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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从可持续发展角度。阐述了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内涵，并以系统理论为指导，构建海洋

经济可持续发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选用三标度层次分析法建立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模型，并

对我国沿海区域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了定量分析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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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

系，是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和基础工作，对于实施海洋开发战略具有重要的

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文将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以系统理论

为指导．在对影响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因素进

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构建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

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选用合适的方法建立评

价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模型，并对我国沿

海区域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定量分析

和评价，为国家和地方制定海洋经济政策、贯彻

实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评价和调控区域海洋经

济发展态势以及动态评估区域海洋经济可持续

发展能力，提供支撑和辅助决策。

一、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内涵

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可持续发展中的一个重

要概念。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指的是区域人地系

统内部各要素，通过自身的发展及相互间的互相

反馈作用，所拥有的支撑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整体

能力。对海洋经济而言，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

力即是在一定技术条件下，海洋内部各要素通过

自身的发展和相互间的互动反馈，支撑海洋经济

可持续发展的整体能力，它应是区域可持续发展

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借鉴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编写的

《2003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对区域可持

续发展能力的阐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应

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1)海洋资源供给能力：指的是某一沿海区

域的海洋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其对沿海区域海洋

经济的发展起到的基础性支撑作用。

(2)海洋产业的经济功能：指沿海地区利用

海洋资源、人力、技术以及资本等经济发展要

素，通过合理的海洋经济结构和产业配置，可以

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的总体能力。海洋产业的发展

对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海洋产业产值的比重及增长速度从资源开发角

度说明了人类对海洋的开发程度以及海洋产业

的经济贡献。

(3)海洋环境治理及保护能力：指的是沿海

地区治理海洋环境污染及使海洋环境恢复到一

定目标的能力。

(4)海洋科技发展水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

产力。海洋科技渗透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各个

要素，从而对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产生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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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动作用，如海洋科技可提高海洋资源的利用

效率、提高海洋环境保护能力。

二、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设

计遵循的原则

作为结构复杂的巨系统，海洋经济可持续发

展能力系统具有变量庞杂，不确定指标显著等特

点，单独选出几个指标难以反映海洋经济可持续

发展能力的总体特征，选出全部指标则会由于指

标过多过细而增加了资料获取和构建模型的难

度。因此，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指标体系设

置应当从“突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综合评判”

的基本思路出发，根据科学全面和可操作的原则

来考虑，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1．系统性原则

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系统是一个开放

的系统，它是一个涉及若干要素的复杂的结构系

统，具有很强的系统整体性，因此在评价指标体

系的设置中这一特性应充分体现，即应将海洋经

济可持续发展能力作为一个大系统，围绕实现可

持续发展这一标准，多层次地综合分析各种影响

因素。同时应考虑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系

统并非指标的简单堆积，为了便于评价，应将指

标逐层分解到各个子系统中去，建立层次明晰的

分析评价体系。

2．科学性原则

指标体系的科学性是确保评估结果准确合

理的基础。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指标体系

是一个将海洋经济、海洋资源、海洋环境、海洋

科技等方面有机地融为一体的多层次、多功能、

全方位的统计网络系统。指标体系设计应客观、

科学地反映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中各子要

素的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同时要符合

我国目前现行的海洋统计工作的标准。科学性主

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全面性原则

全面性原则是指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

的评价指标体系必须能全面地反映海洋经济可

持续发展能力的综合水平以及各方面发展的因

素指标，如海洋经济指标、海洋资源指标等。

(2)独立性原则

独立性原则是指指标系统中各指标之间不

应有很强的相关性，不应出现过多信息内容的相

互涵盖而使指标内涵重叠。指标的选择力求具备

典型性、导向性、完备性、广泛的涵盖性和高度

的概括性。

(3)可比性原则

可比性原则有两层涵义，一是指统计指标的

选择应满足概念正确、涵义清晰、口径一致，指

标体系内部各指标之间应协调统一，所有选择的

指标应能够根据测量标准进行量度。指标体系的

层次和结构应合理，符合现行海洋统计制度的要

求，以保证评价结果的合理性、客观性和公正

性。二是指各项指标的含义、统计口径和适用范

围必须适用于不同的区域。

5．可操作性原则

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应保证有翔

实、可靠的统计数据支持，可实际操作运行。因

此，在设计指标体系时，应从实际出发，尽可能

选择可以量化的指标和现有海洋统计体系能够

提供基础性数据的指标。同时在可操作原则要求

下，指标的选择应强调少而精，注重规范性、通

用性和公开性。

三、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

系的设置

根据以上对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内

涵和特性，以及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和方法的论

述，可将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指标体系中的

指标具体分为海洋产业发展能力指标、海洋资源

供给能力指标、海洋科技综合能力指标以及海洋

环境治理及保护能力指标。

(1)海洋产业发展能力指标，包括海洋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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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产值增长率(％)、海洋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

总值的比重(％)、海洋第三产业比重(％)、港口

货物吞吐量(万吨)、滨海旅游业收入(亿元)。

(2)海洋资源供给能力指标，包括海域面积

(km2)、岸线系数、海水养殖面积(hm：)、盐田面

积(hm2)、宜建港口港湾数量(个)、海洋石油资

源储量(亿t)、海洋天然气资源储量(亿m3)。

(3)海洋环境治理及保护能力指标，包括工

业废水处理率(％)、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理率

(％)、清洁海域面积占海域总面积的比率(％)、

海洋自然保护区总面积(万hm2)。

(4)海洋科技综合能力指标，包括海洋科研

机构数量(个)、海洋科研从业人员(人)、海洋专

业技术人员(人)、拥有发明专利总数(个)、发表

海洋科技论文数量(篇)。

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的方法

对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主要可采

用层次分析法、多元统计方法、灰色模糊综合评

判法。

1．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AHP法)是由美国匹兹堡大学教

授T．L．S鼬ty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提出的。它的

基本思想是把一个复杂的问题分解为各个组成

因素，并将这些因素按支配关系分组，从而形成

一个有序的递阶层次结构。通过两两比较的方式

确定层次中诸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然后综合人的

判断以确定决策诸因素相对重要性的总排序。

本文使用改进的三标度层次分析法IAHP

(Improved AHP)，其计算权重的步骤如下：

(1)构造主观比较矩阵，C=【c#】。。。

rl，指标i比指标_『重要

式中：c。={o，指标i与指标_『同等重要
【一1，指标i不如指标_『重要

(2)建立感觉判断矩阵，S=[s；】。。。，式中：

s产咖西，d=∑c‘『
，

(3)计算客观判断矩阵，R=吲。。式中：仰‘删，
s。=蜘省5#=脚石(哆)一蟛n(哆)，p为使用者定

义的标度扩展值范围，如p=3或p=7，本文取3。

客观判断矩阵R任意一列的归一化即为厅

个指标的权重向量【埘。，埘：，埘，，⋯，埘。】r

2．多元统计方法

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主要包括聚类分析法、主

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等。聚类分析法其基本

思想是认为所研究的指标(变量)之间存在着程

度不同的相似性，把相似度较大的指标聚合在一

起，关系密切的聚合到一个小的分类单位，直到

把所有指标聚合完毕。判别分析法是根据影响研

究对象的多种指标，依据一定的判别原则，对研

究对象的归属作出判断的多元统计方法。主成分

分析法是利用降维的思想，把多指标转化为少数

几个综合指标的多元统计方法。因子分析是把具

有错综复杂关系的变量归结为少数几个综合因

子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其基本思想是根据

研究对象指标相关性大小把变量分组，使得同组

内的指标之间相关性较高，不同组之间相关性较

低。组代表基本结构，这个基本结构称为公共因

子。抓住这些主要因子就能够对复杂的经济问题

进行分析和解释。

5．灰色模糊综合评价法

灰色模糊综合评判可以理解为在已知信息

不充分的前提下，评判具有模糊因素的事物或现

象的一种方法，其中“灰色”指信息量少、不充

分，为“量”的概念，而“模糊”指评判信息中具有

概念不明确的因素。

4．对各种方法的评价

采用层次分析法与模糊数学评判法进行多

目标决策方案的评价，可以解决评价中的非精确

性问题，对主观的概念进行量化，方便了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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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处理，减小了主观判断带来的差异，使结果

更为准确，更为符合实际情况，能够得出较正确

的评价结果。

层次分析法是对一些较为复杂、模糊的问题

作出决策的简易方法，特别适用于那些难于完全

定量分析的问题，其应用涉及广泛的科学和实际

应用领域。该方法对人们的思维过程进行了加工

整理，提出了一套系统分析问题的方法，为科学

管理和决策提供了较有说服力的依据。虽然该方

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们的经验，受主观因素

的影响较大，但对于精度要求不太高的决策问题

却能取得很好的效果。

由于灰色模糊综合评判以灰色模糊数学理

论为基础，可以处理同时具有灰色性和模糊性的

综合评判问题，因此有着更广泛的适用范围，它

比其他的评判方法更接近客观实际，使评判结果

更加客观可信。灰色模糊综合评判方法实质包含

了专家评价法。

尽管层次分析法、灰色模糊综合评价法对解

决多指标评价问题能够得出较为有效的结果，但

这些方法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即各评价要素权

数的确定比较困难，主观性较大，使得综合评价

结果不具有唯一性和客观性。而聚类分析法、判

别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等，各综

合因子的权数是根据综合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大

小来确定的，方差越大的变量越重要，从而具有

较大的权数，这样就避免了人为确定权数的随意

性，使得综合评价结果唯一。但聚类分析法、判

别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对指标的

数据的质量要求较高，因此在实际应用时往往不

如层次分析法和灰色模糊综合评价法灵活实用。

五、区域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

本文将运用已构建的区域海洋经济可持续

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沿海11个省、直

辖市、自治区的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定

量评价。运用已构建的指标体系对我国沿海海洋

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实证研究，一方面为制

定国家层面上的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决策提

供科学依据，为沿海地方海洋管理机构制定海洋

经济发展政策提供借鉴，另一方面也可对已构建

的评价指标体系的有效性进行验证。

1．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中指标权

重的确定

指标体系是对区域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系

统的抽象和模拟，但各个指标对系统的贡献不

同，这可以用一组归一化的权重tt，，，们：，⋯来刻

画。传统的权重分配常用专家咨询法和层次分析

法。其中层次分析法不仅对咨询专家要求高，而

且多轮咨询的工作量大。层次分析法一般采用九

标度刻画比较判断结果，因此操作困难，计算复

杂，还需要进行一致性检验。在保证科学性的前

提下，为了计算方便，本文采用三标度层次分析

法。参考刘波(2004)的研究，社会、海洋经济、海

洋资源与环境、智力支持权数分别为0．137、

0．256、0．478、0．128，可以认为在本文所研究的海

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中指标层的四类指

标的重要性排序依次为海洋资源供给能力指标、

海洋产业发展能力指标、海洋环境治理及保护能

力指标、海洋科技综合能力指标。根据三标度层

次法，对于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中指标

层的四类指标，即海洋产业发展能力指标、海洋

资源供给能力指标、海洋环境治理及保护能力指

标、海洋科技综合能力指标，经过计算，得到其

权重分别为0．2765、0．3988、0．1917和0．1329。同

理，可得到因子层指标的权重，见表l。

2．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

结果

运用已建立的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评

价指标体系，对我国沿海儿个省市海洋经济可

持续发展能力进行评价。数据采用2005年国家

海洋局、国家统计局以及各省市的统计年鉴、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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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指标层、因子层权重

指标层(B) 因子层(C)
目标层(A)

名称 指标层权重 名称 因子层权重

海洋产业总产值增长率 25．19％

海洋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25．19％

海洋产业发展能力 ”．65％ 海洋第三产业比重 19．14％

港口货物吞吐量 15．94％

滨海旅游业收入 14．54％

海域面积 20．46％

岸线系数 20．46％

海
海水养殖面积 11．81％

洋

经 海洋资源供给能力 39．88％ 盐田面积 11．81％

济
宜建港口港湾数量 11．8l％

可

持 海洋石油资源储量 11．8l％

续
海洋天然气资源储量 11．8l％

发

展 工业废水处理率 32．22％

能

力 海洋环境治理 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理率 26．83％
19．17％

及保护能力 清洁海域面积占海域总面积的比率 18．60％

海洋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22．34％

海洋科研机构数量 25．41％

海洋科研从业人员 21．16％

海洋科技综合能力 13．29％ 海洋专业技术人员 21．16％

拥有发明专利总数 17．62％

发表海洋科技论文数量 14．67％

注：指标的原始数据摘自2006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洋年鉴。对有关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海洋产业

发展能力、海洋资源供给能力、海洋科技综合能

力以及海洋环境治理及保护能力加权综合，得出

沿海1l省市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综合评价

得分。见表2。

5．结果分析

根据表2分析结果，我国沿海11个省市自

治区的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排名依次为海

南、山东、广东、福建、浙江、辽宁、上海、天津、江

苏、河北和广西。根据表2分析结果，运用聚类

分析法将我国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

力划分为四组，即为极高组、高组、中组、低组。

极高组中包括海南、山东。山东省在海洋科

技综合能力、海洋环境治理及保护能力两方面居

沿海地区首位。山东省的青岛市是我国著名的海

洋科研基地，青岛的海洋科研和教学单位约占全

国总数的l／3左右，素有中国的“海洋科学城”之

称。全国110多个海洋科研与教学机构，在青岛

就有24个，其中国家级、省级各类海洋科研机构

10多所，教学机构5所。青岛的海洋高科技人才

占全国同类人员的50％以上。山东省的废水治

理的处理能力在全国居于首位，这也很大程度上

得益于其科技水平。海南省在海洋资源供给能力

方面在全国处第一位，其中海域面积、岸线系

数、海洋石油天然气储量在全国居于绝对优势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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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05年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

：；×、萎薹主尝 海洋资源 海洋环境治理 海洋科技

供给能力 及保护能力 综合能力

综合评价 海洋经济可持续

得分 发展能力排名

天津

河北

辽宁

上海

江苏

浙江

福建

山东

广东

广西

海南

0．4572

0．1981

O．2606

O．5780

0．1458

0．4：29l

O．5370

0．2462

O．4880

O．2670

0．4529

O．氆，94

O．1309

O．3519

O．1235

0．1556

0．2332

0．2525

0．4047

O．2575

O．0r754

0．6759

O．3383

0．4765

0．5166

O．3574

O．5884

0．6053

0．490l

0．6842

O．5402

O．4555

O．3145

O．6097

O．小珥l

0．622l

0．5463

0．4234

0．6125

O．5742

0．910l

O．7363

0．4573

0．堋

O．3“9

O．2600

0．3941

0．3502

0．2714

0．4091

0．4194

O．4816

0．4390

0．2520

O．5136

高组中包括广东、福建、浙江、辽宁。广东的

海洋科技综合能力仅次于山东，在海洋产业发展

能力等其他三个方面也居于前列。福建在海洋产

业发展能力方面处于全国前列，而在其他三方面

均居于中游。浙江在海洋环境治理及保护能力方

面仅次于山东，而在其他方面均居于中游。辽宁

在海洋科技综合能力和海洋资源供给能力方面

居于全国第三位，其他两方面则较为落后。

中组中包括上海和天津。上海和天津的海洋

产业发展能力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但它们的海

洋资源供给能力较差，同属海洋资源短缺的地

区，这与其区域经济发展特点相吻合。在海洋环

境治理及保护能力方面，上海和天津居于全国后

列，这主要是由于区域经济高速发展造成海域环

境污染所致。在海洋科技综合能力方面这两个城

市处于中游。

低组中包括江苏、河北、广西。江苏和河北在

海洋产业发展能力方面都较为落后，在海洋资源

供给能力方面也处于后列。江苏在海洋环境治理

和保护能力方面仅次于山东和浙江。广西在海洋

资源供给能力、海洋科技综合能力方面都处于全

国后列，但在海洋产业发展能力、海洋环境治理

及保护能力方面居于中游。

六、结论和建议

本文根据当前海洋经济研究和决策的需要，

构建了一套新的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

指标体系，分别从海洋产业发展能力、海洋资源

供给能力、海洋环境治理和保护能力、海洋科技

综合能力等四个方面评价我国沿海ll省市自治

区的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状况，较为全面地

反映了我国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

现状。

任何评价指标体系够不可能完全地描述所

要研究的问题，因此在具体使用指标体系时，决

策者可以根据评价对象的实际情况，对已构建的

指标体系进行进一步的修正和补充。本文所构建

的评价指标体系是对区域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

系统的抽象和模拟，仍有一些影响海洋经济可持

续发展能力的因素无法包括到评价指标体系中。

例如，在本文评价结果中，海南省处于极高组

中，其重要的因素在于海南省拥有200万k-112

海域以及丰富的海洋石油天然气资源，但由于南

海地区海洋权益问题的存在，使得海洋开发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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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

由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区域发展政策

处于不断调整过程中，因此，本文所构建的海洋

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中的权重在不同

的政策环境下，也应做适时的调整和修正。此

外，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中的

各指标之间的动力机制也是需要考虑的方面，对

其正确的把握也有助于确定合理的权重。

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是一个内涵丰富、

包含多因素并且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的开

放系统，对其进行定量评价不仅需要指标体系不

断完善，而且指标的数据也需要不断地丰富和规

范。因此需要不断加强海洋经济的统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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