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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推动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促进我国海岛渔村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文章

概述海岛生态渔村建设的内涵,从生态环境恶化、开发建设相对无序、基础设施缺乏和特色文化逐

渐消失4个方面分类剖析我国海岛渔村目前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以海洋生态文明为理论指

导,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可行性和前瞻导向性原则,运用层次分析法,从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

人居、生态文化、生态保障支撑和公众参与6个方面选取22个评估指标,构建海岛生态渔村建设评

估指标体系,为多角度系统评估海岛生态渔村建设效果提供科学方法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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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promotetheconstructionofecologicalcivilizationand“BeautifulChina”,and

topromote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theeconomicandecologicalenvironmentoftheisland

fishingvillagesinChina,thispapersummarizedtheconnotationoftheislandecologicalfishing
villageconstruction,andanalyzedthecurrentproblemsofislandfishingvillagesecologicalcon-

structioninChinafrom4aspects:thedeteriorationoftheecologicalenvironment,therelativedis-

orderingofthedevelopmentandconstruction,thelackofinfrastructureandthegradualdisap-

pearanceofthecharacteristicculture.Onthisbasis,accordingtothetheoryofmarineecological

civilizationandfollowingtheprinciplesofscientific,systematic,feasibleandforward-lookingguid-

ance,22evaluationindexeswereselectedfrom6aspects:ecologicaleconomy,ecologicalenviron-

ment,ecologicalhumansettlement,ecologicalculture,ecologicalsupportandpublicparticipation.

Theevaluatingsystemofislandecologicalfishingvillageconstructionwasbuiltbyanalytich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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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yprocess(AHP)toprovideascientificmethodandbasisforsystematicallyevaluatingthe

effectofislandecologicalfishingvillageconstruction.

Keywords:Marineecologicalcivilization,Constructionofecologicalcivilization,Islandprotection,

Ruralconstruction,BeautifulChina

0 引言

党的十九大将建设生态文明上升到关系中华

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的高度,并首次将“美丽

中国”建设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建设

的重要目标,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已成为重

要国策[1],二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

海洋生态文明是生态文明建设在海洋领域的具体

表达,其核心思想为“形成并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

关系”,要建设“水清、岸绿、滩净、湾美、物丰”的海

洋生态[2]。海岛兼具海洋和陆地生态环境特征,涵
盖“水、岸、滩、湾、物”5个要素,其生态环境保护和

修复是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工作之一。

渔村是国家乡村体系的重要组成。由于海岛

环境相对封闭,海岛渔村的空间分布呈现“顺岸、毗
湾、近滩”的特点。与陆域乡村相比,目前我国海岛

渔村存在村落规划不合理、基础设施缺乏、生产方

式单一和粗放、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现象较严重以

及经济文化建设相对落后等不足。海岛生态渔村

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规
划科学、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

管理民主、宜居宜业的可持续发展渔村[3-7],其涵义

与海洋生态文明的核心思想相一致[2,8-9]。海岛生

态渔村建设是有居民海岛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的

重要举措,是推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和渔村经济可

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

中国”的具体践行。

目前基于海洋生态文明的海岛生态渔村建设

评估指标体系的国内外研究较少。为科学和系统

地评估海岛生态渔村建设情况,本研究基于海洋生

态文明,运用层次分析法,分类剖析我国海岛渔村

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探索构建海岛生态渔村建设评

估指标体系,从而推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1 海岛生态渔村建设的内涵

海岛渔村是以渔业为经济活动基本内容的海

岛居民聚落的总称,是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的最小行

政单元和重要载体。海岛生态渔村是集海洋生态

系统、农业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生态系统于一体的

复合型生态系统,其建设旨在维护和重塑海岛的

“美丽”,即生态环境良好、村落规划合理、生产生活

设施完善、产业结构优化、渔民生活富足以及社会

和谐稳定。

海岛生态渔村建设应以海洋生态文明为理论

指导,以有效的政策、先进的技术和充足的资金为

基础保障,构建生态经济发展与规划体系、生态环

境保护与修复体系、生态人居设施体系、生态文化

体系以及生态政治法制支撑体系,实现人与自然的

和谐发展,打造生产高效、生活美好和生态宜居“三

生共赢”的新时代生态渔村。

2 我国海岛渔村目前存在的问题

作为最早被人类开发利用的海洋空间载体,有

居民海岛的开发利用强度较高,开发利用方式受区

位和自然条件的影响呈现多样性的特点,主要包括

城镇建设、工业生产、海洋捕捞和养殖以及旅游开

发等。

本研究从海岛开发利用方式以及海岛生态渔

村建设需求和历史文化特性的角度,分类剖析我国

海岛渔村目前存在的问题。

2.1 生态环境恶化

(1)岸滩:①生活垃圾堆放污染(人为);②养

殖、码头和围填海等作业和建设占用(人为);③过

度采砂或围填海导致塌陷和泥化(人为);④全球变

暖导致海水侵蚀(自然)。

(2)海水水质:①生活污水或作业船舶污水直

排污染(人为);②养殖饵料和药物投放污染(人

为);③农业肥料和生活垃圾等入海污染(人为);

④其他海区输入污染(人为)。

(3)滨海湿地:①围填海导致湿地萎缩和生境

破坏(人为);②外来物种入侵导致湿地生境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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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自然);③全球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和海水

盐度变化(自然)。

(4)海洋生物多样性:①海水污染导致生物多

样性降低(人为);②外来物种入侵导致生态失衡

(人为/自然);③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生物多样性降

低(自然)。

(5)陆域生态系统:①城镇和农业建设用地导

致植被覆盖率下降(人为);②城镇化导致光污染和

水污染等环境污染(人为);③农药和化肥使用导致

农业污染(人为)。

2.2 开发建设相对无序

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海岛渔村开发建设,导致

海岛生态环境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经济发展规划、

水资源利用规划和固体废物综合利用规划等一系

列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的缺失。

2.3 基础设施缺乏

(1)环保设施: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设施不足。

(2)市政设施:实现雨污分流的市政排水管网

不完善,民居清洁能源设施未普及。

(3)水资源综合利用设施:以中水回用和海水

淡化为代表的水资源综合利用设施不足。

2.4 特色文化逐渐消失

渔具渔法、渔服渔饰、渔谚渔歌和渔诗渔绘等,

船俗、婚俗和节俗等以及地方美食等反映渔民生产

生活的特色文化缺乏科学继承和发扬。

综上所述,海岛渔村开发建设相对无序、基础

设施缺乏以及全球变暖等气候变化,导致生态环境

恶化;随着海岛经济的发展,大量外来人口涌入,由

于缺乏合理保护和规划,不仅对海岛生态环境造成

较大压力,而且海岛渔村特色文化逐渐消失。因

此,研究基于海洋生态文明的海岛生态渔村建设评

估指标体系十分必要。

3 海岛生态渔村建设评估指标体系

3.1 构建原则

海岛生态渔村建设评估指标体系是评估海岛

渔村经济、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等多要素生态建

设状况 的 重 要 技 术 依 据,其 构 建 主 要 遵 循4个

原则[10-11]。

(1)科学性原则,即采用科学的方法选取评估

指标,客观、全面和准确地评估和反馈海岛生态渔

村建设情况。

(2)系统性原则,即将海岛渔村作为整体系统,

集生态、经济、文化、法制和公众参与等多要素于

一体。

(3)可行性原则,即评估指标的选取应符合实

际、可量化和易获取。

(4)前瞻导向性原则,即评估指标应体现新时

代海岛渔村的发展趋势,反映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

展的理念,且为未来乡村生态建设提供参考。

3.2 构建方法

海岛生态渔村建设是以海洋生态文明为理论

指导,通过维持和恢复海岛生态环境系统,最终实

现海岛渔村生态化、社会化和美丽化的和谐统一。

海岛生态环境系统相对独立和完整,以生物结构和

物理结构为主线,由资源、环境和生态组成,有极强

的自然节律性和整体性[12]。为实现海岛生态环境

系统的健康和稳定,海岛生态渔村建设的实施内容

包括生态经济发展与规划、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

生态人居设施、生态文化以及生态政治法制支撑

5个方面。

本研究运用层次分析法(AnalyticHierarchy
Process,AHP)构建海岛生态渔村建设评估指标体

系,主要流程为3个步骤。

(1)确定海岛生态渔村建设评估的总体目标

(目标层)。

(2)依据海岛生态渔村建设的实施内容和公众

生态幸福感指数的实时反馈,确定评估指标分类

(准则层),主要包括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人

居、生态文化、生态保障支撑和公众参与6个方面。

(3)依据准则层的诠释需要、专家咨询结果和

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选取客观和具有代表性

的评估指标(指标层)。

3.3 指标选取和体系构建

基于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人居、生态文

化、生态保障支撑和公众参与6个方面,综合考虑定

性和定量评估的有机统一,结合我国海岛渔村目前

存在的问题和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本研究遴

选22个评估指标,构建海岛生态渔村建设评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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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表1)。

表1 海岛生态渔村建设评估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海岛生态渔村

建设状况

生态经济

生态环境

生态人居

生态文化

生态保障支撑

公众参与

渔民人均年纯收入

经济生产总值增长率

集体可支配收入

生态环境保护投资占财政总收

入的比重

特色产业产值占经济总产值的

比重

周边海域水质优良率

植被覆盖率

自然岸线占比

生物多样性

清洁能源普及率

污水处理和回用率

村落民居改造翻新率

安全饮用水普及率

自然和人文景观数量

举办特色文化活动数量

从事特色文化保护和宣传的渔

民数量

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土地利用规划

生态经济发展规划

标准化先进生产技术普及率

专家咨询

渔民满意度

4 结语

我国海岛渔村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生态

环境恶化、开发建设相对无序、基础设施缺乏和特

色文化逐渐消失4个方面,亟待开展海洋生态渔村

建设。本研究从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人居、生

态文化、生态保障支撑和公众参与6个方面,选取

22个评估指标并构建评估指标体系,为多角度系统

评估海岛生态渔村建设效果提供科学方法和依据,

从而推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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