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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是涉及经济

、

社会
、

资源环境等各方 面的综合性问题
。

本 文 以灰色系统理论为基

础
,

提出了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综合评价方法和步骤
。

该方法具有 比传统的 生物
一
经济模 型更为全面

,

它可

量化地 反映渔业 资源可持续利用 的各个方面
。

本文以 19 78
一 1990 年东海 区渔业资源 的发展状况作为实证分

析
,

结果表明
: 19 7 8 年以 后

,

东海 区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基本上呈现 下降的趋势
,

19 83
一 1986 年处在较低

的水平
,

19 87 年后 可持续利用水平有所上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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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

国际社会对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这一重大课题进行了深人而广泛地研究
。

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指在不损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渔业 资源基础的前提下
,

来满足当代人对

水产品需要的资源利用的方式
。

但是
,

渔业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必须以满足经济发展对渔业资源 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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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为前提
,

同时确保渔业资源生态质量的保持和提高
。

实际上
,

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不仅是一个简

单的经济问题
,

同时也是一个包含社会
、

文化
、

制度
、

技术等方面的综合问题
。

在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

研究中
,

一个极为重要而现实的间题就是
:
如何去评价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水平

,

它的评价依据
、

方

法和标准又如何去确定
,

评价体 系如何建立
,

以全面客观地反映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系统 的各个方

面
。

目前对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的研究主要停 留在利用一些生物
一 经济模型

,

这些模 型关系都

是在一定的假设和理想条件下推导出来的
,

各种模型的计算结果往往不一致
。

同时
,

由于渔业资源具

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

极易受到外界环境条件的影响
,

利用这些模型无法反映出其不确定性 以及环境变

化的因子
。

因此
,

建立一种简单
、

实用
、

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
,

全方位地从资源
、

社会
、

经济
、

人 口
、

制度

以及生态等方面
,

来跟踪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系统的发展状况
,

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

1 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综合评价的一般方法

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综合评价量化方法 的基本思路是在现有资源
、

社会
、

经济等统计数据基础

上
,

对大量社会
、

经济和资源环境统计信息进行整理和综合分析
,

力求客观反映诸 因素间相互关系和

变化趋势的统计规律
,

并对其作出量化和评价
。

综合指标体系评价的量化方法很多
,

要做到客观地评

价也有一定的难度
。

一般来说
,

评价量化的一般步骤为
: ¹ 建立一般指标体 系

。

一般可持续发展指标体 系由 目标层
、

准则层和指标层组成
,

准则层又可分为若干分准则层 ;º指标权重的确定 ; » 指标 的初值化或 归一化

处理 ; ¼ 综合评价指标 的计算方法 ; ½ 评价结果的分析
。

其中指标权重和综合评价指标 的计算是量化

方法中的重要 内容
。

1
.

1 指标权重 的确定

由于评价指标体系的指标 内涵不同
,

对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性也不同
,

因此在对其进行综合评价

时
,

需要确定指标的权重大小
,

即根据指标 的相对重要性和指标对综合评价的贡献来确定
。

确定权重

的方法有很多
,

本文采用的方法为常用的层次分析法
。

1
.

2 评价指标初值化方法

综合评价的 目标体系一般呈现递阶结构形式
,

根据多 目标决策的显著特点之一
,

即 目标间的不可

公度性 (是指各个 日标没有统一的度量标准 )
,

因而各指标间难以进行 比较
。

为 了避免计算结果受指

标量纲和数量级的影响
,

保证其客观性和科学性
,

在进行综合评价之前
,

必须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

处理
,

统一变换到「0 , 1 ]范围内
,

即对评价指标属性值进行量化
。

然而
,

由于评价指标的类型往往不

同
,

因此其属性值量化 的方法也应不同
。

系统评价 的指标一般可分为下列几种
: 成本型 (越小越好

型只效益型 (越大越好型 )
、

适中型 (既不能太大又不能太小为好型 )和区间型 (属性值在某一 固定区间

内为好型 )[ ’]
。

此外
,

对某些不能定量只能进行定性评价的指标
,

则可 以采用选择评价等级 ( 如优
、

较

优
、

一般
、

较差
、

差等 )隶属的方法确定
,

从而将定性的判定有效地转化为定量的分析
。

.

3 综合评价的量化方法

综合指标体系评价的量化方法很多
,

很多学者在量化方法方面作 了大量 的尝试与实际应用
。

在

本研究 中
,

作者采用灰色相对关联量化方法
,

它就是利用灰色系统理论 中的关联度分析原理
,

对多因

素所影响的事物或经济现象作出全面
、

系统
、

科学的评价
。

其具体的评价方法如下 [2] :

假定现对 m 个样点进行评价
,

评价指标体系由
n 个指标组成

。

每一个样点的所有指标实测值就

构成了一个数据列
。

记为 :

x ‘( k ) = 1: ‘( l )
, x ‘( 2 )

,

⋯
, x ‘( n ) } ( i 二 一, 2 ,

⋯
,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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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与评价的 m 个样点中
,

分别选取最优值
,

所有的单项指标最优值即可组成参考数据列
,

记为

x 。(无) = }
二。(l)

, x 。(2 )
,

⋯
, x 。(n ) }

参考数据列的数值是各个样点在各指标体系中所达到的最优水平
。

实际上
,

参考数列是各样点

中的
“

理想模式
” 。

并以此作为灰色系统评价的标准
,

用其它样点和其进行对 比分析
,

作出定量评价
。

上述的 m + l 个数列 }
x 。 }

、

{x , }
、

{
x Z }

、

⋯
、

{
x 。 }

,

若量纲或数量级或指标类型不同
,

则要进行初始

化或归一化处理
,

使得评价结果具有可比性
,

并减少随机因素的干扰
。

计算各样点
一

与评价标准 }x 。}的关联系数 口‘(k )
。

用下式计算
:

8
‘

(k ) =
乙 m i。 + 五乙 m a x

△
,

(k ) +

私
m , (l)

式中
,

△ *(k ) =

乙 m i。 = m in

}
x ‘

(无) 一 x 。(人)

〔m i心
、(无)」;

左

乙 m a : 二 m ax 仁m
a儿△

‘

(k )j ;

‘ 去

R 为分辨系数 (0 < R < 1 )
,

一般取 0
.

5
。

灰色关联度定义为
:

r 二 土全。川n k = I

该关联度表示样点与最优评价标准在全部指标上的关联程度
。

R 值越大
,

说明评价指标值越好
。

在实际应用 中
,

各评价指标的重要程度用权重 礁 来表示
,

从而得到更为客观的关联度
:

r : 二

青息即
“
‘

(‘’
(2 )

式 中
:

艺拱 二 l(i = 1
,

2
,

⋯
,

n)

由于参考数据列是最优的评价标准
,

是各评价样点 中最完美 的
“

理想模式
” ,

因此相对于
“

理想模

式
”

而言
,

可 以认为各样点综合评分依次为
: l 、 r : 、

⋯
、 : 。 ,

并获得综合指标值量化的优劣次序
,

从而作出

科学的评价与分析
。

2 实证分析

本文 以东海区渔业资源 可持续利用状况作为实证分析
。

在一般指标体系的基础上
,

考虑到东海

区渔业资源的利用状况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

特别是指标数据的可得性和数据的真实性
,

并征求有关

专家的意见
,

决定选取改革开放以来
,

即 19 78 一 1990 年东海区渔业资源作为实证进行分析 ¹ [’川
。

2
.

1 筛选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体系包括 了资源环境
、

社会和经济三个子系统
,

资源环境子系统包括 了营养级 R ,。: 、

优质

鱼类 占海洋捕捞产量的比重 R 10 : 、

非选择性渔具 占海洋捕捞产量的比重 R !。3 、

单船海洋捕捞产量 R 104 、

机动渔船每吨位海洋捕捞产量 R . 05 和每千瓦海洋捕捞产量 R l、等 6 个指标 (见表 1 ) ; 社会子系统包括

了海洋捕捞专业劳力 凡
。: 、

海洋捕捞兼业劳力 凡02 、

海洋捕捞劳力 占渔业劳力 的比重 R 20 3 、

海洋捕捞劳

力占渔业 人 口的比重 凡。
、

水产品人均 占有量 R 20 5 、

渔业人 口 凡
。。等 6 个指标 (见表 2 ) ;经济子系统包

括 了海洋捕捞产量 凡。, 、

海洋捕捞产量占海洋渔业产量 的比重 凡
。: 、

海洋捕捞产量占渔业总产量的比

重 凡。3 、

渔业总产值占大农业产值的比重 凡04
、

机动渔船船数 凡05 、

机动渔船总吨位 凡06
、

机动渔船总

功率 凡。: 、

渔民人均收人 凡
。: 、

渔民劳均收人 凡09 、

渔 民劳均海洋捕捞产量 凡 l。 、

渔 民人均海洋捕捞产

量 尺3, , 等 11个指标 (见表 3 )
。

¹ 农业部东海 区渔政渔港监督局
,

东海 区渔业指挥部 编
。

辑 ( 19 87 一 19 97 年 ) (内部资料 )
,

13 一 16 。

东海区 渔业资源动态监测 网
、

东海区 渔业资源管理 咨询委员会十周年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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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资源环境子系统各个指标的原始数据

Ta b
.

1 Pd m a ry d a ta of ea c h in山e a to r in the r e, o u r ce- e n讨r o . 旧e n t su 加yste m

年份

19 7 8

19 79

l9 8()

19 8 1

2
.

64

2
.

7 2

2
.

73 0

2
.

72 0

2 (刃习

2
.

6 3 0

2
.

5
“

拟)

2
.

出鼠】

2
,

5 20

2
.

5仪】

2
.

《洲)

2
.

4 30

2
.

4创)

63
.

19

59
.

12

肠
.

48

5 1
.

肠

48 18

38
.

印

4 1
.

03

39
.

08

3 7
.

62

3 7
.

92

3 0
.

40

36
.

13

3 6
.

12

43
,

6

4 1
.

1

56
.

9

58
.

5

62
.

2

砚
.

5

6 7 7

62
.

3

6 7
.

6

6 7
.

1

68 3

6 9
.

9

72
.

4

2
.

仅刃

2
.

2科

1
.

54 7

1 4 79

1
.

43 5

1
.

2侧〕

1
.

258

1
.

299

1
.

28 5

1
.

286

1
.

173

1
.

280

1
.

2 32

1
.

178

1
.

0印

1 038

0
.

956

0
.

93 5

0 87 5

0
.

89 1

0
.

仪砚l

0 1资11

0
.

82 1

0
.

72 7

0
.

理论3

0
.

硬沁3

785嘶脚15668415283518873588979589463669595143243629232117181918

982983咖985986987988咖卿

考虑到原始数据间存在量纲不同和指标间数量级存在明显的差异
,

因此在计算各子系统 中指标

间的相关系数之前
,

应进行初值化处理
。

然后根据处理结果
,

计算各子 系统内部指标间的相关系数
,

并建立相应的相关系数矩阵
。

对相关系数矩阵进行如下的主成分分析和独立性分析
。

(l) 选出相关置信度有一半 以上 (含一半 )大于 0
.

9 5 的指标
,

在资源环境子系统 中有 R1 0 1 、

R1 02
、

凡03
、

凡 04
、

Rl os和 Rl 、指标 ; 在社会子系统 中有 凡
0 1 、

凡02
、

R 20 5 和 R , 指标 ;在经济子系统 中有 R 3o , 、

尺3二
、

R、
、

R 3、
、

R 3。
、

R 3、
、

R 3。: 、

尺3 0a
、

R 3 ,
、

R 3 1。和 R 3 1 1指标
。

筛掉的指标有 尺姗和 尺取
,

这些指标独立性

较高
,

它们将与后面独立性分析得到的指标共同构成各子系统的评价指标
。

表 2 社会子系统各指标的原始数据

T a b
.

2 Pr im a ry d a ta of e a ch in d ic a to r in the sOC i川 su加y ste m

年份

19 78

19 79

19 乏到〕

】9 8 1

19 82

19 1买3

!9 3 4

19 85

19 芝女i

19 87

19 8B

19 浇〕

1性洲洲J

34 1 83 5

3料 9 77

359 7 79

38 1 吠】7

3仅i 硬洲〕1

32 0 8 13

34 4 28 9

36 1 2 32

月

期)8 8 52

42 7 5( )8

科2 7 93

4 16 3 〕3

4 19 8 22

54 12 2

汤 3 76

70 734

71 52 8

54 552

72 2 39

74 如7

1伪 阴O

100 52 1

l肠 87 7

12 1 9 14

l的 14 2

104 249

75
.

15

68
.

92

6 1 34

6 1 4 7

52
.

即

料 59

50
.

80

50 22

52
.

3 1

5 2
.

3 4

5 1 4 2

50
.

05

48
.

9 7

2 1
.

鼠

2 1
.

2 7

2 2
.

19

2 2
.

76

19
.

性为

18
.

肠

2 1
.

32

2 0
.

3 2

2 1
.

a 3

22 72

2 3
.

3 1

2 1
.

7 5

2 0
.

7 6

4
.

朋

4 4 1

4
.

56

4
.

60

5
.

0 7

5
.

3 1

5
.

96

6
.

7 1

7 7 3

8 84

9
.

68

10
.

1

10
.

9

1 83 0 102

1 88 7 286

1 9叨 仆铭

l 卯2 5 14

2 1《场 6 酬〕

2 175 久汤

1 性欢汤 5 58

2 302 175

2 33 3 3 3 1

2 35 2 12 1

2 42 3 的l

2 4 17 0 1 1

2 52 4 82 5

(2) 在上面选出的 21 项指标 中
,

选出相关系数有一半以上 (包括一半 )大于总体平均相关系数的指

标
。

符合上述条件 的指标
,

在资源环境子系统中有 R1 03 和 R1 04 ;在社会子系统中有 R 二和 R 205 ;在经济

子系统中有 R 3。
、

R 303
、

R 翔
、

R 二
、

R ,
、

R 加7 和 R 淤
。

筛 掉了 R lo l 、

R I二
、

R los 、

R l、
、

R 加 1 、

R 晰
、

R so l 、

R 3 ,
、

尺3 1。和 丑3 1 1
共 20 项指标

。

(3) 辨别真假相关
,

合并真相关系数在 0
.

9 以上的指标
。

上面筛掉的 10 项指标
,

加上第一次筛掉

的 2 项指标
,

共计 12 项指标
。

它们是
: R lo l 、

R l二
、

R los和 R l、 ; R 黝 1 、

R 20a
、

R眼 和 R 姗 ; R 加 1 、

R aoa
、

R 3 , 。和

凡 1 1 。

此时
,

各子系统内指标的相关系数除假相关外
,

均小于 0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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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经济子系统各指标的原始数据

Ta b
.

3 Pr im a ry d a ta o f e a eh in d ic a to r 加 th e e e o no 而e su b sys te m

年份

19 78

] 9 79

19乏胡〕

198 1

198 2

1983

1984

198 5

19段 i

198 7

1988

198 9

1侧洲)

R 3 。-
R 3o Z

9 1
.

43

8 9 97

89 58

乏护〕
、

39

之犯 70

87 59

85
,

《弓

3 1
‘

3 3

84 64

84 29

朋
.

18

B3
,

5 9

84
.

0 了

R 胡 R 3 。”

1
.

6

1
.

5

1
.

7

2
.

0

2
.

1

2
.

3

2
.

7

3
.

5

4
.

1

4
.

8

5
.

5

6
.

0

6
.

5

R
;
肪 R溉 R :如? R 朋 R 3一。

R
3 一l

152 团

142
.

07

144
.

2 7

145
.

43

152
.

95

147
.

63

1印
.

08

168
.

34

] 8 1
.

85

2 0 1
.

朋

202 78

2 16
.

〕〕

2 29 7 1

78
,

58

7 6
.

12

75
.

13

74
.

2 5

7 2
.

8 5

6 9
.

8 5

仅 1
.

9 1

6 2
.

别l

贬诫〕
.

14

5 9
.

0 7

56
.

36

56
.

6 2

泉1
.

9 7

2
.

22

2
.

了4

3
.

42

4
.

13

4
.

98

5
.

9 7

6
.

%

9
.

14

9
.

48

10
.

2 9

10
.

了2

54
.

如
6 1

.

4 1

7 3
.

2 4

7 9
.

8 5

8 7
.

4 1

92
,

68

98
.

2 2

106
.

5 3

1 17
.

6 2

134
,

2 0

14 3
.

93

1 57
.

76

1咬涛
.

38

129
.

05

1 35
.

28

114
.

73

128
.

26

14 1
.

5

1 50
.

6

1侧)
.

7

2 16
.

5

25 7
.

0

3 10
.

5

3 2 4
.

7

3 7 1 0

57 6
.

0

710
.

0

粗洲1 1
.

0

12 (】2
.

0

15 59
.

0

122 9
.

0

13 5 1
.

0

R朋

3 29

4 0 1

5 20

60 3

69 l

7 55

1 15 3

1 42 0

165B

2 22 4

2 7 13

2 23 6

2 5 10

3
.

84

3
,

54

3
.

3 4

3
.

3 3

3
.

铭

3
.

7 3

3
.

5 5

3
.

64

3
.

5 3

3
.

6 7

3
.

6 7

4
.

15

5
.

4 7

0
.

83

0
.

7 5

0
.

74

0
.

72

0
.

72

0
.

6 7

0
.

8 1

0
.

73

0
.

7 7

0 85

0
.

凡3

0
.

89

0
.

卯

肠86

9�985666178肠32茄04--l
,一23

33 4
.

4

( 4 )不同子系统间的独立性分析
。

建立上述 12 项指标的相关系数矩 阵
,

辨识真假相关
,

合并真相

关系数 0
.

9 以上的指标
,

得到最后的评价指标 (相关系数矩阵见表 4 )
。

表 4 评价指标相关系数矩阵

T a b
.

4 T h e e o r r e la t io n e倪m
e ie n t 们n a t r 认 o f a SS e ss m e 以 加d ir n to rs

R , . 1 R loZ R I仍 R 一肠 R Z。一 R Z。、 R Z“ R Z伪 R
:川 I

R 汉阳 R
3 lu

R 川

0
.

褚渴5 5

一 0
.

38 5 7

一 0
.

0 126

一 ()
.

2 1 15

1
.

侧洲洲)

0
.

硬匆犯旧

一 0
.

56 24

0
,

3 136

一 0
.

12 7 4

0
.

5 38 2

0
,

()4 52

一 0
.

3 63 2

0 8 9a 寡

一 0
.

8 欣11

一 0
‘

44 8 1

一 0
.

58 10

0
.

f又〕朋

1
.

叹湘又)

一 0
.

79 36

0
.

79 5 2

一 0
.

52 月4

0
.

硬诏 0 9

一 0
.

07 25

一 0
.

8 0 77

一 0
.

8 39 5

0
.

8 1
之

铭

0
.

6 呢汉鸿

0
.

7 8《旧

一 0
.

5 62 4

一 0
.

79 3 6

1
.

喊洲n 】

一 0
.

丢益引弓7

0
.

53 轰女i

一 0 69 84

()
.

(倒〕2 9

0
.

77 28

()
.

83 26

一 0
.

8 9 14

一 0
.

763 1

一 0
.

798 1

0
.

3 136

0
.

79 哭

一 0
.

乏资引弓7

1
.

(MMM)

一 0
.

6 5 17

0
.

记江】7 6

一 0
.

0 74 3

一 0
.

BB 淤

一 0
.

63 28

0
.

86 0 7

0
.

3 713

0
.

76 7 7

一 0
.

12 74

一 0
.

52 44

0
.

5 3仪 i

一 0
.

6 5 17

1
.

(洲盯 )

0
.

0 5 18

0
.

6 1欠13

0
.

7 24( )

0
.

5 8 73

一 0
.

3 93 8

一 0
.

4 5 14

一 ()
.

192 2

0
.

53 8 2

0
.

记资训为

一 0
.

69 84

0
.

60 76

0
.

0 5 18

1
.

砚n 洲〕

0
.

6 185

一 0
.

厌沈卜1

一 0
.

2 《哭)4

0
.

4 112

一 0 17 78

0
.

书37 4

0
.

(碎5 2

一 0
.

0 72 5

0
.

叹洲犯 9

一 0
.

0 74 3

0
.

6性对13

0
.

6 18 5

1
.

砚减洲洲〕

0
.

《加134

一 0
.

册5 1

0
.

3 田11

0
.

6 7 38

0
.

6 5 33

一 0
.

3 6 32

一 0
.

川 )77

0
.

77 28

一 0
.

8B 56
0

.

7 24 0

一 0
.

5 仅卜落

0
.

(叉又弓4

1
.

《MMM)

1
.

咤洲洲洲)

一 0
‘

性洲洲)l

一 0
.

4 724

一 0
.

72 49

0
.

记沼5 5

0
.

89 8 4

一 ()
.

83 95

0
.

83 26

一 0
.

6 3 28

0
.

及〕73

一 0
.

2 (护)4

一 0
.

8 35 1

一 0
.

侧洲〕1

1
.

《洲M洲)

0
.

反泊2

0
.

8 科 1

一 0
.

3既7

一 0
.

8 反卜1

0
.

8 1明

一 0
.

8 9 14

0
.

斑试)7

一 0
.

39 3 8

()
.

4 1 12

0
.

芝艾ki l

一 0
.

4 724

0
.

5《泪2

1
.

《洲M洲】

0
.

《诸124

一 0
.

0 126

一 0
.

取阳4

0
.

6 1到讲

一 0
.

763 1

0
.

3 7 13

一 0
.

4 5 14

一 0
.

177 8

0
.

6 738

一 0
.

7 24 9

0
.

8 今4 1

0
.

〔诸124

1
.

(洲洲洲〕

一 0
.

2 1 15

一 0
.

58 10

0
.

7印沼

一 0
.

79 8 1

0
.

76 77

一 0
.

192 2

0
.

奴 174

0
.

6 53 3

阴眼防漪圳洲洲绷40]期肋川
RRRRRRRRRRRR

2
.

2 指标权重 的确定

经过对 15 名多年从事海洋渔业教学
、

科学研究
、

渔业管理的专家进行 问卷调查
,

采用层次分析法

确定各子系统 以及各子系统内部指标的权重
,

并通过了一致性检验
。

由于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系统

是一个以可再生资源为核心的资源型系统
,

是建立在强可持续性基础上的
,

其最重要前提就是要确保

资源环境子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

因此其选取的权重为最大
,

为 0
.

5 24 5; 其次是经济子系统
,

为 0
.

3 06 7 ;

最后是社会子系统
,

为 0
.

1 6B 8
。

各子系统内部指标的权重见表 5
。

表 5 各子系统 及其指标的权重

T a b
.

5 T he w e ig ht o f e a e h su 卜syste m a n d its in di e a to r

指标

权 重

指标

权重

in d iCat o r

w e ig ht

in d iCat J

w e ig ht

R
-

0
,

5 24 5

R
:

0
.

1硬泛贾亏

R :、

0
.

3 《k玉7

R
Z仍

0
.

2 85 7

R
一。l

R
I能 R 一。。 R

I肠

R
: o -

R
Z 以、

0
.

2 85 7 0
.

28 5 7

0
.

16 2 1

R
Z肠

0
.

14 29

0
.

157 4

R :,0 1

0
.

2 13 6

0
.

25 3 7 0
.

4 26 7

R 划 R :, 一。

0
.

35 92 0 2 13 6

R
3 一

0
.

2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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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价结果

利用上述灰色相对关联分析方法
,

对 197 8 一 19 90 年间东海区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状况进行评

价
,

其评价结果见表 6
。

T a b
。

6

年份

评价值

表 6 19 78 一 1侧则, 年东海 区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 的评价结果

Tb e a , 姆SS 幻口e nt res ul ts of sus 加抽。blc u国e of 6 s he rie s r es o u r ces fr o m 197 8 to 1 990 in E a st f 州 n , 翻 .

197 8 197 9 19 80 198 1 198 2 198 3 19 84 19 85 19肠 198 7 19 8B 19 89 19 叭)

val u e 0
.

74 7 3 0
.

6 54 1 0
.

55 79 0
.

5 获劲1 0
.

4 703 0
.

42 3 4 0
.

43 47 0
.

43 3 0 0
.

45 5() 0
.

49 15 0
.

5 165 0
.

肠9 1 0
.

只少只夕

2
.

4 评价结果的分析

从表 6 的评价结果
,

可看出
: 19 78 一 19 9 0 年间东海区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基本上呈现下降的

趋势
。

其中 19B3 一 1 986 年的可持续利用水平较低
,

19 83 年的可持续利用水平为最低
,

19 90 年可持续利

用水平仅为 19 78 年的 75 %
。

这一评价结果
,

基本符合东海区 渔业资源开发利用的现实
。

80 年代 以

后
,

东海区渔业资源已被过度开发和利用
,

特别是 198 3 年
,

由于近海渔业资源的严重衰退
,

而外海的一

些资源如马面鱿
、

贻等资源还没有得到大规模地开发和利用
。

以后 由于外海一些 中上层鱼类资源的

开发和利用
,

促进了其可持续利用水平的提高
。

因此
,

通过实证分析
,

我们认为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综合评价具有 比通常的生物
一 经济 的资源评

估模型考虑的问题更为全面
,

因为它从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系统的经济
、

社会
、

资源
、

环境等各个方面

来全面反映和评价资源利用的状况
,

更具有现实意义
。

通过以东海区实证分析
,

其评价结果与现实情

况是基本一致的
,

同时将一些定性的描述性的问题转化为定量分析
,

对实现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具有

重要的作用
。

参考文献 :

[l〕 W an g 2 J
.

M ul tiobj
e e tiv e e o

哪爬 he n sive e v al uati o n

me th冈 for
e o

帅 le x

Obj ec t 斗ste ms b as e d on B 一 p ne u ral net w o rk s
〔JJ

.

Mini
一

mi ero

sys te lns
,

1卯5
,

16 (1 ) :

26
一 31

.

〔王宗军
.

基于 B 一 P 神经 网络的复杂 对象系统多 目标综合评价方法及其应用 〔J〕
.

小型微型计算机

系统
,

19哭〕
, 16 (l)

:

26 一 28
.

〕

【2」 Li 5 P
.

C rey sys

tem 叩p ra lsai of ben efi ts o f c o m p汕
e n siv e

man 嗯e

men
t for

5 0 11 and
w

ater
e o n se rv ati on 【J ]

.

B u lleti o n o f 5 0 11 an d W a
ter

Co
n se rv ati o n

,

199 4
,

14 (5 )
: 13 一 18

.

〔黎锁平
.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效益的灰色系统评价【J〕
.

水 土保持通报
, 1 99 4

,

14 (5 ) : 13 一 18
.

〕

〔3〕 R sh ery 划mi ni s tr at io n o f A gh
e ultu re Min istry 叮 Pe o p le ’ 5 R e pllblie 叮 e hin a

,

ed
.

e址n a R 由叼 stati sti e s

for 40 ye
ars 【M ]

.

B eij in g
:
e hi n a

OC ea n Pre ss , 199 1
.

〔中华人 民共和国农业部水产司编
.

中国渔业统计 四十年〔M 〕
.

北京 :海洋 出版社
,

199 1
.

〕

【4」 Fi sh e叮 A d而
n is tra t io n o f A ,

e u lture 珑ni s
tly

o f Pe oPl e
’
5 R ep u b lie of eh ina

,

ed
.

C o m p llati on of e hi na Fi sh e叮 stati st ie s(19 89 一 199 3 )【M」
.

Be iji ng
:

Ch in a
Oc

e an Pre ss
, l奥巧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农业 部渔 业局 编 中国渔业 统计汇编 (l 9 89 一 l卯3 )【M 〕
.

北京 : 海洋 出版 社
,

19 火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