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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海岛是海洋国土的组成部分
,

开发

海洋的基地
。

开发建设海岛
,

必须考虑海

岛生态环境不被破坏
,

经济社会系统要求

结构合理
。

当然
,

需用系统的思想和系统

工程的方法研究海岛的开发建设
口

关键词 海岛 海岛开发 系统分析

方面的功能
。

又如对环岛浅海滩涂 仁生物资

源的合理采捕与保护
,

对海洋生物资源的永

续利用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

海岛开发必须考虑社会经济系统结

构的合理性

海岛是一个完整而独立的生态环境

地域系统单元

每个岛屿都构成一个独立的自然生态系

统
,

它一般 由岛陆
、

岛滩
、

岛基和环 岛浅海四

个 小生境组成
,

海岛的每个小生境都具有特

殊的生物群落
,

从而构成其独立的生态系统
。

由于海岛面积狭小
,

造成海岛的地域结构简

单
,

生态系统十分脆弱
,

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

性指数小
,

稳定性差
,

如果不注意保护
,

盲目

开发
,

就极容易带来大量的生态环境问题
,

破

坏 良好的生态经济系统
。

开发建设海岛必须要有生态经济观点
。

开发建设海岛必须注意保护海岛的生态系统

平衡
,

注意再生资源永续利用所允许的开发

限度
。

在海岛上森林是生态系统的主体
,

因为

森林可以起到涵养水源
、

节制地表通流
、

保持

水土
、

调节气候
、

美化环境
、

净化空气等作用
。

由于海岛集水面积小
,

淡水资源缺乏
,

森林对

涵 养水源的作用意义更为重大 因而建立永

久性的海 岛防护林
,

并因岛制宜结合营造水

源涵养林
、

水土保持林
、

用材林
、

薪炭林
、

经济

林
、

特种用材林等
,

使之形成多层次的有机体

系
,

达到生态效益
、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三者

统一
,

充分发挥森林在海岛开发和保护环境

海岛开发应向经济加速的开放系统转

变

海岛在自然环境上是独立的生态系统
,

在经济上由于过去考虑 国防等因素
,

长期处

于封闭状态
,

几乎与外界隔绝
,

因而经济发展

缓慢
。

由于对资源开发的不完备
,

造成海岛经

济结构单一
,

有的海岛基本上是以渔 业生产

垄断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命脉
。

随着海洋的开

发
,

沿海对外开放
,

要打破这种局面
,

提高海

岛的开发程度和深度
,

改变经济结构单一和

落后的局面
。

为此要为海岛的开发创造条件

对我国 目前来讲
,

要给海 岛以优惠的政策
,

促

进其向经济加速的开放系统转变
。

在考虑开发海洋资源建设海岛的同时
,

一是要充分利用海洋 岛 的各种资源
,

如港

口 资源
、

海洋生物资源
、

海水化学资源
、

谁涂

和旅游资源等
,

同时又要认识开发建设海岛

的难度
。

由于海岛具有分布分散性的特点 基

础设施如供电
、

供水
、

邮电通讯
、

学校
、

医疗设

施等不能各岛共享
,

又不能不管岛屿大小都

建相应设施
,

其结果是造成投资大
、

受益小的

局面
,

特别是一些小岛
,

连一些起码的生活条

件都难以保障
,

现代化的物质文化生活当前

就更无从谈起
,

因而必须从发展经济来改变

这种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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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经济将由
“

内向型
”

转向
“

外向型
”

我国历史上
,

从唐朝以来
,

东部沿海有不

少岛屿 已是对外 贸易的商埠
,

南北航道的枢

纽
,

与海外往来的门户
。

随着当前经济与社会

发展
,

海岛凭借濒临海洋
,

背靠沿海大城市群

的区位优势
,

担 负着内联外引
,

发展外向型经

济的重任
,

一些海岛市
、

县已先后建立了涉外

机构
,

积极发展出口 创汇
、

利用外资
、

台资
,

兴

办
“

三资
”

企业
,

并在引进 国际先进技术和设

备等方面
,

取得了一定成效
。

今后随着我国进

一步对外开放
,

海岛的对外窗 口和基地作用

将 日益显著
,

并将由原来单一的国防桥头堡

转变为经济桥头堡
、

贸易桥头堡兼有
。

由过去

的封闭或半封闭向开放型转化或 由
“

内向型
”

向
“

外向型
”

经济转化
。

海岛是开发海洋的基地

众多的海岛是联结陆域国土和海洋国土

的结合部
,

海岛的资源丰富
,

并兼备海陆资源

的特点
,

尤其是岛屿周围的海域
,

蕴藏着丰富

多样的海洋资源
,

在沿海经济发展中具有重

要的作用
。

海岛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
, “

靠

海吃海
” 。

形成了
“

兴渔盐之利
,

行舟辑之便
”

的传统海洋产业
。

近年来
,

港 口与海运
、

滨海

旅游
、

海水增养殖
、

海水化工
、

海洋石油
、

海洋

能等新兴海洋产业蓬勃兴起
,

海洋资源开发

前景广阔
。

随着世界技术革命的不断深入
,

开发海

洋日趋成为当今世界的新潮流
,

不少未来学

家和海洋学家认为
,

从现在起的 年 内
,

世

界正在进入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
,

岛屿

经济的异军突起引人注 目
。

尤其我国是一个

亿人 口的大国
,

完全靠陆地索取生活资料

是远远不够的
,

迫切需要 向海洋进军
,

发展海

洋科学
,

开发海洋资源
。

因此
,

建设海岛是开

发海洋的重要一步
,

是开发海洋的后方基地
。

加强海岛港口 建设
,

提高陆岛之间运输

的便捷程度

发展陆岛运输
,

必须加强港 口建设
,

各海

岛与大陆的距离远近有所差异
,

如有良好的

港 口
,

则具备了海陆之间联系的方便条件
。

由

于岛屿面积狭小
,

不可能各种资源都具备
,

要

从大陆运去粮食
、

燃料和某些工业品等
。

甚至

运去淡水
。

有了良港则可弥补距离远之不足

没有良港
,

虽近犹远
。

因而陆岛运输成为开发

海洋建 设海岛的关键
,

甚至成为海岛经济发

达与否的标志
。

如 日本是一个地域狭小
、

资源

匾乏的岛国
,

但它却成 了世 界工业
、

经济
、

贸

易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

它主要靠资源输入
,

资

源输入几乎占 日本全部进 口值的
,

因此
,

日本极为重视发展港口和海上运输业
。

世纪 的港 口
,

不仅是单一 的运输功

能
,

还将具有高效的客流空间
,

高质量的产业

空间
,

丰富多彩的生活空间
,

情报信息处理空

间
。

我国海岛港 口资源丰富
,

也具有发展多功

能港区的海湾
。

但对多数海岛来说
,

以建设具

有一定泊位
、

码头的中小型港 口为主
。

按交通

部规划
,

要求 人的海岛建一个港 口
,

充

分发挥陆岛运输的功能
,

提高海上运输的便

捷程度
。

在海岛的开发建设中人是最活跃
、

最主

动的因素

人岛关系系统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一

部分
,

是特定条件下的人地关系
。

作为人类生

存的环境
,

海岛给予人类活动一定的有利条

件和制约条件
,

要求人类在海岛建设中发挥

积极作用
。

根据我国海岛县统计
,

人口密度达

到每平方公里 人
,

高于全国和大陆沿

岸的水平
,

但人口密度岛际之间差别悬殊
,

有

的海岛人 口集中程度非常之高
,

如浙江省玉

环县的鸡心岛
,

人 口 密度高达 人
。

辽宁

长海县是全国海岛县中人 口密度最低的一个

县其人口密度也有 人之多
。

但长海县的

璋子岛人口密度可高达 人
。

由于海岛

陆域狭小
,

又受边界条件的约束
,

人 口不可能

像在陆域那样容易扩散
,

造成人 口密度将会

越来越大
。

因而
,

海岛人口容量和海洋人 口承

载力将成为研究海岛开发的一个重要内容
,

但是提高海岛人口素质
,

包括文化
、

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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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提高
,

充分发挥海岛建设中人的因素

作用
,

使之成为建设海岛的主人
,

则是更为重

要
。

用系统论的思想和系统工程方法研

究海岛的开发

系统的层次结构

地球是一个大系统
,

而且是开放的复杂

的巨系统
。

海与陆则是地球上的两大子系统
。

海岛则是海洋这个大系统中的一部分
。

作为

海岛而言
,

也是一个系统单元
,

从自然环境角

度是一个系统单元
,

从经济与社会角度
,

可以

认为是一个小社会 有一 定人 口居住的海

岛
,

成为经济社会系统
。

海岛的社会经济系

统
,

可以是半封 闭的
,

也可以是开放的
,

封 闭

的海岛必然在经济上成为
“

死岛
” 。

研究海岛同样要 运用系统科学作为指

导
,

系统分析 已经成为发展海洋科学的重要

手段
。

我们在进行长山群岛经济与社会发展

规划时
,

考虑了系统的层次结构 见图
。

由

于海岛经济处于开发的初级阶段
,

仍以利用

自然资源为主的第一产业时期
,

因而存在经

济结构的不完备性和产业结构的单一性
。

定量化方法—数学模型的引进

进行系统分析必须借助模型 社会经济

活动的复杂性
,

成为特殊的开放性巨系统
,

要

求系统思想方法不仅是定性的
,

而且能定量
。

数学方法的引入
,

研究方法 由定性到定量并

与定性相结合
,

在长 山群岛综合发展规划研

究中
,

应用了一系列的模型予以近似描述
。

模

型只是反映客观实体某一方面本质特征的一

种近似形式
,

在研制模型体系时
,

首先要围绕

研制 目的
,

不仅要提 出对各子系统模型的具

体要求
,

而且要设计一个总体模型
,

给出各子

模型之间的具体联结关系
,

使整个模型体系

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

关于长海县海域系统

模型建立考虑了以下几个原则

 树立
“

因地建模
”

原则
。

在应用数学方

法对 区域进行研究时
,

树立
“

因地建模
”

原则
,

根据研究的地 区和内容
,

适 当选取合适的数

学方法建立模型
。

在进行长山群岛综合发展

规划时
,

无论是人 口
、

资源
、

环境
、

经济与社会

等都具有强烈的海洋特点
,

如计划生育政策

与陆域略有不同
,

海岛的经济结构以渔业 生

为主
,

由于国家对水产品价格的开放
,

在一定

时期 内形成了指数增长
。

由于政策因素的改

变所造成的变化
,

有些数量方法的应用就会

失真
,

因而并不是陆域上能应用的所有数学

方法在海洋上都能应用
。

建模的动态发展原则
。

任何一个地区

的社会经济系统
,

都通过其 内部子系统之间

的相互作用以及外部环境之间物质能量
、

信

息
、

资金等的交换
,

促进系统本身的演替和发

展
,

使系统整体呈现动态性和复杂性
,

构成了

系统运动的活力
。

所以研究综合发展规划时
,

要强调发展
,

发展就不能简单地用静态 的模

型去分析问题
,

必须从动态的观点出发
,

建立

动态模型
,

分析和研究系统 的动态行为和发

展演替规律
,

从而达到对系统实施控制的 目

的
。

多种模型结合的原则
。

地区规划模型

体系中的每一个模型
,

都有其自身特点的功

能和作用 它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描述和模

拟一定的社会经济系统的行为及要素间的关

系
。

社会经济系统又不同于一般的物理系统
,

它们属于复杂的
、

缺少定量化理论的
、

而且又

存在着大量模糊的
、

随机的人为因素 不可能

用某一种单一的 定量方法对其进行 个面表

述
。

因此
,

设计区域经济规划模型体系时 要

求根据地 区特点
,

构造一个适合的模型体 系

图
。

正确理解定性与定量的关系

实践证明
,

模型的建立必须要以定性 的

理论作为依据和前提
。

我国科学家钱学森教

授提出了从
“

定性到定量综 合集成方法
”

关

于定性与定量的关系
,

我们的认识是 定性把

握系统的机制及其行为质的特征
,

通过 定性

分析建立系统总体及各系统的概念模型
,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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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将它转化为数学模型
。

定量研究则从

数量上加以分析
,

将数学模型经过求解或模

拟后得出定量结论
,

并寻求系统及要素之间

量的关系
。

回过来再对这些结论进行定性分

析
,

以取得认识上的飞跃
。

因而可以认为实现

从定性的感性认识上升到以定量为基础的理

性认识
。

做到定性到定量的深化
,

从而加深定

性分析
。

把定性和定量联系起来是一个综合

集成
,

这里既包括 了系统分析
、

计量分析
、

技

术经济分析
,

也 包括了理论分析
、

实证分析

等
。

因而是高度的综合
,

是辩证的统一
。

定性

分析是问题的出发点
,

也是最终的落脚点
。

进行
“

开发海岛决策支持系统
”

的研究

决策支持系统是本世纪 年代以来形

成的一门新兴科学技术
。

它把计算机技术
、

人

工智能技术
、

软件工程技术与管理科学
、

系统

科学
、

决策科学
、

政策科学等现代软件科学理

论与方法有机地融为一体
,

为人们解决复杂

的决策问题提供支持
,

也为人们深入研究复

杂巨 系统的运行机制发展规律和趋势提供了

工具和手段
。

决策支持系统是直接供领导通过决策咨

询机构对重大发展问题进行决策分析
、

政策

仿真模拟
,

以及支持发展战略研究
、

制定中长

期发展规划的有效管理工具
。

它可以提供经

济
、

科技
、

社会等各方面的信息查询
,

可 以进

行纵向的比较分析和交互影响分析
,

对各种

国民经济活动进行仿真模拟
,

对各种决策方

案进行 评估和优化
,

在领导和决策过程中提

供信息查询和决策支持
,

并且有利于实现决

策科学化和民主化
。

为此
,

在长海县经济社会综合发展规划

工作的基础上
,

进行了
“

开发海岛决策支持系

统
”

的研究工作
。

决策支持系统的重点内容之

一是为长海县政府在建设发展海洋牧场的决

策方面提供科学依据
。

在海岛开发决策支持系统研究中
,

共设

计了数据库
、

模型库
、

图形库和知识库及其相

应的管理系统
。

在数据库中包括了海岛基础

调查中有关海洋生物资源
、

海洋水文
、

海洋敌

害生物
、

海底底质
、

海岛的人 口
、

劳力
、

经济等

有关数据 模型库选用 了适合海岛开发分析

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模型
,

尤其是线性规划
、

系

统动态学模型等
。

进行海洋农牧化生产
,

每年

要制定生产计划
,

同时还必须规划制订中长

期发展规划
,

利用系统动态学和线性规划模

型
,

可以使海洋牧场的生产达到海域养殖结

构优化和动态发展的要求
。

图形库可将海域

调查的数据用等值线
、

结构图形
、

动态曲线图

等表示
,

可以直观反映现实与今后发展情况
。

知识库通过专家知识的集成
,

应用 语

言编制有关计算机程序
,

根据海洋生物如对

贻贝
、

扇贝
、

海参
、

鲍鱼
、

牡蛹等的适生环境要

求
,

依据现有调查数据加以判定
,

并进行逻辑

推理
,

来确定适应养殖不同种类生物的海域

环境条件与相应的海域以及不同阶段养殖生

产的预测等
。

系统采用了综合集成工程和原型开发技

术路线
。

海岛决策支持系统开发采用了定性

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综合集成工程
,

其实

质是将专家群体
、

数据信息和计算机技术有

机结合起来
,

发挥综合优势
,

有力地提高了系

统的科学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