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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海洋资源开发与保护

随着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海洋资源的开发与保护问题日益突出。海洋功能区划作为国土

空间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海洋空间布局优化

通过海洋功能区划，可以优化海洋空间布局，促进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高海洋

资源利用效率和综合效益。

海洋产业协调发展

海洋功能区划有助于协调不同海洋产业之间的发展关系，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海洋功能区划的背景和意义



我国海洋功能区划工作起步较晚，但

近年来发展迅速。目前，国内学者在

海洋功能区划的理论研究、方法创新

和实践应用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

国外对海洋功能区划的研究较早，形

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和方法体系。例

如，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海洋功

能区划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我

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未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海洋经

济的快速发展，海洋功能区划将更加

注重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研究，加

强定量分析和模型预测等方法的应用，

提高区划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同时，

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也将更加紧密，

共同推动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完善和

发展。

国内研究现状 国外研究现状 发展趋势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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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功能区划实施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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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科学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动态性等原则，

确保指标能够全面、客观地反映海洋功能区划实

施情况。

指标体系设计原则

从海洋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社会经济发展

等多个方面，筛选出具有代表性的核心指标，构

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核心指标筛选

采用专家打分、层次分析法等方法，确定各指标

的权重，以体现不同指标在评价中的重要程度。

指标权重确定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包括政府部门、科研机构、
企业等多个渠道，收集与
海洋功能区划实施相关的
数据资料。

数据来源 数据处理 数据分析方法

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整理、
筛选、分类和标准化处理，
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比
性。

采用统计分析、空间分析
等方法，对数据进行深入
挖掘和分析，为评价结果
提供有力支撑。

030201

数据来源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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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建议

在剖析原因的基础上，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为海洋功

能区划的优化和完善提供参考依据。

01

实施效果评估

根据评价指标体系和数据分析结果，对海洋功能区划的实施效

果进行综合评估，明确实施成效和存在问题。

02

原因剖析

针对存在的问题，深入分析其原因，包括政策制定、执行力度、

资源条件、社会经济背景等方面。

评价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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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功能区划实施成效与问题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得到加强
区划实施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投入，生态环
境质量有所改善。

海洋经济发展更加协调
海洋功能区划促进了海洋产业的优化升级和结构调整，使海洋经济
发展更加协调和可持续。

海洋资源利用更加合理
通过海洋功能区划，对海洋资源进行了科学分类和合理布局，提
高了海洋资源的利用效率。

实施成效



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区划实施与海洋经济发展存在矛盾

由于海洋功能区划与海洋经济发展规划之间缺乏有效衔接，导致两者
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矛盾。

区划调整机制不完善

随着海洋资源、环境和经济的不断变化，海洋功能区划需要不断调整
和优化，但目前的调整机制还不够完善。

监管和执法力度不够

海洋功能区划的实施需要强有力的监管和执法保障，但目前相关部门
的监管和执法力度还有待加强。

公众参与程度不高

海洋功能区划涉及公众利益，但目前公众参与程度不高，缺乏广泛的
社会监督和参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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