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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执行情况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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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改善海洋生态环境和保护海洋资源是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全国海洋经济

发展规划纲要》发布实施已有6年，为客观掌握国家及沿海地区对海洋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政

策的落实情况，对海洋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执行情况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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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

《纲要》)发布实施已有6年，6年来，国家及沿海

地区认真贯彻落实《纲要》，在改善海洋生态环境

和保护海洋资源方面作出了积极努力。为了客观掌

握国家及沿海地区对《纲要》中海洋生态环境与

资源保护部分的落实情况，需要对全国海洋生态环

境与资源保护进行评价。然而海洋生态环境的改善

不是短时间内就有明显效果的，仅对《纲要》实

施前后海水环境质量、陆源污染物人海排放情况、

重点海域污染状况、赤潮灾害的监控与防治以及海

洋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进行比较，无法强有力地证明

《纲要》的作用，因此需要对沿海地区为贯彻落实

《纲要》而采取的措施进行评价。

目前国外研究规划实施评价的模型和方法较

多，也比较成熟，而国内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理论

上，缺少实证研究。规划实施评价有定性和定量

两种方法，定性方法主要是针对规划实施评价过

程进行的，定量方法研究的主要步骤首先是选取

评价指标，然后对评价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再

后运用一定的数学模型把评价指标体系平均合成

得出一个评价值，最后根据标准判断评价值处于

哪个位置，从而判定规划实施的效果和力度，发

现并分析问题。

1规划实施评价的方法

1．1评价指标选取的原则

不论是哪一套方法模型都涉及一个核心问题，

那就是评价指标的选取，即指标体系的确立。针对

不同的研究内容，选择合适的指标评价体系具有重

要的研究意义。评价指标选取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1)代表性原则：在全面性的基础上，应尽可

能选择具有足够代表性的综合指标和专业指标，比

较准确、简洁地表述海洋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措施

的实施情况。

2)可比性原则：所用指标在时间上要有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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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否则难以判断措施完成与否。

3)有效与实用原则：评价指标体系应简练有

效，即在指标的数量上要少而精，在指标的取舍上

要切合实际情况，而在评价结果上要达到能够最大

限度地说明问题的效果。

综合考虑以上三项原则，本项目建立了评级指

标体系(表1)。

表1海洋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措施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重点海域污染物排海量总量控制情况

河口、海湾和城市附近海域治理和保护力度

海洋
对“三废”的处理情况

污染 沿海地区面源污染的控制情况

防治
海上污染源的控制情况

渤海综合整治实施情况

其他重点海域综合整治工作进展情况

海洋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与完善情况

海洋
海洋生态调查情况

生态

近海莺要生态功能区的修复与治理情况
保护

海洋生态保护及开发利用示范丁程建设情况

近海传统渔业资源捕捞强度的控制和压缩情况

海洋
重点渔场、江河出海口和海湾等海域水生资源繁育区的

生物
保护情况

资源
海珍品的保护与增殖情况

保护

珍稀濒危物种保护区的建设情况

海岸调查评价工作的实施情况

海岸利用和保护规划的制定情况

海岸、 对深水岸线优先保证重要港门建设情况

河口
对海岸自然和人文景观的保护情况

和滩

涂保
对非法采砂的控制情况

护 侵蚀岸段的治理和保护措施

河口的综合整治措施

滩涂围垦和围填海的控制情况

1．2评价指标标准化的方法

对评价指标的标准化处理有多种方法，其最终

目的是把不同量纲和不同数量级的数据标准化，可

以借鉴数学多元统计的方法来进行，但是要注意所

选方法的可操作性以及与资料的可兼容性。本项目

采用以下方法。

ki=Xi／xjo

其中：ki表示第i个指标的评价值；

髫i表示实际值，利用专家打分法计算2003—

2006年各指标执行情况的实际值；

髫如表示该指标对应的比较基数，以各指标最理

想的值为比较基数，即石如=1。

1．3指标平均合成的方法

平均合成的方法一般有算术平均法、几何平均

法、平方平均法以及调和平均法。本项目选择几何

平均法作为评价合成方法，该方法严惩分明，能显

示各指标的差距。

评价公式为：

厂i——一n
c 2√善似i碍，；tt，i=-

其中：埘为权重，k为各指标值。

1．4评价标准

对于几何平均法，据研究结果表明：当值C≥

0．8时，说明对《纲要》中关于海洋生态环境与资

源保护的规划执行情况良好；当0．6≤C<0．8时，

说明对《纲要》中关于海洋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

的规划在实际中起到一定作用，执行情况较好；当

0．4≤C<0．6时，说明对《纲要》中关于海洋生态

环境与资源保护的规划执行情况一般；当C<0．4

时，说明对《纲要》中关于海洋生态环境与资源

保护的规划执行情况较差；当C<0．2时，说明对

《纲要》中关于海洋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的规划执

行情况很差，规划如同虚设，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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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纲要》中海洋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规划执行情况评价指标赋分

评价指标 毛 X／o 七
tVi 毗砰

蓖点海域污染物排海鞋总量控制情况 O．5 l O．50 O．06 O．25

河口、海湾和城市附近海域治理和保护力度 O．5 1 0．50 O．05 O．25

对“三废”的处理情况 O．6 1 O．60 O．05 0．36

海洋污

染防治
沿海地区面源污染的控制情况 0．4 1 0．40 O．03 O．16

海上污染源的控制情况 0．4 1 0．40 0．03 0．16

渤海综合整治实施情况 O．5 1 O．50 0．04 0．25

其他重点海域综合整治工作进展情况 0．3 l O．30 0．04 O．09

海洋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与完善情况 0．6 l 0．60 O．08 0．36

海洋生 海洋生态调查情况 O．8 l O．80 0．07 0．64

态保护 近海重要生态功能区的修复与治理情况 0．4 1 0．40 0．08 O．16

海洋生态保护及开发利用示范工程建设情况 0．2 1 0．20 0．08 0．04

近海传统渔业资源捕捞强度的控制和压缩情况 0．6 l O．60 0．08 0．36

海洋生 重点渔场、江河出海口和海湾等海域水生资源繁育区的
O．6 1 O．60 O．08 O．36

物资源 保护情况

保护 海珍品的保护与增殖情况 0．6 l 0．60 O．06 O．36

珍稀濒危物种保护区的建设情况 O．7 l O．70 O．08 0．49

海岸调查评价工作的实施情况 0．8 1 O．80 O．03 0．64

海岸利用和保护规划的制定情况 O．3 l O．30 0．04 0．09

对深水岸线优先保证重要港口建设情况 O．8 l 0．80 O．02 0．64

海岸、

河口和 对海岸自然和人文景观的保护情况 0．4 l 0．加 O．03 0．16

滩涂 对非法采砂的控制情况 0．9 l 0．90 0．04 0．8l

保护
侵蚀岸段的治理和保护措施 0．8 1 O．80 O．05 0．64

河口的综合整治措施 0．7 l 0．70 0．05 0．49

滩涂围垦和围填海的控制情况 0．6 1 O．60 0．04 0．36

1．5评价结果与结论

利用上述方法得出c=0．65，说明《纲要》中

关于海洋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的规划对沿海地区海

洋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的开展起到了～定的指导作

用，在此方面沿海各地对《纲要》的执行情况较

好。但是还应该看到，虽然沿海各地都在积极采取

措施改善海洋生态环境和保护海洋资源，海洋生态

环境恶化的现状却仍没有明显改善，海洋资源也是

日益减少。针对这些问题，沿海地区各级海洋行政

主管部门还需要更加努力。

2有效实施《纲要》，促进海洋经济可持

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2．1严格控制陆源污染物排放总量

总量控制是遏制环境恶化趋势的根本保障，重

点在于治理各类主要污染源。应按照各种污染物来

源的排放量大小，等比例分配其他来源途径的削减

量，使每种污染物的削减总量达到标准。根据陆源

污染物来源构成分析，应从三个方面实现总量控制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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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业污染源控制。实施总量控制制度，根

据各海域环境承载力和海域环境保护目标编制污染

物总量排放计划，将污染物排放指标分解下达，逐

级实施总量控制计划，在此之前首要的任务是通过

环境容量来计算污染源的允许排放总量。

2)生活污染源控制。控制生活污染物的主要

措施是增加城市生活污水和固体废弃物处理设施的

数量，增强生活污水和固体废弃物处理能力，努力

提高处理后污水的重复利用率，减少氮和磷的人海

总量。

3)农业污染源控制。农业污染物主要来自于

肥料中的氮和磷，因此应积极实施有利于消减氮和

磷的人海量及海陆两利的各项工程。对于农田造成

的农业面源污染，可采取源头控制策略，在全流域

内推广农田最佳养分管理，杜绝农田氮磷肥料的过

量施用，积极推广和鼓励使用成熟高效的施肥和施

药技术；对于畜禽养殖场造成的面源污染，应推广

畜禽粪便还田技术，并通过运输设备和施肥设备的

技术改造来提高畜禽有机肥的利用率，减少畜禽养

殖场氮和磷的径流损失。

2．2制定海洋生态系统修复与建设规划

在海洋生态环境系统保护的基础上，通过辅助

人工措施加速生态系统健康化，遏制生态系统进一

步退化，更好地发挥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为此要

制定并实施我国滨海湿地、红树林、珊瑚礁及海草

床等典型生态系统的总体修复与建设规划，明确海

洋生态环境修复工作的重点和主要任务。同时，根

据典型海洋生态环境系统的各自特点，分别制订相

应的生态修复技术标准，以各类典型海洋生态环境

系统的自然演化为科学依据，规范和指导修复过程

中的人为辅助行为及活动，规范各类生态系统修复

活动的选址原则和自然条件评估方法，并对生态修

复涉及的相关技术及其适合性进行监测与绩效评估。

2．3加大重点海域的污染治理

目前，渤海生态环境面临的主要问题是：①

入渤海淡水水量明显减少，渤海盐度明显升高，海

水入侵面积扩大，淡水咸化及水质变差，水环境基

础条件逐年降低；②陆域人海污染物排污总量居

高不下，部分区域海洋功能受损；③湿地面积萎

缩，森林覆盖率降低；④溢油风险加大，赤潮发

生概率增大；⑤渤海碧海行动计划中40％的项目

未得到有效实施，已完成的治污项目运行效率低

下；⑥渤海环境保护工作缺乏系统性，综合治理

的机制尚未形成。针对以上问题，首先，要加快渤

海环境立法的进程，完善海洋环境法律体系；其

次，要认真学习《渤海环境保护总体规划》的要

求，逐步开展渤海全部7．7万km2海域、三省一市

的沿海13个地市陆域以及黄河、辽河和海河3个

流域的部分河流海洋环境保护规划项目。

2．4积极推进各地发展海洋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是指运用生态学和经济学原理与规

律，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

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物处理的全

过程中，遵循“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原

则，最大程度地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减少污染物的产

生和排放，实现经济社会与自然资源和谐发展的经

济发展模式。针对我国海洋经济的发展状况，循环

经济的思想非常切合海洋经济的发展要求。作为中

国经济发展前沿的沿海地区消费水平高且经济发展

速度快，但同时造成了社会财富的高度消耗，从另

一角度反映了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对环境的严重破

坏。部分主要海洋产业还处于“高开采、高消耗、

高排放、低效率”的传统粗放型发展模式，要规

范海洋产业使其按照“低开采、低消耗、低排放、

高效率”海洋循环经济模式发展。发展海洋循环

经济是一项涉及面广，且综合性很强的系统工程，

要做好这项工作，需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和严格

管理，激发社会各个层面的积极性，以科学发展观

为指导，遵循客观规律，按照“减量化、再利用、

资源化”的原则进行规划与布局，才能实现沿海

地区经济、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2．5加强海洋特别保护区建设

将生态保护价值较高和海洋自然资源丰富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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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选划为海洋特别保护区，同时因地制宜搞好海洋

特别保护区的管理工作。通过建设海洋特别保护

区，可以保护和恢复海洋生态环境，发挥海洋生态

环境服务功能。在大力建设海洋特别保护区的同

时，各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快建立并完善海洋

特别保护区管理制度，逐步加大对特别保护区工作

的投入力度。构建特别保护区技术规范体系，开展

特别保护区内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开发利用活动调

查、监视、监测、评价、科学研究与宣传教育，制

定保护与开发计划，对管理人员进行业务培训，配

套相关基础管护设施，加大执法力度，确保特别保

护区各项管理工作的有效落实。

2．6加强宣传教育和公众参与

海洋生态环境的改善与海洋资源的保护仅仅依

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需要全社会海洋生态环境

保护意识和法制观念的增强，为此要加强宣传教育

和舆论监督，广泛利用各类媒体宣传海洋生态环境

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整体上转变人们的海洋

参考文献：

生产方式、海洋资源消费方式以及传统观念和行为

习惯，增强全社会的海洋可持续利用意识。开展海

洋生态环境法制教育、危机教育、道德教育、责任

教育和科普教育，形成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良好氛

围，形成全社会关注海洋、爱护海洋和支持海洋工

作的良好局面。

3小结

《纲要》发布以来，各级地方政府认真贯彻落

实，积极采取了多种改善海洋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

的措施，总体来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我国海

洋生态环境与资源状况依然不容乐观，近岸海域总

体污染状况改善效果不明显，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状

况仍然令人担忧。为彻底解决上述问题，今后需要

严格执行《纲要》提出的目标和任务，反思在

《纲要》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制订的措施，及

时解决，予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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