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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集约利用的内涵及其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王晗，徐伟
（国家海洋技术中心 天津３００１１２）

摘要：文章对海域集约利用的内涵进行了探讨，依据海域集约利用的内涵和指标体系构建的

原则，设计海域投入强度、海域产出效益、海域利用方式和布局、海域利用强度、生态环境效益

等５个能反映海域集约利用的准则层和若干指标层的海域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并解释了

指标的含义，分析了评价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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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临海产业和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

沿海地区工业化进程随之加快，城市人口也进一

步向沿海地区聚集，致使围填用海需求旺盛，用

海规模不断扩大。目前，我国近岸海域高强度开

发，围填海规模大且分布广，海岸人工化趋势明

显，后备的海域和海岸线资源不足。然而，沿海

地区对海域和海岸线资源的开发利用却存在着

粗放利用和闲置浪费等诸多问题，这使得海域和

海岸线资源利用显现出不同程度的效率低下和

分布不均，这些问题也为海域资源可持续利用和

海洋生态环境带来不小的压力。所以，解决这些

问题，必须转变海域利用方式，坚持集约用海，以

长远的目光科学合理地配置海域空间资源。通

过评价海域集约利用水平，发现和了解海域利用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而科学、精确的管理海域

资源。但是，目前我国对海域集约利用的相关研

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缺乏相应的评价体系。

１　海域集约利用内涵的界定

“集约利用”这个词最早来源于经济生产活

动之中［１］，而空间集约利用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

的集约利用方面。“集约”与“粗放”是两个相对

的概念，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增加各种生产要素

的投入和提高要素的生产率是促进经济增长的

两种方式 ［２］。经济学家科尔奈·亚诺什（Ｊｎｏｓ

Ｋｏｒｎａｉ，１９２８－）认为，增加要素的投入就是粗放

方式的经济增长，而提高要素的生产率则是与集

约方式的增长相当［２］。所谓粗放型经济增长是

通过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只求

数量扩展和外延扩张，投入产出比相对较低，单

纯的靠资金和资源的不断投入积累来支撑经济

增长速度；而集约型则是高效率、高产出、高质量

和低消耗的生产模式，追求的是质量提高和内涵

发展，依靠科技进步、降低生产要素投入、结构优

化升级、合理生产力布局、讲究经济效益和生产

效益的经营模式来达到经济的增长［２］。

土地集约利用的研究最早来自农业，大卫·

李嘉图（ＤａｖｉｄＲｉｃａｒｄｏ，１７７２－１８２３）等古典经济

学家在研究农业地租理论中，提出了农业集约耕

作中报酬递减规律［１］。此后，中外学者和专家也

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土地集约利用的内涵，其具有

丰富和复杂的特点。归纳起来，土地集约利用就

是指以合理的布局、优化用地的结构和可持续发

展的思想为指导，通过增加存量土地的投入、改

善经营管理等途径，不断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和

经济效益，实现更高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３］。

因此，土地集约利用的科学内涵，应该是寻找土

地利用的最优或最佳的集约度，使土地利用的经

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相统一［４］。

与土地利用相比，海域利用具有其独特性，

包括海岸线和海域的利用。笔者借鉴土地集约

利用的内涵，结合海域利用独有的特征，分析海

域集约利用的内涵应该包括如下几方面。

（１）海域集约利用是以节约利用海域面积和

海岸线长度为目的，以海洋功能区划和资源环境

的承载力为基础，着眼于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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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

（２）海域集约利用的目标应该是追求综合效

益的最大化，涵盖资源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和生态效益等方面，要求人类做到物尽其用、用

尽其利、实现资源价值，海域利用投入产出效率

高，顾及不同人群生存和资源利用公平公正，对

生态环境破坏小、污染少且可持续。

（３）海域利用的独特性是只有内边界（海岸

线），没有外边界，通过优化海域利用方式和布

局，离岸开发、外海发展，减少对自然岸线和近岸

等有限的海域资源的利用，并且提高海域的使用

效率，以实现海域的集约利用。

（４）随着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海域集约利

用的程度也不断变化，具有动态性，表现为受海

域利用方式、结构和空间布局等方面变化的影

响，不同历史时期呈现不同的海域集约利用状

态，所以，判断集约化的标准也只能是相对标准，

海域集约利用程度也应该是逐步提高的。

（５）海域集约利用应该有合理限度，由于受

自然生态规律和经济社会规律的限制，在海域资

源利用中投入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应该有一个

合理的限度，并非单位海域面积或海岸线长度上

投入的资本和劳动力越多就越集约、效果就

越好。

（６）海域集约利用受自然、经济、社会、技术、

历史等所在地区自身特点、海洋功能区划和地区

海域发展目标的影响，致使集约利用海域资源的

措施和方法不同，其具有灵活性。海域集约利用

是一个必然趋势，但并不是一个固定模式，要因

“海”制宜。

综合以上分析，海域集约利用的内涵可以总

结为：在一定自然、经济、技术和社会条件下，根

据沿海地区海域的功能区划及发展目标，以海域

合理布局、优化海域利用方式、环境消耗最小化

和可持续发展为前提，通过适度增加海域面积和

资金投入、改进技术和改善管理水平等途径，不

断提高海域资源利用效率，以期取得良好的经

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综合效益。

２　海域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海域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过程必

须遵循以下原则。

（１）科学性：指标体系的构建应立足于海域

集约利用理论框架，并能科学准确地反映出海域

集约利用的内涵和本质。

（２）体现海域特色：由于海域利用的特殊性

即只有内边界（海岸线），没有外边界，海岸线和

近岸资源是有限的，所以构建指标体系要考虑海

域的利用方式和布局特点，从海岸线和海域两方

面来制定指标。

（３）层次性：海域利用本身是一种极其复杂、

多因素、多变量、多层次的等级体系，应根据系统

层次建立评价指标体系，使其层次分明，结构清

晰，便于操作。

（４）全面性与代表性：选取评价指标时应该

注重全面性，能涵盖海域资源赋存、海域利用结

构及其变化、海域利用综合效益等方面内容。同

时也应该注重代表性，因为增强评价结果的可信

度主要依靠指标对评价目标的贡献度及相关指

标间的联动程度［１］。

（５）动态与静态评价相结合：动态评价主要

从某沿海地区海域利用在时间序列上的动态变

化角度，分析海域利用的演进、经济发展、环境质

量变化等方面的协调程度，为海域利用决策或改

进提供依据；静态评价主要从同类型、同级别沿

海地区某一时期海域使用状态横向对比入手，分

析海域利用的程度及其与先进地区的差距或者

可取之处。

（６）指导性与弹性：评价的主旨在于引导海

域利用向集约、高效、协调的方向发展，因此，要

求指标体系必须具有前瞻性，要求评价结果对海

域管理能起到指导性作用［５］。此外，海域集约利

用评价指标的选取和评价过程应遵循弹性原则，

即在相对稳定的基础上，指标体系能随客观实际

的变化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而进行阶段性

调整。

（７）指标量化及评价操作可行性：必须考虑

指标是否可量化和数据统计是否连贯、真实。只

有确保数据获取渠道畅通并选取适当的评价方

法，指标体系的操作才是可行的。

３　海域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依据海域集约利用的内涵和指标体系构建

的原则，设计海域投入强度、海域产出效益、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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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方式和布局、海域利用强度、生态环境效益

等５个能反映海域集约利用的准则层指标。海

域投入强度是通过单位海域使用面积和单位占

用岸线长度两方面的固定资产、劳动力方面的投

入来体现集约利用；海域产出效益是通过单位海

域使用面积和单位占用岸线长度的海洋生产总

值来体现；海域利用方式和布局是通过海域的利

用方式和空间布局来影响海域集约利用程度的，

一般认为向外海发展和离岸式用海能够体现集

约利用；海域利用强度是通过海域的使用程度来

体现的；生态环境效益是指海域利用对生态环境

的影响，对生态环境改变小、污染少的集约利用

才是效果好的集约。海域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

系即由５个准则层和１５个指标层构成（表１）。

表１　海域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极性

海
域
集
约
利
用
Ｉ

海域投入

强度Ａ

海域产出

效益Ｂ

海域利用方

式和布局Ｃ

海域利用

强度Ｄ

生态环境

效益Ｅ

海域固定资产投入强度Ａ１ ＋

海域劳动力投入强度Ａ２ ＋

岸线固定资产投入强度Ａ３ ＋

岸线劳动力投入强度Ａ４ ＋

海域海洋生产总值产出强度Ｂ５ ＋

海洋生产总值增长与海域使用面

积增长弹性Ｂ６
＋

岸线海洋生产总值产出强度Ｂ７ ＋

海域使用区位指数Ｃ８ －

岛式围填海占比Ｃ９ ＋

围填海开发指数Ｄ１０ ＋

海域利用率Ｄ１１ ＋

人工岸线闲置率Ｄ１２ －

岸线利用率Ｄ１３ ＋

自然岸线保有率Ｅ１４ ＋

污染海域面积占海比Ｅ１５ －

４　海域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的解释及

计算方法

４１　海域投入强度犃

４．１．１　海域固定资产投入强度Ａ１

单位海域使用面积海洋固定资产投入，是正

指标，反映该地区海域利用的资金投入强度。单

位：万元／公顷。

计算公式：海域固定资产投入强度＝海洋固

定资产投资额÷海域使用面积。

４．１．２　海域劳动力投入强度Ａ２

单位海域使用面积涉海就业人员数，是正指

标，反映该地区海域吸纳就业人员的能力。单

位：万人／公顷。

计算公式：海域劳动力投入强度＝涉海就业

人员数÷海域使用面积。

４．１．３　岸线固定资产投入强度Ａ３

单位占用岸线长度的海洋固定资产投入，是

正指标，反映该地区占用岸线的资金投入强度。

单位：万元／千米。

计算公式：岸线固定资产投入强度＝海洋固

定资产投资额÷占用岸线长度。

４．１．４　岸线劳动力投入强度Ａ４

单位占用岸线长度涉海就业人员数，是正指

标。单位：万人／千米。

计算公式：岸线劳动力投入强度＝涉海就业

人员数÷占用岸线长度。

４２　海域产出效益犅

４．２．１　海域海洋生产总值产出强度Ｂ５

单位海域使用面积海洋生产总值，是正指

标，反映该地区海域利用的产出强度。单位：万

元／公顷。

计算公式：海域海洋生产总值产出强度＝海

洋生产总值÷海域使用面积。

４．２．２　海洋生产总值增长与海域使用面积增长

弹性Ｂ６

海洋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与海域使用面积增

长速度的比值，是正指标，反映该地区海洋产业

集约用海的发展趋势。

计算公式：海洋生产总值增长与海域使用面

积增长弹性＝海洋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海域使

用面积增长速度。

４．２．３　岸线海洋生产总值产出强度Ｂ７

单位占用岸线长度的海洋生产总值，是正指

标，反映该地区岸线利用的产出强度。单位：万

元／千米。

计算公式：岸线海洋生产总值产出强度＝海

洋产业生产总值÷占用岸线长度。

４３　海域利用方式和布局犆

４．３．１　海域使用区位指数Ｃ８

单位海域使用面积占用岸线长度，是负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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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反映该地区的用海布局。单位：千米／公顷。

计算公式：海域使用区位指数＝占用岸线长

度÷海域使用面积。

４．３．２　岛式围填海占比Ｃ９

人工岛式围填海的面积占围填海总面积的

比例，是正指标，反映该地区围填海的方式。

计算公式：岛式围填海占比＝人工岛式围填

海面积÷围填海总面积×１００％。

４４　海域利用强度犇

４．４．１　围填海开发指数Ｄ１０

围填海建设面积占围填海总面积的比例，是

正指标，反映该地区围填海的开发程度。

计算公式：围填海开发指数＝围填海建设面

积÷围填海总面积×１００％。

４．４．２　海域利用率Ｄ１１

海域使用面积占海域总面积的比例，是正指

标，反映该地区海域的利用水平。

计算公式：海域利用率＝海域使用面积÷海

域总面积×１００％。

４．４．３　人工岸线闲置率Ｄ１２

闲置未建设的人工岸线长度占人工岸线总

长度的比例，是负指标，反映该地区人工岸线的

闲置水平。

计算公式：人工岸线闲置率＝未建设人工岸

线长度÷人工岸线总长度×１００％。

４．４．４　岸线利用率Ｄ１３

使用岸线长度占岸线总长度的比例，是正指

标，反映该地区岸线的利用状况。

计算公式：岸线利用率＝使用岸线长度÷岸

线总长度×１００％。

４５　生态环境效益犈

４．５．１　自然岸线保有率Ｅ１４

自然岸线长度占岸线总长度的比例，是正指

标，反映该地区自然岸线保留情况和变化趋势。

计算公式：自然岸线保有率＝自然岸线长

度÷岸线总长度×１００％。

４．５．２　污染海域面积占比Ｅ１５

污染海域面积占海域总面积的比例，是负指

标，反映该地区海域的污染情况。

计算公式：污染海域面积占比＝污染海域面

积÷海域总面积×１００％。

５　海域集约利用评价方法

海域集约利用的影响因素众多，可运用多指

标综合评价法。构建海域集约利用指标体系后，

将计算好的指标值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将不同

指标赋予一定的权重，最后采用加权平均计算出

海域集约利用度，据此进行综合评价。

首先，结合选取指标及其属性，应用离差标

准化法对计算好的指标值进行标准化处理，当指

标为正向（＋）指标时，狓′犻犼 ＝ （狓犻犼－狓犼ｍｉｎ）／（狓犼ｍａｘ

－狓犼ｍｉｎ），当指标为负向（－）指标时，狓′犻犼 ＝（狓犼ｍａｘ

－狓犻犼）／（狓犼ｍａｘ－狓犼ｍｉｎ），其中狓′犻犼为指标标准化值，

狓犼ｍｉｎ、狓犼ｍａｘ 分别为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其

次，确定指标的权重，为了使指标权重更加科学

准确，采用专家咨询法和熵权法相结合的组合赋

权方法，具体做法为先采用专家打分法确定指标

主观权重，然后采用熵权法确定指标的客观权

重，最后将主客观权重加权平均确定指标最终的

权重，组合赋权法具有匿名性、反复性、统计性、

客观性的特征。最后进行加权平均，得出综合评

价分值，这样即可对海域集约利用的状况进行综

合评价，判断出海域利用的相对集约度，并对评

价结果进行系统的分析，找出海域集约利用度与

指标的关联度和海域集约利用的影响因素，以此

提出合理的解决对策［２］。

参考文献

［１］　王家庭，张换兆，季凯文．中国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Ｍ］．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２５．

［２］　杨树海．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内涵及其评价指标体系构建［Ｊ］．经济问题探索，２００７（１）：２７－３０．

［３］　王静，邵晓梅．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技术方法研究：现状、问题与趋势［Ｊ］．地理科学进展，２００８，２７（３）：６８－７４．

［４］　邵晓梅，刘庆，张衍毓．土地集约利用的研究进展及展望［Ｊ］．地理科学进展，２００６（２）：８５－９５．

［５］　张丽琴．城市土地利用评级指标体系构建［Ｊ］．资源开发与市场，２００３，１９（５）：２７８－２８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