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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

万　艳 ,张珞平
(厦门大学　环境科学研究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 建设海洋管理信息系统是海岸带综合管理获取正确信息 ,协调海洋开发活动冲突及避免海洋管理漏洞的客观要
求。本文通过论述目前已经用于实践的数据库型、办公自动化型、决策支持型等三种类型的海洋管理信息系统 ,结合福建省
海洋资源与环境管理信息系统建设规划 ,提出我国建设海洋管理信息系统必须重视数据源、信息共享机制及系统的业务化
运行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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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system for marine management

WAN Yan , ZHAN G Luo2ping
( Environmental Science Research Center , Xiamen University , Xiamen , 361005 , China)

Abstract : The integrated coastal management ( ICM) is the way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rine and coastal area , which will reduce or
eliminate conflicts of the marine resource use and avoid the drawbacks of the coastal sectoral management . The marin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MMIS) was considered as the foundation of ICM for basic data and information to support ICM decision2making. By addressing three
types of MMIS and the plan of MMIS in Fujian province , the data resource , information share and running of MMIS professionally should be
emphasized in the constructing of MM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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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为止 ,海洋开发部门已达 20 多个。但是

海洋的多种使用功能却很难同时实现 ,随着开发活

动的深入 ,资源利用冲突现象愈来愈突出 ,对资源、

环境、行业效益等产生诸多损害。总结起来 ,主要

有两大类型 :一是由资源的价值和稀缺性决定的海

洋资源的争、抢开发 ,其中包括了行业部门的利益

冲突[1 ]和各级政府部门 (同级、上下级和地区间政

府)开发与保护观念的冲突[2 ] ;二是相关部门的管

理漏洞[3 ,4 ]或政策、规划、计划不合理[5 ]而产生的

矛盾及对资源环境的破坏。

海洋管理的本质是协调开发活动冲突 ,但其自

身的不完善又可能促进矛盾的形成与激化。从管理

的发展历程来看 ,自 1972 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

议以来 ,单一的海洋环境、资源的保护观念已经逐渐

转向可持续发展[1 ] ,海洋管理也逐步从最早的分散

的、完全自上而下的模式 (具体表现为孤立的部门、

行业海洋管理) 向海岸带综合管理 ( ICM) 发展。针

对海域开发活动冲突 ,海岸带综合管理通过“相关部

门间的综合、相关政府间的综合、空间的综合、科学

与管理的综合以及国际合作等五大综合[6 ]”,在不完

全介入或者代替原有具体行业管理的基础上 ,将行

业、部门管理有机地协调起来 ,使各种相关管理形成

一个完整的统一体 ,创立以“协调”为核心的科学化

的管理机制 ,克服现存的使用冲突及管理漏洞。在

此意义上 ,各部门各种海洋活动产生的数据和信息

在海岸带综合管理中就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正

如美国海岸带和海洋管理专家杰拉尔德·曼贡所说 :

海岸带综合管理是一种计划管理 ,而一项实施计划

的制定最困难的是获取可靠的数据和充足的信息。

如果没有足够正确的信息 ,就不能做计划 ,就不能进

行正确的决策。因此 ,获取正确的信息 ,实现“信息

综合”是海岸带综合管理的客观要求。

1 　海洋管理信息系统

1. 1 　管理信息系统的涵义

随着信息技术和管理科学技术的发展 ,管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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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系统于 20 世纪 70 年代逐渐成熟[7 ] ,它从管理、

信息、系统三个概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8 ] 。1985

年管理信息系统的创始人 ,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

理学院的著名教授 Gordon B. Davis 给出管理信息

系统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定义 : 管理信息系统是一

个集成计算机硬件、软件、手工作业步骤和分析、计

划、控制、决策模型以及数据库的用户2机器系统 ,

它能提供信息 ,支持企业或组织的运行、管理和决

策。基本功能是对信息进行采集、处理、存储、管

理、检索和传输等 ,并达到为人们共享的目的 ;实现

管理信息的系统、综合处理 ,为管理者准确、及时地

提供所需的各种预定的信息报告 ,有效地支持结构

化决策 (即那些目标明确、具有确定的规则、程序及

信息需求的管理问题)各个阶段的活动。

海洋管理信息系统可以理解为用于海洋领域

的管理信息系统或者用于海洋管理的信息系统。

本文主要阐述支持海洋管理的信息系统。

1. 2 　海洋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

目前世界上已经使用的海洋管理信息系统主要

有三种类型 : 数据库型、办公自动化型和决策支持型。

1. 2. 1 　数据库型

此类系统主要在于收集、存储、交换、检索及更

新相关的海洋数据 (主要包括海洋资源、环境、空间

数据 ,相关的法律法规及部分经济信息) ,可加工部

分数据统计产品 ;基于计算机网络 ,信息交流频繁 ,

共享程度高 ;能满足诸如海洋环境管理、生态保护

及各项跟踪管理等能够用明确的语言或其他手段
(如数字、逻辑、图形、图像等)给予清晰的说明和描

述的结构化决策的信息需求 ;一般有来自系统外的

实时或动态信息 ,信息的更新比较活跃。

美国国家海洋管理信息系统 ,建立在国家海洋

大气局 (NOAA) 的环境资料基础上 ,由 NOAA 的

国家海洋资料中心 (NODC) 负责 ,开发并维护国家

海洋环境数据库 ,执行由国内外活动所产生的海洋

数据和信息获得、处理、储存和检索等项任务[9 ] ;

并资助多个沿海州建立了“海岸带综合管理信息系

统”、“保护区地理信息系统”等 ,向联邦、州、科学机

构和国际科学团体提供资料产品与信息 ( http :/ /

www. noaa. gov/ ) ;还建立了“海洋规划与管理地理

信息系统”和“地理规则信息系统 ( Georegulation

GIS)”,使开发人员能够在国家海洋领海及国际海

洋法允许的范围内选择开发空间 ,充分利用海洋资

源 ,并使该系统能够帮助解决海事争端[10 ] 。

澳大利亚于 1995 年开始建设国家海洋信息系

统 ,并通过因特网传播信息。这些信息不仅包括统

计数据和导出数据 ,而且还包括基本数据元、主题

专家名单以及他们的联系细节、照片、地图、卫星图

像和全球电信系统的有效区域。系统基于“开放式

系统结构”进行海洋和海岸带机构间的通信 ,使海

洋和海岸带信息供所有人享用 ;通过信息传播可提

高公众的责任、避免工作的重复 ,对处理多学科问

题有一定的帮助[9 ] 。

此外 ,波罗的海海洋环境信息系统 ( http :/ /

www. baltic. vtt . fi/ bsw-index. htm) 、全球珊瑚礁信息

系统 (http :/ / www. reefbase.org) 、美国海岸带服务中

心的海洋规划信息系统 ( http :/ / www2. mpa. gov/

mpa/ mpaservices/ library/ websites. lasso) 、黑海环境管

理支持系统 ( http :/ / www. maris. nl/ blacksea. htm) 、

英国海洋信息系统[11 ]、我国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开发

的“海岸带环境信息系统”、“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

信息系统”,国家“九五”攻关项目“辽宁省海岸带综

合管理地理信息示范系统”、以浙江省舟山市岱山县

为试点开发的“海岛县海岛开发保护管理信息系

统”、“舟山市海洋管理信息系统”、“江苏海岛资源信

息系统”(http :/ / www. nmdis. gov. cn) 、“海南省海洋

信息系统”[12 ]及海南岛海洋资源与环境管理信息系

统[13 ]等基本都属于这种类型。

不足之处在于此类系统大部分都停留在基本

数据库阶段 ,数据分析处理能力较弱 ,缺乏直接为

管理服务的数据处理功能 ,对辅助决策的支持不灵

活 ;在我国 ,同时还存在信息共享程度弱的问题 ;大

部分信息系统基本分别属于不同地区和部门 ,共享

受各种因素限制 ,共享困难又进一步阻碍了海洋管

理信息系统数据源的相互补给。

1. 2. 2 　办公自动化型

有人认为 ,办公室内的主要工作是信息处理 ,可

以归纳为是产生数字和字符、存储和处理信息、数字

和字符的通信等[14]。办公自动化系统针对此特点 ,使

许多办公室的工作以电子方式完成 ,包括电子文件、

电子日历及远程会议等功能[15]。办公自动化型海洋

管理信息系统则具备相应的专题管理软件 (类似于事

务处理系统) ,根据具体的管理流程提供一定范围的

专题信息 ,通过人机交互界面完成管理工作 ;如我国

“海域管理信息系统”,主要包括海洋功能区划、海域

使用登记、审批、海域使用证颁发及海域使用金征收

等 ,都体现了日常的业务管理 (http :/ / www. coi. gov.

cn/ ) 。除此之外 ,“海洋功能区划管理信息系统”
(http :/ / www. coi. gov. cn/ )和“厦门市海洋功能区划

管理信息系统”等都属于这种类型。但在我国开发的

此类系统中 ,大多数都存在信息支持不足 ,数据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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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及共享程度低的问题。

1. 2. 3 　决策支持型

决策支持系统能及时搜集和提供与决策相关的

数据及各项活动的反馈信息 ,并采用合适的方法生

成与决策问题有关的模型、方法等 ,以合适的方法存

储与决策问题有关的模型、方法、知识、图形图象、文

本、超文本等 ,并对模型、方法、知识等根据决策的变

化而进行方便的增加、删除和修改 ,通信传输能力可

靠 ,要求数据源的数据范围大、数量少、精度低[7 ] 。

由于建设难度大 ,决策支持型海洋管理信息系统

发展比较缓慢 ,成功实践的较少。目前的研究及初步

实践表明 ,决策支持型海洋管理信息系统是数据、模

型和友好交互界面的结合体 ,能满足决策者对数据和

分析能力的需求[16] ;可根据一系列标准 ,具有对备选

方案进行多准则分析的能力 ,可代替诸如“费效分析

法”和“费用2效果分析法”等传统的经济评价法[17] ;通

过加强对自然和经济 - 社会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认

识提高决策水平 ,解决海岸带综合管理中多重决策

者、多重问题及多学科交叉等问题[18]。其最终目标就

是能为那些目标含糊不清 ,多个目标相互冲突 ,方案

的比较和选择没有固定规则或程序可循 ,所需信息不

全或比较模糊的半结构化决策问题提供比较深入和

精确的信息 ,从而提高决策的效果。荷兰海岸带管理

信息系统相对比较接近决策支持系统。目前拥有与

水有关的数据管理系统、北海管理系统、海岸网络及

海岸带模型等海岸带综合管理数据库系统 ,包括了海

岸带所有需要的信息。依据这些信息可完成“北海质

量状况报告”,可确定海洋和海洋环境变化 ,并备随

时查询和使用 ;还可让海岸带管理部门及时了解海

上渔业、海洋环境污染及海岸线变化等方面的专门

资料 ,在生物资源、海岸线变化、环境现状、大陆架开

发活动、航运、防灾等领域为用户服务 ,并为用户确

定“最佳管理对策”[9 ] 。

总体上 ,国际上比较重视海洋数据库的建立 ,在

实施具体的管理项目的同时 ,建立起相应的数据库 ,

进而发展为相关部门的海洋管理信息系统 ;不但实

现了数据的管理 ,而且将其转化为管理可用的资源

之一 ,同时完善的不断更新的数据库也是将来系统

向决策支持能力更强、更灵活的决策支持型海洋管

理信息系统扩展最重要的基础。我国通过部分海洋

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 ,在海洋资源与环境管理信息

服务技术方面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提高了区域性海

洋资源和环境的管理与信息服务能力 ,为解决海域

使用冲突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仅仅是初步的 ,

已有的信息和管理系统都较不完善 ,大型综合性的

国家级、省部级及地 (市)级海岸带应用信息系统的

建设发展滞后 ,至今也没有形成全国性的海岸带资

源环境信息系统以及一体化的网络运行环境。信息

源不足、信息共享困难、系统难以业务化运行是我国

海洋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普遍存在的问题。而数据源

在信息系统中扮演非常重要的基础作用 ,是信息的

输入源和产生地 ;数据共享则是充实数据源的重要

手段 ,业务化运行则产生实际、长期的管理功效并增

加数据、经验的积累。因此在今后的建设中我们必

须重视这三个因素的协调发展与完善。

2 　应用实例

台湾海峡及其毗邻海域是我国海上交通的重

要通道 ,是重要陆架渔场的所在地 ,海峡两岸经济

发达。由于海峡两岸资源开发和城市化速度加快 ,

海洋环境压力加大 ,资源利用冲突也日趋严重。强

化海洋环境监测和信息服务能力 ,提高防灾减灾能

力 ,提升海洋管理整体水平 ,已经成为保护海洋生

态环境质量 ,可持续地利用海洋资源 ,发展海洋经

济的重要基础。2002 年 3 月 13 日 ,福建省人民政

府向国家科技部申请在福建省建立“台湾海峡及毗

邻海域海洋动力环境实时立体监测系统”项目示范

区。2002 年 5 月 8 日 ,国家科学技术部复函 (国科

函农社字 [ 2002 ]42 号) 明确 ,将“台湾海峡及毗邻

海域海洋动力环境实时立体监测系统”列为国家

“十五”863 计划资源环境领域重大专项 ,同意在福

建省建立该项目示范区。福建省将此纳入“数字福

建”范畴 ,并配套资金建立面向海洋与渔业综合管

理和海洋灾害预警、预报的台湾海峡海洋资源与环

境动态实时监测系统 ;通过数据的实时或准实时传

输与集成 ,建立多界面的空间信息系统 ,最终形成

一个实用的海洋资源与环境管理信息服务系统。

目前该项目实施方案已通过评审。

借鉴国内外海洋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经验 ,福

建省海洋资源与环境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将以决

策支持型管理信息系统为远景目标 ,立足于现实 ,

争取突破“数据源严重不足、数据共享程度弱以及

难以业务化运行”等在国内海洋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建立起拥有较完善数据库的数

据库型海洋管理信息系统 ,在此基础上结合先进的

模型库、方法库以及知识库最终可将其扩展为决策

支持型海洋管理信息系统。

福建省海洋资源与环境管理信息系统数据源

由实时数据库、延时数据库、基础数据库组成的数

据库系统支持。数据包括立体监测网 (包括覆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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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海峡及其毗邻海域的岸基/ 台站、地波雷达、潜标

浮标、卫星遥感及海船基等 5 个监测系统) 提供的

多尺度的实时或准实时的海洋动力及生态环境数

据 (实时数据库) 、台湾海峡及其毗邻海域近 20 年

的环境历史资料 (具体包括海面气象资料、温盐资

料、海流资料、台站资料)及处理后的实时监测数据
(延时数据库) 、海岸带与海域电子地图、海岸线与

海岸防护基础数据及各主要涉海部门的相关开发

活动、管理措施及相应的经济信息等 (基础数据

库) 。事实上 ,在完善数据源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

推进了数据共享机制的形成。上述基础数据库中

就包括了通过“数字福建”政务网、福建省海洋与渔

业局海洋环境保护监督管理网和国家海洋预报业

务网等渠道共享的主要涉海部门的相关数据 ;而针

对国家海洋业务部门 (如水利部、气象局、海洋测绘

部门和防汛部门等)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的相关

业务部门、其他各级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和普通的

Internet 用户的不同需求 ,该系统从海洋动力和海

洋环境两个专题领域提供基本信息服务。

示范期后 ,该系统将依托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

新成立的海洋环境与渔业资源监测中心进入业务

化运行。在提供各级标准信息产品的基础上 ,结合

省海洋与渔业局具体管理工作的需求 ,经过专业应

用系统的深层次开发 ,实现辅助业务部门进行自动

化办公和科学决策的功能 ,其中包括海洋专题数据

库管理、海洋动力环境监测信息动态空间显示、四

级信息产品服务 (包括实时实报产品、统计分析产

品、网格化统计和数值分析产品及风暴潮预报产品

等) 、业务服务、海流及风暴潮专业模型与决策支持

系统预警预报服务等。省海洋环境与渔业资源监

测中心通过部分有偿信息服务及省局调拨的系统

维护专项经费 ,实现业务化运行。

3 　展 　望

实践告诉我们 ,信息系统已发展成海洋管理必

备的一种辅助决策工具 ,对提高海洋决策的科学性

与合理性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随着科

技的发展 ,在数据库和办公自动化逐步完善的基础

上 ,开发决策支持型海洋管理信息系统 ,辅助解决

半结构化管理问题 ,为管理者确定最佳管理对策 ,

无疑是海洋管理信息系统将来的必然趋势。紧跟

世界前沿 ,我国必须首先建立起具有充足数据源的

不同层次 (包括公众) 共享的业务化运行的海洋管

理信息系统 ,为决策支持型海洋管理信息系统的建

设奠定基础。这是今后我国建设海洋管理信息系
统的首要任务 ,也是我国海洋管理走向现代化的必

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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