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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域使用后评估是近年来海洋发达国家在海洋工程管理方面应用较成熟的管理手段,其对

海洋工程项目的实施进行总体评价,进而提升工程项目的管理效率和管理部门的决策能力,对于

海域资源的集约节约利用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在此领域已有初步研究但刚刚起步,

尚未结合实践建立起可遵循的海域使用后评估的完整工作流程,在指标体系的全面性、合理性和

指标数据的可获取性方面未能得到很好的验证。文章构建包括围填海海域使用的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海域空间开发利用情况、生态环境效益和管理要求执行情况5项指标在内的后评估指标体

系,分别基于对各项指标的评估,建立围填海海域使用后评估的综合评估方法,使后评估指标方法

体系更具全面性、合理性、生态性和数据可获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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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ostevaluationofreclamationconstructionprojectasamaturedmanageabletoolhas

beenwidelyadoptedbydevelopedcountriesinrecentyears,whichcanevaluatetheoverallimple-

mentationofreclamationconstructionprojects,soastoimprovethemanagementefficiencyofen-

gineeringprojectsandthedecision-makingability of managementdepartments.The post

evaluationworkisimportantfortheintensive,economicalutilization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

ofseaarearesources.AlthoughtherehadbeensomepreliminarystudiesofpostevaluationinChi-

na,theywerejustinthebeginning,andawholeworkflowofpostevaluationhadnotbeenestab-

lishedincombinationwithpracticalwork.Thepostevaluationhasnotbeenwellverifiedinthe

comprehensiveness,rationalityandavailabilityofindexsystemandindexdata.Inthispaper,apost

evaluationindexsystemincludingeconomic,social,spatialdevelopmentandutilizationofthesea

area,ecologicalandenvironmentalbenefitsandtheimplementationofmanagement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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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constructed.Basedontheevaluationofeachindex,acomprehensiveevaluationmethodwas

establishedtomakethepostevaluationindexsystemmorecomprehensive,rationalityandavaila-

bilityofdataindicators.

Keywords:Reclamationconstructionproject,Seaareamanagement,Seabenefit,Ecologicalenvi-

ronment,Oceanographicengineering

0 引言

海岸带地区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生产的重要场

所,是现代经济文化发展的前沿地带。随着沿海地

区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口增长压力的不断加大,土

地资源的稀缺性越来越明显。为满足经济和社会

发展需求,人类通过围填海为沿海地区拓展生存和

发展空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土地供求矛盾,获得

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众多围填海工程带来巨

大社会和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出现海洋资源环境退

化和海岸自然景观破坏等诸多问题。全面认识围

填海的效益和影响,亟须对围填海工程开展海域使

用后评估。

海域使用后评估是在围填海工程项目建成并

正式投入生产运营一段时间后,通过调查研究该项

目实际产生的效益和影响等,分析项目实施后实际

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以及管

理措施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海域综合管理和生态

用海建议的过程。后评估为后续用海项目审批提

供决策依据,对于提高海域资源配置的科学决策水

平和投资效益,完善海域空间资源配置制度,促进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以及保障海洋经济健康可持续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研究进展

围填海工程项目研究主要集中在围填海工程

项目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方面。在围填海工程项目

的海域管理方面,后评估是近年来发达海洋国家应

用较成熟的管理手段,而我国在此领域才刚刚起

步,尚未建立可遵循的海域使用后评估的完整工作

流程。

王勇智等[1]初步界定海域使用后评估的定义,

分析开展海域使用后评估的必要性、目的和作用,

并提出开展海域使用后评估的步骤等;王曙光等[2]

初步建立包括目标评价、效益评价、技术影响评价、

环境影响评价和可持续性评价等在内的海域使用

后评价体系,并初步探讨我国海域使用后评价体系

的工作内容和流程,并对后评价工作的体制和资金

等提出建议;袁道伟等[3]对区域建设用海规划后评

估方法体系进行探讨,建立包括与批复的符合情

况、集约节约用海情况、相关利益者协调处理情况、

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用海管理对策措施落实情况

6个方面的区域建设用海规划后评估指标和方法体

系;高鹰等[4]对海域使用后评估的定义、目的、流程

和工作建议进行梳理;李欣曈等[5]针对后评估的方

法,初步建立后评估的指标体系。

已有研究未能结合工程实际进行应用和分析,

且缺少对生态用海主导精神的落实,指标体系的全

面性、合理性和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还不完善。本

研究拟根据围填海工程实践对社会经济和资源环

境的后评估需求,建立围填海工程后评估的指标体

系、评价模型和技术方法,使后评估指标方法体系

更具全面性、合理性、生态性和数据可获得性,为围

填海项目的后评估工作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

为海域管理部门开展后续用海项目审批提供决策

依据。

2 指标体系

根据指标选取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原则、系统性

和层次性原则、动态性和稳定性原则、定性与定量

相结合原则、指标与目标的相关性原则以及简明性

和可操性原则,构建包括围填海项目的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海域空间开发利用情况、生态环境效益

和管理要求执行情况在内的围填海海域使用后评

估指标体系(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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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围填海海域使用后评估指标体系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五级指标

海
域
使
用
后
评
估

经济

效益

社会

效益

海域

空间

开发

利用

情况

生态

环境

效益

管理

要求

执行

情况

固定资产投资额

填海造地溢价

经济产值

经济驱动收益

就业贡献值

收益贡献值

社会公众认可度

面积差异率

面积偏移率

用途符合度

平面符合度

岸线变化率

用海节约度

生态环境影响

污染物排放水平

生态空间实现率

生态修复措施落实率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率

竣工验收要求

区划管理要求

开发协调要求

风险防范要求

动态监管要求

-

填海形成的土地价值

海域使用金

填海成本

项目内各企业的经济产值总和

固定资产投资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

固定资产投资额

项目就业效果

区域就业效果

区域收益贡献率

项目收益贡献率

-
实际填海面积

批复填海面积

偏移面积

批复填海面积

符合批复类型用海面积

批复填海面积

符合平面设计的填海面积

实际填海面积

新海岸线长度

原海岸线长度

海域利用率

海域利用率标准值

-
各污染物排放水平

各污染物允许的最大排放量

项目实施后的生态空间面积占比

生态用海方案中的生态空间面积占比

实际修复指标

计划修复指标

-
-
-
-
-
-

-
市场化出让相邻宗地地面价均值(基准地价)

填海形成的土地面积

国家征收标准(单位面积的费用)
填海形成的土地面积

前期环评勘察等成本

工程成本

配套基础设施成本

-
区域固定资产投资额

区域国民经济增长量

-
项目新增就业人数

项目投资总额

区域就业人数

区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区域税收总额

区域工资总额

区域GDP
项目增值税和附加值

项目职工工资收入

项目总收入

-
-
-
-
-
-
-
-
-
-
-

有效利用面积

实际填海面积

-
-
-
-

生态空间面积

实际填海面积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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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估方法

3.1 经济效益

通过对各项指标的定量计算,得到围填海海域

使用的投入产出率和经济效益值。

经济效益值的计算公式为:

E=1-
1
CCL

(1)

式中:E 为经济效益值;CCL为投入产出率。

投入产出率的计算公式为:

CCL=
A2+A3+A4

A1
(2)

式中:A1 为固定资产投资额;A2 为填海造地溢价;

A3 为经济产值;A4 为经济驱动收益。

3.2 社会效益

分别计算就业贡献和收益贡献并赋值(表2)。

通过问卷调查得到社会公众认可度。

表2 就业贡献和收益贡献指标赋值

赋值 就业贡献 收益贡献

3 ≥1.0 ≥1.0

2 [0.8,1) [0.8,1)

1 (0.6,0.8) (0.6,0.8)

0 ≤0.6 ≤0.6

计算社会效益值:

S=B1×w1+B2×w2+B3×w3 (3)

式中:S 为社会效益值;B1 为就业贡献值;B2 为收

益贡献值;B3为社会公众认可度;w1、w2和w3分别

为B1 、B2 和B3 的系数。当3项指标值均可获得

时,w1、w2和w3分别为0.30、0.30和0.40;当评估

非经营性围填海项目即收益贡献值不可获得时,w1

和w3分别为0.4和0.6。

3.3 海域空间开发利用情况

分别计算海域空间开发利用情况各项指标值

并赋值(表3)。

表3 海域空间开发利用指标赋值 (%)

赋值
面积

差异率

面积

偏移率

用途

符合度

平面

符合度

岸线

变化率

用海

节约度

3 ≤1 ≤1 ≥70 ≥90 ≥1.3 ≥10

2 (1,3] (1,3] [60,70) [70,90) [1.0,1.3) [5,10)

1 (3,5) (3,5) (50,60) (50,70) (0.7,1.0) (0,5)

0 ≥5 ≥5 ≤50 ≤50 ≤0.7 ≤0

计算海域空间开发利用评估值:

R=C1+C2+C3+C4+C5+C6 (4)

式中:R 为海域空间开发利用评估值;C1 为面积差

异率;C2为面积偏移率;C3为用途符合度;C4为平

面符合度;C5 为岸线变化率;C6 为用海节约度。

3.4 生态环境效益

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描述相结合的方法,分别

计算生态环境影响、污染物排放水平、生态空间实

现情况、生态修复措施落实情况、环境保护措施落

实情况并赋值(表4)。

表4 生态环境效益指标赋值

赋值
生态环境

影响

污染物

排放水平

生态空间

实现情况

生态修复

措施落实

情况

环境保护

措施落实

情况

3

改善生态环境

和 水 沙 冲 淤,

符合环评和论

证报告

≤n,且 各 项

分 指 标 都 小

于1.0

>1.0 ≥1.0 [2.5,3]

2

无明显生态环

境和水沙冲淤

影响,符 合 环

评和论证报告

≤n,且 各 项

分指标不同时

小于1.0

1.0 [0.7,1) [2,2.5)

1

局部出现生态

环境或水沙冲

淤影 响,部 分

符合环评和论

证报告

(n,2n] [0.8,1) [0.4,0.7) [1,2)

0

出现明显生态

环境或水沙冲

淤影 响,不 符

合环评和论证

报告

>2n <0.8 [0,0.4) [0,1)

  注:n 为污染物允许排放的标准。

计算生态环境效益值:

N =

5

i=1
Di

5
(5)

式中:N 为生态环境效益值;Di为第i项指标的分

级赋值。

3.5 管理要求执行情况

采用现场踏勘和资料审核等方式,对围填海项

目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中提出的相关管理措施执行

情况进行评估。根据竣工验收要求、区划管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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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开发协调要求、风险防范要求和动态监管要求 的执行情况,得到相应的赋值(表5)。

表5 管理要求执行情况指标赋值

赋值 竣工验收要求 区划管理要求 开发协调要求 风险防范要求 动态监管要求

1 通过竣工验收 符合 完全协调 制定风险预案并执行
落实运营期的监督管理措施,配合

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工作

0 未开展或未通过 不符合 其他情况 其他情况 其他情况

计算管理要求执行情况评估值:

M =

5

i=1
Mi

5
(6)

式中:M 为管理要求执行情况评估值;Mi为第i项

指标的分级赋值。

3.6 综合评估

运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和逻辑分析法,将围填

海海域使用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海域空间开发

利用情况、生态环境效益和管理要求执行情况的评

估结果进行加权求和,获得综合评估结果,从而评

估围填海项目的整体实施效果。

3.6.1 分项评估结果

分项评估结果的等级如表6所示。其中,将经

济效益和管理要求执行情况的评估值乘以3。

表6 分项评估等级

等级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海域空间开发利用情况 生态环境效益 管理要求执行情况

好 [2.7,3.0] [2.4,3.0] [2.4,3.0] [2.4,3.0] [2.7,3.0]

较好 [2.4,2.7) [1.8,2.4) [2.1,2.4) [1.8,2.4) [2.1,2.7)

一般 [1.2,2.4) [0.9,1.8) [1.2,2.1) [0.9,1.8) [1.2,2.1)

差 [0,1.2) [0,0.9) [0,1.2) [0,0.9) [0,1.2)

分项评估结果须按要求进行调整:①如社会公

众认可度为差,则社会效益评估结果为0;②如面积

差异率、面积偏移率、用途符合度和平面符合度4项

指标中的任一项为差,则海域空间开发利用情况评

估结果为0;③如生态环境影响为差,生态环境效益

评估结果为0;④如竣工验收要求和区划管理要求

2项指标中的任一项为差,则管理要求执行情况评

估结果为0。

3.6.2 综合评估结果

当5项分项评估结果均能获得分值时,对分项

评估结果赋予权重(表7)。

表7 分项评估结果权重赋值

指标 权重

经济效益 0.2

社会效益 0.2

海域空间开发利用情况 0.2

生态环境效益 0.3

管理要求执行情况 0.1

在此基础上,计算综合评估结果:

Z =
(E×WE ×3+S×WS +R×WR +N ×WN +M ×WM ×3)

3 ×100

(7)
式中:WE、WS、WR、WN 和WM 分别为各项对应的权

重值。

当围填海项目为非经营性项目时,因经济效益

无法获得分值,根据分项评估结果,对其中4项赋予

权重(表8)。

表8 4项评估结果权重赋值

指标 权重

社会效益 0.35

海域空间开发利用情况 0.20

生态环境效益 0.35

管理要求执行情况 0.10

在此基础上,计算综合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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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
(S×WS +R×WR +N ×WN +M ×WM ×3)

3 ×100

(8)

结合上述分析,划分综合评估等级(表9)。

表9 综合评估等级

评估等级 评估结果

优 [85,100]

良 [60,85)

中 [20,60)

差 [0,20)

值得说明的是,如生态环境效益和海域空间开

发利用情况之中任一项的评估结果为0,则围填海

海域使用后评估的综合评估等级为差。

4 结语

目前我国围填海海域使用后评估工作还处于

起步阶段,应制定配套管理制度,既借鉴国外成功

经验,又立足我国工程特色,建立成熟的指标体系

和评估方法。本研究结合我国围填海工程实践,构

建包括围填海海域使用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海

域空间开发利用情况、生态环境效益和管理要求执

行情况5项指标在内的指标体系,同时分别基于对

各项指标的评估,建立围填海海域使用后评估的综

合评估方法,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围填海海域使用后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

的研究和实践,仍须结合具体案例和实际数据进行

修正和完善,根据实证结果有效弥补现行管理制度

的缺陷,实现我国海域资源的有效配置和高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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