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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涂围垦项目后评价的初步研究 

孙志林 ，干 钢 ，黄兰芳 ，潘桂娥。 
(1．浙江大学水利与海洋工程系 杭州 310000；2．浙江省水利科技推广与发展中心 杭州 310000， 

3．浙江省围垦技术中心 杭州 310000) 

摘 要：开展滩涂围垦项 目后评价工作是合理利用滩涂资源 ，实现滩涂 围垦可持 

续发展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滩涂围垦项目后评价尚属空白，文章在借鉴国内外相关建 

设项 目后评价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沿海滩涂围垦的实际情况，首次明确提出了滩 

涂 围垦项 目后评价 的概念 ，从滩涂 围垦项 目全过程的角度对滩涂 围垦项 目后评价的评价 内 

容、评价方法、评价指标和程序等进行 了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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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涂是宝贵的 自然资源 ，也是重要的后备 

土地资源，滩涂围垦成为许多沿海国家解决人 

多地少 、土地资 源匮乏问题 的主要举措 。我国 

滩涂围垦历史悠久，早在西汉时就有 利用围垦 

发展晒盐业。新中国成立 60多年来 ，我 国的滩 

涂围垦得到快速发展，为农业开发、工业发展、 

防台御潮、治江治水、港口岸线利用和旅游开 

发等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础条件，对沿海地区 

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 

然而，滩涂 围垦工程 可能导致水域地形地 

貌 、植被、水文 和生态条件 的改变 ，在一定 程 

度上对水利、港 口航道、环境和社会等产生一 

系列的影响。Jiu等就围垦工程对工程水域水动 

力 、水环境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研究_】 ；慎佳 

泓等就滩涂 围垦对滩涂生物多样性的影 响做了 

分析和评价 ；龚政等从海岸地貌学、泥沙运 

动学角度预测 了滩涂 围垦对闸下港道 淤积的影 

响[6 ；王艳红等分析了我国江浙沿海滩涂围垦 

的现状 ，对滩 涂 围垦 的 可持 续发 展 提 出 了建 

议 ]。上述研究内容上虽有涉及滩涂围垦工程 

建成后的评 价，但都 比较 片面和局限，没有从 

滩涂围垦项 目全过程的角度对整个项 目进行 系 

统的后评价。而后评价是项 目建设程序 的必要 

环节，对建设项 目的可持续发展起着重要的作 

用。由此，在参考国内外相关建设项 目后评价 

研究理论成果的基础上[g ，结合我国滩涂围 

垦的实际情况 ，提 出滩涂 围垦项 目后评价 的概 

念，对滩涂 围垦项 目后评价所 涉及的 内容进行 

初步的系统分析和研究，为具体开展滩涂围垦 

项目后评价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1 滩涂围垦项目后评价的概念 

项 目后评价是指对已经完成的项 目的 目的、 

执行过程、效益 、作用和影 响进行 的一种系统 

的、客观的分析评价。滩涂围垦项 目后评价是 

指滩涂围垦项 目建成通过竣工验收，并经过一 

段时间的运行后 (一般为 1～3年)，通过系统 

分析项目立项决策、勘测设计、建设实施和管 

理运行等各阶段工作的实际情况，对项目的 目 

标、执行过程、效益、作用和影响以及可持续 

性进行客观地综 合评价 。通过项 目后 评价 ，总 

结经验教训，为项 目的后期运行管理和续建以 

及未来同类型项 目的建设提供建议和参 考，从 

而达到提升决策 能力、提高投 资效益 、优化设 

计和改进管理的 目的。 

* 基金项目：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40776007)；浙江省科技厅优先主题重点社 会发展项 目——大型海湾港 航开发浅水深 

用关键技术研究及其应用 (2009CI3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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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滩涂围垦项 目后评价的基本内容 

2．1 过程后评价 

根据项 目周 期理论 ，滩 涂围垦项 目的全过 

程大致可分为 3个 阶段 ：前期工作 阶段 (包括 

立项决策阶段和勘测设计 阶段)、建设 实施 阶段 

和运行管理 阶段 。过程后 评价可具体 细分为立 

项决策后评价、勘测设计后评价、实施准备后 

评价、施工控制与管 理后评价 、竣工验 收后评 

价、运行效果后评价和管理后评价等方面内容。 

通过过程后评价 ，总结项 目各阶段工作 中的经 

验教训，发现存在的问题，以便查明项 目成功 

或失败 的原 因。 

2．2 效益后评价 

滩涂围垦项 目的效益后评价包括财 务后 评 

价和国民经济后评价，以项目投产运行后的实 

际数据资料为基础，将前评估中的项 目效益评 

价预期 目标与实 际效果进行对 比，分析 两者的 

偏离程度及原因。 

财务后评价与前评估中的财务分析内容基 

本相同，都要进行项 目的盈 利性分析和清偿 能 

力分析，但应考虑物价指数和评价时点，对后 

评价所采用 的实际数据进行调 整。财务后评 价 

以动态分析 为主，静态分 析为辅 ，动态分析 和 

静态分析相结合 。 

国民经济后评 价 以优 化资 源配 置为原 则 ， 

运用影子价格、影子工资和社会折现率等经济 

参数，计算分析项 目的费用和效益。国民经济 

为项目付出的代价均为项 目的费用，项 目对国 

民经济所作的贡献均为项 目的效益。滩涂围垦 

项 目对国民经济产生的效益包括直接经济效益、 

防台御潮效 益、航运效益 、旅游效益 、渔业效 

益 、生态效益 、水保效益 、环境效益 和社会 效 

益等，效益分析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 

方法 ，以定量分析为主。 

2．3 影响后评价 

滩涂围垦项 目影 响后评 价是指其对项 目所 

在地 区在经济 、社会 、文 化和 自然环境 等方面 

的作用和影响，以及其对项 目所在地 区或水利、 

港口等行业的技术进步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包 

括技术影 响后评价和 区域经济影 响后评价 、社 

会与文化影 响后评 价 和 自然 环境 影响后 评价 。 

根据滩涂 围垦工程实际 ，影 响后 评价应重点分 

析滩涂围垦工程对项 目区 自然环境尤其是海洋 

环境的影 响以及工程 与项 目区整个社会发展之 

间的关系。区域经济影响后评价要注意与效益 

后评价中的经济分析区别开来 ，避免重复计算。 

2．4 项 目目标评价 

滩涂围垦项 目目标评价的主要任务是对项 

目原定 目标的实现程度及其合理性和适应性进 

行分析评价。从工程建成、经济效益建成、影 

响建成和技术建成等方面分析项 目的实施效果 

和作用 ，对照项 目的原定 目标 ，分析项 目 目标 

的实现程 度，并 分析 项 目原 定 目标是 否合 理、 

适宜。对某些不明确或不符合实际情况或在项 

目实施过程中发生重大变化的 目标，要给予重 

新分析和评价。 

2．5 项 目可持续性评 价 

滩涂围垦项 目的可持续性 有两层含 义：一 

是项目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二是项 目对国家和 

社会及其他同类型项 目可持续发展的影响。项 

目可持续评价既要分析滩涂资源、政策法规、 

社会经济环境、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等外部条 

件对项 目可持续性的制约 ，又要分析组织机构 、 

人员 素质、技术水 平、运行状 况、财务能力 和 

管理机制等内部条件对项 目可持续性的影响， 

找出关键性影响因素，并对项 目的可持续性提 

出合理化建议。 

3 滩涂围垦项 目后评价的主要指标 

滩涂围垦项 目后评价指标应 能反映项 目全 

过程的实际状况，以及在经济、社会、环境等 

方面产生的效益和影响，并体现滩涂围垦项 目 

的特点 ，应 具有客观性 、可 比性 、可操作性 和 

针对性 。同时 ，后评 价指标应 遵循 动态指标 与 

静态指标相结合、综合指标与单项指标相结合 、 

定量指标 与定性 指标相结合 的原 则。根据滩涂 

围垦项 目后评 价 内容 ，其评 价指标可分 为过程 

后评价指标 、效益后评价 指标和影 响后评 价指 

标 3部分 (表 1)。 



36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11年 

影响后评价 

自然环境影响 

评价指标 

项 目区水域水动力变化 

项 目区水域水质变化 

项目区滩涂生态变化 

项 目区水域底床冲淤值 

项目区水域含沙量变化值 

项 目区植被破坏恢复系数 

项 目区水土流失治理情况 

围区土壤肥力 

定量指标 

定量指标 

定性指标 

定量指标 

定量指标 

定量指标 

定性指标 

定性指标 

围区绿化覆盖率 定量指标 

技术 影响评价指标 科技奖项及科技成果数 定量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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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滩涂围垦项 目后评价的主要方法 

4．1 对 比分析法 

对比分析法 是滩涂 围垦项 目后评价最基 本 

的方法 ，是指 以大量可靠 的调查 、监测及统 计 

资料为基础，通过 前后对 比、有无对 比进行 比 

较分析 ，找出偏差 和变化 的原 因，得 出主要 结 

论。有无对 比是指将项 目实 际发生 的情况 与项 

目实施前 的实际情 况进行对 比，以度量项 目的 

真实效益、作用和影响。前后对比是指将项 目 

前期的可行性研究和经济、环境评价的预测结 

论 ，以及初步设计 时的技术 经济指标 等，与项 

目的实际情况进行比较，用以直接评估项 目实 

施的相对成效。 

4．2 逻辑框架法 

逻辑框架法是通 过投入 、产 出、直接 目的 

和宏观 目标 4个层 面对项 目进行分析 和总结 的 

评价方法。逻辑框 架法将几个 内容相 关、必须 

同步考虑的动态因素结合起来，通过分析其间 

的逻辑关系，从设计策划到 目标、目的的确定 

对某项活动或工作进行评价，其基本模式如表 2 

所示。逻辑框架模 式的纵 向代表项 目的 4个 目 

标层次 ，即 目标、 目的、投 入和产 出。逻 辑框 

架模式 的横 向由验证 指标 、验证方法 和重要外 

部条件组成，通过这些验证指标和验证方法来 

衡量项 目的资源和成果 。在滩涂 围垦项 目后 评 

价中，逻辑框架法 主要应用 于项 目的 目标 实现 

程度评价及复杂问题分析。 

表 2 逻辑框架法基本模式 

4．3 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是指将决策问题的有关元素分 

解成目标、准则和方案等层次，用一定标准对 

人的主观判 断进行 客观量化 ，在此基 础上进行 

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一种决策方法。层次分 

析法中最重要的一步是建立包含 目标层、若干 

准则层和方案层的层次分析结构模型，即将问 

题分解成各组成元素 ，按各 元素之 问的相 互关 

系及其隶属关系形成若干不 同的层次 ，同一层 

次的元素对下一层 次的元 素起支配作用且受 上 

一 层次元素的支配 (图 1)。 

圆  

圈  

因  ⋯ 
图1 层次分析法结构模型 

根据客观实际对每一层次各元素的相对重 

要性进行定量分析，并利用相关数学方法确定 

该层次各元素 的权重值 ，通 过排序结果对 问题 

进行决策。滩涂 围垦项 目后 评价 中复杂 的社会 

经济问题评 价以及项 目的综合评价宜采用层 次 

分析法。 

4．4 数值模拟法 

数值模拟法是指建立能反映固体或流体的 

真实状态的本构方程，在符合实际工作状态的 

边界条件下 ，采用某 种数值方法计算 分析 固体 

或流体的性状。使用数值模拟法时应说明控制 

方程、定界条件、参数取值、数据来源和模型 

验证等情况。在对滩涂围垦项 目自然环境影响 

后评价时，宜采用数值模拟 法对项 目区水域 水 

动力、水质、泥沙冲淤 和底床演 变等要素进 行 

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 

除上述主 要方法之外 ，滩涂 围垦项 目后 评 

价中可采用 的其他方法还 有统计预测法 、成功 

度评价法、利 益 相关 者分 析法 以及 问卷调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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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等社会研究方法等 。 

5 滩涂围垦项 目后评价的实施程序 

滩涂围垦项 目后评价实施程序应包含从提出 

后评价要求至后评价成果应用整个过程 (图 2)， 

一 般分为5个阶段：① 由政府主管部门或企业自 

身提出进行后评价的要求，明确后评价的具体对 

象、目的和任务等}② 选择后评价机构，签订后 

评价合同或协议，并制订后评价工作方案；⑨ 制 

订详细的调研方案，收集后评价所需的各种翔实 

的基础资料和数据；④ 选择后评价指标，分析评 

价 ，编写后评价报告；⑤ 提交后评价报告，并将 

后评价成果及时反馈给各相关部门。 

反 

图 2 滩涂围垦项目后评价基本程序 

6 结束语 

滩涂围垦 已成为沿 海地 区解决 人地 矛盾、 

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目前，我国滩涂围 

垦项 目后评价工作 尚属空 白，关于滩涂 围垦评 

价方面的研究都较为片面，未从滩涂围垦全过 

程的角度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笔者根据我 国 

滩涂围垦 的实际情况 ，明确提 出滩涂 围垦项 目 

后评价的概念，对滩涂围垦项 目后评价的内容、 

方法 、指标和程序 等进行初步研究 ，为制订 出 

适合我 国滩涂 围垦工程 实际的后评 价流程，全 

面开展滩涂围垦后评价工作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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