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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集约利用概念及其评价方法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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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洋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常导致临海经济布局不合理、海域使用效益地区差异明显、海洋生态

系统遭受巨大破坏等问题，因此探讨如何实现海域利用结构合理化、提高单位海域面积经济效益、

实现海域面积集约利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在梳理土地集约利用的内涵和相关理论的基

础上，提出海域集约利用的概念，并对海域集约利用的内涵进行探讨；总结国内外土地集约利用的

相关评价指标体系和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的相关方法模型，包括统计分析与计量分析方法、模型分

析方法、ＧＩＳ空间分析方法等；构建海域集约利用评价的指标体系。以期为优化海域空间利用结

构、促进海洋资源合理利用的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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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关于集约利用的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土地资

源［１］，包括研究其现状和发展趋势、分析其影响因素

及评价方法以及影响机理、潜力分析、区域实践等

方面。邵晓梅等［２］梳理国内外土地集约利用研究概

况，展望其未来研究方向；赵小风等［３］从土地集约利

用的研究尺度、内容、方法等角度对国内外相关研

究进行总结；李秀彬［４］结合实例定量测算土地集约

度；朱会义等［５］对土地集约利用的研究历史、驱动机

理等内容进行梳理总结，并提出未来展望；尹君等［６］

基于遥感和人工神经网络（ＡＮＮ）模型，评价石家庄

市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

海域作为重要的空间资源，对其集约利用的研

究却不多见。不合理的海洋资源开发常会导致临

海经济布局不合理、结构优化程度不高、海域使用

效益地区差异显著、海洋生态系统遭受巨大破坏等

问题，盲目开发用海工程［７］。因此，探讨提高海域集

约利用程度，合理配置海域利用结构，保证资源、经

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开展海域集约利用研究具

有重要意义。本文梳理土地集约利用相关理论，提

出海域集约利用的概念及内涵，并总结有关集约利

用评价的模型方法，以期为优化海域资源配置、促

进海洋资源合理利用的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２　土地集约利用的理论和内涵

包括系统学、经济学等在内的许多理论都对土

地集约利用起到重要指导作用［８－９］。根据法国经济

学家Ｔａｒｇｏｔ和英国学者Ｅ．Ｗｅｓｔ的贡献，人们逐渐

发现土地投入和产出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１０］，德国

农业经济学家Ｔ．Ｂｒｉｎｋｍａｎｎ定义土地集约为单位

土地面积的劳动工资、资本消耗和经营资本利息的

总和［１１］。此外，包括从“投入－产出”角度
［１２］、从劳

动、资金及技术等要素投入所得经济效益角度［１３］、

从经济和社会及生态三者效益统一角度等［１４］，目前

普遍对集约利用的认识是，在单位面积的土地上投

入劳动力资源、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经济利益的经

营方式。

３　海域集约利用的概念及其内涵

关于海域集约利用的现有研究多侧重于海岸

带空间资源优化配置、集约用海工程影响、海域资

源利用方式等。王江涛等［１５］以环渤海地区为例，对

该地区海域空间资源使用情况及使用问题作出分

析；杨怀宇等［１６］以上海临港新城围垦区为例，通过

构建土地利用投资组合模型，评价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临

港海岸带土地利用集约程度；杨俊等［１７］以遥感数据

为基础分析大连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１９９２—

２００９年土地利用的空间格局演变及驱动机制；罗先

香［１８］从海洋生态环境影响角度出发构建集约用海

评价指标体系。海域集约利用的基本理论和研究

方法还需要进一步深入。

海域集约利用是长远目标，其内涵可概括为两

方面：一是由于不同历史发展时期、不同海域资源

状况，其实现标准会随科技发展和生产力进步而改

变；通过加强科学技术创新、增强经济投入、改善管

理模式、充分发挥海洋利用潜力等途径，不断提高

海域集约利用效率。二是海洋资源的有限性决定

人们只能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在不破坏海洋

生态平衡的前提下，通过对海洋资源的优化配置，

以实现海域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可持续利用。

４　海域集约利用评价指标研究

４１　海域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

现阶段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主

要有３种。①基于经济学，以“投入－产出”角度构

建土地集约指标体系。如，谢敏等［１９］从投入、利用、

产出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王明舒等［２０］根据国家

政策所制定的评价原则构建桂林高新区集约评价

指标体系；另有研究从土地利用生态环境质量状

况［２１］、土地利用可持续状况［２２］、集约利用的社会状

况［２３］、生态安全状况等［２４］不同角度对土地集约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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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内涵进行扩充，并构建指标体系。②基于人地

系统的作用［２５］。如，金淑婷等［２６］在ＰＳＲ评价模型

基础上对甘肃省武威市耕地的集约利用状况进行

综合评价；朱一中等［２７］借鉴ＰＳＲ相关框架，分析广

东省土地集约利用的空间差异。③将经济与生态

效益相结合。如，王国恩等［２８］从经济、社会、生态效

益３方面重新解译土地集约利用概念，建立城镇土

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

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以合理布局、优化

海洋利用结构为目的，借鉴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

体系构建思路，同时基于海域利用的特殊性，从海

洋资本投入强度、海洋资源利用程度、海洋经济效

益和海洋生态环境４个层面选取海域集约利用评价

指标，构建其指标体系框架，以求客观准确地反映

海域集约利用程度。

４２　海域集约利用评价指标选取

海域集约利用评价指标共包括４个方面、１４个

指标（图１）。

图１　海域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

５　集约利用研究的相关方法

评价研究应根据研究的目的和对象的不同，选

取合适的研究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５１　统计与计量分析方法

统计与计量分析是常见方法。层次分析法是

土地集约分析应用较多的方法之一，如中国江苏

省［２９］、北京海淀区科技园［３０］集约利用评价研究等；

层次分析法简单方便，但评价结果偏主观化。熵值

法，如刘力等［３１］采用熵值法选取１３个城市并对其

土地集约利用情况及其经济效益分异进行分析。

模糊综合评价法根据模糊数学隶属度概念，能够克

服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在划分集约度级别等级时表

现的不足，有效解决集约利用评价因素边界模糊，

具有中介过渡性的特征，适合各种非线性［３２］。

５２　模型分析方法

人工神经网络模型能够反映自变量和因变量

的复杂关系，可以调整处理信息，适用于复杂的非

线性、模糊性的问题处理［３３－３４］，如李焕、张晓燕

等［３５－３６］运用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实证研究土地集约

利用，未来的神经网络模型在应用过程中还应考虑

与ＬＵＣＣ研究模型如驱动力模型（ＳＤ）
［３７］、元胞自

动机模型（ＣＡ）
［３８］相结合。此外，王国刚等［３９］结合

集约利用度指数（ＣＩＩ）和驱动力模型及动态模型，分

析我国省域耕地的集约利用程度及其影响因素，并

预测其过程的变化规律和发展趋势；陈梅英等［４０］应

用ＰＳＲ与ＴＯＰＳＩＳ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对花都区与

珠三角主要城市土地集约化程度进行综合评价与

比较。

５３　犌犐犛空间分析

随着研究的深化，空间数据变得尤为重要，遥

感系统（ＲＳ）和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为其提供技术支

持。ＧＩＳ所具有的独特的空间数据分析处理能力为

集约利用空间数据的存储及分析提供平台，多源遥

感卫星数据的应用为集约利用研究数据的实时更

新及土地利用行为的动态监管提供技术便利。寇

征等［４１］基于卫星遥感影像数据，揭示辽宁省海岸

线、海岸带的变化，以及围填海开发利用状况；刘善

伟等［４２］基于ＳＰＯＴ５融合影像，给出基岩、砾石、砂

质、人工４种类型海岸线的解译标志及提取原则，并

提出结合精细ＤＥＭ 数据提取海岸线的方式方法；

刘勇等［４３］基于 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ＳＰＯＴ５和 Ｌａｎｄｓａｔ５等

多源遥感影像，依据分形理论，构建基于像元数的

精度评价模型，研究海岛海岸线遥感信息的尺度效

应。ＲＳ和ＧＩＳ技术在海域集约利用中的应用将是

未来海域集约利用的重要研究方向。

６　结论与讨论

本文参考并借鉴现阶段土地集约利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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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结合海域利用的特点，初步分析海域集约利

用的内涵，构建海域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并总

结评价集约利用程度的相关方法。未来的海域集

约利用研究应加强海域利用评价指标体系、方法模

型的实证研究，结合具体海域利用现状，合理确定

需要提高用海集约度的主要用海类型，并对现行海

域使用管理体制进行剖析，从而提出具有较强针对

性、可行性的政策建议，以提高我国海域集约利用

水平和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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