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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养殖海域承载力是衡量海水养殖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的重要判据。文章构建包含压力、状态、

响应3个准则层共14个评价指标的养殖海域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08-2019年我国沿海

地区数据,运用熵权TOPSIS法确定指标权重并计算养殖海域承载力综合得分。研究结果表明:

我国养殖海域承载力逐年提高,综合得分从2008年的0.342升至2019年的0.458;压力层和状态

层得分较高,年均值分别为0.689和0.799,响应层得分较低,年均值仅为0.318;响应层得分较低是

我国养殖海域承载力综合得分较低的最重要原因。研究期间,我国沿海地区社会经济活动对养殖

海域产生的资源环境压力先下降、后持平、再上升,近岸海域的健康状态和受污染程度呈波动趋

势。我国养殖海域承载力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其中综合得分平均值最高的是广东,其次是海南、

山东和江苏;水产技术推广机构数量、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业占比、海水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是影响养殖海域承载力的最重要指标,海水养殖产值占GDP比重、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

量、近岸海域水质等指标也对养殖海域承载力有较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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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ofCarryingCapacityofMaricultureRegion
inChinaBasedonEntropyWeightTOPSIS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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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carryingcapacityofmaricultureregionisanimportantcriteriontoevaluatethe

sustainabledevelopmentlevelofmariculture.Thispaperestablishedanevaluationindexsystem

forcarryingcapacityofmaricultureregionwhichincludedpressure,stateandresponsecriterion

layerswith14evaluationindexes.BasedonthedataofcoastalareasinChinafrom2008to2019,

theentropyweightTOPSISmethodwasusedtodeterminetheweightsoftheindexesandcalcu-

latethecomprehensivescoresofthecarryingcapacityofmaricultureregion.Theresultsshowed



118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23年 

thatthecarryingcapacityofmaricultureregioninChinaincreasedyearbyyear,andthecompre-

hensivescoreincreasedfrom0.342in2008to0.458in2019.Amongthem,thescoresofthe

pressurelayerandthestatelayerwerehigher,withanannualmeanof0.689and0.799respec-

tively,whilethescoresoftheresponselayerwerelower,withanannualmeanof0.318.The

lowresponselayerscorewasthemostimportantreasonforthelowcomprehensivescoreofcar-

ryingcapacityofmaricultureregioninChina.Duringthestudyperiod,thepressureofresources

andenvironmentcausedbysocialandeconomicactivitiesofcoastalareasonmaricultureregion

firstdecreased,thenremainedflatandthenincreased,andthehealthstatusandpollution

degreeofcoastalareasshowedafluctuatingtrend.Thereweresignificantdifferencesinthecar-

ryingcapacityofmaricultureregionamongthecoastalareas.GuangdongProvincehadthehigh-

estaveragecomprehensivescore,followedbyHainan,ShandongandJiangsu.Thenumberof

aquaculturetechnologyextensioninstitutions,theproportionofmarinescientificresearch,edu-

cationandmanagementserviceindustry,andthegreentotalfactorproductivityofmariculture

industrywerethemostimportantindicatorsaffectingthecarryingcapacityofmariculture

region.TheproportionofmaricultureoutputvalueinGDP,thedischargeofchemicaloxygen

demandinwastewater,andthewaterqualityofoffshoreseaareasalsomadegreatcontributions

tothecarryingcapacityofmaricultureregion.

Keywords:Carryingcapacityofmaricultureregion,Mariculture,EntropyweightTOPSISmeth-

od,PSRtheory

0 引言

海水养殖通过提供高蛋白食物优化人们的饮

食结构,并通过调整渔业结构、提高居民收入等方

式在我国海洋产业中发挥重要作用[1]。随着海洋经

济的发展和人类活动的激增,近岸海域遭受过度开

发、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下降等压力[2],海水养殖

业的可持续发展也遭受海洋生态系统退化的巨大

压力[3]。在现有技术水平条件下,人类若无限制地

开发利用海域资源,将不可避免地陷入资源枯竭和

环境污染的困境,从而严重制约海洋产业的可持续

发展[4]。海水养殖业属于传统的资源导向型产业,

受海域资源环境的制约更为明显[5]。为衡量海域资

源环境对海水养殖业可持续发展的制约作用,学者

们探索采用养殖海域承载力进行评价。养殖海域

承载力是指海域在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的

前提下,能够承载和支持海水养殖相关活动的能

力[6]。养殖海域承载力评价有助于客观了解养殖海

域资源环境的现状和开发利用潜力,对于维持近岸

海域资源开发与海水养殖业发展的平衡关系具有

重要意义[7]。

近年来,海域资源的快速消耗和海洋环境的持

续恶化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海域承载力研究已成

为海洋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大量研究从

滨海旅游业发展[8]、围填海空间资源配置[9]、渔业空

间规划[10]等角度对海域承载力进行评价分析,少数

研究从渔业、海水养殖业可持续性的角度对海域承

载力进行探索[11]。渔业相关的海域承载力研究主

要包括3类:①采用海洋生态系统的渔业资源生态

容量表征渔业生态承载力,采用渔业生产海域面积

指标构建承载力指数,研究结果表明海洋渔业资源

处于生态超载状态[12];②讨论渔业和海洋生态系统

承载力之间的关系,并分析渔业对相关海域承载力

的影响[13-14];③基于渔业可持续发展评价海洋生态

系统的承载力[15-16]。

为科学评价海域承载力,国内外学者在评价指

标、评价方法方面进行大量的探索,为后续研究提

供有价值的借鉴和经验。①在评价指标方面,以往

研究主要从资源系统、生态系统、经济社会系统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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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选取指标[17-18]。近年来,为更系统地从整体视

角分析海域对人类经济活动的承载力,国内外学者

开始尝试从压力与承压关系的角度出发设计海域

承载力评价指标;这些研究将海洋作为载体,将人

口、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作为受载体,从载体和

受载体2个层面建立包含压力指标和承压指标的海

域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19-21]。②在多指标体系的

评价方法中,层次分析法[22-23]、熵值法[24]常被用于

指标赋权和承载力评价。在指标赋权过程中,熵权

法被认为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评价分析的不确定

性,从而使评价更加客观[25]。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对海域承载力进行有益探

索,但仍存在进一步深化的空间。目前对海域承载

力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对单一区域的分析,对养殖海

域承载力的综合研究较少。在评价方法中,层次分

析法基于主观经验划分指标阈值,容易造成一定的

定量偏差;熵值法直接将指标的信息熵作为评价

值,虽然保障评价结果的客观性,但沿海地区的海

域承载力是相对的概念,采用简单的熵值法可能无

法精确体现海域承载力的区域差异,而TOPSIS法

与熵权法的结合可以弥补这一不足。因此,本研究

对我国海水养殖业相关的海域承载力进行研究,构

建包含压力、状态、响应3个层次的养殖海域承载力

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进行指标赋权

和综合得分,以期准确评价我国养殖海域承载力。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熵权TOPSIS法

TOPSIS法基于距离度量的概念,通过计算样

本与理想解之间的距离得到样本的排序,是常用的

多属性决策方法。TOPSIS法具有较强的灵活性,

可以根据具体问题的需求和决策者的偏好进行调

整,如可以选择不同的距离度量方法和权重分配方

法。熵权TOPSIS法在 TOPSIS法的基础上采用

信息熵确定指标权重,能够减少主观因素对权重分

配的 影 响,提 高 模 型 的 可 靠 性 和 稳 定 性。熵 权

TOPSIS法充分考虑指标之间的相关性,避免传统

TOPSIS法在处理指标权重时存在的矛盾性和不一

致性问题。本研究的养殖海域承载力评价是多维

度、多指标的复杂问题,须考虑指标之间的相互关

系,且养殖海域承载力具有区域差异,因此采用熵

权TOPSIS法进行评价。

对于由m 个评价指标和n 个样本构成的决策

矩阵,矩阵元素为xij(1≤i≤n,1≤j≤m ),对
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yij

对于正向指标:x*
ij =

(xij -xj,min)
(xj,max-xj,min)

对于负向指标:x*
ij =

(xj,max-xij)
(xj,max-xj,min)

标准化值:yij =
x*

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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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得到的标准化矩阵Y= yij{ } m×n ,运用熵

权法得到各指标的熵值ej 以及权重wj 。

ej =-k
n

i=1
yijlnyij

  其中k>0,k=
1
lnn

,ej≥0

wj =
1-ej


m

j=1
(1-ej)

  运用TOPSIS法,构建加权后的规范化矩阵Z,

其中的元素zij为:

zij =wj ×yij

  基于规范化矩阵分别确定最优解和最劣解:

Z+=(z+
1,z+

2,…,z+
m)= max{ zij j=1,2,…,m}

Z-=(z-
1,z-

2,…,z-
m)= min{ zij j=1,2,…,m}

  计算各样本与最优解和最劣解的距离:

d+
i = 

n

j=1
(zij -Z+

j)2

d-
i = 

n

j=1
(zij -Z-

j)2

  计算评价对象与最优解的接近程度即综合

得分:

ci=
d-

i

d+
i +d-

i

  ci 的取值范围为0~1,ci 越接近1表明评价对

象越接近最优解。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主要来自历年《中国渔业统计年

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和《中国农业统计年鉴》。

2008年《国家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纲要》正式指出保

护海洋生态环境、规范海洋资源开发秩序在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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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事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对海洋经济可持续发

展和资源可持续利用提出要求,自此我国海洋事

业步入新的阶段,因此基于2008年这个关键节点

对我国养殖海域承载力进行定量分析。同时,考

虑到自2020年起新冠疫情对经济数据带来阶段

性和非常规性的影响,选取2008—2019年的相关

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2 我国养殖海域承载力评价与分析

2.1 评价指标体系和指标权重

为更全面地展现海洋生态系统对人类活动的

承载力,完整的反馈机制应是:人类活动对海域施

加一定的压力,海域生态环境状态发生变化;海域

生态环境状态变化对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发出预

警,人类随即采取行动加以响应。PSR(Pressure-

State-Response)理论作为涵盖压力、状态和响应环

节的评价理论,可以很好地契合这一过程。本研究

结合海水养殖业的发展特征,依据我国海水养殖业

的相关政策、规划,遵循科学性、系统性、代表性、可

获得性的原则,参考以往文献经验,最终构建包含

5个压力指标、5个状态指标、4个响应指标共14项

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熵权法计算各指标权

重(表1)。

表1 养殖海域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

Table1 Evaluationindexsystemofcarryingcapacity

ofmaricultureregion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属性 权重

养殖

海域

承载力

压力层

人口密度 - 0.028

人均海水养殖产值 - 0.054

海水养殖产值占GDP比重 - 0.077

海水养殖面积 - 0.051

海水养殖等标污染物 - 0.027

状态层

近岸海域水质 + 0.058

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 0.066

工业废水中氨氮排放量 - 0.050

污染养殖面积 - 0.006

渔业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

占渔业总产值比重
- 0.018

响应层

水产技术推广机构数量 + 0.206

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业占比 + 0.205

硕/博士海洋科研人才占比 + 0.057

海水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 0.099

  注:+表示正向指标;-表示负向指标。

压力指标表征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对海域资源环

境产生的消极影响和潜在压力。①从人口与经济发

展的角度,选取人口密度、人均海水养殖产值、海水养

殖产值占GDP比重3个指标。②从海水养殖使用资

源的角度,选取海水养殖面积指标。③从海水养殖环

境污染的角度,选取海水养殖等标污染物指标;根据

《水产养殖业污染源产排污系数手册》定义的28种海

水养殖产污物以及5种海水养殖方式,将不同产污物

(包括氮、磷、化学需氧量)的产污量转化为标准介质

量,从而得到统一尺度的污染物指标[26]。

状态指标表征海域环境的健康状态和受污染

程度。①近岸海域水质采用符合第一、第二类海水

水质标准的点位占比,即第一、第二类海水水质在

近岸监测海域面积中的占比,占比越高表示水质越

佳,这是表征海水清洁程度和安全程度的重要指

标。②养殖海域多为近岸海域,其健康状态受沿海

地区工业生产的影响较大。选取工业废水中化学

需氧量排放量和氨氮排放量2个指标,表征近岸海

域受工业污染的程度。③选取污染养殖面积指标

表征养殖海域受污染状况,选取渔业灾情造成的经

济损失占渔业总产值比重指标表征灾害损失强度。

响应指标表征政府和企业为改善海域环境、提

高资源利用效率而产生的经济行为,重点考虑在水

产技术推广、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海洋科研人

才培养3个方面的努力。此外,本研究纳入海水养

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标,表征海水养殖业的经

济效益和绿色发展水平,采用EBM 超效率模型测

度[27],将海水养殖资本存量、海水养殖从业人员数

量、海水养殖面积作为投入变量,将海水养殖产值

作为产出变量,将海水养殖产污量作为非期望产出。

分析各指标权重可以发现,权重最高的是水产

技术推广机构数量和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业占

比,分别为0.206和0.205;其次是海水养殖业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接近0.100。这3个指标都属于响应

指标,同时都是正向指标,在养殖海域承载力评价

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此外,海水养殖产值占

GDP比重(0.077)、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0.066)、近岸海域水质(0.058)的权重较高,对养殖

海域承载力的贡献较大。污染养殖面积、渔业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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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经济损失占渔业总产值比重的权重最小。

2.2 养殖海域承载力评价结果

基 于 熵 权 法 获 得 新 的 决 策 矩 阵 后,运 用

TOPSIS模型计算每个对象到最优解和最劣解的欧

氏距离,得到2008—2019年我国沿海10省(自治

区、直辖市)养殖海域承载力在目标层和3个准则层

的得分并排名,其中目标层排名即养殖海域承载力

综合排名(表2)。

表2 2008—2019年我国沿海10省(自治区、直辖市)养殖海域承载力排名

Table2 Therankingofcarryingcapacityofmaricultureregionin10Provinces(AutonomousRegion,Municipality)

ofChinafrom2008to2019

评价层 地名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目标层

天津 7 7 7 7 7 8 8 8 9 8 10 10
河北 9 10 10 8 9 9 10 10 8 10 6 8
辽宁 10 8 8 10 8 7 5 5 6 6 7 6
江苏 3 3 3 3 3 3 3 4 4 4 4 4
浙江 4 4 4 4 4 4 4 3 3 3 3 3
福建 5 5 5 6 6 5 6 6 5 5 5 5
山东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广东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广西 8 9 9 9 10 10 9 9 10 9 9 9
海南 6 6 6 5 5 6 7 7 7 7 8 7

压力层

天津 4 2 2 1 2 3 4 4 4 4 5 5
河北 1 1 1 3 3 2 2 3 3 1 3 3
辽宁 8 8 10 9 9 9 9 9 9 9 9 9
江苏 2 4 4 4 4 4 3 2 2 3 2 1
浙江 3 3 3 2 1 1 1 1 1 2 1 2
福建 10 10 9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山东 7 7 7 7 7 7 7 7 7 7 7 8
广东 5 5 6 5 6 6 6 6 6 6 6 6
广西 6 6 5 6 5 5 5 5 5 5 4 4
海南 9 9 8 8 8 8 8 8 8 8 8 7

状态层

天津 6 2 9 4 4 3 4 4 1 6 7 7
河北 3 3 2 5 5 5 5 5 7 7 2 3
辽宁 4 6 5 7 7 7 6 6 3 2 3 2
江苏 7 7 6 6 6 6 7 7 8 8 8 8
浙江 8 9 10 8 8 8 8 8 10 10 10 10
福建 2 4 1 2 3 4 3 3 6 3 4 6
山东 5 5 4 9 9 9 9 9 5 5 6 4
广东 10 10 8 10 10 10 10 10 9 9 9 9
广西 9 8 7 3 2 2 2 2 4 4 5 5
海南 1 1 3 1 1 1 1 1 2 1 1 1

响应层

天津 8 8 8 8 8 8 8 8 9 9 10 10

河北 10 10 10 10 9 9 10 10 8 10 7 8

辽宁 9 7 7 7 7 6 5 5 6 6 6 6

江苏 3 3 3 3 3 3 3 4 4 4 4 4

浙江 5 5 5 4 4 4 4 3 3 3 3 3

福建 4 4 4 6 5 5 6 6 5 5 5 5

山东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广东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广西 7 9 9 9 10 10 9 9 10 8 9 9

海南 6 6 6 5 6 7 7 7 7 7 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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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2019年我国沿海10省(自治区、直辖市)

养殖海域承载力排名随时间变化有一定的变动。

①从目标层排名即综合排名来看,广东始终排名第

一,山东一直排名第二,排名靠后的主要包括广西、天

津、河北;辽宁的排名变化较大,从2008年的第十名

升至2014—2015年的第五名。②从压力层排名来

看,排名靠前的主要包括河北、浙江、江苏,排名靠后

的主要包括福建、辽宁、海南。③状态层排名的变动

较大,其中海南排名较靠前,广东和浙江排名靠后。

④响应层排名较为稳定,排名靠前的主要包括广东、

山东、江苏,排名靠后的主要包括河北、天津、广西。

以2008—2019年我国沿海10省(自治区、直辖市)

养殖海域承载力得分的平均值作为我国养殖海域承载

力得分,得到各年份不同评价层的得分变化情况(图1)。

图1 2008—2019年我国养殖海域承载力

得分的变化趋势

Fig.1 Variationtrendofthescoresofcarryingcapacity

ofmaricultureregioninChinafrom2008to2019

2008—2019年我国养殖海域承载力目标层得

分即综合得分逐年上升,从2008年的0.342升至

2019年的0.458,年均值为0.378;压力层和状态层

得分较高,年均值分别为0.689和0.799;响应层得

分较低,年均值为0.318。

压力层得分呈现先下降、后持平、再上升的趋

势,其中2011-2015年较低,保持在0.630左右,

2016年后回升至0.730以上;状态层得分在0.800
左右小幅波动,其中2016年达到峰值即0.859;响应

层得分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从2008年的0.258升至

2019年的0.415,变化趋势与综合得分相近。虽然压

力层和状态层得分远高于响应层,但响应指标的权重

较大,对综合得分的贡献率更高,可以认为我国养殖

海域承载力综合得分偏低主要受到响应层的影响。

进一步分析养殖海域承载力的区域差异。各

地养殖海域承载力目标层得分平均值如图2所示,

可以看出广东最高(0.503),其次是海南、山东和江

苏(高于0.400),天津最低(0.285)。

图2 养殖海域承载力目标层得分平均值

Fig.2 Averagevalueoftargetlayerofcarrying

capacityofmaricultureregion

各地养殖海域承载力压力层得分平均值如图3
所示,可以看出呈现两极分化状态,其中天津最高

(0.862),其次是浙江(0.820),河北、江苏、广西较高

(高于0.750),山东、辽宁、福建较低(低于0.600)。

图3 养殖海域承载力压力层得分平均值

Fig.3 Averagevalueofpressurelayerofcarrying

capacityofmariculture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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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养殖海域承载力状态层得分平均值如图4
所示,可以看出同样呈现两极分化状态,其中大多

数较高(高于0.800),山东最高(0.936),其次是河北

和海南(高于0.900),天津和浙江较低(分别为0.586
和0.419)。

图4 养殖海域承载力状态层得分平均值

Fig.4 Averagevalueofstatelayerofcarrying

capacityofmaricultureregion

各地养殖海域承载力响应层得分平均值如图5
所示,可 以 看 出 区 域 差 异 较 大,其 中 广 东 最 高

(0.483),其次是山东、海南、江苏(高于0.350),辽

宁、河北、广西、天津较低(低于0.300),天津最低

(0.138)。由于响应指标在评价指标体系中权重较

大,响应层得分对目标层得分和排名具有重要影响。

图5 养殖海域承载力响应层得分平均值

Fig.5 Averagevalueofresponselayerofcarrying

capacityofmaricultureregion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3.1 结论

本研究基于PSR理论以及我国海水养殖业特

征和海域资源环境特征,构建包含压力、状态、响应

3个准则层共14个评价指标的养殖海域承载力评

价指标体系。运用2008—2019年我国沿海10省

(自治区、直辖市)数据,通过熵权 TOPSIS法确定

指标权重并计算得到养殖海域承载力综合得分,主

要得到3点结论。

(1)2008—2019年我国养殖海域承载力逐年提

高,综合得分从2008年的0.342升至2019年的

0.458,年均值为0.378。在养殖海域承载力评价指

标体系的不同准则层中,压力层和状态层得分较

高,年均值分别为0.689和0.799;响应层得分较低,

年均值仅为0.318。响应层得分较低是我国养殖

海域承载力综合得分较低的最重要原因,表明近

年来沿海地区政府和企业为改善近岸海域环境、

提高养殖海域资源利用效率而做出的努力是不

够的。

(2)养殖海域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压力层

得分呈现先下降、后持平、再上升的趋势,状态层

得分小幅波动并于2016年达到峰值即0.859。这

表明沿海地区社会经济活动对养殖海域产生的资

源环境压力有所减小且海域环境有所改善,这种

变化可能与我国海洋经济发展与海域环境保护政

策有关。2012年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

指明“十二五”时期是我国海洋经济加快调整优化

的关键时期,同时指出“十一五”期间海洋经济总

量快速增长但资源与环境问题愈渐突出的状况;

2017年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则对海域

资源 集 约 利 用 和 海 洋 生 态 保 护 提 出 更 严 格 的

要求。

(3)我国养殖海域承载力具有明显的区域差

异。综合得分平均值最高的是广东,其次是海南、

山东和江苏,最低的是天津;压力层得分呈现两极

分化状态,平均值最高的是天津,其次是浙江,较

低的是山东、辽宁和福建,主要受海水养殖产值占

GDP比重、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2个指

标的影响;状态层得分也呈现两极分化状态,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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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浙江的平均值较低,主要受近岸海域水质指标

的影响;响应层得分的区域差异较大,平均值最高

的是广东,其次是山东、海南和江苏,主要受水产

技术推广机构数量、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业占

比、海水 养 殖 业 绿 色 全 要 素 生 产 率3个 指 标 的

影响。

3.2 政策建议

基于我国养殖海域承载力评价的研究结论,

本研究认为应采取有力的政策措施来保护和优化

近岸海域生态环境,同时促进海水养殖业的可持

续发 展。在 此 基 础 上,本 研 究 提 出3点 针 对 性

建议。

(1)加强工业废水处理,降低工业废水中化

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量,改善近岸海域水质。工

业化的加速和人口的增加导致我国近岸海域水

质日益恶化,直接影响海水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沿海地区应采取措施推动工业废水的全面处理。

对于违反环保规定的企业,必须坚决予以惩处,

并对其进行长期监管,确保废水排放符合相关标

准;积极开展海域环境综合治理,提高海洋环境

整体质量,加大对生境修复、污染治理的项目投

资;以陆海统筹发展理念为指引,促进海洋产业

结构高级化、布局合理化,大力扶持高新技术产

业和清洁能源产业发展;通过排污许可、征收排

污税、提高排污标准等手段激励企业节能减排,

降低废水、废气排放对海域资源环境的压力。通

过上述措施有效改善近岸海域水质,提高养殖海

域承载力。

(2)推动海洋科研和水产技术的发展,鼓励

设立水产技术推广机构、提高海洋科研教育管理

服务业占比。科技创新是实现养殖海域可持续

发展的关键,政府应积极推动海洋科研和水产技

术的发展,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科技要素贡献率,

提高养殖海域承载力。具体来说,加强科研机构

和企业 之 间 的 合 作,促 进 科 研 成 果 的 转 化 和 应

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创新创业;通过设立

科技创新专项资金,支持相关企业和机构的科研

项目,激励其投入更多的研发资源,推动技术创

新的发展。

(3)提高海水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海

水养殖业的发展面临资源环境压力和生产成本等

诸多挑战,沿海地区应加强技术创新,推进绿色生

产。一方面,通过推广先进的海水循环养殖技术、

水产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水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技术等,提高海水养殖业资源利用效率,从

而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成本;另一方面,通过调整

海水养殖业结构和布局实现降本提效,鼓励企业

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特点和市场需求,合理规划

和布局海水养殖场和养殖品种,同时鼓励和支持

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实现规模化

养殖和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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