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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基于海岛可持续发展的特点，以海岛资源状况指标、社会发展指标、

智力评价指标为目标，建立海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支持系统，从而以12个海岛县为研究

对象，评价12个海岛县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状态和进程，并对海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

施提出建设性对策措施。

关 键词：海岛；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海岛县是把沿海群岛、列岛或独立海岛，

以有人岛群为主体，按县级行政单元组成的整

体[1]。全国12个海岛县分布在我国东部沿海的

浙江、福建、广东、上海、山东和辽宁6个省

市，分别是长海县、长岛县、崇明县、嵊泗县、

岱山县、普陀区、定海区、玉环县、洞头县、

平潭县、东山县和南澳县。12个海岛县共有大

小岛屿1 738个，占全国海岛的26．7％，其中

有人居住的海岛176个，占全国有人居住海岛

的42％，共有陆域土地面积3 800 km2，占全国

海岛面积8万km2的5％左右；海岸线总长

4 411 km，占全国海岸线的31．5％[1。。12个海

岛县分布辽阔，跨温带、亚热带和热带3个气

候带(南澳主岛正好是北回归线通过处)，形成

了自然环境、自然资源水平上的南北差异[1]。

多数海岛分布在离大陆数千米或数十千米余，

是大陆向海的延伸，成组团分布在大陆外围，

在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和经济组织发展方面起着

重要的作用。

1海岛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建立

对于海岛可持续发展评价来说，环境支持

系统应该是海岛可持续发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环境、资源、社会、经济和智力支持系统一起

构成海岛可持续发展评价的基本组成要素。但

对于海岛这个特殊的经济发展区域来说，海岛

四周环海，地理位置特殊，自身自净能力较强，

另外，大部分海岛社会经济发展滞后于临近大

陆，产业结构比较简单，第一产业是海岛经济发

展的主体，其中第一产业又主要以渔业为主，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较弱，因此我国大部

分海岛环境质量较好，只是地处河口、海湾和

近岸的某些岛屿随着开发活动的开展受到一定

程度的污染[2]。

纵观长海县2001--2007年的统计数据

(表1)和其他大部分海岛地区数据，海岛空气

环境质量、海岛海域环境质量和海岛地下水质

量均未超出国家一、二类标准和相应等级的国

家和省级地区标准。因此大部分海岛地区，其

环境支持系统在其环境保证度的范围内，能够

较好地支撑其海岛可持续系统的发展，对海岛

可持续发展系统构成的负面影响较小，对海岛

可持续发展总体能力构成主要影响的则是海岛

的生存支持指标，海岛的发展支持指标、海岛

的社会支持指标和海岛的智力支持指标等。因

此，基于海岛可持续发展的特点，这里暂且不

考虑环境支持系统指标，仅以海岛资源状况指

标、社会发展指标和智力评价指标为目标，建

立海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支持系统(表2)，

从而以12个海岛县为研究对象，以2002年为

评价的基准年，对其进行纵向(2002--2007

年)和横向的对比研究分析，评价12个海岛

县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状态和进程，找出海

岛县可持续发展的时空演进和社会经济发展规

律，并对海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提出建设

性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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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长海县2001--2007年环境质量

项目 200l燕 2002正 2003韭 2004正 2005焦 2006正 2007拒 国家一类标准

二氧化硫／mg·m一3 0．005 o．005 0．005 0．005 0．005 O．005 0．005 O．02

空气 二氧化氮／mg·m一3 0．015 O．015 0．018 O．019 O．017 o．018 0．01l 0．04

质量 总悬浮颗粒物／mg·nl。 0．065 o．070 0．070 0．080 0．060 O．05 O．05 0．08

自然降尘／mg·m一3 5．1 5．8 5．0 5．O 4．3 4．6 4．7

石油类／rag·L“ 0．039 0．042 0．033 0．035 0．038 0．037 0．035 0．05

海域
无机氮／rag·L“ O．061 0．035 0．045 0．040 0．029 0．035 0．040 O．20

水质
无机磷／mg·L。 0．008 0．011 0．010 0．011 0．009 0．008 0．010 0．015

质量

悬浮物／mg·L-1 6．O 6．2 6．7 5．6 6．3 6．2 6．3 <10

废气综合治理率／％ 95．4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废水排放达标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固体废弃物利用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表2海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支持系统评价指标

总体层 系统层 指标层

(A) (B) (C)
指标单位 指标权重

人均耕地面积C1 亩／人0．101 2

人均海域面积C2 hm2／人0．120 8

海 单位海域面积机动渔船功率岛 kW／hm2 0．120 8

岛
海岛生存 单位面积粮食产量c‘t／hm2 0．094 6

可
支持系统 单位面积水产品产量c5 t／亩0．123 5

持 Bl 单位海域面积渔业总产值Q 万元／hm2 0．120 8

续
人均农、林、牧、渔业总产值C7 万元／人0．164 9

发
人均旅游收入c8 万元／人0．075 8

展

年海上货运运输量岛t 0．077 5
总

人均实际使用外资C,o 美元／人0．108 4
体

能
人均GCPCIl 元／人0．241 2

力
海岛发展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Clz 万元／人 O．184 8

支持系统
(A)

．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C13 万元／人0．141 5

场

第三产业占、GCP比重C“ ％0．151 3

全社会劳动生产率CIs 万元／人0．172 8

人口自然增长率C16 ‰0．133 7

城乡居民人均储蓄C" 元／人0．139 8

渔农村人口人均收入Cls 元／人0．127 9

海岛社会 城镇人口人均收入C1． 元／人0．125 1

和智力支 千人拥有医生人数Czo 人／千人0．093 7

持系统B3 有线电视人户率C2l ％0．087 7

电话普及率c22 ％0．089 6

万人拥有教师数C23 人／万人0．100 2

万人中小学在校学生数C2‘ 人／万人0．10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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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岛可持续发展评价

2．1指标权重的确定

海岛可持续发展指标权重的确定采用层次

分析法。层次分析法是美国运筹学家

A．L Saaty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种定性

与定量相结合的多目标决策分析方法，适用于

多元目标和多元属性问题的决策，它的特点在

于对可持续发展这样的复杂问题先把目标、准

则、方案措施分层划分出来，再把方案两两比

较，进行评分，以解决无法定量分析的困难，

然后进行综合评价，最终排出优劣的先后次序

来E引。

假设对某一评价目标，z，其影响要素有只，

(i一1，2，⋯，挖)，且只的重要性权数分别为

叫f，(i一1，2，⋯，咒)。其中

硼f>00，∑硼i=1 (1)硼f>，∑硼i=1 (1)
f—l

即

“一撕Pl+啦P2+⋯+碱P。=∑啦=础P。
f=l

(2)

由于因素Pj对目标U的影响程度(即重要

性权数)毗不一样，可以聘请专家打分，将P。

两两比较，可得到P；个要素对目标的重要性权

数比(即相对重要性)构成的矩阵A，且

A==

m zrh／毗

砌砒／啦

珊％／毗

砌／姒

弛／强

弧／碥

一(6畸)Ⅸ。

(3)

式中：a日一锄-／wi可表示第i个元素(因素)与

第_『个元素(因素)重要度之比。通常a日的取

值根据表3确定。

表3判断矩阵元素的标度方法

标度 定义

1 表示两因素相比，具有同样重要性

3 表示两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稍微重要

5 表示两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明显重要

7 表示两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强烈重要

9 表示两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极端重要

续表

标度 定义

2，4，6，8 为以上两判断之间的中间状态对应的标度值

因素i与J比较的判断n#，则因素J与i比较的
倒数

判断ao一1／ajl

各层次指标经专家打分后，再对海岛可持

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各指标(或子系统)间的

层次结构关系进行判断比较，构造判断矩阵，

并计算矩阵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再将特征向

量正规化即得到构造矩阵中各指标或子系统的

权重系数。

2．2数据标准化

各评价指标原始数据的量纲、数据级和数

量变化幅度的差异会影响评价的准确性，为此

需对原始数据进行适当和必要的处理，使每一

个变量都统一在某种共同的、相对均匀化的数

值范围内，以消除量纲不一致的影响。

在进行数据标准化处理时，针对指标对评

价综合指数影响情况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方法。

有些指标对综合评价指数的贡献是正向的，称

为正功效指标；有些则是负向的，称为负功效

指标，具体计算公式‘43如下。

Ci为正功效指标时，Q7一产亭 (4)

G为负功效指标时，cf7=产譬 (5)

式中：Q7为C层指标C；的标准化值，o≤c；7≤1；

C。为C层指标的统计或原始计算值；cm。为海岛

地区某指标C；的最大值；C血为海岛地区某指

标C。的最小值。

2．3综合指数计算

综合指数法是在各大类指数的基础上，按

照各自的权重再进行一次加和得到的一个可持

续发展指数，其计算公式为

I=∑(Ⅳ，队) (6)
函

Ui=∑(w，K) (7)
j；1

式中：wi为各大类指标权重，∑W。一1；U；
不万

为各大类评价指标；Wi为各小类指标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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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Ⅵ为各小类评价指标。
两

3海岛县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

纵观各海岛县从2002--2007年的可持续发展

情况，虽然每个海岛县经济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但各海岛县可持续发展实现程度都不高，基本处

于可持续发展中等或较弱水平，而且由于各海岛

县海陆资源状况、生产实力水平和人文社会经济

条件存在差异等原因，海岛县域之间经济发展存

在着明显的差异，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1)各海岛县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综合能

力较弱。海岛县可持续发展总体上处于较弱或

很弱的水平。纵观2002--2007年12个海岛县的

可持续发展情况，2002年12个海岛县可持续发

展综合指数分别为：长海县0．20、长岛县0．38、

崇明县0．18、嵊泗县0．25、岱山县0．18、普陀

区0．19、定海区0．13、玉环县0．17、洞头县

0．10、平潭县0．09、东山县0．24和南澳县

0．19，12个海岛县可持续发展处于较弱或很弱

水平，其中尤其是平潭县，可持续发展综合指

数仅为0．09，为可持续发展最弱的县。到2007

年，各海岛县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虽然都有了

部分的提高，但各海岛县的可持续发展综合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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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依然处于较弱的程度，各海岛县的可持续发

展综合指数分别为：长海县0．38、长岛县0．52、

崇明县0．26、嵊泗县0．49、岱山县0．34、普陀

区0．40、定海区0．29、玉环县0．36、洞头县

0．23、平潭县0．15和东山县0．32，12个海岛县

可持续发展有了部分提高，但基本处于较弱或

中等水平。其中，长岛县、嵊泗县和普陀区可

持续发展情况较好，已经处于可持续发展中等

水平，其他海岛县依然处于可持续发展较弱水

平，尤其是平潭县，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依然

处于12个海岛县可持续发展的最后一名，仅为

0．15。

(2)各海岛县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总体上呈

逐渐上升的趋势，表明各海岛县可持续发展的综

合能力在不断增强。但是另一方面对于不同的海

岛县，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增长的速度不同(图

1)，其中洞头县、定海区和玉环县增长速度最快：

2002--2007年，洞头县增长率达到123．55％，定

海区增长率达到122．77％，玉环县增长率达到

110．42％，分别位列增长率排名的第一位、第二

位和第三位，其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洞头县从

2002年的0．10增长到0．23，定海区从0．13增长

到0．29，玉环县从0．17增长到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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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海岛县2002--2007年可持续发展能力增长情况

(3)海岛县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综合能

力地区差异明显。一方面，长岛县、嵊泗县和

普陀区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强，可持续发展综合

能力基本稳定于12个海岛县的前3名，其中

长岛县在12个海岛县中，可持续发展能力最

高，从2002--2007年一直位于12个海岛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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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综合能力排名的第一位；另一方面多

年来崇明县、洞头县、平潭县和南澳县的可持

续发展综合能力一直较差，基本处于12个海

岛县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排名的后4名，可持

续发展综合能力处于很弱或较弱的水平。其中

尤其平潭县可持续发展能力最弱，一直处于12

个海岛县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排名的最后

一位。

海岛县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地区差异的

特征与各海岛县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基

本一致。2002年各海岛县人均GDP分别为：

玉环县为25 672元、长岛县为25 327元、嵊

泅县为21 402元、东山县为16 343元、长海

县为15 191元、定海区为14 755元、普陀区

为14 500元、岱山县为13 130元、崇明县为

10 221元、洞头县为9 283元、南澳县为

8 295元、平潭县为7 41 7元，玉环县、长岛

县和嵊泗县分别为12个海岛县人均GDP排

名的第一名、第二名和第三名，南澳县、平

潭县和洞头县为12海岛县人均GDP排名的

后3名；而2002年12个海岛县可持续发展

情况排名前3位的分别为长岛县、嵊泗县和

东山县，排名后3位的分别为定海区、洞头

县和平潭县。2007年，人均GDP排名前3名

的是第一名长岛县，人均GDP为67 247元，

第二名嵊泗县，人均GDP为59 011元，第三

名为玉环县，人均GDP为54 824元；而排名

为后3名的依次为崇明县，平潭县和南澳县，

分别为12个海岛县人均GDP排名的第十名、

第十一名和第十二名；而2007年12个海岛

县可持续发展情况排名第一位、第二位和第

三位的分别为长岛县、嵊泗县和普陀区，排

名后3位的分别为洞头县、南澳县和平潭县。

海岛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和经济能力的这种

高相关性凸显出经济对海岛可持续发展综合

能力的重要作用：只有加强经济发展，经济

可持续性才能够增强，才能为海岛的可持续

发展提供强大的发展动力，海岛的可持续发

展能力才能够得到更快的提高。崇明县、洞

头县、平潭县和南澳县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特

别引起关注应尽快采取措施，加快全面发展，

提高海岛的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

4海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对策及建议

4．1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现阶段，我国大多数海岛县的经济尚处于

以利用自然资源为主的产业结构前期阶段，产

业结构较简单，大多数海岛地区仍以海洋水产

为主，以海洋捕捞业、海水增养殖业为导向的

初级产业比较发达，而围绕资源开发利用的相

关产业及服务性行业发展较弱，港口贸易、海

洋能源和海岛旅游等特色资源没有得到合理、

有效的开发利用，潜力尚待挖掘，产业结构不

尽合理，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限制了海岛经济的

发展，因此应改善和优化产业结构，科学、合

理地进行产业布局，具体而言，在渔业产业结

构调整上，坚持多品种、多形式、多元化；第

二产业中，要充分利用海岛工业资源，建设临

海工业带，利用海岛丰富的海洋资源和地理优

势，水产品精深加工、海洋生物制品和船舶修

造等；第三产业中，利用海岛得天独厚的地理

位置、建港条件和丰富的自然人文景观因地制

宜地重点发展物流业和旅游业[5]。

4．2加快教育和科技发展。科技兴岛

《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指出，坚持“科

技兴岛”方针，积极引进和培养人才；选择适

当岛群，进行“科技兴岛”开发试验，并在总

结经验的基础上推广[5]。因此各海岛县应合理

构筑教育发展模式和科研创新机构，加大教育

投入的力度，改善办学条件，加强教师队伍建

设，建立吸引人才和有利于科技创新的良好

机制。

4．3切实贯彻《海岛法》．完善海岛管理体系

2010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

护法》开始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

护法》是我国首次以立法的形式，加强对海岛

的保护与管理，规范海岛开发利用秩序。该法

明确了海岛的生态价值、海洋权益价值和社会

经济价值，明确了各部门对有居民海岛生态系

统保护的职责和海洋部门的协调管理责任，开

创了海洋事业新局面。因此各海岛县应采取积

极措施，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

保护法》，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强化海岛监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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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79页)在确保档案信息安全的前提下，

实现网络服务。第三步，原本资源整合。这一步

最难，各条块的档案，谁整合，整合给谁，会牵动

各路“诸侯”的神经。现阶段，可先按原先的进馆

渠道实现原本档案资源整合，然后，在国家级档

案馆的基础上，开展馆际合作，根据合理布局，优

化配置、互通有无、协商一致的原则，逐步实现原

本档案资源整合。对于原本档案资源的整合，不

能简单理解为原本档案资源的集中。如果是那

样，既不科学，也无必要。

3．3多样化服务

多样化服务，是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采用

多种方式综合开展档案利用的服务。除了传统

的档案阅览服务、编研服务、展览服务外，更多地

应该利用互联网络和手机通信等手段，利用相关

正式注册或档案部门自注册的网站、信息台等，

同步响应社会公众的即时需求，以及同步响应特

殊情况下的用户应急需求。对这些新型服务，说

易做难，对海洋档案部门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虽

说现有技术完全可以支持，但对档案人员的综合

素质具有很高的要求，对服务系统的功能设置要

有很严密的谋划和论证。难度无外乎是人的发

展和资金的投入，只是前者比后者更难。但是，

为了强国复兴，早日建成“两个体系”，服务民生，

相信知难而进，必将成为海洋档案人的无悔

选择。

为此，倡议在海洋档案界进一步深入开展

“两个转变”、建立“两个体系”的活动，并建议尽

早成立全国海洋档案工作协调组，负责全国海洋

档案“两个体系”建设的统筹规划、申请国家立

项、协调组织和实施，开创海洋档案服务民生，回

报社会的新局面，为海洋强国做点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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