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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胶州湾航运资源现状出发，首先提出建立航运资源评

价指标体系的要求、原则和应具备的功能，然后采用多目标、多

因素决策的综合评价方法结合海岸带可持续发展理论建立胶州湾

航运资源评价指标体系，根据胶州湾航运资源实际情况将其评价

指标划分为十二大类和若干细类，并通过专家调查法给出每一指

标的评价分值和评价标准，对胶州湾航运资源进行综合评价，最

后举例说明评价指标体系的具体应用。

关键词胶州湾；航运资源；评价指标；持续利用

伴随着青岛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胶州湾沿湾经济的迅猛发

展，以及对胶州湾开发利用步伐的加速，城市建设需求、围海造

地、港口建设、海水养殖、非法采砂、旅游及各种海洋工程开发

致使胶州湾水域面积急剧缩小，胶州湾航运资源趋于紧张。

为此，青岛市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切实加强

胶州湾水域及近海岸线保护的议案》，其内容之一是“确保胶

州湾航运资源持续利用”。要确保胶州湾航运资源持续利用，

首先需要摸清航运资源底数，建立航运资源综合评价指标体

系，对其进行定量分析与定性的客观评价，才能发现开发利用

航运资源过程中存在的关键症结和问题，为进一步制订保护

措施确保航运资源持续利用奠定基础。

一、建立航运资源评价指标体系的要求

胶州湾航运资源评价体系既是胶州湾航运资源使用现状

的评价体系，也是航运资源综合管理的指标体系，更是胶州湾

航运资源持续利用的引导体系。

作为评价体系，应能衡量不同时期航运资源的变化，也应

能评价同一时期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以此为依据，可以分析

胶州湾航运资源的利用现状、规划和发展现状、管理现状、存

在问题、关键症结和严重程度，提出确保航运资源持续利用的

治理、恢复和保护利用方案。

作为指标体系，要能帮助青岛市相关部门建立航运资源

的不可再生性和系统管理的概念，以解决海洋资源持续发展

和航运资源持续利用的总体思路，给出胶州湾航运资源持续

发展与利用问题的总体框架和发展前景，引导航运资源综合

管理向着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方向发展，进而建立可持续

发展的航运资源综合管理与监测体系，确保航运资源与其他

海洋资源的和谐发展。

   



二、建立航运资源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则

建立胶州湾航运资源评价指标体系时，必须

坚持多目标、多因素原则，充分考虑航运发展的

内部环境与外部因素，现实基础与客观条件，对

影响航运资源持续利用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定

量计算与定性分析，确定相应的评价标准和方

法，然后综合评价整个胶州湾航运资源的总体水

平。在选取评价指标时，既要注重航运资源规

划、发展战略、港口建设和岸线使用的评价，又

要注重对管理体制、管理手段、基础条件、法律

法规、保护措施的综合评价。对评价指标的选取

应考虑可持续性、实用性、独立性、可操作性和

系统性等原则。

1．可持续性原则

评价指标体系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才

能反映客观实际，对航运资源的持续发展具有指

导作用，为制订航运资源持续发展政策、保护措

施等奠定基础，因此，各项指标都应具有可持续

性，不能因时间变化而失去使用价值，才能确保

评价体系的延续性和实用性。

2．系统性原则

胶州湾航运资源是一个由若干要素组合而

成的复杂的大系统，从管理体制、政策措施，到

发展战略、规划与开发，再到综合管理，彼此间

都相互关联，各项指标是每一要素的具体体现，

因此，建立胶州湾航运资源综合评价体系，必须

从胶州湾海洋资源与航运资源全局的高度出发，

高屋建瓴，把管理体制、布局规划、政策措施、自

然条件、集疏运条件、保护手段等放在同一系统

中综合考虑。

3．实用性原则

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的目的在于分析目前胶

州湾航运资源现状，从而发现薄弱环节和存在问

题，有针对性地实施科学管理、合理开发、科学

保护，达到确保胶州湾航运资源持续利用的目

蒸海洋管理

的。每项指标应含义明确，简便易算，便于利用

已有的统计指标、调查资料和普查数据。所以，

拟定的评价指标体系应层次分明、简单明了、使

用方便，全面体现航运资源涉及要素与开发和利

用现状。

4．独立性原则

确保胶州湾航运资源持续利用的影响和决

定因素具有多样性，某些因素还具有关联性，所

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应排除指标间的关联影响，

具有独立性，只有各指标间相互独立才能客观和

全面的反映评价效果，否则易造成评价结果失

真，误导政策、措施的制定与落实。

5．可操作性原则

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的目标在于实现胶州湾

航运资源与其他资源的协调与持续发展，发挥胶

州湾资源的多样性优势，促进青岛海洋经济的持

续发展。因此，评价指标的确定应具有可操作

性，即在明确构成评价指标体系的各项指标时，

必须针对存在问题、影响因素进行，如果仅凭主

观判断确定评价指标，可能会偏离现实情况，缺

乏可操作性。

三、航运资源评价指标体系应具备的功能

所建立胶州湾航运资源评价指标体系，应能

对胶州湾航运资源进行定量分析和定性描述，通

过对航运资源现状的分值评价，发现航运资源开

发利用过程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问题，对航运资

源下一阶段发展作出预测，提出建议，以修正和

规划航运资源未来发展方向，实现航运资源的持

续发展与永续利用。

四、航运资源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影响胶州湾航运资源持续发展的因素很多，

但其中任何一种因素都不能全面反映胶州湾航

运资源开发利用、治理与保护状况，也就不能单

独作为其评价依据，因此需要采用多目标决策方

   



法，建立综合指标体系，把各种影响因素分项指

标有效组合起来，才能全面反映胶州湾航运资源

的整体状况，评价结果才能客观、准确。

用于多目标决策方法的综合评价方法很多，

有多层次分析法、模糊分析法、广义函数法、因

子分析法等方法，各种方法的应用前提不同，用

途也就不同。由于层次分析法多用于建立决策体

系的分层评价结构，并利用专家调查法获取各项

指标的权重分值。根据对胶州湾航运资源的实地

调研，决定采用层次分析法结合海岸带可持续发

展理论建立胶州湾航运资源评价指标体系。其过

程是：在专家指导下把胶州湾航运资源分解成多

个分类指标，按支配关系将分类指标分组分层后

形成具体评价指标，最终形成有序的递阶层次结

构，由多位专家独立确定各项评价指标的权重分

值，对专家确定的权重分值进行加权平均，形成

最后的评价指标分值和评价标准。

根据胶州湾航运资源实际调研与普查，将其

指标分为体制与政策、法律法规、规划、岸线、港

口、航道、锚地、助航设施、水域条件、集疏运条

件、经济腹地和保护措施等十二大类，再将各大

类指标细分为若干不同的评价指标，采用层次分

析法和专家调查法建立的胶州湾航运资源评价

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表中括弧内的数字表示各

指标的最高权重分值，评价标准给出了每一评价

指标的评判分值(括弧内的数字表示每一评价标

准的最高分值)，当每一评价指标发生变化时，

可根据评价标准进行新一轮综合评价。

五、航运资源评价指标体系的应用举例

利用胶州湾航运资源评价体系对胶州湾航运

资源进行评价。邀请七位专家各自独立给出各评

价指标分值，根据公式(1)计算评价指标分值，每

位专家经过三轮往复打分，最终得出评定分值。

E：∑Yi／n
i=1

其中：

E——评价指标最后分值，

yi——其中一位专家给出的每一项评价指

标分值，

n——专家人数，

i——其中一位专家。

评价指标分值统计与计算：

(1)体制与政策

胶州湾资源的综合协调机构

E：墅幽鱼垒堕哩堕坚盟垄盟上：0．27
，

胶州湾航运资源的综合管理机构

E：坐丛堕盟生骘盟她盟坐：0．46
，

港航经济政策

E：垒丝鱼型丝錾坐塾盟：2．49
／

体制与政策综合得分：

E=0．27+0．46+2．49+3．22

(2)法律法规

航运类

E：坠丝当监丝掣旦坐业旦鱼：0．94
，

岸线类

E：型丝曼堕堕攀盟丑型蝗上：2．67
，

港口类

E：』业旦垒生掣盟出型旦盟旦：0．96
，

法律法规综合得分：

E=0．94+2．67+0．96=4．57

(3)其他指标分值

同理，可得到其他指标分值分别为：

规划8．77分；岸线14．76分；港口12．43分；

航道7．38分；锚地3．26分；助航设施2．41分；水

域条件4．28分；集合疏运条件4．39分；经济腹

地5．02分；保护措施4．23分。

层次分析法和专家调查法所得结果表明：胶

   



表1 胶州湾航运资源评价指标体系

缫海洋管理

指标分类 评价指标 评价标准评价标准

胶州湾资源的综合协

一、体制
调机构(1)

(1)基本无综合协调机构(0．5)； (2)有较为完善的综合协调机构与机制(1)。

与政策
胶州湾航运资源的综

合管理机构(1)
(1)基本无综合管理机构(0．5)； (2)有较为完善的综合管理机构与机制(1)。

(5)

港航经济政策(3)
(1)基本无相关港航经济发展政策(1)； (2)有部分港航经济发展政策，但不完善

(2)； (3)有较为完善的港航经济发展政策(3)。

航运类(2) (1)基本未建立航运类法律法规体系(1)； (2)建有完善的航运类法律法规体系(2)。

二、法律 (1)基本未建立岸线类法律法规体系(1)； (2)有部分岸线法律法规体系，但不完善和
法规(8)

岸线类(4)
健全(3)； (3)有较为完善的岸线类法律法规体系(4)。

港口类(2) (1)基本未建立岸线类法律法规体系(1)； (2)建有完善的岸线类法律法规体系(2)。

航运资源发展规划(2) (1)基本无航运资源发展规划(1)； (2)已制订有完整的航运资源发展规划(2)。

(1)基本无港口布局总体规划(1)； (2)已进行港口布局总体规划，但不完善(2)；
港口布局总体规划(3)

(3)已建立完善的港口布局总体规划(3)。

(1)基本无岸线总体规划(1)； (2)已进行岸线总体规划，但不够合理与完善(3)；

胶 三、规划
岸线总体规划(4)

(3)已建立合理、完善的岸线总体规划机制(4)。

州 (12) 管理规划(1) (1)基本无管理规划考虑(0．5)； (2)有较为完善的管理规划体系(1)。

湾 立法规划(2) (1)基本无立法规划考虑(1)； (2)有较为完善的立法规划(1)。

航 (1)能采取基本有效的经济手段和措施对航运资源进行保护(1)； (2)能采取较为有效

运
经济措施(1．5)

的经济手段和措施对航运资源进行保护(1．5)。

资
行政措施(1)

(1)能采取基本有效的行政手段措施对航运资源进行保护(o．5)； (2)能采取较为有效

源 的行政手段措施对航运资源进行保护(1)

评 稳定性(2) (1)胶州湾岸线资源稳定差(1)； (2)胶州湾岸线资源稳定(2)。

价 大于10m(2) (1)水深大于10 m，水域变化大(1)；(2)水深大于10 nl，水域变化小(2)。

指 水深条件
5～10 In(1) (1)水深大于5～10 m，水域变化大(O．5)；(2)7k深大于5～10 m，水域变化小(1)。

标 (4)

体
小于5 in(1) (1)水深小于5 m，水域变化大(O．5)；(2)水深小于5 nl，水域变化小(1)。

系 港口(3)
(1)港口岸线利用不充分，存在滥用和占而不用现象(1)； (2)港口岸线利用充分，但

(100)
不够合理(2)； (3)港口岸线利用充分而合理(3)

(1)临港工业发展不成熟，占用岸线延伸土地利用不合理(1)；
临港工业(2)

(2)临港工业发展成熟，能促进岸线资源优势的发挥(2)。

(1)养殖、捕捞发展不合理，浪费岸线资源严重，对港航岸线资源利用会有影响(0．5)；
养殖、捕捞(1)

(2)养殖、捕捞发展合理，不影响港航业岸线资源利用(1)。

四、岸线
岸线利用 市政(1)

(1)市政岸线利用对港航业发展存在影响，保护措施不力，污染严重(0．5)；

(9)
(2)市政岸线利用合理，不会对发展港航业造成不良影响(1)。

08)

旅游(0．5)
(1)旅游岸线对发展港航业存在影响，污染严重(0．2)；
(2)旅游岸线不影响港航业发展，无污染(0．5)。

(1)海滩岸线保护不合理，污染严重(0．2)； (2)海滩岸线保护合理，污染较小或无污
海滩(0，5)

染(0．5)。

(1)其他行业利用岸线不合理，对发展港航业存在影响(0．5)；
其他(1)

(2)其他行业利用岸线资源合理，对发展港航业不存在影响(1)。

(1)基本建立岸线利用的有偿使用机制(0．5)；
有偿使用(1)

(2)已建立完善的岸线利用有偿使用机制(1)。

利用机制 (1)基本建立无偿使用岸线资源的利用原则和体系(o．5)；
(3)

无偿使用(1)
(2)已建立完善的岸线利用无偿使用机制，能确保无偿使用合理有效(1)。

(1)基本建立岸线资源的有条件使用机制(o．5)；
有条件使用(1)

(2)已建立完善的岸线资源有条件使用机制，能确保岸线资源使用合理、有效(1)。

   



(续表)

指标分类 评价指标 评价标准评价标准

(1)泊位不足，吞吐量小(1)； (2)泊位基本满足需求，吞吐量较大(2．5)；
集装箱码头、泊位(4)

(3)泊位充足，能力有剩余(4)。

(1)泊位不足，吞吐量小(1)； (2)泊位基本满足需求，吞吐量较大(2)；
油码头、泊位(3)

(3)泊位充足，能力有乘4余(3)。

五、港口
矿石码头、泊位(3)

(1)泊位不足，吞吐量小(t)； (2)泊位基本满足需求，吞吐量较大(2)；

(15) (3)泊位充足，能力有剩余(3)。

(1)泊位不足，吞吐量小(1)； (2)泊位基本满足需求，吞吐量较大(2)；
杂货码头、泊位(3)

(3)泊位充足，能力有剩余(3)。

客运码头、泊位(1) (1)泊位不足，旅客吞吐量小(0．5)； (2)泊位能满足需求，旅客吞吐量较大(1)。

其他码头、泊位(1) (1)泊位不足，吞吐量小(o．5)； (2)泊位能满足需求，吞吐量较大(1)。

主航道(4)
(1)自然条件和维护条件基本适合船舶航行(2)；

六、航道
(2)自然条件和维护条件良好，适合船舶航行(4)。

(1)自然条件和维护条件基本适合船舶航行(12)；
(9) 支线航道(2)

(2)自然条件和维护条件良好，适合船舶航行(2)。

水深条件(3) (1)水深条件基本适合船舶航行(1．5)； (2)水深条件良好，适合船舶航行(3)。

胶
危险货物锚地(1)

(1)锚泊条件基本满足本港作业各吨级船舶锚泊要求(O．5)；

(2)锚泊条件良好，充分满足本港作业各吨级船舶锚泊要求(1)。

州
七、锚地

湾
(4) 普通货物锚地(2)

(1)锚泊条件基本满足本港作业各吨级船舶锚泊要求(1)；

(2)锚泊条件良好，充分满足本港作业各吨级船舶锚泊要求(2)。

航 临时锚地(1) (1)无临时锚地(0．5)； (2)有临时锚地，根据需要可随时使用(1)。
●—．

还
视觉航标(1)

(1)能够较为准确地标志出海上危险区及航道的安全边界(o．5)；

资 (2)能够直观而准确地标志出海上危险区及航道的安全边界(1)。

源 八、助航 无线电导航系统与设施 (1)无线电导航系统与设施可以在能见度极低的情况下，基本保证船舶安全航行(O．5)；

评 设施(3) (1) (2)无线电导航系统与设施可以在能见度极低的情况下，远距离的保证船舶安全航行(1)。

价
音响航标(1)

(1)当海面可视度很低，无音响航标可供船舶判断灯塔位置及测定船位(O．5)；

指 (2)当海面可视度很低，音响航标能够帮助船舶判断灯塔位置及测定船位(1)。

标
潮汐(0．7)

(1)胶州湾水域潮汐条件对通航安全有较大影响(O．3)；

体 (2)胶州湾水域潮汐条件能满足通航安全的要求(O．7)。

系 水文 (1)胶州湾水域波浪条件对通航安全有较大影响(O．3)；

(2)
波浪(0．8)

(2)胶州湾水域波浪能满足通航安全的要求(o．8)。
(100)

(1)年内冰凌影响港航作业的天数较多(0．2)；
冰况(0．5)

(2)年内冰凌影响港航作业的天数较少或无(0．5)。

(1)年内有气温超出装卸作业要求的情况，(O．1)；
气温(O．2)

(2)年内气温对装卸作业无不良影响(O．2)。

(1)年内降水量超过装卸作业要求的天数较多(0．2)；
降水(o．5)

(2)年内降水量超过装卸作业要求的天数较少或无(0．5)。

九、水域
(1)风力超过港航作业要求的天数较多(O．2)；

条件(5)
气象 风况(0．5)

(2)风力超过港航作业要求的天数较少或无(0．5)。
(2)

(1)能见度低于港航作业要求的天数较多(O．2)；
雾况(0．5)

(2)能见度低于港航作业要求的天数较少或无(o．5)。

(1)年内有湿度超出装卸作业要求的情况(O．1)；
湿度(013)

(2)年内湿度对装卸作业无不良影响(0．3)。

(1)港口地质特征对港航业有不利影响，地震基本烈度偏高(o．2)；
地质与地形(0．5)

(2)港口地质特征适合发展港航业，地震基本烈度较低(0．5)。

(1)泥沙运移方式和回淤强度对港航业影响较大(0．2)；
泥沙(0．5)

(2)泥沙运移方式和回淤强度对港航业基本无影响(O．5)。

   



辫海洋管理

(续表)

指标分类 评价指标 评价标准评价标准

航线(1) (1)航线的密度、运输能力和质量较差(O．5)；(2)航线的密度、运输能力和质量较好(1)。

公路(1．5) (1)公路的密度、运输能力和质量较差(0．7)；(2)公路的密度、运输能力和质量较好(1．5)。
十、集疏

胶
运条件 铁路(1．5) (1)铁路的密度、运输能力和质量较差(O．7)；(2)铁路的密度、运输能力和质量较好(1．5)。

州
(5)

湾 航空(0．5) (1)航空线路的密度、运输能力和质量较差(0．2)；(2)航空线路的密度、运输能力和质量较好(O．5)。

航
跨海通道(O．5) (1)初步解决港口和西部重工业区的交通问题(O．2)；(2)基本解决港口和西部重工业区的交通问题(0．5)。

运

资 青岛市(1) (1)港口对青岛市的辐射吸引和服务作用较Jl,(o．5)；(2)港口对青岛市的辐射吸引和服务作用较大(1)。

源 十一、经

评 济腹地 山东省(2) (1)港口对山东省的辐射吸引和服务作用较小(1)；(2)港口对山东省的辐射吸引和服务作用较大(2)。

价 (6)
(1)港VI对省外延伸区域的辐射吸引和服务作用较小(1．5)；(2)港口对省外延伸区域的辐射吸引和服务作用较

延伸区域(3)
指 大(3)。

标 (1)对航运资源的保护尚无或很少有法律层面的规定(1)；(2)对航运资源的保护基本能以法律法规形式
法律措施(3)

体 予以确定(2)；(3)对航运资源的保护已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3)。

系 (1)尚无或很少采用有效的航运资源保护技术手段(1．5)；(2)基本建立航运资源保护的技术应用体系十二、保
技术措施(4．5)

(100) 护措施 (3)；(3)建有完善的航运资源保护技术应用体系(4．5)。

(10) (1)能采取基本有效的经济手段和措施对航运资源进行保护(1)；(2)能采取较为有效的经济手段和措施
经济措施(1．5)

对航运资源进行保护(1．5)。

(1)能采取基本有效的行政手段措施对航运资源进行保护(O．5)；(2)能采取较为有效的行政措施对航运
行政措施(1)

资源进行保护(1)。

州湾航运资源岸线规划、港口发展、航道、锚地

等评价指标分值高，说明这几个方面优势明显，

发展合理，有利于充分利用自身优良条件发展港

航产业，做大做强胶州湾港航业，但在航运资源

管理体制、立法、保护措施方面评价指标分值偏

低，说明这些方面的发展比较落后，仍存在很大

差距，与沿湾港口的蓬勃发展不协调、不匹配，

完全没有跟上胶州湾航运业迅猛发展的步伐，是

今后向纵深利用航运资源的改进和努力方向。

(4)综合评价分值

E=3．22+4．57+8．77+14．76+12．43+7．38+3．26

+2．41+4．28+4．39+5．02+4．23=74．72

由此表明，经过合理划分，胶州湾航运资源

这个复杂的大系统同样可以具体分值来量化，其

综合评价分值为74．72分，这表明要确保胶州湾

航运资源的持续发展与利用，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下一阶段应重点从管理体制、立法、保护措

施等方面加强航运资源的保护利用与研究，才能

从根本上解决航运资源开发利用、治理与保护过

程中存在的障碍和不协调、不匹配问题，实现胶

州湾港航产业的新一轮发展。

随着时间和条件的变化，胶州湾航运资源评

价指标会发生细微变化，但不会影响评价指标体

系的应用，只要经过加减或修正评价指标，适当

调整评价标准，邀请专家多轮往复确定权重分

值，完全能用量化指标综合评价胶州湾航运资

源。该评价指标体系对于评价其他地区的航运资

源亦具有指导和实用意义。

(作者单位交通部水运科学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