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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带主体功能区划的指标体系与模型研究掌

石洪华1’2 郑 伟1 丁德文1

(1．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青岛266061；2．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青岛266071)

摘 要 文章阐述海岸带主体功能区划的背景、原则、程序及研究现状，构建海岸带主体功能区

划的指标体系，给出数据标准化方法和海岸带主体功能区划的综合评价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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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根据资源环

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考虑

未来我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

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

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按照主体功能

定位调整和完善区域政策及绩效评价，规范空间开

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主体功能区划

打破了传统的时序发展思路，是合理配置土地资

源，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

海洋是重要的蓝色国土，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支撑空问。海岸带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沿阵

地，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当前，应

按照海路统筹的原则，将海洋纳入国土主体功能

区划。

1海岸带主体功能区划规划指标体系的研

究进展

科学可行的划分标准和指标是合理区划的基

础，是主体功能区划的关键问题。目前，海岸带主

体功能区的划分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和指标体

系。本研究在借鉴各位学者和有关部门研究成果的

基础上，初步制订海岸带主体功能区划的指标

体系。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李军杰认为，禁止开发

区的概念已经比较明确，严格按照纲要专栏所列的

类型进行划分即可；限制开发区的划分依据主要由

环境承载力这一单一指标来决定，如果承载能力低

于某一阈值，该区域必须作为限制开发区⋯。因

此，划分指数主要解决重点开发区和优化开发区的

甄别和分类问题。

李军杰建立的划分指数模型为：

划分指数=已开发水平／全部潜在可开发水平

=现有开发密度／(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发展潜力)

划分指数接近“1”的区域为优化开发区间。

接近“0”的区域为重点开发区间。

该指标体系意义明确且易于操作，然而在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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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算中，模型计算结果未必一定在“0—1”之

间，处理这种极端情形非常关键。

杜黎明从资源承载力、环境承载力、区域开发

密度和区域开发潜力等方面分别选取若干指标构建

主体功能区划的指标体系旧J，该体系没有明确各

类指标之间的关系，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综合评估模

型和方法。

根据资源环境承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

力的基本要求，综合考虑评价指标选择的客观性、

全面性、敏感性和相互独立性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

等原则，陈云琳和黄勤探讨性地给出四川主体功能

区划的4个子系统和7个指标，其中经济子系统包

括人均工业总产值、人均GDP、农民人均纯收入

和国土开发密度，国土开发密度子系统则用地均

GDP指标表示，人口子系统的指标包括人口密度

和城市化率，资源环境子系统则简化为人均土地面

积口j。该套指标体系比较简单，数据可获取性强，

所有数据均为常见统计数据；但该体系也忽略很多

重要的信息，如环境状况和水资源状况等。

丁德文和石洪华依据驱动力一压力一状态一响

应一调控(D—PSR—C)的系统工程模式，构建

国土主体功能区划指标体系的初步框架(图1)。

该框架逻辑严密、指标意义明确且可操作性强，属

于框架式的指标体系，也是本文研究的重要基础和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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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国土主体功能区划指标体系的初步框架

2海岸带主体功能区划的原则与划分程序

2．1区划的原则

2．1．1 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

主体功能区划的主要目的是针对当前我国部分

地区资源开发无序和环境功能退化的现状，试图对

国家和地区的开发进行合理规划。主体功能区划必

须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立足区域自然资源特征

和环境容量，体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实现人与自

然的和谐发展。

2．1．2陆海统筹，区域协调

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发达，拥有曲折漫长的海岸

线和广阔的海域。在海岸带主体功能区划规划中，

应充分考虑海洋国土的重要功能，尤其是其在资源

承载力和环境容量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把海洋资源

和环境与陆地资源和环境统筹考虑，构建典型海岸

带主体功能区划的指标体系和方法。在规划中，还

要尤其注意区域的协调问题，在部分区域重点开发

的同时也要注意区域的均衡发展。

2．1．3 因地制宜，突出特色

海岸带主体功能区划按照统一的划分标准进行

指导性区划，同时在区划过程中还要充分考虑区域

特色，因地制宜，做出合理科学的规划。尤其是在

规划的政策设计中，应充分考虑区域的发展特色、

经济基础和资源环境特征，给出合理的政策规划与

设计。

2．1．4立足实际，动态调整

主体功能区划应具有一定的时效性。一方面区

划作为其他规划的基础，一旦确定应遵照执行；同

时其也应具有一定的周期，待周期结束后适时进行

重新评估，进行动态调整。

2．1．5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主体功能区划是个系统工程，涉及不同区域、

不同社会群体和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主体功能

区划的过程就是区域开发的空间布局调整过程，需

要在政府主导下开展。同时，为使规划科学和合

理，应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充分重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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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的参与作用与意见。

2．2划分程序

首先确定禁止开发区，再行确定限制开发区，

最后划分重点开发区和优化开发区。

第一，禁止开发区。各类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建

议划为禁止开发区。

第二，限制开发区。生态敏感区建议划为限制

开发区。生态敏感区是指生态系统脆弱和易受到人

类活动干扰而难以恢复的区域，也包括与人类生产

生活关系紧密且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

第三，重点开发区和优化开发区。按下述指标

体系评估后建立划分指数综合评价模型，依据划分

指数进行科学划分。

3海岸带主体功能区划的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我国海岸带区域地理、资源和经济特色，

结合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关于全国主体功能区划

的指导意见，初步制定海岸带主体功能区划指标体

系，该体系充分体现海陆统筹的思路(详见海陆

统筹优势指标)。为便于计算和数据收集，本体系

尽量采取常用的国民经济统计指标，部分指标虽不

是常规统计指标亦可经过简单计算获得。

3．1 开发强度

第一，经济密度。包括人均GDP、地均GDP

以及海洋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增加值的比重。

第二，工业化水平。包括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

产总值增加值的比重以及外向型指标(进出口比

重)。

第三，城镇化水平。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

比重。

第四，人口密度。即每平方千米人口数。

3．2资源环境承载力

第一，水资源指标。包括水资源储量、地区调

入水量、人均水资源占有量、水资源利用效率

(可用“万元GDP耗水量”表示)和水资源供给

的状态(可用“地区总需水量／地区总供水量”表

示)。

第二，能源指标。包括能源储量供应结构、能

源消费结构(一、二、三产业消费能源比重)、能

源依赖性、可再生能源利用比重和能源使用效率

(可用“万元GDP耗能量”表示)。

第三，土地资源。包括人均耕地占有量、单位

面积生物产量、工业用地饱和度(可用“工业用

地总面秽可用工业用地面积”表示)、海洋资源
产量和产值、海洋化工原料产量和产值、海洋航运

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滨海旅游产值以及海

水淡化能力等。

第四，环境保护指标。包括污水处理能力

(可用“生活和工业污水排放总量／总污水处理能

力”表示)和海洋环境纳污能力(可用“1一海水

污染物浓度／单位体积海洋环境容量”表示)。

第五，重要生态系统状况。包括森林覆盖率、

人均森林面积、人均水域(河流、湖泊、水库)

面积、人均草地面积以及人均滩涂和湿地面积。

3．3发展潜力

3．3．1 海陆统筹优势

主要包括海洋纳污水能力占污水排放量的比

重、滨海旅游产值占GDP的比重、海水淡化量占

城市供水量的比重以及海港经济与腹地经济的结合

度等。

1)海洋纳污水能力占污水排放量的比重

海洋具有天然的自净能力，通过生物、化学及

物理扩散过程可将海水中的污染物逐步分解和稀

释，从而达到净化效果。当前，随着离岸排放技术

等的进一步发展，海洋纳污能力的使用效率可进一

步提升，从而为近岸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环境

容量。

2)滨海旅游产值占GDP的比重

滨海旅游业将海陆旅游资源有机融合，使旅游

更具特色，可进一步提升当地陆地旅游资源的

价值。

3)海水淡化量占城市供水量的比重

当前海水淡化技术日趋成熟，淡化成本也在逐

步降低。我国北方沿海地区的海水淡化具有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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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条件和技术支撑，海水淡化一定程度上克服了

北方城市缺水这一经济发展瓶颈，从而为沿海经济

发展提供珍贵的水资源保障。

4)海港经济与腹地经济的结合度

以胶州湾为例。胶州湾具有天然良港，是我国

北方甚至东北亚的航运中心；便利的交通条件为腹

地经济的发展提供广阔空间，同时腹地经济的发展

也促进海上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海港经济与腹地经

济的结合度是充分依托海港优势和腹地资源的具体

体现，可用腹地货物进出口量占海港货物吞吐量的

比重来表示。

3．3．2其他指标

①区位优势；②交通(海、陆、空)条件；

③区域教育水平，包括人均受教育年限、高等学校

在校学生数占总人口比重、科技支撑能力、研究发

展产值占GDP比重、高科技产值占GDP比重和万

人拥有专业技术人才；④社会保障能力，包括百人

拥有医院床位、万人拥有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数

和失业率等；⑤收支水平，包括城镇居民年可支配

收入、农村人均年总收入、地方财政收入和地方财

政支出等；⑥信息化水平，包括广播电视覆盖率、

网络覆盖率和手机等通信工具普及率等。

4主体功能区划规划评价中的数据标准化

方法

主体功能区划指标体系分别属于不同的量纲，

在综合评价时难以比较和量化；为了能够使指标参

与评价计算，常需要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通过

函数变换将其数值映射到某个数值区问。常用的标

准化方法有两种。

1)最小一最大规范化对原始数据进行线性

变换

假定MaxA与MinA分别表示属性A的最大与

最小值，如通过计算y=瓦Ai-FM面inA(b-a)+口
将属性A的值映射到区间[口，b]上的y。一般来

说，将最小～最大规范化用于指标数据上，常用的

有以下两种函数形式即

①效益型指标隶属函数：

f(戈)=

1．茗≥6

i掣，口<省<bFi，口“<

0．石≤口

②成本型指标隶属函数：

f(戈)=

1．石≤口

_b一-A；，口<菇<6i'=五，口‘菇<D

0．菇≥6

2)零一均值标准化

属性A的标准化值计算公式为"：生坐，其中
矿^

A为4指标的均值，而矿．为其标准差。

5划分指数综合评价模型

如前所述，本模型主要用来划分重点开发区和

优化开发区。

本指标体系分3个一级指标，即开发强度、资

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共18项二级指标，

部分二级指标又分为若干个三级指标。

为消除不同量纲的影响，考虑到各指标的可比

较性，所有指标均首先进行数据标准化处理(方

法如前所述)。

一级和二级指标的评价均采用加权平均法，三

级指标多为国民经济统计资料，可直接选用。

同级指标的权重视实际需要采用专家打分法或

层次分析法确定。

主体功能区的综合评价参照以下划分指数模

型：

划分指数=已开发水平／潜在可开发水平

=2×开发强度／(资源环境承载能

力+发展潜力) (1)

在开发强度、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标

准化的指标数值大小差异不大时，也可采用以下指

数划分模型：

划分指数=开发强度／(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发展潜力) (2)

其中各一级指标均表示为其相应二级指标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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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平均值(二级指标的计算同上)：

开发强度指标=经济密度指标×X。。％+工业

化水平指标×X。2％+城镇化指标×X13％+人I：I密

度指标×X14％；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指标=水资源指数×X2。％

+能源指标×如％+土地资源指标×如％+海洋
资源指标×XM％+环境保护指标×如％+重要生

态系统状况指标XX拍％；

发展潜力指标=区位优势指标xx，。％+交通

条件指标×X32％+区域教育水平指标×X3，％+科

技支撑能力指标×X34％+社会保障能力指标×

x35％+收支水平指标×瓦％+信息化水平指标×

蜀7％+海洋特色指标xX38％。

这里的瓦％分别代表第i个一级指标对应的第

J项二级指标的权重，满足：
ni

∑XⅡ％=l(仉为第i个一级指标包含的二
J=I

级指标数)，i=1，2，3．

划分指数的本质含义为已开发水平占全部潜在

开发水平的比重，即理论负荷值。该指数可以对不

同规划区域的开发情况进行排序，指数高者倾向于

规划为优化开发区。划分指数接近“1”的区域为

优化开发区间，接近“0”的区域为重点开发区

间，划分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的指数区间根据

实际情况结合专家评议进行。

6结束语

当前，海岸带地区是我国经济和科技最发达、

人口最集中以及生产力最丰富的区域，海岸带地区

的发展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应该注意

到，海岸带是个相对独立的地球表层系统，物理过

程、化学过程、生物过程和地质过程交织耦合，陆

海相互作用强烈，是个开放的复合巨系统，也是陆

海相互作用最为活跃以及对自然变化和人类活动响

应最为敏感的区域。目前海岸带区域的开发、建

设、保护与管理尚未真正建立在资源环境承载力的

分析和评价基础上，区域社会经济尚未形成科学的

发展模式，部分地区海岸带资源、环境和生态问题

突出。在全国国土主体功能区划中，应充分重视海

岸带的作用，科学规划并合理定位，才能支撑其可

持续发展。本研究在分析海岸带主体功能区划规划

指标体系的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按照海陆统筹的思

路，从区划的原则、划分程序、指标体系、数据标

准化和划分模型等方面阐述海岸带主体功能区划的

基本方法和技术框架，以期对于开展海岸带主体功

能区划规划及其相关工作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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