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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海洋可持续发展动态评价

郑颖娟，李夫星，白琳红，王 卫
（河北师范大学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河北省环境演变与生态建设重点实验室，河北省 石家庄０５００２４）

摘　要：以河北省海洋可持续发展为研究对象，采用国内外主流的指标体系评价法，在构建由１个总系统、

２个分系统、５个子系统、９个亚子系统和２７个指标构成的指标体系基 础 上，采 用 由 指 标 层 评 价 法、赋 权 和

系统综合评价法、可持续发展水平 判 别 准 则 和 协 调 度 评 价 法 构 成 的 评 价 方 法 体 系，开 展 了１９９５—２００８年

河北省海洋可持续发展动态评价。结果表明，评 价 期 内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快 速 提 升，结 构 进 一 步 优 化，海 洋 资

源利用效率各项指标持续改善，资源利用的 经 济 效 率 普 遍 提 高。海 洋 生 物 资 源 密 度 和 滩 涂 资 源 密 度 等 重

要海洋资源质量状况持续退化。海洋生态除 了 生 物 健 康 指 数 和 风 暴 潮 损 失 两 项 指 标 呈 波 动 性 改 善 外，其

他各项指标整体恶化，单位岸线人海水量和赤潮发生频次恶化速率最快，滨海湿地森林覆盖率和单位岸线

海水入侵面积恶化速率次之，侵蚀岸线比例恶化速率最慢。总之，评价期内河北省海洋开发处在以资源环

境为代价获得经济增长的弱不可持续发展状态，但环境与发展的协调度持续好转，即单位经济发展的环境

代价持续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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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河北省海洋及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迅速，
已经成为带动全省经济发展的引擎之一。河北省“十
二五”规 划 将“打 造 沿 海 经 济 隆 起 带”作 为 战 略 重

点［１］，同时在国家“十二五”规划中将河北沿海地区开

发开放上升为国家区域发展战略［２］，并出台了《河北

沿海地区发展规划》［３］。这些举措，为全省海洋及沿

海地区经济发展带来了重要战略机遇期，必将推动全

省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由于多年来在外延式

经济增长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制约下，河北省乃至整

个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海洋

资源、生态、环境承载力下降的普遍问题。党中央、国
务院对于渤 海 环 境 保 护 问 题 十 分 关 注，先 后 出 台 了

《渤 海 碧 海 行 动 计 划》和《渤 海 环 境 保 护 总 体 规

划》［４－５］，旨在促进环渤海沿海地区及海洋经济与环境

协调发展。可见，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海

洋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是今后一定时期内河北省海

洋经济发展的必然战略选择。
可持续发展动态评价是对研究区可持续发展状

态随时间变化的评价，是当今国内外可持续发展评价

的关键视角之一。它能够度量和校准通向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进程，特别是监测由以资源环境为代价获取

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模式向环境与发展“双赢”的可

持续发展模式转变的路径变化，能为阻止经济、社会

和环境危机提供早期的预警预报。到目前为止，我国

学者对海洋可持续发展动态评价的系统研究相对较

少［６］，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全面系统的海洋资源环境

方面的基础 信 息。２００４年 以 来，国 家 海 洋 局 组 织 完

成了“我国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全面更新了中

国近海海洋资源环境基础信息，为海洋可持续发展动

态评价提供了基础条件。为此，本文以河北省海洋可

持续发展状态的动态变化为评价视角，全面评价该省

海洋可持续发展对象系统的变化特征，剖析影响其海

洋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为实施河北海洋可持续发

展战略、实现环境与发展“双赢”目标提供决策参考。

１　评价指标与方法

本文采用国内外流行的指标体系评价法［７－９］。指

标体系法是指依据可持续发展目标建立的一套多层

递阶式指标体系和按照一定规则建立的一套自下而

上的综合评价方法的总和。与其他评价指标与方法

相比，它具有为决策者提供可持续发展决策信息最丰

富的突出优势，能够从可持续发展各个领域和各个层

面为决策者直接提供决策信息。

１．１　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构建了由“系统层—分系统层—子系统层—

亚子系统层—指标层”构成的河北省海洋可持续发展

指标体系，包括了１个总系统、２个分系统、５个子系

统、９个亚子系统和２７个指标（表１）。
总系统体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即环境与发

展相协调；分系统是总系统的进一步分解，包括了经

济发展和环境持续２大领域。子系统是分系统的进

一步分解，其中，经济发展分系统进一步分解为宏观

经济和资源 效 率２个 子 系 统，前 者 反 映 宏 观 经 济 状

况，后者反映循环经济的核心内容，二者结合试图体

现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要求；环境持续分系统进一步

分解为海洋资源状况、污染状况和生态状况３个子系

统，较全面反映了人类活动影响下的自然系统的基本

状态。２７个指标则试图全面反映５个子系统、９个亚

子系统的基本状况，具体指标的选取主要考虑了以下

两个方面：一是选取研究区目前发展阶段对海洋可持

续发展影响最大和最受关注的指标；二是考虑到海陆

相互作用的普遍性［１０－１３］，适当选取了一些与海洋可持

续发展联系紧密的沿海陆域指标。

１．２　评价方法

本文基于指标体系的评价方法主要包括以下步

骤：指 标 层 评 价 值 计 算、权 重 确 定 和 综 合 评 价 值

计算［１４］。

１．２．１　指标层评价值计算方法　指标层评价值计算

采用指标线性标准化方法［１４］。首先，确定指标类型，
本文所选指标包括２种类型，即极大型（正向）指标和

极小型（负向）指标；其次，根据上述２种指标类型，分
别确定标准化方法，当指标为正向指标时，以指标最

大值的评价年为参照系，计算该指标评价目标年的评

价值。当指标为负向指标时，以指标最小值的评价年

为参考系，计算该指标目标年的评价值。具体计算公

式如下：
当指标为正向指标（即指标值越大越好）时：

Ｐｉ＝Ａｉ／Ａｍａｘ×１００ （１）
当指标为负向指标（即指标值越小越好）时：

Ｐｉ＝Ａｍｉｎ／Ａｉ×１００ （２）
式中：Ｐｉ———第ｉ项 指 标 评 价 目 标 年 的 评 价 分 值；

Ａｉ———第ｉ项指标评价目标年的指标值；Ａｍａｘ———第

ｉ项指标各目标年中评价分值的最大值；Ａｍｉｎ———第

ｉ项指标各目标年中评价分值的最小值。

１．２．２　权重确定方法　采用特尔斐法对指标层—亚

子系统层、亚子系统层—子系统 层、子 系 统 层—分 系

统层、分系统层—系统层赋权，该方法简单实用，是主

观赋权法中常用的方法。具体操作过程：聘请１２位

熟悉海洋可持续发展相关领域的专家，采取填表方式

独立地对上述２个层次进行赋权；第１轮赋权结果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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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后，计算平均值、标准差，统计最大值和最小值，并

将上述信息反馈给专家进行第２轮赋权；对第２轮赋

权结果计算平均值和标准差，达到标准差＜３％的要

求，赋权过程结束（表１）。

表１　河北省海洋可持续发展动态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系统 权重 分系统 权重 子系统 权重 亚子系统 权重 指标名称　　　　　　　

海

洋

可

持

续

发

展

０．５０

经

济

发

展

０．５０ 宏观经济

０．５９ 经济水平
０．４７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０．５３ 人均海洋产业增加值

０．４１ 经济结构

０．３３ 海洋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０．３１ 地区二三产业比重

０．３６ 海洋二三产业比重

０．５０ 资源效率

０．５６ 海洋资源

０．３４ 单位海洋产业增加值的岸线占用

０．２６ 单位养殖产值的海域占用

０．４０ 单位二三产业增加值的海域占用

０．４４ 区域资源

０．２３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

０．２７ 海水利用占区域用水量比重

０．３０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

０．２０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ＣＯ２ 排放量

０．５０

环

境

持

续

０．２９ 资源状况 １．００ 海洋资源
０．７０ 渔业资源密度

０．３０ 滩涂空间资源密度

０．３４ 污染状况 １．００ 海洋污染

０．２５ 海水水质指数①

０．１３ 海水富营养化指数②

０．１３ 沉积物环境质量指数③

０．１１ 生物残毒指数④

０．１５ 海水养殖污染物排海强度

０．２３ 陆域污染物排海强度

０．３７ 生态状况

０．４２ 海洋生态 １．００ 生物健康指数⑤

０．２９ 陆域生态
０．４８ 单位岸线入海水量

０．５２ 湿地森林覆盖率

０．２９ 海洋灾害

０．２２ 单位岸线海水入侵面积

０．２４ 侵蚀岸线比例

０．１４ 风暴潮损失值

０．４０ 赤潮发生频率

　　注：①计算方法如下：海水水质指数＝∑ｗｐ（ｗ为Ⅰ—劣Ⅳ类水 质 面 积 权 重，ｐ为Ⅰ—劣Ⅳ类 水 质 分 值，分 别 为１００，９０，６０，３０，０）；②为 按 照

《近岸海域环境监测规范》［１２］提供的公式计算；③④⑤为按照《近岸海洋生态健康评价指南》［１３］中“河口及海湾生态系统”的相应指标与方法计算。

１．２．３　系统综合评价方法　采用线性加权模型作为

系统综合评价的基本方法，具体评价方法如下：

Ｓｉ＋１，ｋ＝∑ｗｉｊＳｉｊ （３）
式中：ｉ———指标体系的层序（ｉ＝１，２，３，４，５）；ｋ———
上一层元素的位序，ｋ＝１，…，ｎ（ｎ为该层元素个数）；

ｊ———下一层元素的位序，ｊ＝１，…，ｍ（ｍ 为 上 一 层 第

ｋ个元素包含的下一层元素个数）；Ｓｉ＋１，ｋ———评价分

值；Ｓｉｊ———指标层 评 价 分 值；ｗｉｊ———各 指 标 层 相 应

权重值。根据上 述 公 式，从 指 标 层 逐 层 向 上 综 合，即

可完成各系统层评价分值计算。

１．２．４　可持续发展水平判别准则　根据各层评价结

果，采用国内外流行的强可持续评价准则即经济发展

与环境持续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确定如下可持续发

展水平。

（１）强 可 持 续 发 展。当 评 价 目 标 年 的 分 系 统 评

价分值均大于评价基期的分系统评价分值，且环境分

系统内部各指标评价分值均大于评价基期的分值时，
即经济、环境两大分系统状态走势均好于基期且环境

分系统各指标的走势亦均好于基期，评价区域处于强

可持续发展状态。
（２）弱 可 持 续 发 展。当 评 价 目 标 年 的 分 系 统 评

价分值均大于评价基期的分系统评价分值，但存在环

境分系统内部某些指标劣于基期时，评价区域处于弱

可持续发 展 状 态，它 隐 含 了 自 然 资 本 内 部 存 在 替 代

关系。
（３）弱 不 可 持 续 发 展。当 评 价 目 标 年 的 任 一 分

系统评价分值小于评价基期的分系统评价分值时，但

满足系统评价分值大于基期系统评价分值时，评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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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处于弱不可持续发展状态。
（４）强 不 可 持 续 发 展。当 评 价 目 标 年 的 系 统 评

价分值小于基期系统评价分值时，评价区域处于强不

可持续发展状态。

１．２．５　协调度评价方法　协调度评价是走上可持续

发展之路需要 经 历 经 济 增 长 的 环 境 代 价 逐 渐 减 小 过

程的定量表达，它主要适用于弱不可持续状态。该评

价是在系统综合结果的基础上，以环境分系统评价分

值与经济分系 统 评 价 分 值 的 比 率 作 为 协 调 度 评 价 指

标，当上述比率随时间变化持续增大时，则协调度越

好，反之则协调度越差。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Ｑｋ，ｉ＝（Ｓｋ，ｉ－Ｓｋ，ｉ－１）／（Ｓ１，ｉ－Ｓ１，ｉ－１） （４）
式中：Ｑｋ，ｉ———第ｉ年 协 调 度 的 评 价 值；Ｓｋ，ｉ———第ｉ
年环境分系统评价分值；Ｓｋ，ｉ－１———第ｉ－１年环境分

系统评价分值；Ｓ１，ｉ———第ｉ年经济分系统评价分值；

Ｓ１，ｉ－１———第ｉ－１年经济分系统评价分值；ｉ—各评价

年序号，ｉ＝１，２，…，ｍ。
根据上述公式建立协调度评价判别准则如下：当

Ｑｋ，ｉ＋１≥Ｑｋ，ｉ时，评 价 对 象 处 于 协 调 水 平；当 存 在 任 一

Ｑｋ，ｉ＋１＜Ｑｋ，ｉ且Ｑｋ，ｍ≥Ｑｋ，１时，评 价 对 象 处 于 基 本 协 调

水平；当存在 任 一Ｑｋ，ｉ＋１≥Ｑｋ，ｉ且Ｑｋ，ｍ＜Ｑｋ，１时，评 价

对象处于基本不协调水平；当Ｑｋ，ｉ＋１＜Ｑｋ，ｉ时，评价对

象处于不协调水平。

２　评价范围及数据来源

本文评价的时间范围为１９９５—２００８年，１９９５年

为评价 基 期 年，２００８年 为 目 标 年，并 选 取２０００年 和

２００５年为阶段性目标年。选取１９９５年为基期年是因

为该年是我国 及 下 辖 区 域 实 施 可 持 续 发 展 战 略 的 起

始年。
评价的空间 范 围 包 括 河 北 省 管 辖 海 域 以 及 沿 海

地带陆域。其中，管辖海域范围为大陆岸线向海一侧

１２海里；陆域范围包括秦皇岛、唐山、沧州３市所辖的

临海４区（山海 关、海 港、北 戴 河、丰 南）和７县 市（抚

宁、昌黎、乐亭、滦南、唐海、黄骅、海兴）。
评价的主要基础数据来源如下：海洋及近岸陆域

资源环境数据源于１９８０年以来完成的河北省海域主

要资源环境 调 查 与 监 测 成 果［１５－２１］和 新 近 完 成 的 河 北

省９０８专项调查成果；海洋及沿海地区经济数据源于

１９９５年以来国家和河北省相关经济统计数据［２２－２４］。

３　评价结果分析

３．１　河北省海洋可持续发展各指标动态变化特征

３．１．１　经济发展分系统各指标动态变化特征

（１）经济 发 展 水 平 快 速 提 升，结 构 进 一 步 优 化。

１９９５年以来，河北省海洋宏观经济子系统各项指标均

表现出良好的变化态势（表２）。其中，人均海洋产业

增加值增长最快，近年来海洋经济快速发展，２００８年

为１９９５年的５．６５倍（可比价，下同）；人均 地 区 生 产

总值增长较快，２００８年为１９９５年的３．４５倍。在经济

结构的３项指标中，海洋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

的 比 重 由 １９９５ 年 的 ２５．５８％ 上 升 为 ２００８ 年 的

４１．７２％，尤其 自２０００年 以 来 上 升 速 度 最 快；地 区 二

三产业比重和海洋二三产业比重整体均逐渐增加，但

增加速率较为缓慢，仍需进一步优化海洋产业结构，
加强二三产业的发展，总的来说，河北省海洋产业结

构优化滞后于经济增长。
（２）资源利用效率普遍提高。１９９５年以来，河北

省海洋资源利 用 效 率 子 系 统 各 项 指 标 均 呈 现 改 善 趋

势，资源利用 的 经 济 效 率 普 遍 提 高。其 中，单 位 海 洋

二三产业增加值的海域占用、单位海洋产业增加值的

岸线占用和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改善速率最快，

表明这一时期 海 洋 产 业 特 别 是 海 洋 二 三 产 业 更 加 注

重内涵增长；单位养殖产值的海域占用比重改善速率

次之，养殖效率有所提高；海水利用占区域用水量的

比重增长速率较慢，与区域水资源严重短缺现状不相

适应；单位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能 耗 和 单 位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ＣＯ２ 排放量改善速率较慢，这与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速率较慢直接相关。

３．１．２　环境持续分系统各指标动态变化特征

（１）重要海洋资源持续退化。１９９５年以来，由海

洋生物资源密 度 和 滩 涂 空 间 密 度 表 征 的 海 洋 资 源 质

量状况呈持续退化趋势。生物资源密度由１９９５年的

７０．３１ｋｇ／ｈ下降到２００８年的５６．６２ｋｇ／ｈ，滩涂空间资

源密度 由１９９５年 的２．３０ｋｍ２／ｋｍ下 降 到２００８年 的

１．７８ｋｍ２／ｋｍ。２００５年之前，生物资源密度和滩涂空间

密度减少的速率大致相同，但２００５年之后，滩涂空间资

源密度下 降 速 度 明 显 加 快，多 年 来，由 于 长 期 过 度 捕

捞，主要海洋生物资源严重退化，１９８０年代以来，游泳

动物种类减少 了４５．２％，其 中，鱼 类 减 少 了５３．５％，

并且鱼类优势 种 中 经 济 价 值 较 高 鱼 类 的 比 例 明 显 下

降，游泳动物生物量减少了５７．７％，渔业资源结构严

重退化，鱼类小型化、低龄化、幼鱼比例增 加；潮 间 带

生物种类减少了２７．０％；栖息密度下降了３１．５％，生

物量减少了７５．８％；珍稀濒危动物文昌鱼及其栖息环

境均严重退化，分布面积减少了５４．７％，总资源量减

少了６４．２％。由于多年来池塘养殖向海推进和近年来

围填海规模的迅速扩大，滩涂资源面积明显减少，初

步调查结果表明，１９９５年以来滩涂资源减少了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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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河北省海洋动态评价指标值及评价分值

指标名称　　　　　　　　　　 １９９５年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８年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人） ８　４６７．００　 １２　６９１．００　 ２０　０８３．００　 ２９　１７８．００
评价分值 ２９　 ４３　 ６９　 １００
人均海洋产业增加值（元／人） ２　１５６．００　 ３　３３２．００　 ８　１９３．００　 １２　１７２．００
评价分值 １８　 ２７　 ６７　 １００
海洋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２５．５８　 ２６．２５　 ４０．８　 ４１．７２
评价分值 ６１　 ６３　 ９８　 １００
地区二三产业比重／％ ７１．２９　 ７９．２５　 ８３．７８　 ８４．０６
评价分值 ８５　 ９４　 １００　 １００
海洋二三产业比重／％ ７８．３２　 ７６．０６　 ８５．２３　 ８５．４
评价分值 ９２　 ８９　 １００　 １００
单位海洋产业增加值的岸线占用（ｋｍ／亿元） ４．０８　 ２．９１　 １．１７　 ０．８４
评价分值 ２１　 ２９　 ７１　 １００
单位养殖产值的海域占用（ｈｍ２／万元） １．０８　 ０．６８　 ０．４７　 ０．４９
评价分值 ４４　 ６９　 １００　 ９７
单位二三产业增加值的海域占用（ｈｍ２／亿元） ３３７．００　 ２４３．００　 ９４．００　 ６７．００
评价分值 ２０　 ２７　 ７１　 １００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ｍ３／万元） ６８３．００　 ３９２．００　 ２１２．００　 １３８．００
评价分值 ２０　 ３５　 ６５　 １００
海水利用占区域用水量比重／％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３３　 ０．５１
评价分值 ７５　 ７５　 ９１　 １００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ｔ／万元） ３．７５　 ２．９９　 ３　 ２．５５
评价分值 ６８　 ８５　 ８５　 １００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ＣＯ２ 排放量（ｔ／万元） ９．５４　 ７．６　 ５．７７　 ５．１９
评价分值 ５４　 ６８　 ９０　 １００
生物资源密度／（ｋｇ·ｈ－１） ７０．３１　 ６５．０５　 ５９．７８　 ５６．６２
评价分值 １００　 ９３　 ８５　 ８１
滩涂空间资源密度／（ｋｍ２·ｋｍ－１） ２．３０　 ２．１１　 １．９２　 １．７８
评价分值 １００　 ９２　 ８３　 ７７
海水水质指数 ６７．３２　 ６７．３２　 ６２．９１　 ３０．８
评价分值 １００　 １００　 ９３　 ４６
海水富营养化指数 ０．７２　 ０．９１　 ０．９１　 １．１９
评价分值 １００　 ７９　 ７９　 ６０
沉积物环境质量指数 １０．００　 ９．２０　 ７．５０　 ７．５０
评价分值 １００　 ９２　 ７５　 ７５
生物残毒指数 ９．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评价分值 １００　 ８９　 ８９　 ８９
海水养殖污染物排海强度／（ｔ·ｋｍ－１） １１．５０　 １２．９０　 １４．７０　 １８．４０
评价分值 １００　 ８９　 ７８　 ６３
陆域污染物排海强度／（ｔ·ｋｍ－１） ２０１．４０　 ２２４．７０　 ２３２．３０　 ２８０．５０
评价分值 １００　 ９０　 ８７　 ７２
生物健康指数 ２６．２０　 ２５．９０　 ２２．００　 ２８．００
评价分值 ９４　 ９３　 ７９　 １００
单位岸线入海水量／（１０４　ｍ３·ｋｍ－１） １　０１８．００　 ２５．００　 １０６．００　 ６１．００
评价分值 １００　 ２　 １０　 ６
湿地森林覆盖率／％ ３９．９０　 ３６．２６　 ３４．５７　 ２４．８２
评价分值 １００　 ９１　 ８７　 ６２
单位岸线海水入侵面积／（ｋｍ２·ｋｍ－１） ０．５３　 ０．６６　 ０．７２　 ０．７３
评价分值 １００　 ８０　 ７４　 ７３
侵蚀岸线比例／％ １０．４６　 １２．５８　 １２．２３　 １２．０３
评价分值 １００　 ８３　 ８５　 ８７
风暴潮损失值／１０８ 元 ０．６８　 ２　 １．１６　 ０．３７
评价分值 ５４　 １８　 ３２　 １００
赤潮发生频次／次 ０．６０　 １．４　 ３．６　 ３．７５
评价分值 １００　 ４３　 １７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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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海洋污染持续恶化。１９９５年以来，河北省海

洋污染子系统的各项指标均 呈 现 持 续 恶 化 态 势。其

中，海水水质和海水富营养化 恶 化 速 率 最 快，海 水 水

质自２０００年以后开始恶化，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呈现恶化

加速趋势，全省现状海水环境质量中，没有清洁海域，
较清洁海域的面积也很小，轻度污染海域的面积约占

１／４，中度污染海域的面积约占１／３，严重污染海域的

面积约 占１／３，其 中，黄 骅 海 域、丰 南 海 域、曹 妃 甸 附

近近岸海域、山海关近岸海域 污 染 严 重；现 状 全 部 海

域均呈现富营养状态，其中，沧 州 海 域 富 营 养 化 最 严

重，唐山海域次之，二者均属于中度富营养化；伴随近

岸海域养殖规模和沿海经济 规 模 的 扩 大，近 年 来，入

海污染物数量呈现增加趋势，其 中，作 为 海 域 主 要 污

染物的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和石油类的浓度均表现为

升高趋势。在全省监测的２５条主要入海河流与直排

口中，超过环境容量的河流１２条，占监测河流总数的

４８％，其中，以滦河口、人造河口、二滦河口、洋河口和

北戴河西污水口最为严重。海 水 富 营 养 化 也 由 贫 营

养化发展到轻度富 营 养 化，并 在２００５年 之 后 恶 化 速

度加快。海水养殖污染物排海 强 度 和 陆 域 污 染 物 排

海强度恶化速率同 样 在２００５年 后 明 显 加 快，与 这 一

时期海水养殖面积迅速扩大以及入海 河 流 污 染 物 排

放量增加 紧 密 相 关；海 洋 生 物 残 毒 指 数 恶 化 速 率 最

慢，目前尚处于基本健康水平。
（３）海 洋 生 态 整 体 恶 化，个 别 好 转。１９９５年 以

来，河北省海洋生态子系统各 指 标 整 体 恶 化，只 有 生

物健康指数和风暴潮损失值２项指标 呈 现 波 动 性 改

善。其中，单位岸线入海水量和赤潮发生频次恶化速

率最快，单 位 岸 线 入 海 水 量２００８年 仅 为１９９５年 的

６％，严重影响了陆地和海洋之间的水循环；全省河流

入海水量严重偏低，是环渤海３省１市 中 最 低 的，近

３０ａ来，入 海 水 量 大 幅 减 少，从１９７０年 代 以 前 的

６．０×１０９　ｍ３以上，减 少 到 现 状 的 不 足１．０×１０９　ｍ３，
同时，入海沙量也大幅减少，带来了海水盐度升高、自
净能力下降、海岸侵蚀加剧等 一 系 列 生 态 环 境 问 题；
赤潮发生频次从１９９５年的０．６０次，迅速增加到２００８
年的３．７５次，这与日趋严重的 海 洋 污 染 加 剧 密 切 相

关。滨海湿地森林覆盖率和单 位 岸 线 海 水 入 侵 面 积

恶化速率次之，森林 湿 地 覆 盖 率 在２００５年 后 恶 化 速

率迅速加快，５０ａ来，滨岸自然湿地面积大幅度减少，
其中，滨岸沼泽湿地减少９０．８％，岩石性海岸湿地减

少８０．６％，海岸澙湖湿地减少４６．４％，致使海岸带生

态调节功能明显下降，伴随海 岸 带 开 发 规 模 的 扩 大，
淤泥质海岸自然植被特别是林木植被几近荡然无存，
基本丧失了生态调节功能；单位岸线海水入侵面积在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年 恶 化 速 率 最 快，之 后 恶 化 速 率 降 低。
侵蚀岸线比 例 恶 化 速 率 最 慢，其 中 在１９９５—２０００年

恶化速率最快，之后呈现稳定态势。

３．２　河北省海洋可持续发展各系统层动态变化特征

河北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资源利用效率不断提

高。１９９５年以来，该省海洋宏观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２００８年评价分值是１９９５年的２．１７倍；海洋资源利用

效率也进 一 步 提 高，２００８年 评 价 分 值 是１９９５年 的

２．５６倍（表３）。
海洋资源利用效率 的 增 长 速 率 略 大 于 经 济 发 展

速率，说明该时期经济发展的成效不再完全依赖资源

利用的规模扩张，为走上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循环经济

之路奠定了初步基础。

表３　河北省海洋可持续发展子系统、分系统和总系统动态评价分值

年份 宏观经济 资源效率 资源状况 污染状况 生态状况
经济发展分

系统
环境持续分

系统
总系统

１９９５　 ４６　 ３９　 １００　 １００　 ９６　 ４３　 ９８　 ７１
２０００　 ５４　 ５１　 ９２　 ９０　 ７０　 ５３　 ８３　 ６８
２００５　 ８１　 ８１　 ８５　 ８４　 ６１　 ８１　 ７６　 ７８
２００８　 １００　 １００　 ８０　 ６５　 ６９　 １００　 ７１　 ８５

　　（１）海洋资源环境整体上持续恶化。１９９５年以

来，河北省海洋资源子系统、污 染 子 系 统 和 生 态 子 系

统均呈现恶化态势。其中，海洋污染子系统恶化速率

最快，２００８年评价分值仅为１９９５年 的６５％；海 洋 生

态子系统恶化速率次之，２００８年评价分值为１９９５年

的７２％；海洋资源子系统恶化速率最慢，２００８年评价

分值为１９９５年的８０％。
（２）海 洋 可 持 续 发 展 处 于 弱 不 可 持 续 状 态。

１９９５年以来，河北省海洋经济分系统持续改善，２００８
年评价分值是１９９５年的２．３３倍；但海洋环境分系统

持续恶化，２００８年评价分值仅为１９９５年 的７２％；由

于海洋经济分系统改善程度明显高于 海 洋 环 境 分 系

统恶化程度，则海洋可持续发展系统评价分值呈现波

动性改善态势。按照前述可持续发展评价准则，评价

期内河北省海洋处于弱不可 持 续 发 展 状 态。也 就 是

说，在评价期内该省海洋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仍然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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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资源环境为代价获得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这是典

型的西方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增长模式，它虽好于环

境与发展“双输”的强不可持续发展状态，但仍然背离

了可持续发展模式。由此可见，由现行的发展模式向

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是今后河北省海洋开发的重中

之重。
（３）环境与发展的协调度持续好转。评价期内，

虽然河北省海洋仍处于弱不可持续状态，但环境与发

展的协调度持续好转（表４），整体上处于基本协调水

平，也就是 说，单 位 经 济 发 展 的 环 境 代 价 持 续 减 小。
这一特点有利于河北省海洋由现状弱 不 可 持 续 状 态

向可持续发展转变。

表４　河北省海洋可持续发展系统协调度评价结果

年份 协调度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 －１．５０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０．２５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 －０．２６
１９９５—２００８ －０．４７

４　结 论

从１９９５年以来，河北省海洋整体上处于弱不 可

持续发展状态，海洋经济系统 持 续 改 善，但 海 洋 环 境

持续恶化，这就表明该省海洋仍未摆脱以资源环境为

代价获得经济增长的传统模式，但其单位经济发展的

环境代价持续减小，为最终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创造

了初步条件。

１９９５年以来，河北省海洋经济快速发展，而海洋

资源利用效率的增长速率略大于经济发展速率，说明

该时期经济发展的成效不再完全依赖 资 源 利 用 的 规

模扩张，为走上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循环经济之路奠定

了初步基础；该省海洋宏观经济子系统和资源效率子

系统呈持续改善态势；海洋资 源 子 系 统、污 染 子 系 统

和生态子系统总体均呈现持续恶化趋势，成为实施可

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
评价体系共２７个指标，其中正贡献指标１４个，

负贡献指标１３个。负贡献指标按照贡献率依次为单

位岸线入海水量、赤潮发生频次、海水水质指数、海水

富营养化指数、湿地森林覆盖率等。
今后一定时期内河 北 省 海 洋 可 持 续 发 展 总 体 战

略：继续提升环境与发展的协调度，力争“十 二 五”末

初步实现由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的传统 发 展 模 式 向 环

境与发展“双赢”的现代发展模式的转变，初步走上可

持续发展之路。
（１）确立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主导地位，提升海

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能力。曹 妃 甸 作 为 国 家 级 循 环

经济示范区，河北省要以其建 设 为 重 点，提 高 海 洋 产

业的发展。同时提升 海 洋 运 输 业、滨 海 旅 游 业、海 洋

渔业、海洋 盐 业 等 海 洋 主 导 产 业 的 循 环 经 济 发 展 水

平，并大力发展“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的新兴海洋

产业，使单位经济增长的环境 破 坏 代 价 逐 步 减 少，经

济快速发展，尽快缩小与环渤海兄弟省市经济发展水

平的差距。
（２）提升 海 洋 资 源 可 持 续 利 用 能 力。河 北 省 海

洋资源的基本特点是 “总量小，质量高”，在海洋资源

各项指标中应重点提升海洋生物资源、滩涂空间资源

的利用效率。具体措施为：按照潜在增养殖区选划方

案，加大人工鱼礁和增殖放流 实 施 力 度；建 立 渔 业 资

源特别保护区；合理规划滩涂 空 间 资 源 开 发 利 用，加

大稀缺性滩涂资源类型的保护力度等，解决围填海规

模扩张过快以及池塘养殖向海推进过快的问题，遏制

滩涂空间资源减少过快趋势，促进浅海空间资源开发

利用的均衡布局。
（３）加大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提升海洋生态

环境承载能力。针对河北省海洋中负贡献率的１２指

标，应该从防灾减灾、污染治理、生态修复三个方面加

大海洋环境保护。具体措施为：建立海洋灾害监测与

预报预警系统，最大限度地减少海洋灾害的损失。同

时应加大力度防治海洋污染，陆域河流入海污染物和

海域养殖污染物是目前该省海洋污染的主要来源，控
制住上述两大污染物来源，将会明显改善近岸海域环

境质量。入海河流污染源控制 的 重 点 是 入 海 污 染 物

总量规模较大同时河口海洋环境容量超负荷的滦河、
洋河、大蒲河、陡河。要 严 格 控 制 工 业 污 染 物 排 放 并

加大污染物处理力度。海域养 殖 污 染 源 治 理 以 秦 皇

岛海域临岸海水养殖区为重 点，具 体 治 理 措 施：一 是

减小海水养殖密度，将过剩的养殖量向距岸线１０ｋｍ
以外的海域转移；二是依托生 态 养 殖 技 术，大 力 推 广

生态养殖。对于生态修复方面的重点包括：适度增加

河流入海水量；滦河是全省入 海 水 量 调 控 的 重 点，在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期调水后，将本省目前滦河流域

经潘家口水库调给天津的水，作 为 天 津 后 备 水 源，一

般年景调给秦皇岛、唐山地区，并 分 出 一 部 分 作 为 生

态用水增加滦河的入海水量。另 外 要 不 断 加 强 湿 地

保护的力度，重点增加近岸陆 上 自 然 湿 地 的 数 量，稳

定滩涂湿地数量，加强现有湿 地 的 养 护，提 高 其 生 物

多样性和 生 态 服 务 功 能，遏 制 各 类 自 然 湿 地 数 量 减

少、质量 退 化 的 趋 势。还 要 加 强 沿 海 防 护 林 体 系 建

设，重点开发淤泥质海岸带重 盐 碱 地 造 林 技 术，改 变

淤泥质海岸带森林严重匮乏，景 观 单 一 的 局 面，同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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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现有 沿 海 防 护 林 的 养 护，遏 制 现 有 防 护 林 退 化

趋势。

［ 参 考 文 献 ］

［１］　河北省人民政府．河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 二 个

五年规划纲要［Ｒ］．２０１１．
［２］　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 二 个

五年规划纲要［Ｒ］．２０１１．
［３］　国家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河 北 沿 海 地 区 发 展 规 划［Ｒ］．

２０１１．
［４］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渤海碧海行动计划［Ｒ］．２００１．
［５］　国家发改委．渤海环境保护总体规划（２００８—２０２０）［Ｒ］．

２００９．
［６］　殷克东，张 雪 娜．中 国 海 洋 可 持 续 发 展 水 平 的 动 态 测 度

［Ｊ］．统计与决策，２０１１（１３）：１１５－１１９．
［７］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ｅｓ［Ｍ］．３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７：３９－４４．
［８］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ｏｕｒｔｅｅｎ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２００６：１１－１２．
［９］　王伟中．可持续发展指 标 的 理 论 与 实 践［Ｍ］．北 京：社 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０］　联合国，国家环境保护局．２１世纪议程［Ｍ］．北京：中国

环境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３．
［１１］　张永民，译．生 态 系 统 与 人 类 福 祉：评 估 框 架［Ｍ］∥千

年生态 系 统 评 估 理 事 会．千 年 生 态 系 统 评 估 报 告 集

（三）．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２］　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环 境 保 护 部．近 岸 海 域 环 境 监 测 规 范

［Ｒ］．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３］　国家海洋局．ＨＹ／Ｔ０８７—２００５近海海洋生态健康评价

指南［Ｓ］．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４］　叶义成，柯 丽 华，黄 德 育．系 统 综 合 评 价 技 术 及 其 应 用

［Ｍ］．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６：１１－２８．
［１５］　河 北 省 海 岸 带 资 源 编 纂 委 员 会．河 北 省 海 岸 带 资 源：

上、下卷［Ｍ］．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６］　河 北 省 海 洋 局．河 北 省 海 洋 污 染 基 线 调 查 报 告［Ｒ］．

２００１．
［１７］　河北省 国 土 资 源 厅．河 北 省 海 洋 资 源 调 查 与 评 价 专 题

报告：上、下册［Ｍ］．北京：海洋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８］　河北省 国 土 资 源 利 用 规 划 院．河 北 省 海 洋 资 源 调 查 与

评价综合报告［Ｍ］．北京：海洋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９］　河北省环境保 护 局．河 北 省 环 境 状 况 公 报［Ｒ］．１９９６—

２００８．
［２０］　河北省海洋局．河 北 省 海 洋 环 境 质 量 公 报［Ｒ］．２００１—

２００８．
［２１］　河北省水利厅．河北省水资源公报［Ｒ］．１９９５—２００８．
［２２］　河北省 统 计 局．河 北 经 济 年 鉴［Ｍ］．北 京：中 国 统 计 出

版社，１９９６—２００８．
［２３］　河北省统计 局．河 北 农 村 统 计 年 鉴［Ｍ］．北 京：经 济 科

学出版社，１９９６—２００８．
［２４］　国家海洋局．中 国 海 洋 统 计 年 鉴［Ｍ］．北 京：海 洋 出 版

社，１９９６—

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

２００９．

　　（上接第２４９页）
［９］　赵军，陶明娟．兰州市２００２年生态足迹计算与可持续发

展状况分析［Ｊ］．地域研究与开发，２００５，６（２４）：１１４－１１５．
［１０］　徐中民，张志强，程国栋．甘肃省１９９８年生态足迹计算

与分析［Ｊ］．地理学报，２０００，５５（５）：６０８－６１３．
［１１］　贾克敬，王宏，徐 小 黎．土 地 利 用 规 模 和 结 构 调 整 的 环

境影响评价模型研究［Ｊ］．中国土 地 科 学，２０１０，２４（７）：

４８－５１．
［１２］　张占录，张远索．基于生态规划理念的土地利用结构分

析［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０，２６（２）：３５５－３５８．
［１３］　程琳，李锋，邓华 锋．中 国 超 大 城 市 土 地 利 用 状 况 及 其

生态系统服务动 态 演 变［Ｊ］．生 态 学 报，２０１１，３１（２０）：

６１９５－６１９８．
［１４］　吴克宁，赵珂，赵 举 水．基 于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功 能 价 值 理

论的土地利用 规 划 环 境 影 响 评 价［Ｊ］．中 国 土 地 科 学，

２００８，２２（２）：２４－２７．

［１５］　周嘉，高丹，常琳 娜．生 态 系 统 服 务 功 能 评 估 在 土 地 利

用总体 规 划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中 的 应 用［Ｊ］．经 济 地 理，

２０１１，３１（６）：１０１５－１０１８．
［１６］　李 正，王 军，白 中 科．喀 斯 特 地 区 土 地 利 用 变 化 研 究

［Ｊ］．地域研究与开发，２０１１，３０（２）：１４４－１４７．
［１７］　刘庆，王静，史衍 玺．经 济 发 达 区 土 地 利 用 变 化 与 生 态

服务价值损益研究［Ｊ］．中国土地科学，２００７，２１（２）：１９－
２２．

［１８］　陈彦光．基于Ｅｘｃｅｌ的地理数据分析［Ｍ］．北京：科学出

版社，２０１０：２６０－２６９．
［１９］　何格，王珍，欧名 豪．城 市 增 长 的 土 地 利 用 总 体 规 划 协

同调控绩效 评 价［Ｊ］．中 国 土 地 科 学，２０１０，２４（９）：６５－
６９．

［２０］　刘勇．江苏省土 地 利 用 程 度 与 区 域 生 态 效 率 关 系 研 究

［Ｊ］．中国土地科学，２０１０，２４（４）：２０－２３．

７９２第５期 　　　　　　郑颖娟等：河北省海洋可持续发展动态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