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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岸带作为社会经济地域中的“黄金地带”,由于经济的开发与人口流入,面临越来越多资源

和环境问题。如何解决海岸带地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实现海岸带地区的协调发展,已经成

为当前海岸带地区发展不容忽视的问题。文章通过构建海岸带地区协调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运用AHP法与德尔菲专家咨询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在此基础上利用变异系数协调度对山东省

海岸带地区协调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确定了评价标准。从省级尺度上,纵向研究了山东省

2009—2018年的海岸带协调发展水平的演变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山东省海岸带地区协调发展水

平近似“M”形曲线,大致上呈现波动上升趋势,经历了不太协调阶段(2009年)、比较协调阶段

(2010—2011年)和协调发展阶段(2012—2018年)3个发展阶段,并在测度结果基础上从环境治

理、资源保护、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4个方面提出了山东省海岸带地区协调发展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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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CoordinativeDevelopmentofCoastalZones:
AcasestudyofShandongProvince

LINYuwen,ZHANGZongyao,WANGWenhui,LINYinghua

(SchoolofGeographyandEnvironment,LiaochengUniversity,Liaocheng252000,China)

Abstract:Asa“goldenzone”inthesocialandeconomicregion,coastalzonearefacingmoreand

moreresourceandenvironmentalproblemsduetoeconomicdevelopmentandpopulationmigra-

tion.Howtosolvetheproblemsinthedevelopmentprocessofcoastalregionsandrealizetheco-

ordinateddevelopmentofcoastalzonehasbecomeanissuethatcannotbeignored.Inthispaper,

byconstructingtheevaluationindexsystemofcoordinateddevelopmentlevelincoastalzone,by
usingAHPmethodandDelphiexpertconsultationmethodtodeterminetheweightofeachindica-

tor,thispaperusedthecoefficientcoordinationdegreeofvariationtomeasurethecoordinatedde-

velopmentlevelofcoastalzoneinShandongProvince,anddeterminedtheevaluationstandard.

Ontheprovincialscale,theevolutionarycharacteristicsof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level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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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stalzoneinShandongProvincefrom2009to2018werestudied,theresearchresultsshowed

that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levelofShandongProvincecoastalzonewassimilartothe“M”

curve,showinganupwardtrend,andhadgonethroughuncoordinateddevelopmentstage
(2009),comparativecoordinationstage(20102011),coordinateddevelopmentstage(2012-

2018),andbasedonthemeasurementresults,fromfouraspectsabouttheenvironmental,re-

sourceprotection,economicdevelopmentandsocialdevelopment,countermeasurestoimprove

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ofthecoastalinShandongProvincewereproposed.

Keywords:Coastalzone,Coordinated developmentlevel,AHP method,Delphi method,

ShandongProvince

1 绪论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海岸带是海洋和陆地相互作用的地带,是地球

上水圈、岩石圈、大气圈和生物圈之间相互作用最

频繁、最活跃的地带,兼具了海洋和陆地两种不同

属性的环境特征,资源和环境条件比较优越。由于

资源、环境上的优越性可以在发展陆域经济的同时

兼顾海洋经济效益的开发,因此海岸带成为社会经

济地域中的“黄金地带”。海岸带经济开发需求的

不断扩大,吸引了大量人口流入,导致人口的大量

增加,海岸带面临着环境压力加大、海岸带资源日

益短缺、海洋生态系统退化严重、海洋环境污染加

重等一系列的问题[1]。

山东省作为我国海洋资源大省,海岸带资源的

开发和海洋经济发展对我国GDP的贡献巨大,因此

山东省海岸带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对于山东经济乃

至全国经济都有积极的影响。如何解决海岸带地

区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实现海岸带地区的协调可持

续发展,已经成为海岸带地区重点关注的问题。对

山东省海岸带协调发展水平进行研究,揭示海岸带

系统协调发展的变化规律,为海岸带地区环境治

理、资源保护、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1.2 研究现状与研究内容

1.2.1 研究现状

协调发展的研究最早开始于对环境与经济关

联性的定性研究[2-3],探讨了生态环境与经济之间

的联系和相关关系,但还缺乏定量分析。20世纪

60年代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两个系统的关系

进行定量分析。定量分析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

是利用主成分分析法[4]、因子分析法[5]、耦合协调度

模型[6-7]、灰色关联分析法[8]、集对分析法[9]、回归

分析法[10]、系统动力学模型[11]等方法对环境与经

济协调度进行测度与评价;二是利用 GM(1,1)模

型[12-15]、模糊物元评价模型[16]、系统动力学模型[17]

等对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进行预测。这些研

究涉及的研究区域大多以城市为主,研究视角大多

集中在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关于社会因素对环

境的影响考虑较少,对海岸带地区协调发展问题也

涉及较少。如何使海岸带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与脆弱的生态环境相协调,是如今大力发展海洋经

济大背景下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部

分学者开始对海岸带地区的协调发展水平进行研

究。如:王红莉[18]通过构建海岸带综合管理模型对

渤海湾海岸带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间的相互

关系进行了研究,并为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提出了合理化建议;迟姗等[19]利用可变模糊模型,

对辽宁海岸带1997—2011年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

发展综 合 指 数 的 时 空 分 异 性 进 行 了 测 度;关 伟

等[20]、高宇[21]、陈妙红等[22]、王春子等[1]、黄丽华

等[23]利用协调发展度模型分别对辽宁省、温州市、

连云港市、福建省和厦门港海岸带地区经济与环

境的协调度进行了定量分析;张远等[24]利用综合

指数法对天津市海岸带的协调度进行了计算,并

利用GM(1,1)模型对未来15年的协调水平进行

了预测;孙继辉等[25]定性分析了辽宁沿海经济带

海洋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

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周乐萍[26]运用DEA模型

对辽宁省海陆经济协调度进行了测算与评价;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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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柱等[27]利用综合指数评价模型对深圳市海岸带

经济与 环 境 协 调 发 展 水 平 进 行 了 定 量 评 价;常

亮[28]构建了海岸带ESREE多维耦合系统模型,评

价了大连海岸带的协调耦合度。当前对于海岸带

地区协调发展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区域多样,但绝

大部分集中在对海洋生态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方

面进行研究,对社会系统考虑较少。山东省是海

洋经济强省,目前还没有学者对山东省海岸带协

调发展水平进行研究。

1.2.2 研究内容

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①借鉴前

人的研究,构建海岸带地区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

系和方法模型,结合海岸带地区协调发展的相关理

论和海岸带地区的特点,以及评价的指标体系和方

法模型,对协调发展水平进行计算和等级划分。

②山东省协调发展的演变过程分析,在海岸带地区

协调发展水平测度结果的基础上,通过纵向对比,

研究山东省2009—2018年的海岸带协调发展水平

演变特征,并借助纵向研究的结果,提出山东省海

岸带地区协调发展的解决对策。

2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2.1 地区概况

山东省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包括半岛和内

陆两部分,山东半岛位于渤海和黄海之中,三面环

海,大陆海岸线北自无棣县的大口河河口,南至日

照市的绣针河口,全长3345km,占全国大陆海岸

线的1/6,沿海滩涂面积约3000km2,占全国的

15%,全省近海海域17万km2,占渤海和黄海总面

积的37%[29]。水 产 种 类 丰 富,主 要 经 济 鱼 类 有

40余种,虾蟹贝类百种以上,经济价值高[30]。山东

海洋生产总值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二,海洋渔业、

海洋生物医药、海洋电力等多个产业位居全国第

一。截至2018年年底,山东全省沿海港口总泊位数

达到597个,其中万吨级以上泊位307个,总通过能

力达8.6亿t,沿海港口运输能力居全国第2位[31]。

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原始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

网站公布的标准数据、《山东省统计年鉴》(2010—

2019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2010—2017年)和

《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9—

2018年),部分数据来源于2009—2018年《山东省环

境状况公报》,其中2018年涉及海洋相关数据尚未公

布,故选用2017年数据替代,其他个别缺失数据利用

插值法进行补足。

3 山东省海岸带协调发展水平测度

3.1 构建海岸带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3.1.1 构建指标体系

评价海岸带地区协调发展的关键是构建海岸

带协调发展指标体系,综观21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在

研究区域协调发展、区域环境承载力等方面的研

究,建立区域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原则主

要有:①全面性,对海岸带地区协调发展指标体系

进行构建时,应该考虑全面,使其能够比较完整地

反映海岸带区域的状况。②科学性,指标体系中选

取的各项指标能够用来客观评价海岸带地区的协

调发展状况。③可获得性,指标体系中的数据要便

于获得并且真实可靠。④层次性,指标体系要层次

分明,根据各项指标的逻辑关系划分不同的层次。

⑤动态性,由于海岸带的协调状况是随时间不断变

化的,在进行指标的选择时应该尽可能地选择随时

间演变的指标。

协调发展强调的是整体性的发展,不是单一要

素的发展而是多种要素综合发展,地理系统包括自

然系统与人文系统,在构建评价体系时,应该尽可

能地反映自然系统与人文系统的情况。根据人地

关系地域系统理论结合海岸带发展的特点,本研究

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共分为4个层次,如表1所示。

第一层为目标层,即海岸带地区协调发展水平(A);

第二层为准则层,包含2个层次,即自然系统指数

(B1)、人文系统指数(B2);第三层为要素层,包含

4个要素,即生态环境(C1)、海洋资源(C2)、社会发

展(C3)、经济发展(C4);第四层为指标层,共选取了

14个指标(D1~D14)。

3.1.2 指标因子的解释

(1)生态环境要素,选取了海洋自然保护区面

积、新增造林面积、可吸入颗粒物年均浓度、较清洁

海域面积和工业废水处理量5个指标来分别反映海

岸带地区近海海域生态环境、陆地生态系统、海岸



46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22年 

带地区大气环境状况、海岸带地区水环境和沿海地

区城市污染物处理状况。

表1 海岸带地区协调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

层A

准则

层B

要素

层C
指标层D

海

岸

带

地

区

协

调

发

展

水

平

A1

自然

系统

指数

B1

生态环境

C1

海洋自然保护区面积D1

新增造林面积D2

可吸入颗粒物年均浓度D3

较清洁海域面积D4

工业废水处理量D5

海洋资源

C2

码头长度D6

海洋矿产产量D7

人均海岸线长度D8

人文

系统

指数

B2

社会发展

C3

人口总量D9

城镇居民人均住宅面积D10

城镇化率D11

海洋科研课题数量D12

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D13

经济发展

C4

GDPD14

固定资产投资额D15

全年进出口额D16

(2)海洋资源要素,选取了码头岸线长度、海洋

矿产产量和人均海岸线长度3个指标来反映海岸带

地区的港口资源、海洋矿产资源和海岸线资源。

(3)社会发展要素,选取人口总数来反映海岸

带地区的人口资源状况,选取城镇化率和城镇居民

人均住宅面积来反映海岸带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发

展状况,选取海洋科研课题数量和高等学校在校学

生数来反映海洋科研与管理能力。

(4)经济发展要素,选取GDP来反映海岸带地

区经济发展规模,选取固定资产投资额来反映海岸

带地区的固定投资情况,选取全年进出口总额来反

映地区的对外贸易情况。

3.2 指标体系的标准化处理

为了使数据具有可比性,需要对收集到的数据

进行标准化处理。本研究将收集到的数据采用指

数化的处理方法,将所有的数值都映射到特定的数

值区间[0~1]内,可以使后续的计算结果更加精

确。指数化处理中,将所有的指标分为两大类:对

指标层有正向作用的为正向指标;对指标层有负向

作用的为负向指标。具体计算公式如下[9]:

xi=

(x-xmin)
(xmax-xmin)

(正向指标)

(xmax-x)
(xmax-xmin)

(负向指标)

ì

î

í

ï
ïï

ï
ï

式中:xi 为标准化处理之后的数值;x 为指标原始

数值;xmax为某个指标中的最大值;xmin为某个指标

中的最小值。

3.3 确定评价指标权重

指标权重是指评价体系中的每个指标的重要程

度,本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法(AHP)结合德尔菲专家

咨询法(DelphiMethod)来确定评价体系中各指标的

权重。层次分析法是美国运筹学家 A.L.Saaty于

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

析方法,将需要解决的问题分为不同的层次结构,在专

家打分的基础上,求解判断矩阵的特征向量,以此来确

定各指标的权重,进行决策分析。判断矩阵是根据目

标层中的评价目标,判断每一层中的目标Bi(i=1,2,

3,…,n)的相对重要性的矩阵,其形式见表2。

表2 Bi对Bj的相对重要性的判断矩阵

Ak B1 B2 B3 … Bn

B1 b11 b12 b13 … b1n

B2 b21 b22 b23 … b2n

︙ ︙ ︙ ︙ ︙ ︙

Bn bn1 bn2 bn3 … bnn

bij表示对于Ak而言,Bi对Bj相对重要性的判断

值(i=1,2,…,n;j=1,2,…,n),bij的取值见表3。其

中bij的取值可以与专家咨询法相结合,综合每位专

家的打分值来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与特征向

量,通过一致性检验后,从而确定Bi的权重。

表3 AHP判断矩阵取值的含义

bij 含义

1 Bi 与Bj 同等重要

3 Bi 与Bj 稍微重要

5 Bi 与Bj 明显重要

7 Bi 与Bj 张烈重要

9 Bi 与Bj 极其重要

2、4、6、8 Bi 与Bj 的重要性介于1~3、3~5、5~7、7~9之间

bij=1/bji Bi 与Bj 的不重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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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通过专家咨询法构造判断矩阵,利用

AHP法计算出了各项指标的权重,并通过了一致性

检验,各项指标的具体权重值见表4。

表4 海岸带地区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目标层A 准则层B
要素层C 指标层D

指标 权重 指标 权重

A1

B1

C1 0.5

D1 0.0625

D2 0.1875

D3 0.1071

D4 0.1071

D5 0.0357

C2 0.5

D6 0.2500

D7 0.1250

D8 0.1250

B2

C3 0.6

D9 0.0500

D10 0.1000

D11 0.2000

D12 0.1000

D13 0.1500

C4 0.4

D14 0.3210

D15 0.3950

D16 0.3950

3.4 海岸带协调发展度评价模型

廖重斌[7]通过在诠释协调发展概念的基础上,

利用变异系数提出了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的计算

模型。王春子等[1]在廖重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

变异系数对福建省海岸带地区的协调度、发展度和

协调发展水平进行了测算。本研究借鉴这一方法

来测度山东省海岸带的协调发展水平,其计算公式

如下:

B1=
n

i=1
wixi

B2=
n

j=1
wjxj

C=
B1×B2

B1+B2

2
æ

è
ç

ö

ø
÷

2
é

ë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k

T=α×B1+β×B2

D=
 C×T

式中:B1 为自然系统指数;B2 为人文系统指数;

ωi 、ωj 为权重;C 为协调度;T 为发展度;D 为地区

协调发 展 水 平;α 和β 是 待 定 权 数,α、β 均 为

0.5,k≥2。

综合各位学者关于协调发展水平的研究成

果[7,32]和本研究测度结果,确定了海岸带地区协调

发展水平的评价标准(表5)。

表5 海岸带地区协调发展水平的划分标准

协调发展水平D 协调发展类型

0.6~0.9 协调

0.3~0.6 比较协调

0~0.3 不太协调

3.5 山东省海岸带协调发展评价结果

通过收集到的数据及3.4中的评价指标模型,

得出山东省2009—2018年海岸带地区协调发展的

评价结果(表6)。

表6 山东省2009—2018年海岸带协调发展水平评价结果

年份 B1 B2 T C D

2009 0.237 0.000 0.118 0.000 0.000

2010 0.393 0.144 0.269 0.618 0.408

2011 0.463 0.299 0.381 0.909 0.589

2012 0.462 0.398 0.430 0.989 0.652

2013 0.502 0.566 0.534 0.993 0.728

2014 0.650 0.669 0.660 1.000 0.812

2015 0.596 0.735 0.666 0.978 0.807

2016 0.385 0.793 0.589 0.774 0.675

2017 0.588 0.899 0.743 0.914 0.824

2018 0.492 0.924 0.708 0.822 0.763

4 山东省海岸带协调发展演变特征分析及

对策研究

4.1 山东省海岸带协调发展演变特征分析

4.1.1 自然系统指数和人文系统指数分析

根据图1,2009—2018年山东省海岸带地区自

然系统指数呈现波动式上升趋势,人文系统指数呈

现直线上升趋势,虽然发展状态略有不同,但总体

而言,山东省海岸带地区自然系统指数与人文系统

指数较2009年呈现增长趋势,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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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山东省海岸带自然系统综合指数和人文系统综合

指数变化曲线

(1)2009—2012年,自然系统发展指数高于人

文系统发展指数,人文系统发展比较滞后但增长速

度更快。本研究中自然系统指数和人文系统指数

是受选取的指标因子的影响,因此从要素层来看,

两个系统指数的高低受生态环境、海洋资源、经济

发展和社会发展4个主要因素影响。综合具体指标

来看,人文指数加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的发展

以及伴随而来的人民受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促

进了全民素质和环保意识的提高以及科技水平的

提高。自然系统指数的增长主要是因为植树造林,

海洋自然保护区的建设,污染治理水平的提高,环

境整治力度加大等措施带来的环境质量的改善,以

及加快港口建设、保护海岸线资源、海洋矿产的开

采与利用等一系列海岸带资源利用措施。但自然

系统指数和人文系统指数均较低,究其原因可能与

部分领域开发方式还比较粗放、产业结构不够合

理、科技水平较低、海洋综合管理能力和环境治理

能力与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速度不匹配有关。

(2)2013—2018年,人文系统指数高于自然系

统指数,自然综合指数在2014—2016年、2017—

2018年两个时间段出现下降趋势,变化趋势呈“M”

形。从指标体系来看,山东省海岸带地区自然综合

指数的下降与植树造林面积的减少、较清洁海域面

积的减少,以及人口数量过多带来的资源环境压力

有关。与自然系统发展趋势相比,人文系统发展程

度比较超前,2014年之后山东省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在很 大 程 度 上 促 进 了 人 文 综 合 指 数 的 提 高。

2015年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基

本建立,大大提高了山东省的综合经济实力和竞争

力,也使海洋科技创新能力大幅度提升。海洋经济

对外开放格局不断扩展与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促使

了人文指数的进一步上升。

4.1.2 山东省海岸带协调发展水平分析

根据图2,山东省海岸带的协调发展曲线呈

“M”形,经 历 了 3 个 阶 段,即 不 太 协 调 阶 段

(2009年)、比较协调阶段(2010—2011年)、协调发

展阶段(2012—2018年)。

图2 山东省海岸带协调发展度变化曲线

(1)不太协调阶段(2009年):从发展度和协调

度两方面来看,协调度高于发展度。协调水平低主

要是由于发展度低造成的,发展度受自然系统指数

和人文系统指数的影响。2009年自然系统指数和

人文系统指数都较低,因此发展度低,导致海岸带

协调水平较低,处于不太协调阶段。

(2)比较协调阶段(2010—2011年):2011年协

调发展水平超过0.3,进入比较协调阶段,协调度仍

高于发展度,但协调度与发展度之间的差距缩小。

自然系统指数高于人文系统指数,人文系统发展比

较滞后,但二者发展差距逐渐减小,自然系统逐渐

滞后于人文系统的发展水平。

(3)协调发展阶段(2012—2018年):协调度依

旧高于发展度,但协调度与发展度之间的差距进一

步缩小。自2013年开始,人文系统指数开始超过自

然系统指数,且差距逐渐加大,协调水平进一步提

高,达 到 0.6 以 上,进 入 协 调 发 展 阶 段。虽 然

2016年、2018年受自然系统指数的影响,协调发展

水平呈现下降趋势,但仍处于协调发展阶段。

4.2 山东省海岸带协调发展的对策研究

(1)环境治理方面。最重要的是加强海岸带生

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提高环境治理水平。要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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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产与生活污染的防治,加大污水处理厂的建

设,改进污水处理的技术工艺,有关部门加强监管

控制城市工业和生活污水的排放,防止未达到排放

标准的废水入海造成海岸带地区的污染;统筹规

划,合理布局,根据海水的自净能力,划分近岸海域

环境功能区来控制近岸海域的环境污染;优化海陆

生态环境,增加绿地面积,进一步改善海岸带地区

空气环境质量,继续加强海洋自然保护区的建设,

建立生态红线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保持滨海湿地

面积的稳定;要以《山东省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规划》

为指导,加快浅海海底森林营造、蓝色海湾治理、重

要河口生境修复、黄金岸线恢复、潮间带湿地绿化

“五大工程”的建设,修复海岸带生态环境,认真实

施《山东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围绕“海上山东建

设”和“碧海行动计划”,加强海洋生态建设改善海

洋生态环境。

(2)资源保护方面。为保证海洋产业的发展,

经济利益的驱动,导致海洋资源的需求量不断增

加,以及海洋矿产开采量逐年增加,出现了诸多资

源不合理开发利用的现象,因此需要优化海洋开发

格局,合理安排海洋资源开发的时间顺序,提高海

洋资源的集约利用程度,控制海域开发强度和规

模,防止过度开发造成海岸带生态环境承载力过

载;围海造陆、填海建港、码头建设等导致天然海岸

线不断减少,沿海滩涂、湿地面积锐减,因此在海岸

带地区工程建设过程中要注重海岸线与滩涂资源

保护,有关部门需要严格监管,控制各类建设用地

规模,将资源保护放在首位。

(3)经济发展方面。发展海洋经济主导型协调

发展模式[33],以经济发展带动社会进步,以此来为

海岸带生态保护与修复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最终

实现协调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第二、第三产业

比例,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避免粗放式的经

济发展方式,依托黄河三角洲、莱州湾、胶州湾等建

设特色海洋经济区,依托“山东蓝黄”两区和山东青

岛西海岸新区,培育海洋优势产业集群,建设山东

蓝色经济示范区和高效生态经济区,借助海洋资源

优势,发展海洋特色产业,顺应山东省海洋生态文

明建设的规划,促进海洋科技链与海洋经济链的有

机融合,重点发展海洋物流、海洋能开发、海洋旅游

等新兴产业;山东省作为沿海地区,也要充分发挥

港口的经济效益,港口是海洋经济发展的基础,要

发展壮大临港产业,建设临港基地,强化港口的龙

头地位,创造新的经济增长极;同时利用“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的战略优势,提高开放合作水平,加强

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的联系,发展外向型经济,

促进海洋产业更好的走出去。

(4)社会完善方面。根据山东省实际情况,借

鉴国内外的海岸带开发经验,加强海岸带综合管

理。沿海地区由于生态、经济条件的优越性,吸引

大量人口趋向沿海地区移动,但沿海地区的人口环

境容量有限,人口增加势必会给海洋生态系统尤其

是离人类活动更近的海岸带系统带来巨大压力,也

会导致人均海洋资源持有量的下降,但经济社会大

发展离不开人口,因此要从思想观念入手,加强海

岸带保护教育与宣传,提高人民素质和环保意识并

且提高公众参与度,转变人的意识与行为;实现海

岸带协调发展,政府的引领带动作用不容忽视,政

府要制定优惠政策,吸引产业入驻,加大对海洋新

兴产业发展的扶持力度,加强各涉海部门的交流与

合作,完善海岸带管理的法律法规,建立完整有效

的海洋管理法规体系;除此之外还需加大海洋科技

的自主创新能力,加大对海洋科研课题的审批力

度,继续培养海洋专业人才,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

在政府监管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

畅通公众参与渠道,健全监督机制,构建全民参与

的社会行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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