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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评估了黄河三角洲邻近海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并揭示了其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

明,2008年和2013年黄河三角洲邻近海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别为79.70亿元和149.35亿元,

生态系统服务利用属于供给服务和文化服务共同主导的综合开发利用类型。黄河入海口邻近海

域为服务价值最高值区。2008—2013年间,养殖生产、捕捞生产和休闲娱乐3项服务价值变动较

大。建议在黄河三角洲邻近海域调整养殖结构,大力发展高附加值品种养殖;持续开展增殖放流,

提高捕捞生产价值;进一步开发利用旅游资源,提高休闲娱乐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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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ecosystemservicesinYellowRiverDeltacoastalwaterswereevaluatedandtheir

spatialdistributioncharacteristicswasrevealedinthispaper,basedonthenationalstandards,

“TechnicalDirectivesforMarineEcologicalCapitalAssessment”.Thevalueofecosystemservices

oftheYellowRiverDeltain2008and2013was7.97billionCNYand14.94billionCNYrespec-

tively.TheecosystemservicesinYellowRiverDeltacoastalwatersshowedcomprehensivedevel-

opmentandutilization,dominatedbybothprovisioningservicesandculturalservices.TheYellow

Riverestuarycoastalwatersshowedthehighestdensityofecosystemservicesvalue,therewere

tourismareas,agricultureareas,marineprotectedareaswhichhadhighservicevalueinthisarea.

Duringtheperiodof2008—2013,therewasagreatchangeintheagriculture,fishingandtourism.

Highvalue-addedfisheryspeciesshouldbedevelopedtoincreaseaquacultureservicevalu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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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cementandreleasingshouldbecarriedoutcontinuouslytoincreasefishingservicevalue,re-

gionaltourismresourcesshouldbeexploitedandutilizedtoincreasetourismservicevalue.

Keywords:YellowRiverDelta,Coastalwaters,Ecosystemservicevalue,Drivingfactors

1 引言

海洋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海产品和其他自然

资源,同 时 也 提 供 人 类 赖 以 生 存 的 生 命 保 障 系

统[1-3]。海洋生态系统可持续地提供供给、调节、文

化和支持4类服务[4],直接和间接地提高了人类福

祉。评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是基于生态系统管理

的重要体现之一。海洋生态系统服务量化评估的

准确性与科学性,直接关系到近海生态系统的可持

续开发和保护,对国家和地方政府进一步优化海洋

生态系统功能规划、开展生态赔偿和补偿、提升海

洋环境资源开发与保护、提高公众环保意识等都具

有重要意义[5-6]。一些学者相继对桑沟湾、深奥湾、

珠海万山海域、温州海域等近海区域的海洋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进行了评估[7-13]。

黄河三角洲以东营市垦利县宁海为轴点,北起

套尔河口,南至淄脉河口,呈扇形突入莱州湾与渤

海湾之间。它既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和

石油资源基地,也是我国重要的新生湿地生态系

统。近年来,随着黄、蓝开发战略的实施,黄河三角

洲区域经济、社会得到长足发展,海洋经济地区生

产总值的贡献率不断提高。但由于黄河三角洲邻

近海域属于典型的脆弱生态敏感区,沿岸城市化进

程的快速推进和海洋经济高速发展均对资源的利

用和环境保护带来一定压力,造成如生境退化、生

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下降等多重影

响,生态系统基本处于亚健康状态,海岸带区域自

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统综合承载力超载,甚

至部 分 地 区 的 经 济 发 展 与 生 态 环 境 呈 现 失 调

状态[14-16]。

本文拟采用《海洋生态资本评估技术导则》中

的方法,评估黄河三角洲邻近海域的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采用 GIS空间分析技术揭示其空间分布特

征,分析服务价值变动及其驱动因素,并提出黄河

三角洲邻近海域生态系统服务的开发利用建议。

科学评估黄河三角洲邻近海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并进行驱动因素分析,可为黄河三角洲邻近海域海

洋生态功能规划及生态系统管理提供技术支撑和

理论依据,加快海洋生态系统的开发利用和保护,

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2 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黄河三角洲濒临莱州湾西部与渤海湾南部,浅

海面积10000km2,海岸线长590km,地理区位优

越,生态环境独特,自然资源丰富,产业发展基础好。

2014年,黄河三角洲地区实现生产总值8512亿元。

鉴于所使用数据以行政区为单位统计,故以东

营市大陆岸线外扩12nmile的海域作为评估海域

(图1)。评估区面积为6440km2,海岸线长413km,

主要是淤泥质海岸。

图1 评估海域范围示意图

2.2 评估指标

根据黄河三角洲邻近海域现实状况,供给服务

设置养殖生产、捕捞生产和氧气生产3个评估指标;

调节服务设置废弃物处理和气候调节2个评估指

标;文化服务设置休闲娱乐和科研服务2个评估指

标;支持服务设置物种多样性维持和生态系统多样

性维持2个评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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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评估方法

参照《海洋生态资本评估技术导则》(GB/T

28058—2011)中的方法,评估黄河三角洲邻近海域

海洋生态系统服务。

2.4 数据来源

(1)养殖生产数据。养殖生产数据来源于山东

海洋渔业厅发布的《山东渔业统计年鉴》。

(2)捕捞生产数据。通过渤海单位面积的捕捞

生产价值量推算,间接得出评估海域的捕捞生产价

值量。

(3)氧气生产数据。氧气生产量包括浮游植物

氧气生产量和大型藻类氧气生产量。相关数据来

源于国家近海海域生物资源调查。氧气价格采用

工业制氧价格。

(4)气候调节数据。气候调节数据来源于《中

国渔业统计年鉴》《山东统计年鉴》和海洋综合专项

调查。

(5)废弃物处理数据。废弃物处理评估指标所

需数据取自《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山东统计年鉴》。

(6)休闲娱乐评估数据。利用东营市海洋旅游

人数、旅游收入等数据评估休闲娱乐价值。从东营

市海洋与渔业局获取相关数据。

(7)科研服务评估数据。通过中文文献搜索平

台和国家海洋局发布的海洋科技统计公报获得科

研服务评估的相关数据。

(8)物种和生态系统多样性维持评估数据。物

种和生态系统多样性维持评估数据来自国家海洋

局网站有关保护区和保护物种的报告及问卷调查。

3 评估结果

评估结果显示,2008年黄河三角洲邻近海域海

洋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为79.70亿元,2013年为

149.35亿元(表1)。其中,2008年供给服务、调节服务、

文化服务和支持服务分别为30.04亿元、2.87亿元、

43.89亿 元 和 2.89 亿 元,分 别 占 其 总 价 值 的

37.70%、3.60%、55.07%和3.63%;2013年,4项

服务分别为56.01亿元、2.06亿元、85.82亿元和

5.46亿元,分别占其总价值的37.51%、1.38%、

57.46%和3.66%。2008年和2013年均以休闲娱

乐、养殖生产、捕捞生产和氧气生产为主,4项合计

占总价值比例均高达90%以上(表2),其中2008年

4项服务价值依次为43.20亿元、17.56亿元、5.46亿

元和7.02亿元,分别占总价值的54.20%、22.04%、

6.85%和8.80%;2013年分别为84.70亿元、37.92亿

元、13.08亿元和5.01亿元,占总价值比例分别为

56.71%、25.39%、8.76%和3.36%。

表1 2008年和2013年黄河三角洲邻近海域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万元

服务类型
2008年 2013年

价值/亿元 占比/% 价值/亿元 占比/%

供给服务 30.04 37.70 56.01 37.50

调节服务 2.87 3.60 2.06 1.38

文化服务 43.89 55.07 85.82 57.46

支持服务 2.89 3.63 5.46 3.66

合计 79.70 100 149.35 100

表2 2008年和2013年黄河三角洲邻近海域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构成 亿元

服务类型 2008年 2013年

养殖生产 17.56 37.92

捕捞生产 5.46 13.08

氧气生产 7.02 5.01

废弃物处理 1.10 1.54

气候调节 1.72 0.52

科研服务 0.69 1.12

休闲娱乐 43.20 84.70

物种多样性维持 1.84 3.12

生态系统多样性维持 1.06 2.34

合计 79.65 149.35

4 讨论

4.1 黄河三角洲邻近海域生态系统服务类型

通过2008年和2013年数据可以看出,供给服

务和文化服务价值总和占总价值的比例高达90%
以上,黄河三角洲邻近海域这种以供给服务和文化

服务为主导的利用方式是典型的综合利用型。

4.2 黄河三角洲邻近海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空间

分布特征

利用GIS空间技术绘制黄河三角洲邻近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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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空间分布图。2008年,服务价值

空间分布密度平均为123.76万元/km2,变动范围

在21.87~777.66万元/km2;2013年,空间分布密

度平均为231.91万元/km2,变动范围在31.49~

1336.56万元/km2。黄河三角洲邻近海域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主要空间分布特征如下:①黄河入海口

临近海域为服务价值最高值区,主要由于该区域集

中分布了滨海旅游区、养殖区、海洋保护区等高服

务价值区域,如黄河口生态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

区、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水生生物保护区、黄河

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和黄河口文蛤国家级水产种质

资源保护区等。②其他区域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养

殖区,主要由于该区域有较高的食品供给服务,可

提供鱼类、贝类、甲壳类、藻类、海参和海胆等高品

质、高价值海洋食品。

4.3 黄河三角洲邻近海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动

及驱动因素分析

从评估结果可以看出,2008年和2013年生态

系统服务各要素指标变化较大,其中养殖生产、捕

捞生产和休闲娱乐3个指标变动较大。

4.3.1 养殖生产

2008年养殖生产价值为17.56亿元,到2013
年增加至37.92亿元,增加了115.95%,而养殖产

量 从 2008 年 的 23.73 万 t增 长 到 2013 年 的

33.32万t,增加了40.39%,养殖生产价值远远大

于养殖产量的增幅。通过2008年和2013年《山东

省渔业统计年鉴》不难发现,这主要是因为东营市

调整养殖品种结构,扩大了贝类和海参等高附加值

品种的养殖。如贝类养殖,2008年产量为22.16万t,

而到2013年增长至31.51万t,5年间增加了9.35万t,

海参养殖产量从2008年的0.024万t增长到2013年

的2.66万t,5年间增加了2.6362万t,贝类和海参

等高附加值品种的大面积养殖,快速提高了养殖生产

价值。因此,提高养殖生产价值应调整养殖内部结

构,大力发展提高附加养殖品种的养殖面积。

4.3.2 捕捞生产

2008年,捕捞生产价值为5.46亿元,2013年为

13.08亿 元,5年 间 增 加 了7.62亿 元,增 幅 高 达

139.56%。捕捞生产价值的大幅增长主要是因为东营

市积极采取多项措施改善海洋生态环境,涵养近海生

物种群资源。设置渔业资源保护区、实施休渔制度、开

展增殖放流等措施的实施使海洋渔业资源得到有效修

复,放流品种的资源量相较于放流前增长效果显著。

4.3.3 休闲娱乐

2008年休闲娱乐价值为43.20亿元,2013年增

加到84.70亿元,增长速度高达96.06%,这主要是

由于黄河三角洲地处黄河文化和海洋文化汇聚和

交融点,地理位置独特,而且东营市近些年来高度

重视和大力发展旅游业,依托独特的旅游资源优

势,以“黄河入海 龙腾东营”旅游品牌为核心,积极

转变方式,加大滨海旅游景区建设的力度,加快推

进滨海渔家项目体系建设,开发渔港旅游功能,滨

海旅游业得到快速发展。

5 结论

黄河三角洲邻近海域生态系统服类型为供给

服务和文化服务为主导的综合利用型。黄河三角

洲邻近海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最高值区位于黄河

入海口临近海域,该区域集中分布了滨海旅游区、

养殖区和海洋保护区等。

本文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升黄河三角洲

邻近海域生态服务价值:一是进一步调整优化海产

品养殖结构,提高贝类、海参、大闸蟹等高附加值水

产品的产量与种质,并扩大其养殖面积,以提高养

殖供给价值。二是继续推进增殖放流政策,通过生

态养殖、渔业保护区、人工鱼礁、海洋牧场等多种方

式,修复海洋渔业资源,增加渔获量,提高捕捞生产

价值。三是依托独特的旅游资源区位优势,打造独

具特色的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区,提高休闲娱乐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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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但能够让整个社会都收益的壮举。④每家企业

是否应该公开其生产过程中的每日污水排放量信

息以及处理信息,作为企业自我监督以及与利益相

关者之间相互监督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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