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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广西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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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文章在分析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内涵的基础上，以海洋产业发展能力、

海洋资源供给能力、海洋环境治理及保护能力、海洋科技发展能力４个方面１９项指标构建

了广西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分析了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年广西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状况。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期间，广西海洋经济可持续发

展能力总体趋势是上升的，并可分为两个阶段；海洋产业发展能力对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

能力提升作用显著；海洋科技发展能力和海洋环境治理及保护能力的薄弱严重制约了海洋

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并据此为广西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建议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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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作为全球生命支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海域资源开发正被人们认为是２１世

纪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海洋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随

着泛北部湾经济区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海洋经

济在广西国民经济中的贡献越来越突出。然而

在沿海地区经济高速增长以及对海洋开发利用

广度与深度不断拓展的同时，传统与粗放型的

海洋经济发展方式导致的海洋资源消耗强度加

大、废弃排放物增多、海洋生态环境恶化等问

题也越来越严重，海洋经济与资源环境、社会

发展之间不相协调等问题日益影响到海洋经济

的健康持续发展。因此，准确评价海洋经济可

持续发展水平是科学把握海洋经济开发尺度的

重要保证［１］。

广西海岸线位于我国海岸线的西南端，东

与广东省廉江市交界于英罗港，西与越南交界

于北仑河口，大陆岸线长１６２８．５９ｋｍ。滩涂

１００５ｋｍ２；岛屿众多，除防城港、龙门岛、京

族三岛因经济开发而与大陆相连成为半岛外，

有面积５００ｍ２ 以上的岛屿６５１个，岛屿面积

６６．９０ｋｍ２，岛屿岸线４６０．９ｋｍ；广西沿海０～

２０ｍ等深线浅海面积６４８８ｋｍ２。广西近岸海域

岸线迂回曲折，港湾众多，滩涂广阔，资源丰

富，在北部湾经济区发展中具有重要资源作用。

本文综合研究了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间广西海洋经济

可持续发展能力状况，不仅有利于了解广西海

洋经济发展趋势、优化广西海洋资源和陆域资

源协调发展、妥善处理海洋产业和陆域产业竞

争和统筹关系，而且有利于制定有效的海洋经

济调控政策，进而促进广西海洋经济的共同和

谐发展。

１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目前，关于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方

法，学者们主要采取主成分分析、层次分析、

灰色关联综合评价模型［１－６］等方法。影响海洋经

济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很多，并且各个影响因素

中存在一定的相关性。通过主成分分析可以在

不减少信息的情况下，将原来众多具有一定相

关性因素指标，重新组合成少数几个互不相关

的指标来代替原来的指标。而且，该方法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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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素较小，在确定指标权重时较为客观，

比其他主观色彩浓重的加权方法更加科学。鉴

于此，笔者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广西海洋经

济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评价。

本文的研究数据来自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 《中国

海洋统计年鉴》 《广西统计年鉴》 《广西国民经

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在查得２０００—

２００９年广西社会经济及海洋自然、经济相关数

据的基础上，根据图１构建的指标体系，计算

出海洋可持续发展指标数据，并将指标层中的

１９个指标作为因子研究中的变量。本文采用的

分析软件为ＳＰＳＳ１７ （中文版）。

２　广西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

系的构建

２１　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内涵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新的发展观，是以人类社

会与自然和谐及发展为目标，以经济社会与环境

协调为途径，逐步实现一条人口、环境、资源

与发展相协调的道路［７］。

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在

海洋领域的具体体现，它是这样一种发展模式，

即：为了满足当代及后代人对海洋产品的需求，

人类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物质装备手段，选择

适当的海洋开发方式和资源利用模式，在确保

生态环境得到正确保护下，科学合理地开发利

用海洋资源的过程。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意

味着在某时间段内，其中的任意前一时间点上

的海洋经济发展水平都落后于后一发展水平。

从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来看，海洋

经济可持续发展涉及海洋资源、环境、经济和

社会等诸多因素，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

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很显然，主观因素包

括海洋自然资源条件、海洋经济发展水平、海

洋环境治理能力、海洋科技发展水平等因素，

客观因素主要是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因素。而海

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是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

的必须主观条件、内在动力，即海洋经济可持

续发展能力应包含以上主观因素。因此，海洋

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可以定义为：在一定技术

条件下，海洋系统内部各要素通过自身的发展

和相互间的互动反馈，支撑海洋经济可持续发

展的整体能力。

２２　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构建

　　通过对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内涵的分

析，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涉及多个海洋系统，

具体包括海洋资源供给、海洋经济、海洋环境

治理与生态保护、海洋科技等子系统，在对其

能力评价指标选取时应综合考虑这些子系统因

素。本文根据指标体系构建的科学性、系统性、

可操作性、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等原则，在分析

前人研究成果［１－１０］的基础上，并根据广西海洋

发展的实际情况，以４个方面１９个指标构建了

广西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图１）。

图１　广西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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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广西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

３１　主成分提取与分析

将１９个指标用公式 （狓犻－狓犻）／犛犻进行标准

化处理，消除量纲。其中：狓犻 为历年指标实际

值，狓犻为历年指标数据的平均值，犛犻 为历年指

标数据的标准差，利用ＳＰＳＳ１７．０ （中文版）软

件因子分析模块中的主成分分析，可提取出海

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系数矩阵、解释的总

方差、初始因子主成分载荷矩阵 （表１）等。根

据特征根大于１的原则，提取４个公因子。从特

征根的累积贡献率看，前４个特征根的累积贡

献率达到了８９．１９％，即４个主成分所包含的信

息足以代表原先１９个指标所表示的主要特征。

主成分载荷矩阵反映了各项指标与各主成

分 （得分）间的相关系数。文章从主成分载荷

绝对值的最大值进行分析。根据表１可知，主

成分犉１ 相关系数包括了主成分载荷绝对值的最

大值部分，而且值很大，表明这些指标对海洋

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有着显著的促进或

抑制作用，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受到多方面因

素的影响和制约。这些指标包括海洋产业发展

能力中的所有指标、海洋资源供给能力中除了

海水养殖产量指标外的指标、海洋环境治理与

生态保护能力指标中的沿海城市工业固体废弃

物排放量和主要海洋产业总值与工业固体废弃

物排放量比指标以及海洋科技发展能力中的海

洋科研机构数、海洋科研人员等指标。

有４个主成分载荷绝对值的最大值出现

在犉２ 中，这些指标包括沿海城市工业废水排

放总量、海洋科技课题数、海洋科技成果应

用、海洋科技服务项目等指标，表明海洋科

技发展能力对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

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却仍极大地受到海洋

环境治理与保护能力制约。因此，应重视海

洋科技对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带动作用，

并努力做到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

护的和谐发展。

表１　初始因子主成分载荷矩阵

指标
主成分

犉１ 犉２ 犉３ 犉４

主要海洋产业总产值／亿元 ０．９０４７ －０．００１６ ０．２８０７ －０．１２２８

主要海洋产业总产值占ＧＤＰ比重／％ －０．６６６５ ０．６５８６ －０．２００７ －０．０４３６

海洋旅游客运量／万人次 ０．７８１７ －０．１１８３ －０．０７０８ －０．４５５２

港口货物吞吐量／万ｔ ０．９８０６ －０．１６７７ －０．００８４ ０．０２３８

海水养殖面积／ｈｍ２ －０．６２６６ ０．２２０１ ０．５３４３ ０．１４９１

海水养殖产量／ｔ －０．２２５５ －０．４８６４ ０．６０５４ ０．５５０６

海洋捕捞产量／ｔ ０．６５０６ ０．４８４１ ０．３４８５ －０．２６１７

海盐产量／万ｔ ０．６１１１ ０．５５９６ －０．１３４１ －０．１４７１

海砂矿产量／ｔ ０．７５６６ －０．４３７８ －０．３９４８ －０．０３６３

沿海城市工业废水排放总量／ｔ ０．３１３１ －０．７７７８ ０．４５８３ －０．０７０８

沿海城市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万ｔ －０．８７４３ ０．１２２７ ０．２１９１ －０．１４２１

海洋自然保护区面积／ｈｍ２ ０．０８０４ ０．５８９０ －０．６６２６ ０．２０４５

主要海洋产业总值与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比／ （万元·ｔ－１） ０．９８７８ ０．０４７２ ０．０５８３ ０．０９９７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０．２８２５ ０．４３５３ －０．４５３５ ０．５５６５

海洋科研机构数／个 ０．９５６１ －０．０２８０ ０．０３３５ ０．２２２３

海洋科研人员数／人 ０．８６５５ ０．３４２２ ０．２５２３ ０．２１７７

海洋科技课题数／项 ０．４３５５ ０．７２８４ ０．４４２９ ０．１４６０

海洋科技成果应用／项 ０．２４７１ ０．８３４５ ０．４１５０ ０．０２８３

海洋科技服务项目／项 －０．３１２４ ０．８２９５ ０．２３３２ －０．２３７０



１１０　　 海洋开发与管理 ２０１３年　

３２　广西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测算

采用构造评价函数的方式来比较历年广西

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水平，评价函数为：

犢＝∑
犿

犼＝１

犪犼犉犼，其中，犉犼＝∑
狀

犻＝１

λ犻狓犻为所提取的主成

分得分，由经过标准化处理的变量矩阵乘以对

应的特征向量计算得出；犪犼 为对应主成分的方

差贡献率。通过评价函数可以计算出广西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综合

得分。由于综合得分的数值描述的是研究期海

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相对水平，因此有可

能存在负值。同理，可分别计算出海洋产业发

展能力、海洋资源供给能力、海洋环境治理及

保护能力和海洋科技发展能力的变化情况，详

见表２和图２ （为了便于分析及图表的美观，原

图在纵轴轴上平移１．５个单位）。

表２　广西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综合得分 （标准化值）

年份
海洋产业

发展能力

海洋资源

供给能力

海洋环境治理

及保护能力

海洋科技

发展能力

海洋经济可

持续发展能力

２０００ －１．２５２８ ０．２３７５ －０．０５８０ ０．２１３１ －０．１９３０

２００１ －０．８８２５ －０．６８１０ －０．４８１０ －０．２４７１ －０．５８６０

２００２ －０．５２２８ ０．２４４７ －０．２７７９ －０．３１８２ －０．２９０９

２００３ －０．３７５７ －０．７２５３ －１．２５８２ －０．２７０７ －０．６４７３

２００４ －０．６１４５ －０．６９２０ －１．２４２０ －０．４５０３ －０．７７９７

２００５ －０．２４９３ －０．７１４７ －０．７７３６ －０．８８１０ －０．７７９７

２００６ ０．０３７８ －０．７１６５ ０．６１９５ －０．２５２９ －０．１１２５

２００７ ０．５５６８ －０．４１６２ ０．９１５９ －０．３０２７ ０．１２６７

２００８ １．５２５９ １．４００４ ０．７８９９ －０．２３４２ ０．７５１１

２００９ １．７７７０ ２．０６３１ １．７６５６ ２．７４４０ ２．５１１４

图２　广西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

３３　广西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分析

３３１　广西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总体上呈

上升趋势

　　从图２中可以看出，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间广西

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总体趋势是上升的，

呈现出阶段性发展模式，大体上可以将其分为

两个发展阶段。

（１）发展滞留阶段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在这

一阶段中，广西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非但

没有提升反而出现下降趋势。在４个方面影响

因素当中，除海洋产业发展能力有所提升外，

其他方面都有下降趋势。说明了本阶段海洋经

济的发展主要靠海洋产业发展支撑，而海洋资

源供给能力的不足、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及保护

能力的薄弱、海洋科技的落后却成为海洋经济

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在此阶段广西主要海

洋产业仍然以渔业、交通运输业、滨海旅游业

等产业为主，各产业都在稳定发展。主要海洋

产业总产值从２００２年的１１０．４５亿元增加到

２００５年１４７．２１亿元，年平均增速为５．５５％，海

洋旅游人数平均每年以２．３万人次递增，港口

运输量年平均增速达到２１．５６％。

２００２年１月１日，我国 《海域法》正式实

施，我国海域开始从 “无偿、无期、无序”使

用时代进入到海域使用有偿使用时代。海域资

源有偿使用必然会对海洋资源的供给能力产生

影响。广西的海水养殖面积、海洋捕捞产量等

在这阶段基本上保持不变，只有海滨矿砂产量



第８期 何显锦，等：近十年广西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 １１１　　

在增加，这应该归因于陆域社会经济的快速发

展所需。但是陆域的发展，在科技水平滞后的

情况下必然会造成对海洋生态环境的破坏，从

而凸显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及保护能力的不足。

根据指标的原始数据，在这阶段沿海城市工业

废水排放总量有增无减，而其排放达标率却在

不断下降。

（２）稳步、快速发展阶段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

年）：在这一阶段广西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

出现快速提升趋势，支持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

的各个系统都在快速发展。海洋产业经济依然

稳步前进，虽然广西的海洋产业仍处于初级阶

段，海洋经济主要以传统的科技含量低的海洋

渔业、海洋盐业、滨海旅游、海洋交通运输等

为主，但是近年出现了一些海洋新兴产业，比

如海洋生物医药、海水利用等，海洋产业的多

样性，为广西海洋经济发展的发展注入了新的

活力；海洋科技呈现出跳跃性发展，主要是因

为海洋科研机构从２００５年以前的两个增加到

２００９年的９个，海洋科技人员从５７人增加到

４３３人，海洋科研能力显著提高。在这阶段广西

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及保护能力得到了快速提升，

主要表现在沿海城市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得到有

效控制，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也有所提高。

海洋经济总体上的快速发展不仅受到以上

分析的各因素影响还受到近年国家、地方出台

的规划、政策影响。２００８年１月，国家批准实

施了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同年５

月，国务院批准设立广西钦州保税港区，这是

我国西南地区第一个保税港区。２００９年１月１

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为广西

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些规划、政策在推动

陆域经济发展的同时，对广西的海洋经济发展

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港口的开发建设加大

了对广西海域的利用与投入，海洋主要产业总

产值逐年攀升。

３３２　海洋科技水平高低制约广西海洋经济可

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速度

　　图２显示，在第一阶段中海洋科技发展能

力水平在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水平之上，

但在第二阶段中两者却反过来。由此表明，在

海洋经济可持续快速发展阶段海洋科技对其具

有制约性。在缓慢发展阶段中，海洋经济发展

模式属于粗放型发展模式，依靠生产要素的大

量投入和扩张实现的海洋经济的增长，对海洋

科技的要求不高，海洋科技对海洋经济的发展

制约性较小。但是海洋的特殊性及其开发使用

的高风险性 （海洋灾害等）造就了海洋科技在

海洋经济快速发展中的作用越显重要。科技作

为第一生产力，能够促使海洋产业结构的优化

和发展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依靠海洋

技术进步和创新是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保证。随着海洋开发利用的不断深入，对相关

科技水平的要求也在不断提升，海洋科技发展

能力的薄弱将成为提升广西海洋经济可持续发

展能力的瓶颈之一。

３３３　海洋环境治理及保护能力薄弱阻碍广西

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

　　根据图２，这１０年间广西海洋环境治理及

保护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总体趋势落后于

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水平。这验证了传统

发展模式，即先开发后治理，海洋经济的快速

崛起在依赖海洋资源的同时还以牺牲生态环境

为代价的。特别是近两年广西港口开发建设、

工程用海的需求不断增加，红树林、海草床等

典型海洋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根据 《中国

海洋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海洋性自然保护

区面积从２０００年的９９７．０ｋｍ２ 减少到２０１０年的

８０６．７８ｋｍ２，沿海城市工业废水直接入海排放

量在研究期间增加了将近一倍。２０１１年１１月份

北海市北岸浴场出现了赤潮，一定程度上说明

了海洋环境治理及保护能力的薄弱性。对海域

资源无度无序使用虽然在短期内能够获得可观

的经济效益，但是一旦其产生负的外部效益，

将会长期导致整个社会效益的降低，甚至对全

人类造成威胁。因此，海洋环境治理及保护能

力的薄弱将近一步阻碍广西海洋经济可持续发

展能力的提升。

４　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的统计分析结果显示研究

期间广西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逐年提高，

特别是近几年海洋产业发展迅速，但是薄弱的

海洋环境治理及保护能力和海洋科技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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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着广西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

环境治理能力及海洋科技急需加强。总体上，

本文所建立的指标体系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广

西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情况，但仍存在

一些问题，比如有关海洋新兴产业的原始数据

很难获取，所选取的海洋资源供给能力指标并

不能比较全面反映出海洋资源的状况。另外，

国家、地方有关海域资源使用的规划、政策也

对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很多影响，在评价

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时并没有选取这些因

素指标，并且这些因素指标很难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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