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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世界人I：1的急剧增加和陆地资源的快速消耗．向海洋寻求发展成为人类唯一

的出路。对海域承载能力及其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就成为一个关乎人类未来发展的重要课题。

对海域承载力的研究进展进行了分类概括．并对其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进行了归纳总

结，为学者们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的依据，最后对海域承载力和海洋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进行了回顾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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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是指一国的内水、领海的水面、水体、海

床和底土。海域是渔业生产最基本的生产资料，

是发展海洋经济、实施海洋开发的主要载体。我

国海域空间广阔，蕴藏资源丰富，拥有300万km2

的管辖海域，近海石油资源储量约为240亿t，

天然气资源储量约为14万亿km，，海洋能源理

论储藏量为6．3亿kW，海洋渔业资源丰富。此

外，在国际海底区域，我国还拥有7．5万km2的多

金属结核矿区。在我国资源日益短缺的背景下，

管好、用好海域，开发利用好海洋资源，是促进

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保率¨。

海域承载力涵义十分丰富，既包括对海洋自

然矿产资源开发承载力、海洋生态承载力和渔业

资源承载力，又包括海洋工程及海域环境承载

力、滨海旅游承载力等内容。

一、国内外海域承载力研究概述

“承载力”原是生态学中的概念，用以衡量特

定区域在某一环境条件下可维持某一物种个体

的最大数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资源领域的承

载力定义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承载力是

指在可预见期内，在保证与其社会文化准则相等

的物质生活条件下，利用当地的资源和其他自然

资源以及智力、技术等能够养活的人口数量”。

在对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的研究中，“承载

力”概念得到延伸发展并广泛用于说明环境或生

态系统承受发展和特定活动能力的限度。国内有

学者认为，由于海洋具有与陆域明显不同的特

点，如，公有性、流动性和可再生性等，海洋也不

是单纯以提供资源来支持人类活动，因此，单从

海洋资源角度不能完整反映出其承载力的大小。

人们更关心的是海洋资源能否恢复，即海洋的可

持续利用，所以海域承载力实际上是海洋对人类

活动的最大支持程度引。

国内对承载力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就

已经开始了。进入2l世纪以来，对承载力的研究

开始普遍采用模型分析和数学分析的方法并开

始构建指标评价体系，主要集中在海岸带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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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及其指标体系的研究上。从已查阅到的资料

看，国外对海域承载力缺乏综合性研究，只限于

单项研究。例如，海洋渔业资源承载力研究，沿

海渔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研究，滩涂承载力评

价，水产养殖承载力评估，海藻和贝类养殖的环

境承载力分析等。

二、海域承载力分类说明

海域是一个立体概念，包含的内容十分丰

富，既包括海岸带，又包括海岸带以外的水体、

海床和底土。海域承载力主要关注特定海域的海

洋生态环境对于海洋产业的支撑能力及海上和

陆源污染物的承载能力，但不包括陆地上的土

地、淡水及人口承载力等内容。目前针对海岸带

的研究较多，涉及养殖，捕捞，旅游，污水排放

等。

(一)海岸带承载力

关于海岸带的地理范围界定，目前尚无定量

，化概念，现有的表述也只是笼统地界定大致的范

围。如，海岸带是指陆地和海洋的交接地带，是

海岸线向陆、海两侧发展达到一定程度的带状区

域，这一地带具有宝贵的资源。对于海岸带可持

续发展的内涵也缺乏统一的概念界定，大致有两

种意见：(1)海岸带可持续发展是依靠科技进

步，在保护海岸带生态和环境质量不受损害的前

提下，合理有效地开发利用海岸带资源，使其成

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的需求造

成危害的发展。这种概念定义是基于可持续发展

概念延伸到海岸带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一种解释引。

(2)从具体内容出发，海岸带可持续发展是指在

海岸带资源环境承载力许可的范围内，海岸带地

区的环境一经济一社会三维复合系统的全面、协

调、可持续发展。海岸带可持续发展是包括海岸

带环境(包括资源)子系统、海岸带经济子系统

和海岸带社会子系统的三位一体的发展引，它们

之间的关系见图l。

图1 海岸带可持续发展三大子系统之间的关系

1．滨海旅游承裁力

国内崔凤军将旅游环境承载力定义为“在某

一旅游地环境(指旅游环境系统)的现存状态和

结构组合不发生对当代人(包括旅游者和当地居

民)及未来人有害变化(如，环境美学价值的损

减、生态系统的破坏、环境污染、舒适度减弱等

过程)的前提下，在一定时期内旅游地(或景区、

景点)所能承受的旅游者人数”，并且这一概念被

王叶峰于2004年引用。旅游环境承载力实际上

就是极限旅游生产力，是在充分满足人类的旅游

需求和不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造成负影响的

双重前提下整体环境的最大旅游产出率。其最佳

状态应是帕累托状怼引。

由此可见，目前国内对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概

念界定尚不十分明确，虽然旅游环境承载力问题

日益受到重视，但是不同的学者只是从不同视角

探讨旅游环境承载力问题，尚缺少全面的、系统

的和权威性的解释。

2．海岸工程承裁力研究

目前对海岸工程承载力的研究较少，主要限

于对临港产业集聚程度评估指标体系进行研究。

以波特和马歇尔的产业集群理论为基础，根据产

业集群的特点建立了技术溢出效应、降低交易成

本效应、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和人力资源效应四个

方面16项指标，采用了大连临港产业及全国相

关产业的基本数据，用层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

法测算了大连临港产业2002年和2001年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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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程度，该项研究为海岸带工程承载力的研究提

供了基本方{去[引。

5．海岸带水环境承载力研究

2003年以前研究近海污染的规律，多以机

理性研究为主，以二维或三维水动力学方程为基

础，配合物理、化学、生物等模型，并将这些模型

组合在一起力图模拟出各种污染物在近岸海域

的时空变化情况。牛志广通过多种交叉学科的理

论技术研究，结合天津市近岸海域环境管理的实

际，深入分析近海水环境的时空变化规律，提出

立足于环境检测数据的近海水质预测、模拟、评

价的新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合理确定近海水环境

容量，为近海水污染总量控制提供决策依据7l。

(二)海域承载力

1．渔业承裁力

渔业承载力可以分为海水养殖业承载力和

捕捞业承载力。国内对渔业承载力的研究很少，

国外的研究也限于针对具体的国别具体的种类

进行研究。国外有学者认为养殖业的承载力是指

在一个区域内，在造成不超过我们可以承受的环

境影响之内，所能承受的最大养殖产型8|。

挪威海洋研究所于2007年开始进行名为

CANO的挪威养殖业承载力的研究，政府部门希

望通过增加物种多样性来降低养殖业的风险。因

此，该项研究主要从生物学的角度对挪威鱼类、

贝类和龙虾的养殖情况进行研究。该研究的目的

之一是研究有机质在海洋食物链中如何发挥作

用，进而能够定量描述环境能够承受的影响。该

项研究目前正在进行中[引。

国外还有学者于2001年专门针对北大西洋

的大西洋鳕进行了研究。研究者们将多个单项研

究的数据整合到一起，建立了大西洋鳕数量模

型，假设在每个单元区域内的承载力和最大产出

率是不同的。这种方法运用了非线性混合模型和

自然数学法对种群中承载力的差异程度进行了

评估。研究者们运用贝叶斯检验对每个种群的最

大繁殖率和承载能力进行了估计。通过分析得出

的结论是：每个单元区域内种群的承载力差异能

达到20倍，并且这种差异大部分是与温度有关，

由此可以认为，随着温度的升高，每平方千米的

承载力呈下降趋势I 9|。

2．海洋生态环境承载力

海洋生态环境承载力是衡量海洋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标志，体现了一定时期和特定区域的海

洋生态环境系统满足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

生存、发展及享乐等方面的需求程度，其研究核

心即是根据海洋资源与环境的实际承载力，确定

沿海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从而更好地解

决沿海经济发展、资源配置与海洋生态环境承载

能力之间的平衡与协调问题，以实现海洋生态系统

的良性循环，促进沿海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川。

郭嘉良等人设计了海洋生态经济健康评价系统，

对海洋生态经济健康相关因素检测值系统化管

理，为海洋生态经济健康程度的评判，动态预测

海洋生态灾害发生提供了科学的依据¨]。由此

可以看出，海洋生态环境承载力实际是海岸带承

载力研究，综合了水环境容量研究、滨海旅游研

究等与海岸带相关的产业，是一个综合性的概

念。

三、海域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总结

目前对沿海产业承载力研究多数集中在评

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上。

(一)海岸带承载力评价指标的选取原则

对海岸带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始于2001年。

金建君等人提出建立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

体系的基本原则是：科学性、可操作性、显著性、

层次性和动态性。狄乾斌等人在2004年又增加

了完备性原则，即要求指标体系涵盖面广，能综

合反映海洋人地系统中各子系统、各要素相互作

用的方式、强度及方向等方面的内容。王玉广等

人在进行海岸带开发活动的环境效应评价时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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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后者的指导原则。熊永柱在这个基础上又增

加了可比性的原则，即不仅要保证同一海岸带地

区的历史进程能够进行纵向比较，而且还要保证

不同海岸带地区可持续发展评价结果能够进行

横向比较。至此，构建海岸带可持续发展评价指

标体系的原则达成了共识。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

2l世纪初海岸带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逐渐受到有关学者的重视，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

索，也取得了很好的研究成果。

石纯构建了一个以环境可持续指数、经济可

持续指数和社会可持续指数为评价基础的指标

体系，并以上海市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但这种

指标体系缺乏协调度方面的指数，还不很完善。

金建君等人提出了一个以海岸带可持续发展的

综合协调度为总目标、由人均土地面积等20个

具体指标组成的三层结构指标体系，采用加权求

和模型来计算综合协调度，并以辽宁海岸带为例

进行了初步的评价研究引。但是其中的海岸线系

数和沿岸海域水质综合指数的确定文中没有给

出明确的计算方法。并且海洋产业方面的指标缺

少相对性的指标，不便于比较，也不能反映其变

化规律。环境系统评价指标方面，对于“沿海地

区”的范围界定不清晰。

恽才兴等人在《海岸带可持续发展与综合管

理》一书中，设计了一套以综合协调度为目标

层、包括44个具体指标的四个层次的海岸带可

持续发展评价的指标体系，也提出采用加权求和

模型的评价方法，但是书中没有具体的应用案

例。李健的基于“压力一状态一响应(PSa)”框架

模型，构建了一套由三个子系统(压力一状态一

响应)和四个层次(目标层、准则层、要素层、指标

层)的海岸带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并应用层次

分析法对上海等七个海岸带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水平进行了实例研究利。

以上的海岸带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大

多采用层次分析方法(AHP)等来构建，并且以沿

海行政地理单元作为评价对象，评价指标的选取

主要突出了海岸带与海洋资源、经济、社会和环

境方面的内容，但是目前有些指标数据(如，沿

岸海域水质综合指数)还难以搜集到有关统计或

者检测数据，缺少综合反映海岸带地区的环境、

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和能力的指标参数，不能全

面评价海岸带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和进程，也不便

于其他海岸带地区的对比研究。

基于此，熊永柱在其博士论文中设计了协调

性和可持续性两个评价指标，同时也蕴含了公平

性和共同性等原则。该指标体系是将海岸带地区

视为一个具有独立管辖权的行政区域而设计的，

选择的指标可以用于海岸带地区可持续发展状

态和进程的综合评价[引。在金建君、恽才兴和牛

文元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加权求和模型方法，创

建了海岸带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包

括综合协调度、可持续性和可持续发展度三个指

标的数学模型，制定了评价标准和判读图谱。在

选取社会发展水平指标时，借用了金建君等人的

城市化水平指标，即非农业人口占地区总人口的

百分比，借此衡量社会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越

高，表明社会越繁荣发达。但是目前经济发展的

趋势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为城市创造了大量

的财富，也促进了社会的繁荣，因此城市化水平

这个指标可能会低于实际数值，有失其准确性。

狄乾斌明确提出构建海域承载力评价指标

体系，在指标选取和量化表达方面都借鉴了毛汉

英关于区域承载力研究的空间状态模型12J。从

其量化方法来看，要进行海域承载力状况的判

断，必须确定海洋人地系统的时段理想状态，即

曲面上点的确定，然后将实际承载状况与理想状

态对比。不同区域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时段

理想状态是不同的，因此，就要求“因地制宜”来

确定时段理想状态。但是，随着研究时段的不

同，决定人类活动强度的科技水平、人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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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也在相应地发生改变。同时，海洋资源环境

也会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因此，无论是采取问卷

调查法、标准法还是参照系法，都不能对该理想

状态给出一个完全精确的数值。该模型的可操作

性不强，但是该模型从理论上直观描述了海域承

载力的确定，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四、简要述评

从现有的研究资料看，海岸带承载力指标评

价体系及其评价模型是研究的热点，并且已经取

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然存在着以下的不足：

首先，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某些指标不能准确

地反映经济发展状况，或者是难以搜集到统计数

据；其次，海岸带并不等于海域，海域的范围要

远远大于海岸带地区，因此对海岸带地区承载力

的评价指标并不能完全用于海域。目前明确提出

对海域承载力进行研究的还很少，并且很大程度

上借鉴了区域环境承载力的指标体系和空间模

型，其所选取的指标的权威性和全面性还有待验

证。因此，对海域承载力的研究仍然是今后的研

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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