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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推进海水养殖业绿色发展是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举措。正确处理产业发展过程中资源、环境与经济
发展的关系，是中国海水养殖业破除发展瓶颈，由海水养殖大国向强国转变的重中之重。本文在构建中国海

水养殖业资源环境经济综合评价体系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等方法分析其协调发展程度。结果表
明：２０１１—２０１８年中国海水养殖资源与环境发展指数均呈下降趋势，而经济发展指数则在振荡中上升；中国
海水养殖复合系统处于低发展水平下的高耦合中级协调状态，资源环境及环境经济系统协调度呈濒临失调
的振荡下降态势，资源经济系统呈振荡增长态势，复合系统协调度地理分布呈北高南低发展态势。建议各地
区聚焦发展短板，加强养殖技术创新，以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为主线，以期推进海水养殖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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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Ｆ３２６．４　　　文献标志码：Ａ

　　中国海水养殖产量连续多年居于世界首位，
但随着产业经济发展，资源约束与环境问题逐步

凸显。正确处理好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

系，是中国海水养殖业破除发展瓶颈，提升绿色

发展水平，实现由海水养殖业大国向强国转变的

重中之重。

关于海水养殖业发展过程中资源、环境与经

济之间关系的探讨由来已久，自然科技视角与经

济学角度均有相关研究［１２］。就经济学视角而

言，学者主要从理论分析框架［３］、水产养殖绿色

发展评价体系［４］及生态经济效率方面研究海水

养殖业发展现状［５６］。

耦合协调度模型是能够客观连接不同系统，

凸显其协调发展关系的重要方法。在这方面，现

有研究较多使用此模型分析双系统及多系统协

调发展［７８］；也有学者对不同产业之间的协调关

系进行了评价，如对中国展览业与旅游业协调发

展水平及其驱动因素进行的研究以及对水产养

殖业与捕捞业协调发展程度进行的测度［９１０］。

从现有研究成果看，耦合协调度模型能够客

观分析不同主体的协调发展度及其优劣势，对于

中国海水养殖业各系统协调发展研究具有适用

性。基于此，本研究为揭示资源、环境及经济三

系统发展现状，构建中国海水养殖业综合评价体

系，并运用耦合协调模型等方法对本产业三系统

协调程度进行解析，在揭示各省市海水养殖业发

展弱势的基础上，探讨该产业资源、环境与经济

耦合协调发展路径。

１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方法与指标选取的理论基础
要评判海水养殖业资源、环境与经济系统的

协调程度，首先需对三者之间的关系有正确理

解。事实上，在海水养殖业中，资源、环境与经济

构成了产业发展的有机统一体，即海水养殖资源
环境经济系统。在该系统中，自然资源为海水养
殖业经济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但对资源的过度

索取会导致资源生态系统的崩溃和环境的恶化。

养殖环境则为养殖水产品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空

间和环境，保障资源承载力水平；经济发展所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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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污染可由环境来储存及自然资源生态系统

来净化，若经济发展过快，环境所承担的污染物

规模会超出自然资源生态系统的净化能力，进而

导致环境恶化。三者处在互相影响、互相支持的

综合体中，唯有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间形成平

衡关系，构成科学发展体系，才可推动海水养殖

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１１］。

需要看到的是，海水养殖业处于不同的经济

发展水平时，对资源与环境的影响是不同的：当

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产业发展方式一般比较粗

放，虽然经济活动对资源与环境生态系统的总体

压力可能比较小，但单位产量的资源消耗较大且

产生的污染较多；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随着

资本积累水平的提升，技术创新会逐步加速，生

产方式会逐步向集约型发展，单位产出的资源消

耗水平会下降，同时技术的创新会促进自然资源

的再生与环境生态系统的改良（比如养殖技术进

步使得增殖放流成为可能，而增殖放流可能增加

渔业资源），持续提高养殖资源运用效率、生态治

理技术能力以及水域负载水平［１２］。

总之，为评判海水养殖业发展过程中资源、

环境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协调程度，需选择适合于

揭示三个子系统之间关系的模型与指标，在揭示

其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评判彼此之间的协调性。

１．２　耦合协调度模型
本研究借鉴丛晓男修正后的模型［１３］来测度

海水养殖资源环境经济耦合协调度。
１．２．１　数据标准化处理

为了使得各个系统及多指标之间具有可比

性，将原始数据值进行标准化：

ｙｉ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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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ｘ（ｘｉｊ）－ｍｉｎ（ｘｉｊ）

　正指标

ｍａｘ（ｘｉｊ）－ｘｉｊ）
ｍａｘ（ｘｉｊ）－ｍｉｎ（ｘｉｊ）

　{ 负指标

（１）

式中：ｘｉｊ为第ｉ个省市的第 ｊ项指标原始值，ｙｉｊ为
其对应的标准化值。

１．２．２　熵权赋值法
在标准化处理基础上，利用熵权赋值法确定

指标权重，得到资源、环境、经济子系统各项指标

权重，有效避免层次分析法等赋权法的主观性，

保证权重的准确性。

１．２．３　综合发展指数
综合发展指数是通过将各项指标经标准化、

熵权赋值法处理后进行综合，最后形成的概括性

指数值，以达到评价发展水平的目的。采用该指

数，旨在衡量资源、环境及经济发展水平。测算

具体方法如下：

Ｕｃｆｒ（ｘ）＝∑
ａ

ｉ＝１
ａｉｘｉ （２）

Ｕｃｆｃ（ｙ）＝∑
ｐ

ｊ＝１
ｂｊｙｊ （３）

Ｕｃｆｅ（ｚ）＝∑
ｑ

ｋ＝１
ｃｋｚｋ （４）

Ｔｉｊ＝αｆ（Ｕｃｆｒ）＋βｆ（Ｕｃｆｃ）＋γｆ（Ｕｃｆｅ） （５）
式中：Ｕｃｆｒ（ｘ）、Ｕｃｆｃ（ｙ）、Ｕｃｆｅ（ｚ）分别为海水养殖资
源、环境及经济发展指数，ｘｉ、ｙｊ、ｚｋ分别为海水养
殖资源、环境、经济子系统各项指标标准化数值；

ａｉ、ｂｊ、ｃｋ分别为各项指标的权重；ａ、ｐ、ｑ分别为资
源、环境、经济子系统指标数量；Ｔｉｊ为复合系统
（三系统）综合发展指数，α、β、γ为各系统权重
系数，海水养殖发展过程中资源、环境及经济三

系统需同等重视，故在此假设α＝β＝γ＝１／３。
１．２．４　耦合协调度

耦合度反映各系统相互作用的程度，耦合协

调度（以下简称协调度）更进一步反映各系统协

同发展程度。协调发展是海水养殖业绿色发展

的本质要求，因此可通过协调度模型深入剖析系

统协调发展水平。

在测算出上述发展指数基础上，借鉴汪永生

等学者的研究思路［８］，构建三系统耦合度模型，

如公式（６）：

Ｃｉｊ＝
Ｕｃｆｒ×Ｕｃｆｃ×Ｕｃｆｅ

（（Ｕｃｆｒ＋Ｕｃｆｃ＋Ｕｃｆｅ／３）[ ]３
１／３

（６）

式中：Ｃｉｊ为海水养殖复合系统耦合度，取值范围
为［０，１］。

综合以上测度结果，可得到海水养殖复合系

统协调度模型：

Ｄｉｊ＝（Ｃｉｊ×Ｔｉｊ）
１／３ （７）

式中Ｄｉｊ为复合系统协调度，协调度越大，表明海
水养殖系统协调发展水平越高。借鉴前人耦合

度及协调度等级划分［１４］，将耦合度及协调度分别

划分：

耦合度等级：低度耦合（０．０００～０．２９９）、拮
抗耦合（０．３００～０．４９９）、初步磨合（０．５００～
０．７９９）、高度耦合（０．８００～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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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调度等级：极度失调（０．０００～０．０９９）、严
重失调（０．１００～０．１９９）、中度失调（０．２００～
０．２９９）、轻度失调（０．３００～０．３９９）、濒临失调
（０．４００～０．４９９）、勉强协调（０．５００～０．５９９）、初
级协调（０．６００～０．６９９）、中级协调（０．７００～
０．７９９）、良好协调（０．８００～０．８９９）、优质协调
（０．９００～１．０００）。
１．３　指标选取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前人研究成果及数据

可得性，分别从海水养殖业资源、环境与经济三

系统中选取１６项指标构建耦合协调评价体系。
１．３．１　经济系统

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产业经济

增长不仅体现于总量增长，而且应涵盖经济增

速、国民收入水平、产业结构比重等重要衡量因

素。结合汪永生等经济系统构建思路［８］及本产

业数据可获得性，构建海水养殖业经济系统。

１．３．２　资源系统
根据实际调研所获知的养殖方面核心问题，

资源系统选取了五大关键要素：养殖面积代表自

然资源投入，苗种、劳动力、饲料、固定资产投入

代表社会资源投入。海水养殖中间消耗包括饲

料、燃料及其他费用消耗，借鉴王端岚的研究思

路［１５］，根据渔业中间消耗进行折算；同时，为消除

物价水平对实际结果造成的通货膨胀影响，使用

ＧＤＰ指数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分别对海水
养殖实际劳均产值和海水养殖中间消耗进行价

格平减。

１．３．３　环境系统
从前人研究结果来看，环境系统通常包含正

负两种指标，以保证系统客观性。考虑到工厂化

养殖是较为环保且需大力推广的养殖模式，将工

厂化养殖产量占比作为衡量环境友好的指标；受

灾养殖面积反映了养殖过程中受灾程度，其对环

境及经济均产生负向作用，结合海水养殖业总

氮、总磷、ＣＯＤ排放量作为衡量环境恶化的指
标［１６１７］。根据《全国污染普查水产养殖业污染源

产排污系数手册》测算海水养殖排污量 ［６］。其

中，贝类等非投饲型主要养殖模式为筏式养殖及

滩涂养殖，所产生的污染物直接排放入海，产污

量与排污量相近，故在此借鉴前人测算的贝类

氮、磷产污系数近似代替排污系数［１８］。

综合上述指标选取，构建海水养殖业资源环
境经济耦合协调评价体系。结合２０１１—２０１８年
全国数据，采用熵值赋权法对各项指标权重进行

测算（表１）。

表１　变量描述
Ｔａｂ．１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一级指标

Ｆｉｒｓ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二级指标

Ｓｅｃｏｎｄ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指标类型

Ｔｈｅｉｎｄｅｘｔｙｐｅ
权重

Ｗｅｉｇｈｔ

经济

Ｅｃｏｎｏｍｙ 经济发展

渔民人均纯收入／（元／人） ＋ ０．２４０
海水养殖经济增长率／％ ＋ ０．３５４

海水养殖产值占各地区水产养殖业总产值比重／％ ＋ ０．１６０
海水养殖实际劳均产值／（万元／人） ＋ ０．２４６

资源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生产资源

劳均海水养殖面积／（
(

／人） ＋ ０．１５２
单位面积海水养殖中间消耗／（元／

(

） ＋ ０．１６２
海水养殖固定资产折旧／（元／

(

） ＋ ０．１３３
单位面积海水鱼苗投放量／（尾／

(

） ＋ ０．１６２

技术资源

海水养殖专业从业人员比重／％ ＋ ０．０８７
渔民培训强度／人 ＋ ０．１５０

海水养殖渔船比重／％ ＋ ０．１５３

环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环境恶化

单位养殖面积氮排放量／（ｇ／
(

） － ０．２２４
单位养殖面积ＣＯＤ排放量／（ｇ／

(

） － ０．２４３
单位养殖面积磷排放量／（ｇ／

(

） － ０．１９７
受灾养殖面积占比／％ － ０．１８２

环境友好 工厂化养殖占比／％ ＋ ０．１５４

１．４　数据来源
选取２０１１—２０１８年全国及沿海１０省市（香

港、澳门、台湾及上海数据无法获取，故排除）海

水养殖业作为研究对象，借助国家统计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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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统计年鉴》（２０１２—２０１９年）、《第一次
全国污染普查水产养殖业污染源产排污系数手

册》、《中国渔业统计年鉴》（２０１２—２０１９年）等资
料，计算获得相关指标数据。

２　结果

２．１　各省市海水养殖业综合发展指数分析
根据熵值法确定各系统指标的权重，得到各

省市资源环境经济复合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

见表２。
由表２可知，河北、江苏、福建、山东、广东及

广西略呈上升趋势。从均值排名来看，各省市海

水养殖综合发展指数地理分布由北向南呈降低

式分布：天津、山东两省三系统综合发展指数最

高，广东、广西及海南三省在三系统综合发展指

数排名中居于最后三位，表明本地区产业资源、

环境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需重视三系统之间的

协调发展。

表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８年中国沿海省市海水养殖业综合发展指数
Ｔａｂ．２　Ｍａｒｉｎｅ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ｆｒｏｍ２０１１ｔｏ２０１８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ｃｏａｓｔａｌ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省份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年份 Ｙｅａｒ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均值

Ｍｅａｎ
排名

Ｒａｎｋ
天津Ｔｉａｎｊｉｎ ０．６６５ ０．６２０ ０．７０１ ０．６２３ ０．６６６ ０．６９１ ０．６４５ ０．６０８ ０．６５２ １
河北Ｈｅｂｅｉ ０．４４０ ０．４６８ ０．４５９ ０．４９０ ０．５１８ ０．５２９ ０．４９８ ０．５４７ ０．４９４ ５
辽宁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０．５５９ ０．５７２ ０．４８０ ０．５２２ ０．５１５ ０．５９５ ０．４９２ ０．４７４ ０．５２６ ３
江苏Ｊｉａｎｇｓｕ ０．４７８ ０．４７７ ０．５０７ ０．４５４ ０．４５６ ０．４８６ ０．５６３ ０．５８２ ０．５０１ ４
浙江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０．４２５ ０．３７４ ０．３５３ ０．４４２ ０．４１９ ０．４２８ ０．４７４ ０．４２８ ０．４１８ ７
福建Ｆｕｊｉａｎ ０．４０１ ０．４０７ ０．３６０ ０．４１２ ０．４７６ ０．４３４ ０．４４９ ０．４１２ ０．４１９ ６
山东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０．５２８ ０．５５４ ０．４７５ ０．５６５ ０．５８２ ０．５６９ ０．６１１ ０．５４４ ０．５５４ ２
广东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０．３１３ ０．３４８ ０．３０６ ０．３９６ ０．３６１ ０．３１１ ０．３４０ ０．３６８ ０．３４３ ８
广西Ｇｕａｎｇｘｉ ０．３４６ ０．３１２ ０．２４７ ０．３３５ ０．３２８ ０．３２２ ０．２８８ ０．３６８ ０．３１８ １０
海南Ｈａｉｎａｎ ０．３４１ ０．３９５ ０．３３７ ０．３２７ ０．３７４ ０．３２３ ０．３１０ ０．３２２ ０．３４１ ９

　　为详细了解国内海水养殖资源、环境及经济
子系统发展指数情况，以下得出了２０１１—２０１８年
中国海水养殖整体综合发展指数及各子系统发

展指数结果，见图１。

图１　海水养殖资源环境经济系统综合发展指数
Ｆｉｇ．１　Ｍａ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１—２０１８年，海水养殖复合系统总体呈波
动态势，由２０１１年的０．４４上升至２０１３年０．６１，
其后至２０１６年呈下降趋势，随后稳步上升。环境
子系统发展指数由短暂上升转为持续下降，中国

海水养殖水域环境恶化严重，需加强污染治理力

度，遏制海源及陆源污染；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资源子

系统呈稳步增长态势，２０１４年资源系统发展指数
下跌幅度较大，可能是由于东南沿海地区遭受

“亚马逊”、“海鸥”等超强台风重创，导致水域养

殖面积及社会资源投入减少。２０１５年以来继续
呈稳步上升态势；经济系统发展指数处于振荡上

升中，海水养殖业经济发展比重逐步增大。

从资源、环境及经济子系统的变化趋势来

看，资源与环境发展指数变化趋于同步，资源子

系统波动下降态势更为明显。与资源与环境发

展指数不同，经济发展指数则呈上升态势，并在

２０１６年之后超越环境发展指数，２０１７年超越资源
发展指数，反映出２０１１—２０１８年以来，海水养殖
业发展过程中经济系统与资源系统及环境系统

之间的背离逐步加剧。

２．２　各省市海水养殖业耦合度及协调度分析
据上述公式测算出２０１１—２０１８年全国层面

海水养殖复合系统和两两子系统间的耦合度，结

果见表３。
由上述结果可知，资源环境经济复合系统

耦合度等级较高，但综合发展指数较低，说明全

国层面上复合系统属于低发展水平下的高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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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两之间系统耦合度小于复合系统耦合度，表明

资源、环境及经济三者的整体性强于两者间的作

用性。三个维度的子系统历年耦合水平均在拮

抗耦合及初步磨合阶段，协同度有待提升。其

中，资源经济子系统耦合度在研究期内相对较为
稳定，多处于拮抗耦合阶段；资源环境子系统耦
合度呈下降趋势，两者交互影响效应降低。

表３　中国海水养殖资源环境经济三系统耦合度
Ｔａｂ．３　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ａ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系统类型

Ｔｙｐｅ

２０１２
耦合度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耦合等级

Ｌｅｖｅｌ

２０１４
耦合度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耦合等级

Ｌｅｖｅｌ

２０１６
耦合度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耦合等级

Ｌｅｖｅｌ

２０１８
耦合度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耦合等级

Ｌｅｖｅｌ
资源环境经济Ｔｈ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ｙｓｔｅｍ ０．９５５ 高度耦合 ０．９３７ 高度耦合 ０．９８６ 高度耦合 ０．９５４ 高度耦合

资源经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ｅｃｏｎｏｍｙ ０．４９８ 拮抗耦合 ０．４９４ 拮抗耦合 ０．４９７ 初步磨合 ０．４９５ 拮抗耦合

资源环境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０．４８３ 拮抗耦合 ０．４８２ 拮抗耦合 ０．４８９ 拮抗耦合 ０．４８６ 拮抗耦合

环境经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ｅｃｏｎｏｍｙ ０．４７１ 拮抗耦合 ０．４５６ 拮抗耦合 ０．４９８ 拮抗耦合 ０．４６６ 拮抗耦合

　　协调度综合了发展指数及耦合度优势，以综
合揭示各地区资源、环境与经济系统之间作用强

度与协调发展水平，进一步反映各系统协同发展

程度，更加直观地反映出中国海水养殖业目前的

发展情况及强弱点。全国层面协调度变化情况

见图２。

图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８年海水养殖各系统协调度变化情况
Ｆｉｇ．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ｅａｃｈｓｙｓｔｅｍｆｒｏｍ２０１１ｔｏ２０１８

由图２可知，２０１１—２０１８年海水养殖复合协
调度均值为０．７７１，总体处于中级协调水平。历
年协调度水平差距较小，但低于耦合度历年均值

０．９５８，说明中国海水养殖业复合协调度是一种
发展水平较低的中级协调。

由子系统协调度变化图（图２）可知，复合系
统变化较小的背后隐藏着经济、资源及环境系统

的两两协调性不高。首先，环境经济系统处于濒

临失调的缓慢下降状态，协调发展程度不高；其

次，资源经济系统协调度由２０１１年的０．３３２增
长至２０１８年的０．５１５，双系统协调度增长较快，
未来资源经济发展水平预期会显著提升；与之相
反，资源环境系统呈振荡下降趋势，２０１８年资源
环境系统协调度已降至０．４２６，处于濒临失调状
态，结合资源经济系统的振动增长态势，再次印
证了中国海水养殖业需由经济导向向环境导向

倾斜的必要性。

基于对全国层面复合系统协调度的分析得

出各省市２０１１—２０１８年复合系统协调度及发展
类型，并选取２０１１和２０１８年度实证结果进行对
比（见表４）。

从各省市海水养殖协调等级来看，沿海省市

海水养殖在２０１８年达到良好协调的有天津、河
北、江苏三省市，达到中级协调的有辽宁、山东、

浙江、福建，处于初级协调的有广东、广西和海

南，整体海水养殖协调度水平地理分布呈北高南

低态势。

从海水养殖子系统发展指数及协调度对比

来看，各省市发展短板较为突出，虽然各省市均

已达到协调以上的水平，但各省市海水养殖综合

发展指数均低于本省市总协调度，表明中国目前

依旧处于产业发展水平较低的状态，各省市需聚

焦本地的弱势发展系统，全面促进海水养殖业协

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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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各省市海水养殖发展类型及协调度等级
Ｔａｂ．４　Ｍａ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ａｎｄｃｉｔｉｅ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ｙｐｅａｎｄ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ｄｅｇｒｅｅｌｅｖｅｌ

省份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年份

Ｙｅａｒｓ
Ｕｃｆｒ Ｕｃｆｅ Ｕｃｆｃ Ｄｉｊ

系统发展类型

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ｙｐｅ
协调等级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ｌｅｖｅｌ

天津Ｔｉａｎｊｉｎ
２０１１ ０．３４１ ０．６８２ ０．９７１ ０．８４８ 资源滞后型 良好协调

２０１８ ０．４６８ ０．３８５ ０．９７０ ０．８２４ 经济滞后型 良好协调

河北Ｈｅｂｅｉ
２０１１ ０．５３４ ０．２５２ ０．５３５ ０．７４７ 经济滞后型 中级协调

２０１８ ０．４６４ ０．５８０ ０．５９７ ０．８１６ 资源滞后型 良好协调

辽宁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２０１１ ０．４２９ ０．５９１ ０．６５８ ０．８２０ 资源滞后型 良好协调

２０１８ ０．４００ ０．３６２ ０．６６１ ０．７７１ 经济滞后型 中级协调

江苏Ｊｉａｎｇｓｕ
２０１１ ０．４５４ ０．３９９ ０．５８１ ０．７７９ 经济滞后型 中级协调

２０１８ ０．５６１ ０．５６５ ０．６２０ ０．８３５ 资源滞后型 良好协调

浙江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２０１１ ０．２３０ ０．５６０ ０．４８６ ０．７３５ 资源滞后型 中级协调

２０１８ ０．３４６ ０．５１６ ０．４２０ ０．７５０ 资源滞后型 中级协调

福建Ｆｕｊｉａｎ
２０１１ ０．５０６ ０．４５４ ０．２４２ ０．７２５ 环境滞后型 中级协调

２０１８ ０．４１３ ０．５６８ ０．２５５ ０．７３２ 环境滞后型 中级协调

山东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２０１１ ０．３５２ ０．７４６ ０．４８５ ０．８０１ 资源滞后型 良好协调

２０１８ ０．４７８ ０．６０７ ０．５４７ ０．８１５ 资源滞后型 良好协调

广东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２０１１ ０．１９８ ０．３３３ ０．４０８ ０．６６９ 资源滞后型 初级协调

２０１８ ０．３６０ ０．４９６ ０．２４９ ０．７０８ 环境滞后型 中级协调

广西Ｇｕａｎｇｘｉ
２０１１ ０．２４９ ０．５１８ ０．２７２ ０．６８９ 资源滞后型 初级协调

２０１８ ０．２６２ ０．５７３ ０．２０８ ０．６９９ 环境滞后型 初级协调

海南Ｈａｉｎ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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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本研究通过测度中国海水养殖业综合发展

指数及各子系统发展指数，分析了资源、环境、经

济系统发展水平和历年发展趋势，进而得到三系

统耦合度及协调度，指出了２０１１—２０１８年中国海
水养殖业的发展境况及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

提出以下观点，供读者讨论。

３．１　加强养殖技术创新，提升社会资源利用效
率

前文分析结果表明，资源系统发展指数并无

上升态势，且各省市发展短板中，资源落后发展

型省市占比较大。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渔民培

训强度下降幅度过大，由２０１１年的５８％下降至
２０１８年的２１％，拉低了资源系统发展水平，影响
产业的协调发展。各地区不仅需提高养殖技术

培训力度更需加强技术支撑，试验站及水产研究

所需重点创新养殖技术。同时，应坚持以技术进

步提升鱼苗及饲料品质，以期提升养殖过程的资

源利用率、增加渔民收入的同时实现环境友好。

３．２　以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为主线，着力提升环
境发展水平

前文指出，中国整体海水养殖资源环境系统
协调度呈下降趋势，根据协调度测算原理及系统

发展水平趋势可知，环境系统发展水平下降是主

要引致因素。养殖环境水平的提升一方面提高

了自然资源的承载力水平，另一方面引领绿色经

济的实现，进而以绿色经济促进技术进步，以技

术进步反哺社会资源利用率。海水养殖业未来

应遵循此发展主线，以提升本产业环境发展水平

为重点，以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为首要目标，实现
中国海水养殖业绿色发展。

３．３　各地区应因地制宜，聚焦发展短板
分海区发展特征来看，黄渤海地区沿海省市

均为资源、经济滞后发展型，东南沿海地区以环

境滞后发展型为主。黄渤海区相较于东南海区

养殖规模不大，但绿色养殖技术较为领先，工厂

化循环水养殖较为普及，较好实现了海水养殖业

协调发展；东南海区各省海水养殖业规模较大，

养殖模式以普通网箱及滩涂养殖为主，相对来看

对环境状况较为不利。各地区应在加强环境保

护力度大方向的同时，鼓励绿色养殖模式创新与

应用。对资源与经济滞后型省市，未来需加强本

地区资源与经济的发展力度，发挥本省市独特优

势，推广优势养殖品种，构建水产品品牌效应，以

期拓宽市场。对于环境滞后型省市，应加强灾害

防治力度，降低水域面源污染，减少受灾损失，保

障渔民生计的同时提升环境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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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首次基于资源环境经济三系统耦合

协调视角，对中国海水养殖业协调发展进行了探

究。因数据获取有限，鲜活饵料投入量、赤潮污

染程度、品牌建设程度［１９］等重要影响因素暂无准

确数据及相应量化标准，指标体系的构建还未达

到理想状态，对全国协调发展程度及各省市的协

调发展排名高低的判定有待检验，也对海水养殖

业现状把握的精确度造成一定影响。在今后研

究中，可进一步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提出更加精

准的发展对策和提升路径。

参考文献：

［１］　ＳＵＮＬＱ，ＬＩＵＨ，ＧＡＯＹＰ，ｅｔａｌ．Ｆｏｏｄｗｅｂ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ｏｆ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ｍｕｌｔｉｔｒｏｐｈｉｃ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ａｔｅｒｓｉｎＳａｎｇｇｏｕＢａｙ［Ｊ］．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２０，１６：

１００２７９．

［２］　卢昆，高晶晶，郝平．我国海水养殖资源开发评价及其

支持政策分析［Ｊ］．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１６，３７（３）：９５

１０３，１１２．

ＬＵＫ，ＧＡＯＪＪ，ＨＡＯＰ．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ｐｏｌｉｃ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ａｒｉｎｅ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Ｊ］．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２０１６，３７

（３）：９５１０３，１１２．

［３］　ＮＧＵＹＥＮＫＴ，ＦＩＳＨＥＲＴＣＧ．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ｏｎｓｈｒｉｍｐｆａｒｍｓｉｎｔｈｅＭｅｋｏｎｇＲｉｖｅｒＤｅｌｔａ

［Ｊ］．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４，１８

（４）：３２５３４３．

［４］　操建华，桑霏儿．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理论、模式及评价

方法思考［Ｊ］．生态经济，２０２０，３６（８）：１０１１０６，１５３．

ＣＡＯＪＨ，ＳＡＮＧＦ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ｍｏｄｅｌ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ｇｒｅｅ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２０２０，３６（８）：１０１１０６，１５３．

［５］　ＮＩＥＬＳＥＮＭ，ＲＡＶＥＮＳＢＥＣＫＬ，ＮＩＥＬＳＥＮＲ．Ｇｒｅｅｎ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Ｊ］．Ｍａｒｉｎｅ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１４，４６：４３５２．

［６］　秦宏，张莹，卢云云．基于 ＳＢＭ模型的中国海水养殖生

态经济效率测度［Ｊ］．农业技术经济，２０１８（９）：６７７９．

ＱＩＮＨ，ＺＨＡＮＧＹ，ＬＵＹ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ｍａ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ｅｃ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ＢＭ

Ｍｏｄｅｌ［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８（９）：

６７７９．

［７］　刘艳艳，王少剑．珠三角地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交互

胁迫关系及耦合协调度［Ｊ］．人文地理，２０１５，３０（３）：

６４７１．

ＬＩＵＹＹ，ＷＡＮＧＳＪ．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ｖｅｄｅｇｒｅｅ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ｃｏｅｒｃｉｎｇ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ｎ Ｐｅａｒｌ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Ｊ］． Ｈｕｍａ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１５，３０（３）：６４７１．

［８］　汪永生，李宇航，揭晓蒙，等．中国海洋科技经济环境

系统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Ｊ］．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２０２０，３０（８）：１６８１７６．

ＷＡＮＧＹＳ，ＬＩＹＨ，ＪＩＥＸＭ，ｅｔａｌ．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ｒｉｎ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Ｃｈｉｎａ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２０，３０（８）：１６８１７６．

［９］　殷杰，杨艺同．我国展览业与旅游业协调发展的时空演

化特征及其驱动因子［Ｊ］．经济地理，２０２０，４０（８）：１９４

２０２．

ＹＩＮＪ，ＹＡＮＧＹＴ．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ｄｒｉｖ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

ｔｈ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２０，４０（８）：

１９４２０２．

［１０］　苗利明，杨正勇，张迪．基于耦合机制的水产养殖和捕捞

的协调发展［Ｊ］．海洋开发与管理，２０１９，３６（８）：５９６２．

ＭＩＡＯＬＭ，ＹＡＮＧ ＺＹ，ＺＨＡＮＧ Ｄ．Ｔｈ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ｆｉｓｈ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Ｊ］．Ｏｃｅ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９，３６（８）：５９６２．

［１１］　李克国．环境经济学［Ｍ］．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ＬＩＫ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

［１２］　曹玉梅．资源与环境经济探析［Ｊ］．低碳世界，２０２０，１０

（３）：５７．

ＣＡＯＹＭ．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Ｗｏｒｌｄ，２０２０，１０（３）：５７．

［１３］　丛晓男．耦合度模型的形式、性质及在地理学中的若干误

用［Ｊ］．经济地理，２０１９，３９（４）：１８２５．

ＣＯＮＧ Ｘ Ｎ．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ｏｆ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ｉｔｓｍｉｓｕｓｅｉｎ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Ｊ］．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１９，３９（４）：１８２５．

［１４］　田深圳，李雪铭，杨俊，等．东北三省城市拟态与现实人

居环境时空耦合协调特征与机制［Ｊ］．地理学报，２０２１，

７６（４）：７８１７９８．

ＴＩＡＮＳＺ，ＬＩＸＭ，ＹＡＮＧＪ，ｅｔａｌ．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ｒｉｖ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ｕｒｂａｎｐｓｅｕｄｏ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ｔｙｈｕｍａｎ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ｏｆ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Ｊ］．Ａｃｔａ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２１，７６（４）：７８１

７９８．

［１５］　王端岚．中国水产养殖业的生产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Ｊ］．海洋开发与管理，２０１３，３０（２）：９４９８．

ＷＡＮＧＤＬ．Ｃｈｉｎａ’ｓ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

ｉｔ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Ｊ］． Ｏｃｅ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３，３０（２）：９４９８．

［１６］　李卫阳．我国水产养殖环境氮磷污染现状及应对策略

［Ｊ］．南方农业，２０１８，１２（１１）：１７０１７１．

ＬＩＷ Ｙ．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ｎｄ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ｏｕｒｃｏｕｎｔｒｙ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ｐ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Ｊ］．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１８，１２（１１）：

１７０１７１．

［１７］　秦天，彭珏，邓宗兵．农业面源污染、环境规制与公民健

３２３１



上 海 海 洋 大 学 学 报 ３１卷

康［Ｊ］．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４５（４）：９１

９９．

ＱＩＮＴ，ＰＥＮＧＪ，ＤＥＮＧＺＢ．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ｎｏｎｐｏｉｎｔｓｏｕｒｃ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ｈｅａｌｔｈｏｆ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９，４５（４）：９１９９．

［１８］　宗虎民，袁秀堂，王立军，等．我国海水养殖业氮、磷产

出量的初步评估［Ｊ］．海洋环境科学，２０１７，３６（３）：３３６

３４２．

ＺＯＮＧＨＭ，ＹＵＡＮＸＴ，ＷＡＮＧＬＪ，ｅｔａｌ．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ｌｏａｄｓ ｂｙ

ｍａ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Ｍａｒｉｎ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７，３６（３）：３３６３４２．

［１９］　廖凯，张英丽，杨正勇，等．中国花鲈不同养殖模式经济

效益比较研究［Ｊ］．上海海洋大学学报，２０１８，２７（４）：

５０８５１４．

ＬＩＡＯＫ，ＺＨＡＮＧＹＬ，ＹＡＮＧＺＹ，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ｅａｐｅｒｃｈ

ｆａｒｍ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８，２７（４）：５０８５１４．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ｙｓｔｅｍ

ＬＩＵＤｏｎｇ１，ＰＥＮＧＬｅｗｅｉ１，ＺＨＡＮＧＤｉ１，ＹＡＮＧＺｈｅｎｇｙｏｎｇ１，２，３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３０６，Ｃｈｉｎａ；２．ＣｈｉｎａＦｉｓｈｅ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３０６，Ｃｈｉｎａ；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Ｍａｒｉｎ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３０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ｔｈｅｇｒｅｅ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ｍａ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ｓｖｅｒｙ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ｐｏｗｅｒ，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ｔｏｐ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ｉｓｔｏｈａｎｄｌｅ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
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ｒｏｐｅｒｌｙｓｏｔｈａ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ａ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ｍａｙｂｒｅａｋ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ｏｔｔｌｅｎｅｃｋｆｏｒａ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ｂｉｇｍａ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ｉｎｔｏｍａ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ｏｗｅｒ．Ｉｎ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ａ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ｄｅｇｒｅｅｍｏｄｅｌ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ｍｅａｓｕｒｅｔｏｗｈａｔｄｅｇｒｅｅ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ｓ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ｅｃｏｎｏｍ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ｆｒｏｍ ２０１１ｔｏ２０１８，ｆｏｒｂｏｔｈｍａ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ｅｘｅ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ｄｏｗｎｗａｒｄｔｒｅｎｄ，ｗｈｉｌｅｆｏｒ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ｎ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ｏｒｙｕｐｗａｒｄｔｒｅｎｄ．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ａ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ｗａｓｉｎａｈｉｇｈ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ｏｆ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ａｔａｌｏｗ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ｌｅｖｅｌ．Ｆｏｒｂｏｔｈ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ｈ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ｄｅｇｒｅｅｓｈｏｗｅｄａｎ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ｏｒｙｄｏｗｎｗａｒｄｔｒｅｎｄｏｎｔｈｅｖｅｒｇｅｏｆ
ｍｉｓ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ｗｈｉｌｅｆｏｒｔｈ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ｄｅｇｒｅｅｓｈｏｗｅｄａｎ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ｏｒｙｕｐｗａｒｄ
ｔｒｅｎｄ．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ｈ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ｄｅｇｒｅｅ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ｓｙｓｔｅｍｉｓｈｉｇｈｉｎ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ａｎｄｌｏｗ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Ｉｔｉｓ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ｔｈａｔａｌｌ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ｒｅｇｉｏｎｓｓｈｏｕｌｄｆｏｃｕｓｏｎｔｈｅｗｅａｋｌｉｎｋｓ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ｔｈ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ｍａｉｎｌｙ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ｈ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ｏａｓ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ｇｒｅｅｎ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ｍａ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ａ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４２３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