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６年　 第１期 海洋开发与管理 ３３　　　 　

环渤海地区海洋资源承载力与海洋经济
发展潜力耦合关系研究

王萌，狄乾斌

（辽宁师范大学 海洋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大连　１１６０２９）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４１５７１１２７）、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科技人才支持计划（ＷＲ２０１４００５）．

作者简介：王萌，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海洋经济地理，电子信箱：１９０７４５９５２５＠ｑｑ．ｃｏｍ

摘要：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和海洋经济发展潜力之间存在着正向关联关系。采用熵值法测度了环

渤海地区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和海洋经济发展潜力，运用耦合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衡量了两

者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并运用变差系数法分析其地域差异及其演进规律。研究结果表明：环渤

海地区海洋经济发展潜力与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度普遍高于０．８，较少年份出现低于０．８现

象。空间上表现出天津市和山东省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双高的稳定耦合协调状态，河北省和辽宁

省耦合度较低且波动大，地区间差异明显。计算地区间耦合度变异系数得出，变异系数值不断下

降，地区间差异有明显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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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可持续发展一直是炙手可热的话题，

目前，对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研究逐步由探讨一般性

理论模式，进入到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的新

阶段，主要任务是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状态和水平进

行综合评价和分析［１］。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

组认为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具有严格逻辑关系

的“五大支持系统”的能力贡献总和。其中，经济发

展系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牵引力，资源环境系统

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限制和约束［２］。区域发展潜力

指的是在可持续发展前提下，区域复合系统的支撑

体系具备的潜在能力［３］，而资源环境承载力是生态

系统对人类社会系统发展在资源和环境方面提供

的一种支持能力［４］。可见，资源环境承载力不仅是

区域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也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

的重要因素之一。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可持续

发展理念在海洋经济领域的体现。海洋经济是以

消耗一定的物质资源并且排放一定的污染物为基

础的。因此，只有海洋经济系统和海洋资源环境系

统之间形成良好的协调关系，才能实现海洋经济可

持续发展［５］。

目前，国内在评价经济系统与资源环境系统之

间协调性时主要采用计算协调度的方法。如余娟

等采用模糊数学模型计算了广西人口、资源环境与

经济系统之间的协调度，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三系统

之间的协调发展水平［６］。张青峰等借助系统科学理

论，建立了黄土高原地区经济与生态系统协调发展

的耦合模型，并提出黄土高原地区经济与生态系统

耦合发展的评判标准，分析了黄土高原地区经济和

生态系统耦合发展的基本类型［７］。盖美等采用可变

模糊识别模型测度了辽宁省海洋资源环境与经济

的协调度，得出辽宁省由失调向初步协调发展的态

势［８］。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研究陆域资源环境与经

济发展之间的协调关系，对海洋经济发展系统与海

洋资源环境承载力系统之间关系的研究尚不多见。

耦合是描述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影响的系统之间

协同关系的一种常用的方法，许多学者利用耦合模

型探讨生态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９－１０］，并取得了

较为满意的成果。文章从系统耦合角度，运用耦合

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测度海洋资源环境

承载力和海洋经济发展潜力之间的耦合关系，为实

现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１　研究区域概况、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环渤海地区主要指以中国辽东半岛、山东半

岛、京津冀为主的环渤海经济带，在行政区上包括

山东、河北、天津、辽宁４个省（直辖市），共包括１７

个地市级行政区。海岸线长度６９２４．２ｋｍ，占全国

海洋岸线长度的３８．４７％。环渤海地区海域辽阔，

确权海域面积达１１．２６万ｈｍ２，占全国确权海域面

积的６０．５５％，拥有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海洋矿产

资源、海洋旅游资源及可再生海洋能源，海洋经济

发展迅速。２０１２年环渤海地区海洋生产总值为

１７９２５．０７亿元，较２０１１年增长了９．７％，占全国海

洋生产总值的３５．８％，占环渤海地区生产总值的

１５．７％，海洋经济的贡献作用明显。但也应该看

到，伴随海洋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了许多海洋资

源环境问题，如海水环境严重污染、海洋生物资源

遭受一定破坏、海岸系统日趋不稳定等。

１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熵值法测度了环渤海地区海洋资

源环境承载力和海洋经济发展潜力，运用耦合度模

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衡量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程

度，运用变差系数法分析区间差异及其演进规律。

１．２．１　熵值法

熵值法来源于物理学，后广泛应用于可持续发

展评价及社会经济等领域［１１－１３］。目前，国内许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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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将熵值法应用于环境管理、能源利用、经济系统

质量增长等方面［１４－１５］。其基本步骤如下。

（１）各指标同度量化，计算第犼项指标下第犻地

区占该指标比重犘犻犼 ＝
犡犻犼

∑
狀

犻

犡犻犼

。

（２）计算第犼项指标的熵值犲犼 ＝－犽·∑
狀

犻

犘犻犼·

ｌｎ（犘犻犼），其中犽＝
１

ｌｎ（犽）
，狀为实际统计年数。

（３）计算第犼项指标的差异系数犵犼 ＝
１－犲犼
犿－犈犲

，

犈犲 ＝
犿

犼＝１

犲犼，犿为实际统计指标个数。

（４）差异系数归一化，计算第犼项指标权重。

犠犼 ＝
犵犼


犿

犼＝１

犵犼

（１）

　　（５）计算综合得分犛犻＝
狀

犻＝１

犠犼·犘犻犼 ，犛犻即为海

洋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值。

１．２．２　变差系数

变差系数是用来描述两组变量离散程度的变

量。为表示环渤海地区各省市之间海洋资源环境

承载力（及海洋经济发展潜力）的差异情况，可以采

用变差系数法对其进行定量分析，其公式如下：

犞 ＝


狀

犻＝１

狓犻－珚（ ）狓 ２

槡 狀

珚狓
（２）

式中：狓犻表示犻地区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与海洋经

济发展潜力耦合度值；珚狓表示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

与海洋经济发展潜力耦合度平均值；狀表示研究区

域内单元个数，本研究中狀＝４。

１．２．３　耦合度模型

耦合是描述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影响的系统

之间协同关系的一种常用的方法。文章借鉴黄瑞

芬学者的方法，引入变异系数法度量海洋资源环境

与海洋经济发展潜力之间的耦合关系［１０］。

犆＝
２犛

（）狕 狓 ＋犺（）狔
＝２ １－

（）狕狓·犺（）狔
（）狕狓 ＋犺（）狔［ ］２槡

２

（３）

式中：犆表示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与海洋经济发展

潜力变异系数值；狕（狓）、犺（狔）分别表示资源环境承

载力综合评价结果和海洋经济发展潜力综合评价

结果。变异系数没有量纲，值越小表示两个系统的

协调程度越高；反之，则协调程度越低。因此构造

耦合度函数如下：

犮＝

（）狕狓·犺（）狔
（）狕狓 ＋犺（）狔［ ］２

烅
烄

烆
烍
烌

烎

２

犽

（４）

式中：犮表示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与海洋经济发展

潜力的耦合度；犽为调节系数，一般取值为２≤犽≤５，

为了提高区分度，本研究中犽＝４。

１．２．４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是耦合度的进一步发展，耦合协调

度能够反映海洋经济发展潜力与海洋资源环境承

载力的整体功能或综和环境经济效益的大小。构

建的耦合协调度公式如下：

犚＝ 犮·槡 狆　　狆＝α· （）狕狓 ＋β·犺（）狔 （５）

式中：犚为耦合协调度；犮为耦合度；狆为海洋经济发

展潜力与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效益；α为海洋

资源环境承载力权重；β为海洋经济发展潜力权重，

因为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与海洋经济发展潜力的

重要性是一样的，故本文中α＝β＝０．５。

１３　数据来源

本研究中根据研究需要，构建环渤海地区海洋

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和海洋经济发展潜

力评价指标体系，各包含１５、１３个指标，指标数值通

过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
［１６］直接获得

或经过计算处理获得。

２　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分析

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从资源和环境角度，衡量

海洋在海洋资源供给功能和海洋环境容纳功能方

面对人类经济活动的支撑能力，是专门化了的海域

承载力表达形式。

２１　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

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内涵可以从两方面理

解：一方面是海洋的资源供给能力，即海洋为人类

活动提供资源的种类及数量等；另一方面是海洋的

环境承载能力，即海洋对人类活动产生的污染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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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纳能力。根据承载力的内涵和指标的实用性、综

合性以及可得性原则，文章构建以海洋资源环境承

载力为目标层、海洋资源与海洋环境为准则层、１５

个指标构成的指标体系来衡量环渤海各地区海洋

资源环境承载力，如表１和表２所示。

表１　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

目标层

（Ａ）

准则层

（Ｂ）
指标层（Ｃ）

海

洋

资

源

环

境

承

载

力

（Ａ）

海洋资源（Ｂ１）

海洋环境（Ｂ２）

海域面积（Ｃ１）

海洋捕捞产量（Ｃ２）

海水养殖产量（Ｃ３）

海水养殖面积（Ｃ４）

海洋原油产量（Ｃ５）

海洋天然气产量（Ｃ６）

海盐产量（Ｃ７）

海洋化工产品产量（Ｃ８）

沿海地区星级饭店数量（Ｃ９）

生产用码头数量（Ｃ１０）

沿海地区海洋类型自然保护区数量（Ｃ１１）

工业废水直排入海量（Ｃ１２）

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量（Ｃ１３）

风暴潮直接经济损失（Ｃ１４）

海岸带污染治理项目数量（Ｃ１５）

表２　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分地区指标熵权

指标 天津 河北 辽宁 山东

Ｃ１ ０．０９１ ０．０４５ ０．０７５ ０．０５８

Ｃ２ ０．０９９ ０．０７０ ０．０８９ ０．１１０

Ｃ３ ０．０５２ ０．０８４ ０．０４６ ０．０７４

Ｃ４ ０．１２１ ０．１０１ ０．０４６ ０．０８１

Ｃ５ ０．０８８ ０．０８５ ０．０７０ ０．０６２

Ｃ６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４ ０．０７７ ０．０９１

Ｃ７ ０．０４０ ０．０５３ ０．０６８ ０．０５３

Ｃ８ ０．０６９ ０．０６４ ０．０８４ ０．０６０

Ｃ９ ０．０５３ ０．１２４ ０．０９７ ０．０８９

Ｃ１０ ０．０４７ ０．０８５ ０．０５８ ０．０６６

Ｃ１１ ０．０８６ ０．０４０ ０．０７６ ０．０３３

Ｃ１２ ０．０６１ ０．０１９ ０．０６５ ０．０３２

Ｃ１３ ０．０７１ ０．０４２ ０．０６６ ０．０７３

Ｃ１４ ０．０２４ ０．０９３ ０．０３３ ０．０４２

Ｃ１５ ０．０５６ ０．０５２ ０．０４９ ０．０７７

２２　环渤海地区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分析

根据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查询年鉴

获得的指标原始数据，拥有不同的量纲，无法进行

综合评价，要对其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不同的指标

类型，采取不同的标准化方法。效益型指标采用公

式犡犻犼 ＝
狓犻犼－狓

ｍｉｎ
犻犼

狓ｍａｘ
犻犼 －狓

ｍｉｎ
犻犼

，成本型指标采用公式犡犻犼 ＝

狓ｍａｘ犻犼 －狓犻犼
狓ｍａｘ
犻犼 －狓

ｍｉｎ
犻犼

。用熵值法计算得出环渤海地区４省

（直辖市）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得分如表３。

表３　环渤海地区４个省市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

年份 天津 河北 辽宁 山东

２００６ ０．１４７１ ０．０８８１ ０．１２６５ ０．１１４０

２００７ ０．２００２ ０．０６０８ ０．０９１３ ０．０９９９

２００８ ０．１３２５ ０．０６５１ ０．１９６３ ０．１４６１

２００９ ０．１３０２ ０．１７４１ ０．１５０２ ０．１４１０

２０１０ ０．１２０２ ０．１６４２ ０．１５７３ ０．１５２０

２０１１ ０．１１６６ ０．２１９４ ０．１１８６ ０．１５５５

２０１２ ０．１５３０ ０．２２８２ ０．１５９９ ０．１９１５

从表３可以看出，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环渤海地区（天

津、河北、辽宁、山东）海域承载力综合的分均表现出

上升趋势，但各地区波动情况各有不同。河北省波动

幅度较大，辽宁和天津适中，山东省波动较小，呈平稳

的上升趋势。２００８年之前河北省海洋资源环境承载

力最低，２００９年承载力大幅上升，自２００９年至今均高

于环渤海地区其他省份，并呈现较平稳的上升态势。

总体来看，环渤海地区４个省市的海洋资源环境承载

力均有提升。

利用式（２），计算环渤海地区４省市承载力变差

系数值。变差系数数值在０．１～０．５之间波动，最大

值０．４６３２仍低于０．５，数值整体都很小，说明环渤

海各地区之间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差异均不大。

３　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发展潜力评价分析

３１　海洋经济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

区域经济发展潜力，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定

义。李善同等认为劳动力、资本和生产率在数量和

质量上的提高以及其使用效率的提升是决定经济

发展的潜在动力［１７］。魏立桥认为经济发展潜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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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即经济增长空间［１８］。吕萍等把区域经济发展

潜力分为内源经济潜力和外源经济潜力，她认为，

经济发展潜力主要反映的是某地区未来经济发展

的后劲，是指该区域通过改善非正常利用的内部现

有生产要素（包括过度利用及利用不足），以及引入

区域内部稀缺的生产要素等所能产生的区域未来

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１９］。根据海洋经济发展潜力

的内涵以及指标的客观性、易得性、综合性和关联

性等原则，文章选取与海洋经济发展潜力有关的１３

个指标，构建了海洋经济发展潜力指标体系如表４

和表５所示。

表４　海洋经济发展潜力指标体系

目标层

（Ａ）
准则层（Ｂ） 指标层（Ｃ）

海

洋

经

济

发

展

潜

力

（Ａ）

海洋经济实力（Ｂ１）

海洋基础设施（Ｂ２）

海洋科技实力（Ｂ３）

海洋国际竞争力（Ｂ４）

沿海地区海洋生产总值（Ｃ１）

主要海洋产业增加值（Ｃ２）

海洋二产比重（Ｃ３）

海洋三产比重（Ｃ４）

生产用码头数量（Ｃ５）

星级饭店数量（Ｃ６）

油田生产井个数（Ｃ７）

海洋科技人员素质（Ｃ８）

海洋科技产出能力（Ｃ９）

海洋科研机构密度（Ｃ１０）

海洋科研机构课题数（Ｃ１１）

沿海港口外货吞吐量（Ｃ１２）

滨海旅游外汇收入（Ｃ１３）

表５　海洋经济发展潜力分地区指标熵权

指标 天津 河北 辽宁 山东

Ｃ１ ０．０９２１ ０．０４６２ ０．０６４４ ０．０６６５

Ｃ２ ０．０９８９ ０．０４４８ ０．０６５８ ０．０６８８

Ｃ３ ０．０４５３ ０．０６７７ ０．０６３２ ０．０６０８

Ｃ４ ０．０６４２ ０．０７１１ ０．０８２０ ０．０６５６

Ｃ５ ０．０５５２ ０．０７６３ ０．０５７３ ０．０６７１

Ｃ６ ０．０８５２ ０．１０７９ ０．０４２１ ０．０５３２

Ｃ７ ０．０６０２ ０．０６６５ ０．０８９１ ０．０５８１

Ｃ８ ０．１４５８ ０．１０９２ ０．１０１６ ０．１２０３

Ｃ９ ０．０５８９ ０．０４６８ ０．１０９５ ０．１２７５

Ｃ１０ ０．０８７７ ０．０９７２ ０．１０７２ ０．０６９０

Ｃ１１ ０．０７３０ ０．１０２４ ０．０５４４ ０．０６９７

Ｃ１２ ０．０８２１ ０．１１６０ ０．０９０９ ０．０９３８

Ｃ１３ ０．０５１４ ０．０４７９ ０．０７２４ ０．０７９５

　　其中：海洋科技人员素质为海洋科技活动人员

中硕士和博士所占比例，海洋科技产出能力为沿海

地区海洋科研机构拥有发明专利数占全国总数比

重，海洋科研机构密度为沿海地区海洋科研机构数

占全国总数比重。

３２　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发展潜力分析

根据海洋经济发展潜力指标体系，用熵值法分

别计算得出环渤海地区三省一市的海洋经济发展

潜力值见表６。

表６　环渤海地区４个省市海洋经济发展潜力

年份 天津 河北 辽宁 山东

２００６ ０．０９９８ ０．０４６９ ０．０２４７ ０．０７２９

２００７ ０．１３１３ ０．０８１０ ０．０５４９ ０．１３９１

２００８ ０．１２４７ ０．１２２９ ０．０８３５ ０．１４８４

２００９ ０．１２７９ ０．１５７６ ０．１６９３ ０．１１７３

２０１０ ０．１３２８ ０．１１９３ ０．２０２１ ０．１５３５

２０１１ ０．１６６６ ０．２０２９ ０．２２８０ ０．１８５７

２０１２ ０．２１７０ ０．２６９４ ０．２３７６ ０．１８３２

结果显示，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环渤海地区各省海洋

经济发展潜力均介于０～０．３之间，４个省市交错上

升，地区间的差距不大。通过计算年限内增长率，

增长较快的是河北和辽宁，分别达到了４７５％和

８２３％，山东和天津增长率则分别为１５１％和１１８％。

山东和天津海洋经济起步较早，发展较成熟，自

２００６年山东和天津的经济发展潜力都高于其他两

省，海洋经济发展潜力体现比较稳定的增长态势。

河北和辽宁海洋经济起步相对晚，近年海洋经济发

展变化显著，尤其是辽宁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政

策优势良多，海洋经济发展潜力大幅提升。

４　环渤海地区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与海洋

经济发展潜力耦合关系分析

４１　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资源环境系统耦合机理

“耦合”是来源于物理学，耦合分析方法常用

于描述、说明两个及两个以上的系统或者运动形

式之间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协同关系［２０］。海洋资源

环境系统，一方面向人类社会提供海洋生物资源、

海洋矿产资源、海洋能源以及海洋旅游资源，促进

海洋经济发展潜力提升；另一方面对人类社会生

产、生活活动产生的废物具有一定的承载能力，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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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人类生存环境。海洋资源环境系统与海洋经济

发展系统之间也存在着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

耦合关系。海洋资源环境系统通过资源供给和环

境容纳功能，对经济发展起促进和支撑作用，经济

发展系统通过废物排放制约海洋资源环境系统的

发展，同时又通过科技进步促进海洋资源环境系

统改善。

４２　环渤海地区耦合模型实证分析

根据耦合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结果

见表７。

表７　海洋经济发展潜力与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

年份
天津 河北 辽宁 山东

犆 犚 犆 犚 犆 犚 犆 犚

２００６ ０．８６０７ ０．３２６０ ０．６７５３ ０．２１３５ ０．０８９１ ０．０８２０ ０．８１９９ ０．２７６８

２００７ ０．８３７８ ０．３７２６ ０．９２１５ ０．２５５７ ０．７７４６ ０．２３７９ ０．８９６７ ０．３２７３

２００８ ０．９９６２ ０．３５７９ ０．６７２０ ０．２５１３ ０．４９１７ ０．２６２３ ０．９９９７ ０．３８３７

２００９ ０．９９９７ ０．３５９２ ０．９９０１ ０．４０５２ ０．９８５８ ０．３９６８ ０．９６６７ ０．３５３４

２０１０ ０．９９０２ ０．３５３９ ０．９０３１ ０．３５７８ ０．９３９３ ０．４１０８ ０．９９９９ ０．３９０８

２０１１ ０．８８１０ ０．３５３２ ０．９９４０ ０．４５８１ ０．６５７２ ０．３３７４ ０．９６９１ ０．４０６６

２０１２ ０．８８５８ ０．４０４８ ０．９７３ ０．４９８８ ０．８５５５ ０．４１２３ ０．９９８０ ０．４３２４

　　注：犆为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与海洋经济发展潜力耦合度；犚为耦合协调度．

环渤海地区４个省市的耦合度都呈现出增长趋

势。山东表现为较高的耦合状态，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耦

合度数值从０．８２７增加至０．９８１，数值高，波动幅度

小，山东省较高的耦合状态。结合耦合协调度，山

东省呈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双高状态，海洋资源环

境承载力与海洋经济发展潜力协同发展。天津耦

合度增长分两个阶段，２００６－２００９为增长阶段，

２００９年至今为下降阶段。２０１２年耦合度数值为

０．８８５８，较２００６年增加了２．９％，增幅不大，但每年

的耦合度数值均大于０．８，天津地区也处于较高的

耦合状态。结合耦合协调度，自２００７年以来均在

０．３５以上，且近年来天津市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与

海洋经济发展潜力均呈上升趋势，可见其耦合协调

状态较好。河北省呈现波动上升状态。２０１２年耦

合度值为０．９７３，较２００６年增长了２９．７６％，增幅较

大，并且随着年限的靠近，耦合度的波动幅度越来

越小，且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间其耦合协调度一直呈现出

平滑的上升态势，到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均维持在

０．４５以上，说明河北省海洋资源环境承载系统与海

洋经济发展系统的耦合协调状态明显好转。辽宁

省耦合度波动最大，且与耦合协调度波动非常一

致，２００６年辽宁省耦合度是远低于环渤海其他地

区，到２００７年时差距已大大缩小，近几年耦合度数

值基本维持在０．８以上，耦合协调度也表现出上升

趋势，耦合状态基本好转。

２００６年耦合最高地区为天津市，其次为山东，

河北、辽宁。２００９年，耦合最高地区依旧为天津市，

河北位居第二，山东最低。到２０１２年山东跃居第

一，其次是河北。结合其耦合度数值，山东和天津

地区差异较小，且发展较为稳定，河北省和辽宁省

波动较大，处于较低的耦合状态。

４３　耦合度的变差系数分析

利用式（２），得出环渤海地区得出变异系数的

值，绘制折线图如图１。

图１　耦合度变异系数折线图

可以看出，环渤海地区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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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经济发展潜力的耦合度波动较大，整体倾向于

下降，随时间推进波动逐渐减小。可见环渤海地区

不仅海洋经济发展潜力与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的

耦合协调程度普遍提高，而且这种协调程度在地区

间的差异也逐渐下降，即体现出越来越协调的状态。

５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引入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来评价

环渤海各个地区海洋经济发展潜力与海洋资源环

境承载力之间的协调性，并采用变差系数法计算各

地区之间协调度差异，结果显示：

（１）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发展潜力和海洋资源

环境承载力普遍上升。熵值法计算结果表明，环渤

海各地区海洋经济发展潜力参量普遍落后与各地

区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参量，但二者均体现出上升

的趋势。

（２）海洋经济发展潜力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

协调状态良好。环渤海各地区海洋经济发展潜力

与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度较高。天津市和山

东省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双高，河北省和辽宁省波动

较大，但上升趋势明显。通过 ＭａｐＩｎｆｏ结果图看出

环渤海各地区间耦合度差异明显，但计算耦合度变

异系数可以看出，地区间耦合度差异有明显下降趋

势。预测未来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发展将与海洋

资源环境承载有更加稳定的耦合协调发展模式。

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是评价系统间协调关系

的较成熟的方法，将此方法引入到海洋经济发展潜

力与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关系研究，客观反映出海

洋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

文章着重分析了分地区海洋经济系统与资源环境

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今后应在此基础上做海洋经

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从定量角度探寻海洋经济

发展与资源环境耦合协调性与海洋经济可持续发

展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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