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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泽湖湖区转产上岸承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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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洪泽湖地区面临着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双重压力,根据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湖区渔民转产上岸成为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
择。 从经济、资源和环境 3 个维度建立 TOPSIS 模型,分析了湖区 6 个县(区)的经济承载力、资源
承载力、环境承载力及综合承载力,为洪泽湖地区渔民转产上岸的安置提供决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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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实现
绿色发展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 为进
一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
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如 2020 年自然资源部等三部委
颁布了《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指南(试
行)》;农业农村部等三部委联合印发了《长江流域
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等。 洪泽
湖地区地处江淮生态经济核心区域,同时在渔业、供
水、航运、防汛等方面对南水北调工程以及苏北地区
的工农业生产影响较大,但是长期以来的粗放式发
展已对其生态资源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损害[1],因
此,制定有效的洪泽湖湖区渔民转产上岸政策,推进
湖区渔民转变生产方式、恢复生态环境是地区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1　 文献综述

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最早始于 18 世纪 Mal-
thus[2]提出的人口理论,该理论认为人口增长受有
限资源的影响。 1972 年《增长的极限》首次提出基
于人与粮食、水、土地、矿产等资源的关系模型。
Regier等[3]从生态的可持续性、多样性、承载力角度
系统研究,为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Schneider等[4]认为环境承载力是环境在自然变化、
人口增长的情况下不造成严重退化的能力。 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承载力是利

用其资源条件可以供养人口的生活维持在一定的水

平上[5]。
目前关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研究大都围绕承载

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和评价方法两个方面。 在承
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建立方面,张传国等[6]从动态预

测的角度出发,通过从生态、生产以及生活 3 个维度
构建了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王依军[7]根

据现有中国资源环境统计指标并借鉴国外经验,以
资源、环境、生态为主题构建了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标
体系;黄敬军等[8]从资源保障与环境安全角度构建

了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为徐州市规划区
资源保护规划政策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贾滨洋
等[9]以成都市为例,从水资源承载力、水环境承载
力、大气环境承载力、土地承载力和生态承载力 5 个
维度构建了大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监测预警指标体

系;吴大放等[10]从珠三角九市的自然、经济、资源、
社会维度构建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
在承载力评价方法的研究方面,郭利丹等[11]利用生

态足迹理论计算分析了江苏省 2008—2017 年的水
资源生态足迹、水资源生态承载力和生态盈亏状况;
Onishi[12]通过指标评价方法计算得出了城市的承载
力;王建华等[13]利用系统动力学模型评价预测了乌

鲁木齐市 1993—2020 年水资源承载力;毛汉英
等[14]运用状态空间法以人口及其经济活动、资源环
境为三维空间,研究环渤海区域承载力;夏军等[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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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海河流域为例,基于生态环境承载力量化分析模
型,分析生态环境承载力;卢小兰[16]运用 PRED 框
架建立了资源环境压力和承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
同时通过空间统计方法分析了环境压力、承载力的
空间相关性;刘丹等[17]基于自回归滑动平均( auto
regressive moving average,ARMA)模型建立了水环境
承载力超载预警模型,应用 2001—2014 年的全国水
环境数据,对 2015—2017 年的水环境承载力超载状
态进行了预警研究;左其亭等[18]采用层次分析法和

熵权法组合赋权的 TOPSIS 模型对黄河流域九省区
2002 年、2007 年、2012 年、2017 年的水资源承载力
进行了综合评价;徐翔宇等[19]提出了基于量 质 域

流四要素和风险矩阵的水资源承载力评价模型,并
将其用于西辽河流域 3 个水资源三级区的水资源承
载力评价。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学者大多通过建立评
价指标体系并运用计量方法对目标地区的承载力

进行分析,但因目标地区的特点不同,承载力分析
的结果不具有普适性。 因此,根据洪泽湖自身资
源环境特点,分析湖区渔民转产上岸承载力,有针
对性地制定渔民转产上岸的安置方案及政策显得

尤为必要。 笔者以洪泽湖湖区 6 个县(区)为研究
对象,研究渔民转产上岸地区的承载力水平,通过
分析得出的承载力水平在现有转产上岸政策基础

上为渔民上岸安置的规划及政策制定提出改进

建议。

表 1　 洪泽湖渔民转产上岸安置地县(区)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

系统 子系统 指标层 Ci 注释 属性

洪泽湖渔民转产上岸
安置地资源环境承载
力评价指标体系　 　

经济承载子系统

资源承载子系统

环境承载子系统

人均 GDP C1 区域 GDP /常住人口数量 +
人均贸易额 C2 地区贸易额 /常住人口数量 +

固定资产投资额 C3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
第二、三产业总产值比重 C4 第二、三产业产值 /区域总产值 +

人均播种面积 C5 区域内播种面积 /常住人口数量 +
人口密度 C6 区域总人口数 /区域土地面积 -

人均粮食产量 C7 粮食总产量 /常住人口数量 +
公路里程 C8 公路总里程数 +

人均卫生机构床位数 C9 卫生机构床数 /常住人口数量 +
绿化覆盖率 C10 绿化覆盖面积 /区域土地面积 +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C11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空气质量≥二级比例 C12 空气质量二级天数 /每年总天数 +
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 C13 工业废水排放量 /常住人口数量 -
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 C14 二氧化硫排放量 /常住人口数量 -

2　 研究设计

2． 1　 转产上岸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转产上岸是转变渔民生产生活方式并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有效途径,而资源环境承载力是指在人与
自然和谐共存的基础上,区域资源环境对人类生存
和发展的支持水平[20]。 为了使渔民转产上岸安置

政策制订得更加完善,根据湖区的实际情况和特点,
遵循科学性、客观性以及全面性原则,通过借鉴已有
文献在研究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指标体系的成

果[21-24],从经济、资源、环境三个维度构建转产上岸
承载力指标体系,详见表 1。
2． 2　 资源环境承载力计算方法

国内外学者计算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方法包括多

目标决策分析法、指标评价法、空间统计方法、系统
动力学模型等。 本文方法选择一方面考虑能充分利
用原始数据的信息,并能评价各地区承载力之间的
差距,另一方面考虑方法对数据分布及样本量的要
求,故选取熵权 TOPSIS 模型进行承载力的评价。
TOPSIS模型是一种以距离为评价标准的综合评价
法,也被称作“逼近理想解排序方法”,此方法通过
计算目标与肯定的理想目标或称最优目标及否定的

理想目标或称最劣目标的偏离大小和贴近度,对目
标进行评价。
2． 2． 1　 熵权法计算步骤
2． 2． 1． 1　 标准化评价矩阵

洪泽湖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原始评价矩阵为

X = (xij)m × n,其中 m为第 i个指标,n为第 j个城市。

X =
x11 … x1n

︙ ︙
xm1 … xmn

é

ë

ù

û

(1)

对正向指标、负向指标分别进行处理,得到标准
化矩阵为 V = (vij)m × n。

正向指标:

vij =
xij - min(xij)

max(xij) - min(xij)
(2)

负向指标:

vij =
max(xij) - xij

max(xij) - min(xij)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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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1． 2　 计算指标权重
信息熵和各指标权重值计算公式分别为:

E i = - lnn -1∑
n

i = 1
qij lnqij (4)

φi =
1 - E i

n - ∑E i

　 ( i = 1,2,…,n) (5)

2． 2． 1． 3　 构建熵权评价矩阵
根据上述计算结果构建熵权评价矩阵 G:

G =
g11 … g1n

︙ ︙
g11 … gmn

é

ë

ù

û

=
v11φ1 … v1nφ1

︙ ︙
vm1φm … vmnφm

é

ë

ù

û

(6)

2． 2． 2　 TOPSIS模型构建
2． 2． 2． 1　 确定正、负理想解

设 M +为评价数据中第 i 个指标在 j 城市的最
大值,即最偏好的方案,为正理想解;M -为评价数据

中第 i个指标在 j城市的最小值,也是最不偏好的方
案,称为负理想解,计算公式分别为
M + = { max

1≤i≤m
gij | j = 1,2,…,m} = {g +

1 ,g +
2 ,…,g +

m}

(7)
M - = { min

1≤i≤m
gij | j = 1,2,…,m} = {g -

1 ,g -
2 ,…,g -

m}

(8)
2． 2． 2． 2　 理想解距离计算

采用欧式距离计算公式,令 D +
j 为第 i个指标与

g +
i 的距离,D -

j 为第 i个指标与 g -
i 的距离,同时公式

中的 gij代表第 j个指标的第 i 个指标在加权后的规
范化数值,g +

i 和 g -
i 两者分别代表不同城市第 i个指

标在其所有数值中的最偏好数值和最偏差数值。 其
计算公式分别为

D +
j =

　

∑
m

i = 1
(g +

i - gij) 2 (9)

D -
j =

　

∑
m

i = 1
(g -

i - gij) 2 (10)

2． 2． 2． 3　 计算分析研究对象对理想解的贴近度
令 F j为第 j个县(区)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接近最

优水平的程度,一般称为“贴近度”,其取值范围为
[0,1],F j越大,表明该县(区)的承载力越大,水平
越高。 当 F j = 1 时,表明资源环境承载力最高;当
F j = 0 时,表明资源环境承载力最低。

F j =
D -

j

D +
j + D -

j
(11)

3　 洪泽湖湖区承载力计算

洪泽湖渔民转产上岸涉及宿迁市的宿城区、泗
阳县、泗洪县以及淮安市的淮阴区、洪泽区、盱眙县,
共 6 个县(区)。 以表 1 指标为基础,收集该地区经

济、资源、环境方面 14 个指标数据,计算承载力水
平。 数据来源主要为《江苏统计年鉴》《淮安统计年
鉴》和《宿迁统计年鉴》。
3． 1　 指标重要性程度判断

对原始数据构成的矩阵通过式(2)、(3)进行标
准化处理,得到的标准化矩阵;再通过式(5)进行计
算,进而得出洪泽湖渔民转产上岸安置县(区)的资
源环境承载力各项指标权重,具体见表 2。

表 2　 洪泽湖渔民转产上岸安置县(区)
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权重

指标 权重 指标 权重

C1 0． 137 9 C8 0． 074 7
C2 0． 049 8 C9 0． 100 8
C3 0． 059 6 C10 0． 058 6
C4 0． 122 7 C11 0． 048 5
C5 0． 079 8 C12 0． 055 7
C6 0． 052 3 C13 0． 044 3
C7 0． 074 1 C14 0． 041 2

3． 2　 构建熵权评价矩阵 G
基于表 2 计算得出的指标权重,结合式(6)得

到综合承载力熵权评价矩阵 G,因篇幅限制,子系统
承载力熵权评价矩阵略。

G =

0． 0024 0． 0061 0 0． 0274 0． 0762 0． 0258
0． 0134 0． 0082 0 0． 0065 0． 0082 0． 0135
0． 0038 0． 0126 0． 0109 0． 0155 0 0． 0167
0． 0679 0． 0163 0 0． 0072 0． 0249 0． 0063

0 0． 0028 0． 0104 0． 0163 0． 0231 0． 0273
0 0． 0063 0． 0121 0． 0066 0． 0137 0． 0136
0 0． 0044 0． 0170 0． 0074 0． 0208 0． 0246

0． 0072 0． 0055 0． 0199 0． 0146 0 0． 0277
0． 0452 0． 0108 0． 0051 0． 0298 0 0． 0098
0． 0203 0． 0125 0． 0106 0． 0095 0． 0057 0
0． 0080 0． 0055 0 0． 0117 0． 0117 0． 0117

0 0． 0111 0． 0124 0． 0040 0． 0144 0． 0137
0 0． 0077 0． 0082 0． 0114 0． 0068 0． 0101

0． 0074 0． 0078 0． 0084 0． 0081 0 0． 0094

é

ë

ù

û

3． 3　 正、负理想解距离计算
在构建规范化矩阵的基础上,通过式 (7) ~

(10)得出洪泽湖渔民转产上岸 6 个安置县(区)综
合承载力及子系统承载力正(D +

j )、负(D -
j )理想解

距离,详见表 3。
3． 4　 承载力计算

根据式(10),计算得出洪泽湖出洪泽湖渔民转
产上岸 6 个安置县(区)综合承载力以及 3 个子系
统承载力的贴近度数值(F j),并按降序进行排序,
结果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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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洪泽湖渔民转产上岸安置县(区)正、负理想解距离(2018 年)

地区
综合承载力 经济承载子系统 资源承载子系统 环境承载子系统

D +
j D -

j D +
j D -

j D +
j D -

j D +
j D -

j

宿城区 0． 090 9 0． 086 2 0． 202 7 0． 187 6 0． 115 9 0． 119 9 0． 076 0 0． 093 0
泗阳县 0． 102 5 0． 034 2 0． 236 2 0． 062 2 0． 137 1 0． 038 2 0． 045 4 0． 083 6
泗洪县 0． 113 6 0． 038 6 0． 278 9 0． 029 4 0． 117 5 0． 081 3 0． 063 3 0． 081 1
淮阴区 0． 085 0 0． 054 7 0． 211 6 0． 089 1 0． 077 5 0． 100 3 0． 061 0 0． 084 3
洪泽区 0． 072 9 0． 089 9 0． 125 5 0． 218 0 0． 139 6 0． 089 0 0． 072 5 0． 082 9
盱眙县 0． 089 5 0． 063 9 0． 215 2 0． 092 4 0． 092 8 0． 128 2 0． 082 2 0． 091 4

表 4　 洪泽湖渔民转产上岸安置县(区)承载力及排名(2018 年)

地区
综合承载力 经济承载子系统 资源承载子系统 环境承载子系统

F j 排名 F j 排名 F j 排名 F j 排名

宿城区 0． 486 7 2 0． 480 6 2 0． 508 5 3 0． 550 4 4
泗阳县 0． 250 2 5 0． 208 4 5 0． 217 9 6 0． 648 1 1
泗洪县 0． 253 6 6 0． 095 5 6 0． 409 0 4 0． 561 3 3
淮阴区 0． 391 6 4 0． 296 3 4 0． 564 1 2 0． 580 2 2
洪泽区 0． 552 2 1 0． 634 5 1 0． 389 4 5 0． 533 4 5
盱眙县 0． 416 6 3 0． 300 4 3 0． 580 1 1 0． 526 6 6

4　 洪泽湖湖区承载力分析

通过上述计算,对洪泽湖湖区渔民转产上岸承
载力的状况分析如下。
4． 1　 湖区不同区域渔民转产上岸整体承载力水平
存在较大差异

　 　 不同地区贴近度数值大小反映了该地区承载力
的水平,贴近度数值越大,表示该地区的承载力越
大;反之,贴近度的数值越接近 0,则表示该地区的
承载力越小。 表 4 的贴近度及排序结果表明,洪泽
湖湖区渔民转产上岸安置地区的综合承载力排序依

次为:洪泽区、宿城区、盱眙县、淮阴区、泗洪县、泗阳
县;经济承载力排序与综合承载力排序相同;资源承
载力排序为:盱眙县、淮阴区、宿城区、泗洪县、洪泽
区、泗阳县;环境承载力排序为:泗阳县、淮阴区、泗
洪县、宿城区、洪泽区、盱眙县。 由于各个地区的环
境承载力差别不大,因此,综合承载力水平主要取决
于经济和资源承载力,因此,洪泽区、宿城区、盱眙县
在渔民转产安置上有较大的优势条件。
4． 2　 影响湖区渔民转产上岸的经济、资源、环境条
件的重要性程度不同

　 　 综合承载力计算显示,经济承载力的贡献为
37% ,资源承载力的贡献为 38% ,环境承载力的贡
献为 25% ,说明来自经济发展及可利用的资源条件
是制约渔民转产上岸的因素,良好的经济基础可以
为渔民转产上岸提供支撑。 因此,如何引导转产上
岸渔民充分有效就业、安居,是实现安置的基本
条件。
4． 3　 提升湖区渔民转产上岸承载力的关键因素

承载力计算显示,经济承载力影响的程度依次

为:人均 GDP(0． 137 9)、第二、三产业总产值比重
(0． 122 7)、固定资产投资额(0． 059 6)、人均贸易额
(0． 049 8),表明提高人均 GDP 和第二、三产业总产
值,可以显著提升其经济承载力。 资源承载力影响
的程度依次为:人均卫生机构床位数(0． 100 8)、人
均播种面积(0． 079 8)、公路里程(0． 074 7)、人均粮
食产量(0． 074 1)、人口密度(0． 052 3),表明针对性
的加强医疗和公路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渔民转产
上岸资源承载力提升。 环境承载力影响的程度依次
为:绿化覆盖率(0． 058 6)、空气质量大于等于二级
比例(0． 055 7)、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0． 048
5)、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0． 044 3)、人均二氧化硫
排放量(0． 041 2),加强绿化和空气质量提高,对于
承载力的提升有益。

5　 结论与启示

对洪泽湖湖区 6 县区的承载力研究,可得出以
下结论:①不同地区承载力差异较大,最大的洪泽区
为 0． 5522,而最小的泗阳县为 0． 2502。 ②湖区渔民
转产上岸的必要条件是有效就业和安居。 ③加强医
疗和公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绿化覆盖率、改善空气
质量是湖区渔民转产上岸的充要条件。

根据研究结论,可得到一些政策启示:
a. 合理布局转产上岸渔民安置区,并发展安置

县(区)特色产业。 在制定洪泽湖转产上岸渔民安
置区域规划中,一要根据分析得出的承载力大小合
理布局安置区,实现利用地区承载力的效率最大化。
在已有安置政策的基础上,对于承载力较弱的地区,
在安置渔民时,应适当减少该地区接收的转产上岸
渔民的数量,防止其自身承载负荷过大,损害该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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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持续发展;对于承载力较强的地区,适当提高上
岸渔民的安置数量从而缓解其他地区的承载压力。
二要结合现实条件和渔民自身境况合理布局安置区

域,本着就近安置的原则,在渔民现居住地周围选取
承载力较高的地点进行安置,降低渔民和政府的安
置成本以及渔民适应新环境的难度。 三要结合地区
承载力情况发展安置区域特色产业,探寻特色产业
发展路径,加快优势特色产业的转型升级,以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旅游、食品加工业等产业提
质增效,增加上岸渔民的就业机会。

b. 优化土地规划管理提升安置县(区)土地资
源利用效率。 渔民转产上岸对于安置地区所处县
(区)造成的初始影响就是大量外来人口的流入,这
将导致有关地区有限的土地资源利用面临压力。 因
此,对于人均耕地较少的地区,当地政府在划分安置
地区时应严格遵守耕地开发红线,保证粮食资源的
充分供应。 应整合闲置的居民或工业用地,优化城
镇区域结构布局,对不同区域的职能进行合理划分,
合理规划安置区的内部结构,满足居民的基本生活
土地需求。 推进对所管辖区土地资源合理利用的监
督,避免人口与产业过度集中造成的规模不经济的
负面影响。

c. 加强安置县(区)基础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一是加强现代交通设施建设,构建城乡一体化的交
通路网服务系统,提高安置地区民众与其他区域的
交流,便利各个地区企业之间的交流,吸引外界游
客。 二是加强医疗卫生体系基础设施建设,最大化
程度满足湖区转产上岸群众及当地居民的基础医疗

卫生服务服务需求。 三是加强教育基础设施建设,
为湖区转产上岸群众提供基本的教育资源,提升安
置地区中小学生的受教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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