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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在分析咐界海洋洲业资源现状的基础l' ，提出硕警系统是实现海洋渔业资源可捋续利用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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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urrent conditiOl1 of marir】e fishery r剧。urc剧in the wnrld. th恼阳per indicates Ihat waming 
s归lem is of one the important methods in realizing the sustainahlp Ufie of marine fìshery re�oul'('es. Thr归per also 
intmducf'S the concept， structure， content and rharactl'rislic!; of �arly-waming syslem in the !'w;lainable u咣of maril1{' 
fishen' W阳Uf('es. The paper analyz问the eoncpptω叶矶时cnt of bolh wami咱η怆ans a叫waming illdi('alor in山r

early-waming !'.yslem，削d the running mechanÎsm of early-war丁""百system as 1'1'<:'11. ln the e时， the paper initially 

builds the sy�tem !:itructu陀of waming indieators in the sustuinable use of marine fishery resourc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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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 �代以来，世界 些主要的传统经济鱼类资腥奸抬出现了农退c 1989年世界的年悔洋
捕捞产量开始下降，这说明捕捞能力已经超过了植业资踞的自然再牛能力c 白此，许客商业性的重要鱼
类资服剧降2 同时，太规模的商业性捕捞i具扣方法对梅1'1动物造成很大的杀伤性，如在南半球[. 延
绳的情船每年j，害散JJli海鸟，流期j网毫j巳选择地是需散千万计的海洋功物，而只仅仅捕捞一种或二种
有价值的尚业性{r.亮。 另外， 些破坏性温具和l操作方法时海底的栖息环境、海底的'1 物和珊珊等产生
f严草地损坏 因此，fj前人类大规模的捕捞行为正在遭受到自快界的报复，已经严重阻碍者悔洋阁、IV

资惊的可持续利用4造成许多鸿业资糠的衰退，这势必会时日益增长的点产品需求、经济福利和就业产
生极大的影响n 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和手段恢复植业资橱，确保海洋渔业资顿的可持续利用是当今世界
渔业管理的热点相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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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系统最早始F军事，如预警飞机，预警雷达等υ 后来，逐渐被应用于经济、灾害的预警等方面，
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美同国家经济研究所对圭国国民经济的运行进行预警。在我国，呈延熊等[2]

时区域森林资惊预警系统进行丁研究，黄贤盘和曲福回到对土地生态经济预警]\统方法进行了研究，并
以江苏省农地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这说明预警革统已在我国在林资摞管理以及耕地资源等自然资源
的管理和杏理利用方面得到了初步应用。 预警系统作为 种新的管理模式和方法，在海洋植业资掠管
理自着其独特的实用价值。因为海洋渔业资源分布在广阔的海洋中，资掘的数量和种类难以被人类准
确地掌握，而且植业资摞更品受到外界自然灾害的干扰，因此有着比其他资源更高的风险性相更大的不
确定性n

实际上，在任何 个可持续发展系统中，其各个子革统如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等各自都存在著一个
合理的运行区域，若各因素都在合理的区域运行，则整个系统将会协调、恃续地发展，若一些因素超越r
IC.常合理的范圆，目IJ可能会导致"1持续发展系统的崩溃。因此，可以依据各种影响因素的特征建立有王
警戒标准，结什所收集的数据，运用可持续发展评价方法，对目前资源开发利用的现状进行伞面地评价，
建立起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预警系统，这样，就可以根据预警系统提供的信号，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和对
策，使得整个资掘的升友相利用处于安全怪域内运行，来确保海洋植业资掘的可持续利用c

l 海洋泊业资源可持续利用预警系统的概念与研究框架

1.1 概念

"预"解梓为"预先、事先" "警"解释为"警报或曹戒":4]因此"预警" w[以解悻;扩顶先或事先发出警
报或警戒"预警就是指叶某 警素的现状和未才、进行测度，预IÆÆ正'串状态的时空范罔和危害程度，并
提出防范措施和M策。预警既不同于预报，也不同j监测到，在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结旱和耐究
重点寺JJ雨都有所不同。

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预警就是在全面准确地把握禹作搞业资源的运功状态和变化规f幸的基础
L对f每iì'渔业资源的现状和未辈进行测膛，预报不正常的时宅电围和危害再度，对于己出现问题提出

解决措施，对于即将出现的问题给于报警井提出防范和调控的措施c 简要地说，海洋植业资惊可持续利
用预警就是辨识和排除海洋渔业资掘开发利用过程中出现的非持续利用怔兆的人类行为，从而实现渔
业资獗的水续利用和生态环境It]良性化方向发展(

t纯收资源"1持续利用预警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是指针对海作植业贤惊开发利用过程中口J能
出现的资晾在退或耗竭危机而建立的报警。广义的则指包括在海洋摘巾资糠开发利用过程中，队警情
发现、警把分析、警源寻找、曹度判断以皮革取正确的预警方法，并将警情排除的全过程7 海洋商业资摞
可捋续利用预警不仅要d确分析和判断涉及到渔业资源开发利用活动所产生的经济和生态环境后果，
更为霞耍的是"对;可能出现的警情，寻找警摞以便尽早采取有效措施，控制甚专丑化解曹情的出现3 以近
年束我国近海渔业资漉衰退克例，我们不仅要分析导致鸿业资源衰退的人为因素(如过剩捕捞能力)，同
时还要分析造成过度捕捞的社会因素以且海洋生态环境退化等h丽的自然因素，，主样才能有效地防[0
商业资捆的进 步衰退和破坏，来确保海洋渔业资掘的可持续利用c

1.2 研究框架

海洋渔业可持续利用预警系统是 个多层次的复杂的系统(图1)，涉E到海作植业资源、可持续发
展理论、预警科学理论以及军统工程等方面的学科，具体包括了海洋渔业资摞、I叮持续利用、预警和系统
四个方面的内容ο 海洋植业资源是研究的对象，可持续利用是研究的目标，预警是研究的子段和方法，
强调预警自身的系统性是指预警应包括明确警义、寻找警源、分析警拓、预报警度和排除警患的完成过
程c 预警可分为警义和预警指标。 而警且又包括警章相曹度，预警指标则可分为曹情指标、警惊指标和
警拖指标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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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预警系统的内涵与特点

2.1 预警系统的内涵

海洋梅业资源可持续利用预警革统的结构如圈L它主要由警情诊断、警掘分析、警兆辨识、警度
预报和排曹调控等五个系统组成:①警情胡志监测，通过 整套监测指标敏感地反映海洋渔业资源开发
利用过程巾出现的异常现象和情况，即警情<， (2警源分析，仕析产生某种曹情的根加是什么，包括自然
的、社会的 经济的、文化的和政策的等因素. G警兆辨识，辨识、警情发生前所表现出来的各种证兆，如
渔获产量的下降、鱼类个体的小型化、渔技物中种类的组成变化、鱼吏件成熟提前、投入产出比F降、生
态环境罪化、亦潮发生率等。 ④警度预报巳 根据警组的警度预报警情的轻重，曹度 般来说可以分为ι
菁、轻菁、中菁、重警和剧誓。叶子不同的警濒指际，其警度的值域不 悻υ ⑤损测决策，即采取相应的
措施和对策解决温业资漉开发利用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

预警系统的实质就是依据预警科学的哥本理论和方法，结合海洋渔业资源革统的生物、经济、社会
特性以&组织管理，按悔?丰随业资IW "J持续利用的要求，来制走 系列渔业资漉可持续利用的预警指
际，并在历史数据的定性分析和定量评价菲础上，结合有关理论研究的成果和专家判断革统，确定预警
指标的合理曹限( 即阁值)，通过对海洋渔业资源现状和未来的测度，及时发布曹情，却植业资瞟的管理
部f J提供应时、准确的反馈调控信息，并提供防施和排警的措施与外T策以

k 1:'<1，，11".1;;1阴阳利;111何制

国1 海洋渔业资源可待续利用预警系统的轩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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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海洋植业资掘栖息在j阔的海洋巾，且J(有流功性和隐蔽件，问此在植业资源开发利用过程
巾，警惰的出现不如陆据资源自然资掘如森件资恨、钟地资源等明显，这给海洋渔业资源}f监利用过程
中警情的发现、警度的判断以及警服的寻找等产生了很大的困难υ 此外，海洋植业资惊口I持续利用预警
系统还具有以下特点10' ①警情的积累性相突变性c 海才k资摞片发利用中出现的异常情况具高很强的
积累性。我同近悔陆收资源出现在退或枯渴以及海ìY'生忐环挠的破环都不是 朝 夕形成的，是较民
时间积罩租沉淀的结果，是由量变七升到质变的结果( 因为渔业资概是一种可再生资源，本身就对资源
系统具备 定调节能力。警情的积累性要求我们在陆\1�_Wf源川发利用时，预警分析要涵盖一定的时间、
宇间范阳，以找出警情的隐患。 海洋j包巾资源升发利用中出现异常的突发性是由1渔业资源系统自身
的性质所决定的。资糠的开发利用1I破了楠、性生忐系统平衡，但插掏业资掘系统内部的平衡和渔业资



34 上将水产大学学报 10卷

l表与人类社会系统间的平衡。 特别是针付 些靠群性很强的中上层小型鱼类，这些种秃靠群性极强，依

靠目前先进的探鱼设备和且旦i亘感，窑易发现巾L、鱼群井加以捕校，当发现植在量出现下降时，该资湘

可能衰退，'J不能恢复的地步，因此其警情的突发性更为强烈。 警惰的突变性要求我们在运行预警系统

时，要注革在预警的预报，以犀早走现警兆，特别是'J物学方面的指标，并为此提供切实可行措施化解曹

情c ②警拙的精后性。 由于警惰的积累性特扣，因此海洋楠业资iIl\开发利用所广生的不和l后果要阳对

滞后 短时间才能出现c 不过，不同渔业种类，其精后的时间长短不 n 般束说，生命周期长的!1t类

资源，其滞后时间长，至少市;要几年以上的时间，民资惊基础不易遭受破坏，而生命周期短的中l层倍类

资服，且滞后时间短，资源植属破坏 但是，当警抱在现出来之后，警情的危害性已经达到相当的程度c

因此，在烦警分析时， 定要录用 些相应的朋先指际才能保证拍曹革统的决策f系统采取合效的措

施。 ③警獗的复杂性υ 由f渔业资惊种类之间存在着神群竞争、种群共牛、种群梓代等关罩，同时也业

资惊与海洋环境条件之间存在更为复杂的关泵，因此对某 种简业资源的开发利用进行预警分析时，&i'

须要考虑到它与其它植业种类问可能存在的种种关系，如同标鱼耐和兼捕和l'雯 产尘植业啻惊曹惜的

原因很多的，具有很大的复杂性，包扫了海洋环境巧染、捕跨过度、杜会经情、渔业管理阳军等

3 警义、预警指标的含义及其研究内容

3. 1 警义的含义政其研究内容

警义是指在海洋植业资源开发利用Jj-W巾出rÆ营情的ft义(即出现异常现象或偏离"1持续发展的

压行区间) 曹义包括曹草和警度。警在是指构成曹情的指标是什么，也就是说海洋植业资前1月在刹用

过程巾出现[11么样的警情) 警度是指警情处在11么状忘，即严章和应 海洋植业资源口m结羊IJffI预

警本质上就是要对渔业资源在利用过程中将偏离可捋续利用轨迫的』邵E些 危险

测，并发出警报，从1M为由忧资源的管用、控制和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以确保f龟业资悦可怜续刊用的古

现υ 这些"危险行、"或"危险阻1"1"'实际上就是险业资惊可持续利用过w巾山顶的异常础象，在预警科于

巾称:句曹幸 警幸的严章程度即"应险点'或自危险以间'的危险悍应称h警j宜。

(l)警素。 海洋渔业资1草草统是 个复杂的、涉』走到多h雨的系统，问此在其刀发利用过程中，已经

出现过I且在是将毕可能山现的警幸是多种多样的，问此必须作出科学的川卖，以使什类指寻和研究=

植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警幸初步可以分为革统内部警在和卓统外部曹素，系统内部曾章主要包括生产

力曹素、多样性警幸和生物学警幸，系统外部警京上要包括总体效桂曹幸 捕捞强度警素和世在曹素寺俨

它们还可以班 ß二细化和分解为，"量警幸、海域面fH曹主、初级生产}j警素、物种多样性譬章、生态系统

多样性警章、渔在个体组成曹主、繁殖力警幸、社会效益普东、生志效益普军 海洋环境污染警章、7U!异

变警素等且体的警在ι

(2)曹度 曹度是渔业苦苦棉可持续利用顶警系统巾 个非常章里的慨.� 警匪的科于划分需要

系功l数?于段的主叶J 警l主 般水说可以仕JJ无曹、轻晋、'1'曹、E警扣刷警1 克I于本1"](1可警膏、指标，

其警度的的域不 样r

3.2 预警指标的含义与研究内容

在品lf:r-f渔业资脱口J持续利用闭警系统中，Iil警的}j式叫什n指标预警法、统计预警法和模型闭警

法11 还可仕月黑色ßlr警、黄色预警、红色预警、绿色预警和白色i预警71

指标f刑警法是统il顶警法和院型预警出的主在础 作建L悔洋地业资拥可抖续利用预警系统时，芮

先是设计指标I刑警系统 其次是什忻钝l十预警系统，最后建、/模型顶警系统 J主二仲Ji法的基础就是选

择和确定预警指标，这也是预警系统研究的核'L'问题之 旧警指际的贯型iR事，从空间尺度来看，1

桌布若现预警指际、巾现顶警指标和敝现预警指标，从时间尺度来看，主要打i二期制售指标、中期预警指

标和短期预警指标，从jýj警指标的内涵看，主要有警情指标、警樨指标和警兆指标。 现又.J警情指f;J;、警服

指标和警兆指标作J\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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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警情指标。 警情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异常现象或情况，即在悔洋渲业资漉开发利用过程中
己#在或将束可能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用幸描述和刻划这且各种各样问题或异常现象(即警情)的
统计指标则标均警情指标c 『悔洋鸿业资撒在开发利用过程中，偏离了rlf持续利用的"合理区l日J"或"轨
道 则可认为植业资摞在利用的过程中遇到f警情乞 具体来讲，我同目前海洋渔获产量中是以低值、小
电旬!fJJ主，在近海赤潮事件顿发，这些都可以认为植业资服遇到了警情p

( 2)警源指标俨 警惊是指警情产生的根椒，是海洋渔业资摞开发利用过程中己布在或潜伏着的问题
或"危机"。 用米描述和刻别曹掘的统计指标称为曹拇指标U 队警掘的'1成机制来看，曹樨指标大致可
以分为阿粪·①自生曹捕、指标，是指用来描述温业资源系统巾自身因素的警服指缸，直11植场作业面积、鱼
类种类结构、信l类种类年龄结构、牛物多样性寺，但)自然警漉指标，是指用来描述各种自然灾害而对植业
资惊系统造成破材、的警源指标，如气象吏在;、海脐厄草f己诺现象等，③外生警íw.指标，是指用来描述由
南业资源外部输入的警源指标，这些外生警部的作用机理十分复杂的，如市场价格的提高剌激渔业资源
的过度厅发、导致植业资糠的衰退;:1)内生警源指标，是用束描述植业资源系统内在自身运行状态的警
醒指标，如植业产权制度、温业资漉管用非c 叭曹源的可拧程度看，警拥指怀"1分均二大类①强可控警
iIl\指标，如内生警源等，①剧可控警报指标，如日前的植业资源状况等;W不可控警概指标，如自然警掘
等c

(3)警兆指标、 警把是指警京发'r.异常变化导致警情爆发之前出现的先拢。 用来描述刻划曹拙的
统I1 指标称为警兆指标( 警兆指标且称为咒导指标，ι是预警指标的主体，是唯 能够直接提供预警1�f
号的 主预警指标。 海作植业资服顶警系统的目的是为悔?非渔业资掘管理提供;在现做调的信息依据，
且特点在于在足够K的时间内顶先走出警报，以使自足够的时间研究对革和妇织实施。 为此&，须要首
克建îT包合理的警拖指标、

警把指标战"佳时间运行的长短，又可分为先行指标，同步指标和滞后指怀12 警花叉口J分JJ景气警
组相动向警拖Dl景气警抱 般以实物运动;南基础，占示渔业资拥系统Jtl-Jj面的景气程度:如水域面
胆、鱼类产量非， iiJJ陆]曹先则是指那且小能直接表"、渔业资服系统景气程度的价俏指标，如渔民的收入
1):干、水产品价格等。 一般束讲，不|司的警素对出若不同的警扭，帽|司的警幸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也可
能表现出小向警弛。

警情指标是预警研咒对象，是油忡资服川发和l肘过悍巾己存在EX潜伏着的问题c 警情产生于曹源，
同时在爆发之前卫必然会广吁警把c 寻战曹即是分析曹拉的基础，同时也是排除警盟的前提。 问此，海
洋?鱼也资源"1持续利用顶警系统要以警情指标;与对象，以警幢指样为依据，以警;也指标为主体

4 海洋淘业资源可持续利用预警系统的运行机制

系统科字是植业资iJlf:顶警系统理论的
基础，是解决预警系统问题的基本子段υ
如队时间和逻辑二个因素中考虑，贝预警
果统的z斗了机制可以构造一个二维在(在
1 )ι JAÄ I 可闻，在时间维来看，其J三年了机
制为 数据采集→系统分析→系统设计→
系统实施。 在逻辑维求看，且g行机制为
监�IJ警情→寻找警源 ，分析警兆→预报警

表1 预警系统运行机制的二维袤
FiI!;.1 The table of ru血由嘻m时四rlsm of田rly-war咀吨可"'m

逻 稠 维
1111111封t

U:iW�赞情 斗找瞥惊 分忻警把 "11旺警匪 排除瞥拥
数悟:在集 .\IJ 先12 也13 /\14 生15

军挠"忻 生11 生22 ，\2可 A24 生15

系辑设it 人31 ，\32 AJ3 A24 生J5
系统实施 ..\41 A42 A43 A44 ..... 45 

度→排除警棍 若单从逻辑维来分析， u[以构造山顶警系统的 推运行机制图(图3) 且运行机制的
堆过程阐"1知，警情监测是预警研究的基础，寻找曹漉是必T曹患产11原因的分析，是排除警思的基础，
忻菁拖是预报警腔的基础，颇报警度是排除警忠的根据，而排除警患则是预警系统的目标所在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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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构建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预警

指标框架

5.1 选择预警指标的条件和原则

海洋渔业资担i;Oif持续利用顶曹蚕统成功的关键

就在于预警指标的确定，特别是曹兆指标的确定

因此，必须且大量的阳业统叶指标'1'精心筛选，选取

一组最具有代主性的先行指标 例如，美同国家经

济研究所从数百项统计指标中筛选了72个指标，选

取36个确实对国民经济发展有顶测作用的先行指

标，组成了 个综合先行指标体系。
(1)选择预警指标的条件= 要确i果损曾指标充

分发挥预警的作用，边蝉的指际必须能够d确地H

价当前朝历史上植业资源卅友和利用的状态，通过

这些指标可以自措地判断出温业资源刷用状忐的正

常与异常，均未米的发展进行颇曹创造条件= 同时，

l h才沪巾贷涝系纯将"r，� 'I�叫张王先l

百古i'"\[v豆豆主百万有τ手在

而丁?而斗[p'i吃似吉I百百曰:王

I丁=在;;;::;;; 「

H飞

生」

L一一一一一

l协主l

0'，' '�I:rl 

卡也1\1

111 1川
→ 

111阶<o'c'" 丛1，.伽们 川-tll ::f气'i .. �\ 

选择的指标必须能够准确地蚓测未米陆收资荫的发 r::;-:τ币?可川市百F币1ττZE

展趋势，揭示渔业资规持续利用状态的合则以问n

最后，选择的指标必须能够在时敏感地反映整 个随 时3 顶争夺系统的 维压行机制且程

10卷

业资摞调控效果，边过控制掏业资源系统中的异常 同3 Tho:- mnnll毕"，...d\aJlJsm of e叫y-W<lrrlln院附m

顶犁，1'史资掘系统的波动能够在合理的区问内进行，

而寸、脱离这 范围

(2)预警指标筛远的原则υ 预警指标必须从)(11统I1指标中精.L、啼选，统计tl1f!J;)2预警指标研究的

基础，1(1]监测指标是预警指标选择的重由、，科宇地选择删节拍怀r 为此，必须要坚It以F咛、刑①"1操作

性原则c 所选样相设计的预警指标应是"l拇作的、 要克什号虑到数据且其指标量化的难属科度，也多

队实用和资料容县获取的角度来考虑，同时要保址圭而[地反映向仲资髓系统巾的各种内阔、 直是早量利

用现有的统íI指标且有关规植标准[( 二D准喃地感性l吕昆明ù所设计的flJ[曾指标4、须能够准确A敏地反

映海洋渔业资源 I1 发利用过程巾山现的各种问题以且变化刷发展启势 准确敏感性原则占现在预警时

址和预警显不同个方由巳 在烦晋时效Ji出. ìl对1前渔业资由UF:J，汗IJ用过缸中出现的轩冉营情，预警指

标川该能够迅速段时地提供烦曹1�j号c 在预警显示Il[Jiiìn. j刑警括如对也业资ìl;;l运行状，t:;的变化在较

强的反映能)1.并给以准确且币，以便清晰地应映IlJ植业资服ID:ìEf-了过:P;:l\l llf1t结利用的n! I:!L-， Cl) IlT靠

克什件的原则 昕设川的阴警指标，其数据来耀必姻是ITj"靠的，同时统计数据的悍斗之数最要足够大，即

有较长时间序列，以满尼t贵州的需要与 只有恨据散据"1靠u充分的fm警指怀，才能对植业fz悦系统的压

行收主进行i1tJ于分析，并建立阳山的动态预警搜桐，4，而实现顶害的I1的 也相可国配坤、则 相互匹配
是指f负曹指标要LJ具体的警素以在具体的预i警)jìt相勾匹配，即警幸不同，预警指标也各习、用问:不阿

的顶警 力法，预警指怀 也不1日I 岱功态性原则。 随昔时间的I�移相亲件的变化，南、1，资源系统发生了变

化，个别跟曾指标叫能小再且有川测的作用。因此市'Ìf- jt[ IlJ J也IIUJí n'l预普情标注行冉才在阳调整，以保证

预警指如只有光仕的代表性

预警指标的选择在很k丰'U!f L就决定了市洋由业资据tllJj性生和J m fijf晋系统能仔成功实用 闪此，

在筛选和设计预警预w过科巾川战很好地肥握t述条件和ID� lj!IJ '. I叫时，在f1íj曾指际的综;i ，x>J比阳选

择过程中，各种指怀的重要性不能问吁看待，IÍIi 1是市3证件宇:确定指际的极主系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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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构建海洋渔业资惊可持续利用预警指标体系的框架

利用单个先行预警指标iHi会造成预警的失败或失误 例如，1929年主国哈佛ABC曲线预警法采

用的单个指标进行扫济预警，结果失败F[7jc 其原因是所选择的单个指标并不可靠，更且严亘的是单个

指标难以准确、全部地反映整个j1}i警对象。 悔f干f削k资自草开发利用是由多层次的子系统和李且由的要

素构成的复什系统，它在发展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因素的「扰既包括自然的(如l发牛厄缸尼诺现象)归入

为的问主(如捕捞)，也包括内部(如草捕iJr阵)厢外部(如人J]的干扰)的因素，导致植业贤概在开发利

用的过程'1'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内l叫此，海巾资1理系统巾的警素豆*性作、E哪个指标所能反映的，必须

建立L起海洋植业资辄可持续利用损曾指际协泵，特别是曹兆指标体系刁

海洋植业资源''1持续利用副警指标体系斗正要包括资掘环境献晋、社合"f持续发回耐曹经济叮持续

发展预警的二个h 面

( I )资源环境预警u 资溯到、境顶警就是对自业ìi1源系统本身以此系统号外耳环境因素之间关系出

现的异常现象进行拟警俨 资f原预警包括f渔获树种要组成、植技的个体组成、目如对象的资源量、捕情

11坦和、?借口对口标m种的直接影响等内宵，坪院预警包摇了捕捞对食物链的影响、油且对重要柄息地

直接影响、刊物多样怦、重要闸息地面帜和l质量的改变H境污染、捕捕压)j即作收悔域面积与非作收海

域山归之比寺的于手ι 资由、环境预警革统的建τr需要长期的现测和研究〕

(2)社会"Jj1续在展预警3 是指也业在社会"f持结发国山皿非持结现象进行报警 书要包括了渔

业就业率泊业人口、商业劳}j巾应受教白的程度、h人史íJt1ft蛋白质敬坠、人均水产品消费量以反海洋

地业的传统0)惯和文化的l吨'主

(3)卦济Ilr持结发展抽曹 是指刮桶业经计可恃续发展偏离合用轨道i!:I: l' J的w替。 楠收资报可恃

绕在民的jVj曾指怀包括了渔拔景画获产ffl、情业户{直在CDP中比E 、由业山Il产值(或与总出门产值

的比值)、渔业补贴以草人均谊民收入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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