牺牲海洋生态环

境质量为代价，在发展海洋经济的同时，应加强海

洋生态环境的保护。近年来随着我国沿海地区人

口增长和经济的发展，大量的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

直接或间接排入近岸海域，导致海洋水体污染、生

态破坏，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十分可观，为此设立

海域水质综合指数指标，来表征海洋水质的状况。

海域水质综合指数越大，说明海水水质受污染程度

越高，对海域集约利用的影响程度越大，海域集约

利用程度越低。维持海洋生物的多样性，保护海洋

生态平衡是海域集约利用的目标，将发挥海域集约

利用的潜力，为此设立海洋生物多样性综合指数和

海洋保护区覆盖率指标，通过海洋生物群落结构特

征和海洋保护区覆盖率指标来反映海洋生物多样

性程度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状况。

３　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对目前土地集约利用概念、内涵和研究

方法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结合海域利用的特点，提

出海域集约利用的概念，对其内涵进行分析，从海

洋投入强度、海洋利用结构程度、海洋经济效益和

生态环境４个层面选取指标，建立了海域集约利用

评价的指标体系，并对各指标的设立进行了解释说

明。海域利用集约度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务必结

构明晰、可操作性强，本文所建立的指标体系从４个

方面刻画了海域利用的投入强度、经济结构、生态

环境的实际特点；以１５个指标从不同的角度表征了

海域集约利用的影响因素，以期能够为今后的海洋

空间规划、海域管理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持。要想将

该评价指标体系应用于实践，还要结合具体海域利

用的现状，合理确定需要提高用海集约度的主要用

海类型，并结合一定的海域集约利用程度的评价模

型进行实证研究，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对现行海域

使用管理体制进行剖析，从而提出具有较强针对

性、可行性的政策建议，以提高我国海域集约利用

水平和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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