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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沿海各省、市、自治区在区位、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方式及科技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致
使海洋生态文明呈现不同的发展态势。因此,全面评价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进程,对促进沿海各省、

市、自治区海洋生态文明优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通过构建海洋生态文明进程评价指

标体系,运用时序动态综合评价方法和熵值法,测算了2006—2015年中国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结果表明:从分指标来看,海洋资源有序开发成果显著,促进了海洋生态

文明建设进程,但科研成果转化效率低,海洋产业开发多为中低水平,生态环境改善存在下行压

力。从整体来看,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空间差异。基于以上结论,应从

增加海洋产业科技研发投入、合理开发海洋资源、提高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加快海洋科技创新

等方面着手,以促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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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uetothedifferencesinurbanlocations,resourceendowment,economicdevelopment
modeandtechnologicaldevelopmentlevelofcoastalprovinces(cities),marineecological
civilizationpresentsdifferentdevelopingtrends.Therefore,theprocessofmarineecologicalcivili-
zationconstructionshouldbecomprehensivelyevaluated.Itisofgreatpracticalsignificanceto

promotetheoptimizeddevelopmentofmarineecologicalcivilizationincoastalprovinces(cities).
Byconstructingthemarineecologicalcivilizationevaluationindexsystem,thispaperappliedthe

entropymethodandtimeseriesdynamiccomprehensiveevaluationmethodtoestimatethemarine
ecologicalcivilizationconstructionstatusofthe11provinces(cities)inChinafrom2006to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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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sultsshowedthat:fromthepointofview,theorderlydevelopmentofmarineresourceshad

achievedremarkableresults,whichhadpromotedtheprocessofmarineecologicalcivilizationcon-

struction.However,thetransformationefficiencyofscientificresearchresultswaslow,thelow-

leveldevelopmentofmarineindustrywasmoreserious,andtherewasdownwardpressureonthe

improvementofecologicalenvironment.Fromtheoverallevaluationpointofview,therewerespa-

tialdifferencesintheconstructionofmarineecologicalcivilizationin11provinces(cities)alongthe

coastofChina.Basedontheaboveconclusions,weshouldstartfromincreasingtheinvestmentin

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researchofmarineindustry,rationallydevelopingmarineresources,

raisingawarenessofmarineecologicalenvironmentalprotection,andacceleratingmarinescience

andtechnologyinnovation,etc.,in orderto promotethecomprehensive,coordinatedand

sustainabledevelopmentofmarineecologicalcivilizationconstruction.

Keywords:Marineecologicalcivilization,Evaluationindexsystem,Marineresourcesdevelopment,

Timeseriesdynamiccomprehensiveevaluation,Sustainabledevelopment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方

面,从内涵上来讲,“海洋生态文明既包括海洋经济

持续稳定发展,海洋资源高效充分利用,海洋生态

环境持 续 显 著 改 善,也 包 括 海 洋 科 技 进 步 与 应

用”[1]。由于沿海各省(市、自治区)区位差异、资源

禀赋、经济发展方式、科技支撑力等多方面的原因,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因此,

如何有的放矢的促进海洋生态文明的优化发展、加

强对海洋生态文明建设问题的相关研究是当前应

予以关注和深思的领域。

1 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文献主要从海洋产业布局与结构变

动、海洋科技与海洋经济发展关系、海洋保护区建

设、海洋生态文明时空演化等角度开展海洋研究工

作。海洋产业发展与海洋经济发展关系上,狄乾斌

等[2]通过运用灰色关联分析及多元回归分析方法,

吴姗姗等[3]运用集对分析和主成分分析,分别研究

了海洋三次产业对海洋生产总值的关联度与贡献

度,李博等[4]通过研究认为沿海各地区海洋产业结

构的优化程度及变动对海洋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

明显的空间差异性,而鄢波等[5]则认为是这一空间

差异是由科技投入与产出的效率不同所导致。海

洋保护区建设上,曾江宁等[6]和郭亚军等[7]从中国

现有的海洋生态保护区的动态开发角度,而孙倩

等[8]和王彦彭[9]从保护现状着手,韩增林等[10]立足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分析了海

洋保护区建设与保护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构建海

洋生态红线或预警体系及相关实施原则。海洋科

技促进海洋经济发展问题上,李华等[11-12]通过建立

层次回归模型,探索科技进步如何协调海洋经济发

展和海洋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关系,并提出海洋领

域基于科技进步的合理性建议。

国外的研究注重理论分析与实践相结合,如生

物多样性价值评估、海洋治理中科技作用、保护区

的经济影响机制。SianE.Rees[13]通过构建GIS模

型,在海洋空间规划中将生态系统方式纳入决策框

架,了解海洋生物多样性对整体海洋空间的合理有

效利用所提供的价值,以期在海洋资源的经济型开

发时,对剩余海洋资源存量提供具体、有针对性的

保护。MatthewN.Reimer[14]通过建立双重差分和

合成控制模型,估计大型海洋保护区对商业渔业净

收入的长、短期影响,同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以探

究海洋生态保护区对海洋渔业资源保护与利用的

影响机制。WrightG[15]基于环境影响评估(EIA)

模型,探讨在新技术或新行业的情况下,运用科技

手段补充海洋治理框架下的环境项目层级来改善

海洋治理结构,从而实现对环境的最低影响。

当前,国内外学者对于海洋领域的研究往往角

度单一。一是对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研究,侧重于

海洋生态环境对海洋资源持续开发利用的影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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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局限于海洋自然环境的分析,较少从海洋生态环

境、海洋自然资源、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科技进步

多个系统,对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进行综合分析。二

是已有研究多关注于经济领域,缺乏对海洋生态文

明的整体研究,往往造成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海洋

经济发展的对立。

本研究将海洋经济发展、海洋自然资源、海洋

生态环境、海洋科技进步有机联系起来。按照科

学、合理、相关的原则,将所有指标转换为统一的标

准进行生态文明评价,使得研究更具科学性、客观

性和整体性。通过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和方法,如

GIS制图等[16-19]直观分析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时

空演化,从而对更深刻地认识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为海洋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加强科技在海洋开

发中的利用程度,进而促进海洋经济发展提供参考

借鉴。

2 评价体系的构建与时序加权

2.1 评价指标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海洋生态文明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概念和系

统,评价指标必须覆盖海洋生态文明的各个方面,

且能够有效地反映海洋生态文明发展的动态变化。

指标选取依据科学性、客观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

并兼顾数据的可获得性,构建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指标体系(表1),其具体包含海洋经济发展水平、海

洋资源开发现状、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状况以及海洋

科技进步等4方面内容,20项指标。

为了探究与评价中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发展

变化,本研究数据选取2007—2016年《中国海洋统

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相关部门的

统计公报、主管部门工作报告,研究范围涉及中国

东部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行政区域具体包含

8个省、1个自治区和2个直辖市。

2.2 指标权重

基于本研究特点,避免权重设定的主观性问

题,选用熵值法作为权重的确定方法。熵值法的作

用主要是用来客观描述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各项指

标数据的均衡程度和离散程度,具体表现为若某个

评价指标的熵值大,则说明该项指标数据离散度

小,分布较均衡,反映该指标对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综合评价的影响越小,反之亦然。借鉴应用熵值法

计算指标权重的步骤主要包括对数据进行同向化

处理、数据的无量纲化、计算熵值、定义指标变异系

数,进而得出评价指标的权重。其数学表达式:

wj =
dj


n

j=1
dj

其中,wj 为指标权重,dj 为各指标变异系数。

表1 中国海洋生态文明进程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

单位

指标

趋势

中

国

海

洋

生

态

文

明

进

程

评

价

海洋

经济

发展

海洋

自然

资源

海洋

环境

保护

海洋

科技

进步

海洋生产总值 亿元 正向

海洋生产总值占GDP比重 % 正向

海洋产业增加值 亿元 正向

固定资产投资额 亿元 正向

沿海个人可支配收入 元 正向

近海与海岸面积 ×103hm2 正向

海水养殖产量 t 正向

海盐产量 万t 正向

人均水资源量 m3/人 正向

海洋捕捞产量 万t 逆向

工业废水排放总量 万t 逆向

工业固体综合利用量 万t 正向

海洋自然保护区面积 km2 正向

治理废水项目 个 正向

湿地面积 ×103hm2 正向

海洋科研机构数量 个 正向

海洋科技活动人员 人 正向

海洋科技创新能力 件 正向

海洋科技课题成果应用 项 正向

海洋造船完工量 万综合吨 正向

2.3 时序加权

由于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随时间变化而呈现

出不同属性特点的系统工程,由其子系统的时间序

列变化而引起的在不同时间点的评价指标需要适

时进行调整,即需要对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评

价体系所包含各项指标进行动态化处理。鉴于此,

本研究借鉴时序加权评价方法,方法如下:

(1)确定时序加权平均算子对。本研究借鉴已

有理论成果,定义 (μi,ai)(i=1,2…n)为时序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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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平均(TOWA)算子对,μi 为2007—2016年的时

间诱导分量,ai 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指标数据分

量,进而确定时序加权平均(TOWA)算子为:

F=[(μ1,a1),…,(μi,ai)]

进而为时间权向量的确定打下基础。

(2)计算时间权向量。对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指

标体系进行动态评价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计算时间

权向量,时间权向量ω=(ω1,ω2,…ωn)T 的含义是

对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不同时刻的重视程度,即按时

间远近来定义确定权重大小。首先定义时间权向

量的熵I和“时间度”λ公式:

I=-
p

k=1
ωklnωk

λ=
p

k=1

p-k
p-1

ωk

“时间度”λ的数值大小直接体现了在算子集结

过程中,其对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于不同时刻的重视程

度,当λ越接近0,说明评价者对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较

近期的数据愈加重视;当λ越接近1时,表明越重视

较远期数据;当λ=0.5时,表明对2007—2016年的

每一时刻重视程度相同。

在“时间度”λ给定下,求解时间权向量ωk ,依

据非线性规划模型求解:

s.t.

maxz=-
p

k=1
ωklnωk

λ=
p

k=1

p-k
p-1

ωk


p

k=1
ωk =1,ωk0,1[ ] ,k=1,2,…p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3)计算最终评价值。运用TOWA算子计算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最终评价值,公式为:

hi=F[(t1,yi(t1)),(t2,yi(t2)),

…,(tn,yi(tn))]=
n

t=1
ωkbγ

式中:hi 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最终评价值;ω =
(ω1,ω2,…ωn)T 为2007—2016年的时间权向量;

bγ 为t时刻对应的TOWA对中的yi(t)。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准则层指标评价

将准则层组成指标数据进行计算和整理,可以

得到实证分析的数据矩阵。进而带入熵值法权重

及得分计算,可以得到各项指标及综合指标的权

重,结果如各表所示。

3.1.1 海洋经济发展贡献度的指标分解

2006—2015年海洋经济发展对海洋生态文明

建设的贡献度(权重),其各部分数值如表2所示。

根据各年份的合计数值,整体来看,海洋经济发展

对海洋生态文明发展的贡献度呈波动上升的趋势。

分指标表现为:①海洋生产总值占GDP比重这一相

对指标和个人可支配收入对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

贡献度成密切的正相关关系。说明海洋经济和产

业的发展不仅是总量的增长,其在国民经济总量中

的相对份额更为重要,能直接促进海洋生态文明建

设的发展;更通过提高个人收入水平,改善了人们

的生产生活条件,这就使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获得了

强大的内源性动力。②固定资产投资的逐年增加,

并没有使固定资产投资对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贡

献度显著提高和主要海洋产业增加值的贡献度持

续增加,一方面固定资产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经济、

社会效益可能具有滞后性,另一方面固定资产的投

资结构和效率有待进一步优化。

3.1.2 海洋自然资源贡献度的指标分解

2006—2015年海洋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

护对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贡献度见表3,海洋自然

资源对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贡献度大小,大致以两

年为一个波动周期。分指标表现为:①近海与海岸

面积对海洋生态文明的贡献度总体呈上升趋势,成

为海洋自然资源这一指标促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的主要动力,侧面反映了我国在加强污染海域治

理,入海河流水土流失防治及污染物源头严控方面

取得实质成效。②海水养殖产量、海盐产量和海洋

捕捞产量对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贡献大小比较稳

定,这得益于沿海地区近海养殖业、海盐产业的稳

步发展,促进了海洋生态的良性循环,减轻对海洋

资源的无序利用。③2006—2015年沿海人均水资

源对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贡献度波动大,原因在于

人均水资源这一指标主要反映了可利用的淡水资

源的多寡对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其本身受海

洋气候影响,而造成降水和径流不稳定。由气候对

人们日常生活的客观影响和作用出发,体现了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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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以人为本”的理念。

表2 2006—2015年海洋经济发展贡献度的指标分解

年份 海洋生产总值
海洋生产总值

占GDP比重
海洋产业增加值 固定资产投资额

沿海个人

可支配收入
合计

2006 0.05057 0.04274 0.05021 0.05011 0.05027 0.2439

2007 0.05008 0.04999 0.04980 0.04961 0.04968 0.2492

2008 0.04993 0.04991 0.04981 0.04962 0.04960 0.2489

2009 0.04994 0.05040 0.04982 0.04974 0.04971 0.2496

2010 0.04991 0.05016 0.04985 0.04976 0.04980 0.2495

2011 0.04913 0.04932 0.04908 0.04907 0.06358 0.2602

2012 0.04925 0.04955 0.04924 0.04922 0.04927 0.2465

2013 0.05037 0.04996 0.05037 0.05037 0.05013 0.2512

2014 0.05034 0.05055 0.05038 0.05034 0.05030 0.2519

2015 0.04987 0.05024 0.04989 0.04978 0.04978 0.2496

表3 2006—2015年海洋自然资源贡献度的指标分解

年份 近海与海岸面积 海水养殖产量 海盐产量 人均水资源量 海洋捕捞产量 合计

2006 0.05010 0.05072 0.05030 0.05097 0.04994 0.2520

2007 0.04964 0.05014 0.04986 0.05057 0.04984 0.2501

2008 0.04967 0.05029 0.04991 0.05070 0.04933 0.2499

2009 0.04968 0.05040 0.05003 0.05005 0.04947 0.2496

2010 0.04979 0.05031 0.05005 0.05026 0.04964 0.2501

2011 0.04907 0.04961 0.04935 0.04921 0.04881 0.2461

2012 0.04919 0.04971 0.04948 0.07103 0.04887 0.2683

2013 0.05029 0.05086 0.05061 0.05093 0.04996 0.2527

2014 0.05028 0.05080 0.05060 0.03987 0.04993 0.2415

2015 0.04973 0.05032 0.05004 0.05019 0.04934 0.2496

3.1.3 海洋环境保护贡献度的指标分解

2006—2015年海洋环境保护对海洋生态文明

建设的贡献度(表4)。这一时期海洋环境保护对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贡献度指数波动无序。①治

理废水项目、湿地面积贡献度数值较为稳定,并没

有产生进一步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对海洋生

态文明建设的贡献度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一方面

说明目前两者规模是适当的,已满足现有需求;另

一方面反映了对已有处理设施的技术改进处于瓶

颈状态,湿地的生态效应也得到释放。②工业废

水排放总量、海洋自然保护区面积贡献数值有较

小波动,减少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建立海洋自然保

护区可以有效防止海洋生态环境恶化,从计算结

果可以看出,多数年份指标结果较好,说明对海洋

生态环境存在一定的积极作用,其中湿地具有强

大的生态净化作用,对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贡献较

好。③工业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量对海洋生态文

明建设的贡献度数值波动较大,工业固体废弃物

综合利用量在2012年出现极小值,2013—2015年

近3年的贡献度处于一个较高水平,这一趋势主

要得益于国家和地方调整政策,愈来愈重视相关

循环利用设施的投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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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2006—2015年海洋生态环境贡献度的指标分解

年份 工业废水排放总量
工业固体废弃物

循环利用量

海洋自然

保护区面积
治理废水项目 湿地面积 合计

2006 0.04978 0.05012 0.05052 0.05074 0.05046 0.2516

2007 0.04965 0.04983 0.04966 0.05057 0.05000 0.2497

2008 0.04973 0.04980 0.05011 0.05034 0.05002 0.2500

2009 0.04969 0.04985 0.05022 0.05049 0.05014 0.2504

2010 0.04980 0.04979 0.05016 0.05044 0.05015 0.2503

2011 0.04896 0.04948 0.04936 0.05006 0.04942 0.2473

2012 0.04904 0.03988 0.04951 0.05008 0.04954 0.2381

2013 0.05020 0.05058 0.05059 0.05052 0.05028 0.2522

2014 0.05038 0.05073 0.05058 0.05045 0.05026 0.2524

2015 0.04974 0.05011 0.05004 0.05013 0.04971 0.2497

3.1.4 海洋科技进步贡献度的指标分解

2006—2015年海洋科技进步对海洋生态文明

建设的贡献度总体极为稳定(表5)。①海洋科技创

新能力、海洋科技课题成果应用的贡献度波动较

小,尤其海洋科技创新水平10年来一直高于0.05,

说明中国在海洋科技创新能力上发展较好。海洋

科技课题应用水平较低,总体低于0.05,其对海洋

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度较少,海洋高科技转化效果亟

待加强。②海洋科研机构数量、海洋科技活动人员

的贡献度变动方向基本一致,并无太大规律可循,

根据统计资料,虽然我国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逐年

增多,但对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贡献度并没有表现

出持续增加的趋势,所以如何激励科研人员的创新

研究热情,提高单位人次的研究产出效率,十分重

要。③海洋造船完工量的贡献度指数呈“U”形分

布,其看似对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不直接相关,实则

不然,船舶作为海洋开发的主要载体与工具,直接

决定了人们参与海洋开发的深度,进而影响海洋生

态文明建设的程度。

表5 2006—2015年海洋科技进步贡献度的指标分解

年份
海洋科研

机构数量

海洋科技

活动人员

海洋科技

创新能力

海洋科技课题

成果应用
海洋造船完工量 合计

2006 0.05019 0.05061 0.05124 0.04994 0.05047 0.2525

2007 0.04973 0.05013 0.05043 0.04951 0.05129 0.2511

2008 0.04974 0.05016 0.05138 0.04959 0.05035 0.2512

2009 0.04943 0.05004 0.05114 0.04934 0.05042 0.2504

2010 0.04950 0.05020 0.05088 0.04941 0.05014 0.2511

2011 0.04880 0.04932 0.05002 0.04898 0.04935 0.2465

2012 0.04893 0.04945 0.05022 0.04899 0.04958 0.2472

2013 0.05008 0.05052 0.05099 0.05022 0.04218 0.2440

2014 0.05064 0.05063 0.05111 0.05089 0.05093 0.2542

2015 0.04960 0.05072 0.05097 0.04978 0.05001 0.2511

通过对准则层指标的分解,发现中国海洋经济 发展、科技进步、自然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方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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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一定成果,有力地促进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事业

的发展。但海洋开发领域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表

现为:一是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率低、低水平的开发

投资投入多;二是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依然

存在,海洋生态环境尚未得到根本扭转,今后的海

洋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中应着力加以解决。

3.2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整体评价

通过熵值法和时序动态评价方法得出中国沿

海11个省、市、自治区2006—2015年海洋生态文明

建设评价值yi(tk)(表6)。

表6 沿海地区2006—2015年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评价值

地区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天津 0.08559 0.08521 0.08444 0.08611 0.08533 0.08526 0.08432 0.08589 0.08585 0.08437

河北 0.08226 0.08220 0.08188 0.08171 0.08120 0.08146 0.08025 0.08395 0.08012 0.08021

辽宁 0.08808 0.09148 0.08792 0.09336 0.09399 0.09469 0.09560 0.09534 0.09335 0.09309

上海 0.09936 0.09732 0.09704 0.09928 0.09589 0.09555 0.09395 0.09414 0.09745 0.09429

江苏 0.09327 0.09649 0.09860 0.10066 0.09673 0.09865 0.09656 0.10066 0.09950 0.09924

浙江 0.09018 0.09240 0.08985 0.08811 0.08909 0.08936 0.08952 0.08846 0.09019 0.09091

福建 0.08908 0.08738 0.08677 0.08754 0.09013 0.08629 0.08985 0.08854 0.08858 0.09325

山东 0.11059 0.11040 0.10913 0.10639 0.10503 0.10661 0.10725 0.10608 0.10645 0.10384

广东 0.10765 0.10053 0.10317 0.09854 0.10127 0.10083 0.10193 0.09928 0.10129 0.10310

广西 0.07947 0.07802 0.07918 0.07837 0.07837 0.07862 0.08137 0.08094 0.07999 0.08059

海南 0.07748 0.07857 0.08201 0.07993 0.08297 0.08266 0.08303 0.08063 0.08165 0.07710

经征求相关专家意见后,取“时间度”λ=0.1
适宜,通 过 线 性 规 划 模 型 测 算 时 间 权 向 量 ω =
(0.0007,0.0014,0.0029,0.0061,0.0127,0.026

8,0.0564,0.1186,0.2495,0.5250)T。 运用熵值

法进行第一次加权处理,然后用公式(11)进行第二

次加权数据处理,突出时间权重影响效果,最终测

算出中国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海洋生态文明建

设综合评价结果(图1)。

图1 中国沿海11省、市、自治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综合评价结果

将图1中各省、市、自治区的综合评价指标数值

由高到低排序依次为:山东、广东、江苏、上海、辽

宁、福建、浙江、天津、河北、广西、海南。因此,海洋

生态文明建设总体水平最高的是山东,其结果为

0.1050,其次是广东0.1020,依次往后有江苏、上

海、辽宁、福建、浙江、天津、河北,排在最后两位的

分别是广西0.0804与海南0.0793。

从沿海三大经济圈来看,包括海峡西岸经济区

在内的珠江三角洲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上成效显

著;长江三角洲经济区次之,尚未充分发挥独特的

区位优势,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环渤海经济区排

名较为靠后,天津、河北与山东、辽宁存在较大差

距,内部发展不平衡;环北部湾经济区的排名垫底,

与其他地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力度还远远不够。

(1)山东省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最显著。得

益于该省加强对红线区的高水平规划和严格管制,

建立对全海域的海洋生态红线制度,把推动海洋产

业结构调整,加强对重点入海河流和陆源入海排污

口实时动态监控,密切关注入海口水质,并把海洋

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重要决策部署当中,成为该省

省级层面的战略要求。

(2)紧排其后的是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建设

水平处于中上游。这几个省份坚持以问题为导向,

准确把握本地区发展定位和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

内涵,同时沪、宁、杭注重加强区域政策协同,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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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深入研究海洋生态文明建设难点,提出了“健

康长江口、美丽杭州湾、魅力大都市”等目标,并设

置了“一带、五圈”的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布

局,有力地促进了海洋生态文明向前发展。

(3)天津和河北排名相对靠后,生态文明建设

效果相对较小。该区域由于渤海海域较为封闭,加

上水深浅,入海污染物总量多,煤铁等大宗货物海

运量大等因素,造成渤海海域自我净化能力弱,治

理难度大,故本区域以修复受损海洋生态系统、提

升海洋环境基础保障能力为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的

目标任务。

(4)广西、海南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排名垫底,

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海南是我国著名旅游目的地,

广西是面向东南亚开放的门户,都是海洋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点区域。排名垫底主要是由于这两个地

区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海洋相关产业开发晚,产

业结构较为单一,生态文明建设起点不高。两者应

该在“多规合一”、生态红线、海岸带管理、海洋环保

公益组织建设等方面进行积极有益的探索。

4 对策建议

我国沿海局部地区的海洋污染治理、海洋生态

保护取得一定成效,但并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的“先

污染、后治理”路径。必须大力发展海洋科技,重点

解决好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环境保护、海洋资源开

发利用之间的矛盾,以突破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

瓶颈。

4.1 增加海洋产业开发投入,促进海洋产业持续

发展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要把集约利用海洋资源、保

护海洋生态环境的理念,全面体现到海洋开发和经

济发展的各个领域、环节,坚持从再生产的全过程

维护海洋生态安全,构建循环、绿色的海洋经济体

系,实现海洋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重点是调整和

优化海洋产业结构和海岸带重化工业区域布局,努

力促进传统海洋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海洋战略

性新兴产业。落脚点是关注民生,强化海洋产业开

发与鼓励渔民转产转业相结合,在提高民众收入的

同时,增强其参与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意识与

积极性。

4.2 合理开发海洋资源,实现海洋资源动态平衡

海洋资源是进行海洋生产活动的内容,其归宿

是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但要避免以利益驱动

为唯一目的,不顾海洋资源的存量,无节制地开采

海洋资源,将导致资源的稀缺及自然恢复、循环的

困难,成为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的瓶颈。为此应制定

合理的开发规划,如海盐资源的开采规划、项目安

排及开采空间拓展;在海水养殖与海洋捕捞方面,

要实现养殖与捕捞的动态平衡,真正做到捕养结

合;同时,加大专项资金支持力度,建立渔业船员休

(禁)渔生产生活补助标准与全市最低生活保障标

准和国家规定的休(禁)渔时间变化联动机制,助力

海洋渔业“休养生息”。

4.3 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绿色生态屏障

海洋生态环境的好坏切实关系到人类的福祉,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开展经济活动、实现全面发展的

前提。为此,要进一步加大河口三角洲湿地、沿岸

滩涂的生态环境保护力度,着重建设一批海洋绿色

生态屏障区,制定、完善和落实合理可行的海洋生

态补偿办法,科学制定海洋资源开发项目与海洋保

护区的生态补偿制度。具体要做到以加强海洋生

态保护区的监督管理为基础,以加强废物、废气、废

水处理为出发点,以管控企业的乱排乱放行为、落

实污染企业责任追究制为重点,加大海洋环保宣传

力度、树立民众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为落脚点,

多种措施并举确保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实效。

4.4 加快海洋科技创新,提升科研成果转化效益

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效率较低的情况,

严重制约了我国海洋科技事业和海洋“高、精、尖”

产业的发展,也影响了海洋产业发展对民生改善的

促进作用。因此,各省、市、自治区要加大对海洋科

技发展的重视程度及研发资金投入力度,努力提升

海洋科技创新水平;以培养和发挥海洋科技领军人

才的关键作用,以人才促发展,充分释放海洋科技

对海洋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的支撑与带动作用;加

快海洋科研机构的规划、建设、建成和人才落地;完

善海洋应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建设,加快推进海洋

科技应用化进程;优化开发核心战略工程装备,实

现引领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持续和快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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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提升我国海洋产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及空间拓展

能力,最终达到提升科研成果转化效益的目的。

4.5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当前沿海区域发展不协调、不平衡,未能形成

海洋生态文明发展的联动效应。沿海各省、市、自

治区要加强新兴海洋科技产业的协调对接,特别注

重加快企业之间,企业与人才之间的互动,规范行

业经营秩序,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不正当竞争,

造成不必要的“负外部效应”;完善环境治理协同机

制、生态补偿机制等跨区域发展问题,对于发展海

洋生态文明建设先进地区,在更高层级上建立样板

示范单位宣传制度;加强政府间的交流与对话,尤

其要打破地域保护制度,促进各类要素在沿海地区

的快速流动;增加对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发展较慢地

区的财政资金拨付力度,促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

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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