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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带开发的可持续性探讨3

贾建军

河海大学港口航道及海岸工程学院 南京

提要  以海岸带为研究对象 探讨了影响海岸带环境系统可持续性的相关因素∀ 在将人类社

会经济活动纳入统一的海岸带生态系统范畴的前提下 提出了海岸带开发的可持续性判定因

子∀指出 实现海岸带的可持续发展 必须树立新的社会经济2生态环境观 以海岸带社会!经济!

环境的协调发展为基础理念 实施一体化管理 依赖科技进步 确保环境资源的消耗与补给达到

动态平衡 通过动态规划和及时的反馈调整 终走向持续发展之路∀

关键词  海岸带 可持续性判据

Ξ  按照通常的理解 海岸带可持续发展是谋求海岸

带资源开发的程度!方法与当地生产所依赖的自然体

系的永续利用能力和存活能力保持平衡 即保持海岸

带社会!经济与环境的持续发展∀ 由此要求 开发过程

中对海岸带资源的利用及对环境的影响 破坏 程度

速率 应当与海岸带环境本身的恢复能力相适应∀

但是 海岸带环境资源的储存速率远远低于人类开发

的速率 尤其是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 矿物及化石燃

料 !物种资源 生物物种及其多样性 !景观资源 自

然风景与人文景观 和生态资源 独特的生物群落及

其栖息环境 一旦遭到干扰或破坏 损失将难以挽

回 所以 单从字面上理解 可持续发展之路是行不通

的∀

所幸 人类已经树立了不同于以往工业革命时期

/ 人是万物主宰0的崭新的环境2经济关系观 即/ 社会

经济系统的发展需依赖自然环境提供的资源和功能

发展的程度和规模受其提供的限度所制约 否则将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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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继 无法生存0∀ 从生产的关系来看 人类对资源

开发利用应不超过资源再生的速率 从消费观点来

看 废物的排放应不超过环境容量及其分解能力 从

生态系统总体观点来看 对环境的改变不应超过自然

调节适应的限度∀ 如果人类的开发活动不是一味地向

自然界索取 而是部分地反馈向大自然 补充人类开

发速率与自然再生速率的差异 并进一步优化环境2

经济系统的产出!利用和复原机制 可持续发展是可

行的∀

 海岸带生态系统动力分析

海岸带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在自然状态下 通过

过程2反应系统的自适应机制 能够保持一种较稳定

的状态 表现在 系统内部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

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遵循较稳定的路径 系统内

物质的消耗与再生!能量的吸收与储存之间存在动态

的平衡∀ 人类若以适当的速率利用海岸带生态系统资

源 是能够实现生生不息的理想的∀ 但是 事实是人类

的开发活动对海岸带生态系统的自适应状态造成了

一定的阻碍和破坏 表现在 一是人类活动干扰了自

然系统物质能量的流动和循环路径 破坏了系统的自

我调整 造成系统向不稳方向发展 二是人类对资源

的开发速率远大于自然系统的储存速率和恢复能力

加速了生态资源的枯竭 三是人类开发活动的环境污

染效应和破坏效应不仅使自然环境遭到破坏 也使得

人类自身发展经济的阻力和代价急剧上升∀ 因此 要

达到持续发展的目的 就应首先使被干扰的物能流通

路径畅通 解决污染问题 并确保资源利用与再生之

间的平衡∀

 海岸带发展的可持续性判定因子

从生态学和系统论原理可知 对一个开放的生态

系统来说 它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与 个因素呈正相

关关系 系统对可更新的或永久性的自然资源 如

太阳能!风能!空气!水!土壤等 的依赖程度 系统

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速率 系统外界有一定!

持续的能量流入 以减少系统熵值的增加 使系统保

持有序状态∀ 因此 以单位时间内系统的物能流入 并

考虑系统对永久性或可更新资源的依赖程度 与系统

内的物能消耗 或产出 的比值 作为评价海岸带环境

2经济系统的可持续性的一个指标 具有一定的价值∀

该指标表示如下

Σ∆ Ι
Ι

Π Π
Χ
Η Τ

式中 Σ∆ Ι ) ) 海岸带系统可持续性指标 ) ) 人工

输入系统的物质与能量 Π ) ) 系统内生态资源的产

出 Π ) ) 系统内人类开发活动的物质或能量产出

消耗 Χ) ) 人类直接以系统内生态资源为原料的

物能产出 消耗 Η) ) 人类生产活动的物能转换效

率 Τ ) ) 由于技术进步带来的物质回收和循环利

用 以及新型与替代能源或物质产生的节约量∀ 考虑

到不可更新资源的形成 恢复 速率远大于人类的开

发速率 故将其视为 Τ 一部分∀该指标的各项参数可

从统计资料!实地调查和观测等途径获得 统一换算

为能量形式 在某一时间段内进行计算 其物理意义

为功率 即物能流功率 单位为 Ω 显然 Σ∆ Ι 为无量

纲指标∀

在一个天然的海岸带生态系统中 系统的物能输

入恒大于系统的产出 且对永久性或可更新资源的依

赖程度相当高 即 Σ∆ Ι Ι Π ∴ Ι 的成分以永久

性或可更新资源为主 故天然系统具有较高的可持

续性 能在动态平衡中持续前进 当工业系统取代自

然生态系统时 它对天然生态资源的利用率极低 使

得 Ι 和 Π 相对降低 而 Π 则相对上升 Σ∆ Ι 远小于

当海岸带开发以农!林!渔!养殖等行业为主时 对

可更新资源的利用率较高 故 Ι 和 Π 相对较高 而

Π 则较低 Σ∆ Ι 落在前面两者之间∀

Π ∴ Π
Χ
Η Τ

Ι ∴ Π Π
Χ
Η Τ ∴ Π

  从上述较理想化的分析可知 如果海岸带可持续

性指标小于 表明人类活动有过度开发的趋势 如果

指标大于或等于 则海岸带环境2经济系统有可能实

现持续性发展∀ 这一点对于人类开发活动是否能达到

可持续发展的理想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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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种可持续性参数及其意义

参 数 特 性 指示意义 备注

Η 技术型指标 人类对生态资源的一次性利用效率

Τ

Π
生产型指标

它的提高意味着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由于回收及

循环利用 新材料!新能源的发现 降低了人类对自

然资源的开发速率 保证了生态系统的生息

Π

° Χ Η Τ
生态型指标

它的提高意味着生态资源的储存性增加∀人类开发

活动也就有了更多资源可资利用∀

Σ∆ Ι
Σ∆ Ι χ

前进型指标
它的提高意味着人类开发活动向可持续性方向发

展

Σ∆ Ι 当前时期指标

Σ∆ Ι χ 前一时期指标

 结语

 由于人类开发速率与自然资源储存速率之

间的巨大差异 原有的人类开发方式与可持续发展模

式有着尖锐的矛盾∀ 实现海岸带可持续发展 首先应

树立崭新的环境2经济观 将人类活动纳入自然环境的

生态发展之路 改变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对立状

态∀

 实现海岸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遵循自

然生态系统的规律∀ 为了确保开发系统能够永久性地

从自然环境中取得生产原料 人类除了必须控制对自

然资源消耗 或破坏 的速率外 应力求向自然环境进

行反馈以促进其休养生息 保证系统输入不小于系统

的产出 从而保持环境2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

 海岸带可持续发展的实现依赖于海岸带一

体化管理和科学技术进步∀ 由于工艺水平的提高 物

质的回收和循环利用 新材料!新能源的发现和采用

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将不断提高 终实现人

类开发与环境补给的平衡∀ 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 实

施海岸带一体化管理 制订战略性规划 确定开发范

围和开发方式 适时根据环境反馈信息进行动态调

整 终走向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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