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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加快海洋防灾减灾信息共享,有力支撑海洋防灾减灾决策,文章概述我国海洋防灾减灾信

息共享现状,分析存在的体制机制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海洋防灾减灾工作

的信息支撑主要包括海洋和气象观测监测信息、海洋预报信息、海洋防灾减灾对象及其主体信息

以及救灾措施和政策法规信息,通过全国海洋科学数据共享平台等实现信息共享;针对目前海洋

防灾减灾信息共享在组织领导机构、统筹规划协调、标准规范和技术支撑、服务意识以及专业人才

等体制机制方面存在的不足,亟须组建信息管理机构、构建标准规范体系、开发信息共享平台、提

高共享服务意识、培养专业技术队伍和实施考核激励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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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speeduptheinformationsharingofmarinedisasterpreventionandmitiga-

tion,andtosupportthedecision-makingofmarinedisasterpreventionandmitigationeffectively,

thispaperoutlinedthestatusofinformationsharingofmarinedisasterpreventionandmitigation

inChina,analyzedtheexistinginstitutionalmechanisms,andproposedcountermeasures.There-

searchresultsshowthatmarinedisasterpreventionandreductionworkinChinarequiresthesup-

portofinformationincludesmarine meteorologicalobservationand monitoringinformation,

marineforecastinformation,marinedisasterpreventionandmitigationobjectsandtheirmainin-

formation,disasterreliefmeasuresandpolicyregulations,whichcanbeachievedbyNationalMa-

rineScienceDataSharingPlatformetc.Inviewoftheshortcomingsofthecurrentmarinedisaster



第10期 龚茂珣,等:海洋防灾减灾信息共享的现状、问题和对策 9    

preventionandmitigationinformationsharingintheorganizationalleadership,overallplanning
andcoordination,standardizationandtechnicalsupport,serviceawarenessandprofessional

talents,itisnecessarytotakethefollowingmeasuresonsettingupaninformationmanagement

organization,buildingastandardsystem,developinginformationsharingplatforms,raisingaware-

nessofsharedservices,cultivatingprofessionaltechnicalteamsandimplementingassessmentand

incentivemethods.

Keywords:Disasterpreventionandmitigation,Informationmanagement,Sharingplatform,Data

product,Institutionalmechanisms

0 引言

我国海域辽阔、海岸线漫长、海岛众多,海洋灾

害多样、频发且造成损失巨大,海洋防灾减灾工作

不仅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体系的重要组成[1],而且

是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和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的重要保障。2018年各类海洋灾害给我国

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47.77亿元,海洋防灾减

灾形势依然严峻[2]。

目前我国海洋防灾减灾工作的信息支撑主要

包括海洋和气象观测监测信息、海洋预报信息、海
洋防灾减灾对象及其主体信息以及救灾措施和政

策法规信息,这些信息分散在自然资源、气象、交通

运输、水利、民政、农业农村等部门以及企业和科研

院所等机构。由于缺少常态化的信息共享体制机

制,只能在海洋灾害发生后临时组织和讨论相关信

息的共享,不仅影响救援的时效性,而且无法实现

灾害预警。针对数据管理分散、标准各异和融合低

效等导致的海洋防灾减灾信息共享不畅问题,亟须

建立海洋防灾减灾信息共享体制机制,有力支撑海

洋防灾减灾工作。

1 海洋防灾减灾信息及其共享

1.1 海洋防灾减灾信息

在我国海洋防灾减灾工作的众多信息支撑中,

目前业务化运行较好且时效性最强的是海洋观测

监测信息。截至2018年年底,自然资源部拥有由

124个海洋站、30个浮标(21个10m 浮标和9个

3m浮标)和59艘志愿船(23艘远洋船和36艘近海

船)等构成的海洋观测监测体系,已初步具备我国

近海海洋立体观测监测能力,并建成海洋实时观测

监测信息管理平台。

截至2018年年底,中国气象局 在 我 国 沿 海

11省(自治区、直辖市)建有701个国家气象站,此外

拥有约5000个高空探测综合站、约45个海洋浮标和

海况站、约3000条测报船以及多种气象卫星资料。

我国已初步建成全球性海洋预报业务体系,覆
盖我国近海以及全球各大洋和极地,海洋预报产品

覆盖我国近海超过1430个渔区。近年来,海洋数

值预报业务逐步开展,其中我国近海和全球海洋数

值预报产品的分辨率分别可达5km和25km,预报

时效为5d,海啸预警时效由地震发生后30min大

幅缩短至15min以内[3]。
原国家海洋局已对海洋防灾减灾对象及其主

体编制完成一系列技术规程和导则,为在全国沿海

地区全面开展海洋灾害风险防范和治理奠定基础;

截至2018年年初,已完成259个岸段的新一轮警戒

潮位核定,为各级政府的海洋防灾减灾决策提供重

要依据。原农业部于2016年1月1日起全面启用

全国渔船动态管理系统,实现对约28.14万艘渔船

(包括内陆渔船、近海渔船和远洋渔船)的实时监

控,监控内容包括渔船的位置、速度、航向和航时

等。交通运输部掌握沿海港口码头的实时动态、防
灾抗灾、进出港航线、运输船舶、应急处置和危险货

物申报等信息。

在救灾措施和政策法规方面,原国家海洋局贯

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

制机制改革的意见》,针对海洋防灾减灾工作中的

主要问题,提出健全体制机制等主要措施,如推进

海洋灾害防御立法和制修订《海洋观测预报管理条

例》配套制度等。

1.2 海洋防灾减灾信息共享

全国海洋科学数据共享平台由国家海洋信息



10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19年 

中心建设和运行,数据产品包括海洋水文、海洋气

象、海洋生物、海洋化学、海洋地球物理、海底地形、

实况分析和再分析等类型。全国综合气象信息共

享系统由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建设和运行,数据产品

包括地面、高空、海洋、辐射、农业、生态、大气、灾

害、雷达、卫星、科学试验和实验等气象服务。中国

海事局的AIS信息服务平台以电子海图为基础,可

查看我国沿海和沿江船位和船舶的实时信息。原

农业部的全国渔船动态管理系统包括渔船档案管

理、渔船实时监测、渔船救助报警、越界捕捞报警、

渔船救助指挥、渔船视频监控、船员信息管理和海

洋灾害预警等功能。

近年来,在海洋大数据和“智慧海洋”等项目的

推动下,国家和地方各部门积极推进海洋信息共

享,逐渐打破海洋信息“孤岛”。例如:2019年自然

资源部海洋预警监测司与中国气象局预报与网络

司签署资料共享协议,明确双方共享的资料类型、

要素种类、时空范围和观测频次,涵盖国内外海洋

和气象观测数据、卫星产品、再分析产品和预警报

产品,最小观测频率达分钟级,月共享数据量达TB
级;2018年山东省启动智慧海洋大数据共享支撑平

台建设,基于该平台将适时启动海洋大数据标准制

定工作,并推出覆盖山东省海洋环境监测、预报减

灾、水文气象、海洋渔业、远洋运输和海上安全等领

域的大数据产品。

2 海洋防灾减灾信息共享存在的问题

海洋防灾减灾信息共享涉及多领域、多部门和

多专业的数据获取、交互融合、分布管理和协同应

用等,我国海洋防灾减灾信息共享在体制机制方面

均有明显不足。

2.1 组织领导机构不足

根据我国现有体制,自然资源部承担海洋灾害

监测预警职责,但海洋防灾减灾信息管理存在环节

独立、数据分散和重复建设等现象,由于缺乏强有

力的组织领导机构,信息共享十分困难。国家和地

方均存在不同部门管辖下的海洋防灾减灾数据生

产单位,以海洋观测数据为例,其生产单位包括自

然资源部直属单位、中国气象局直属单位、部分沿

海省(自治区、直辖市)海洋渔业机构、军队、高校和

科研院所等,管理职能的交叉和重复导致数据资源

大量浪费。

此外,跨部门和跨系统的海洋防灾减灾数据较

分散,数据使用的统一性和协调性较差,不同部门

和系统都建立相对独立的数据获取、传输和应用网

络,而缺乏有效的交互融合,亟须由专门的组织领

导机构推进信息共享工作[4]。

2.2 统筹规划协调不足

我国海洋观测监测的基础设施分散在不同部

门,当海洋灾害发生时,各部门在同一时间各自获

取相关数据,而缺少面向整体需求的统筹规划协

调,导致任务冗余和资源浪费。此外,应急获取的

站位、浮标和遥感等数据在时空维度上均不完备,

无法实现对灾区和灾情的全覆盖。

我国正在开展大规模的海洋数据获取能力建

设,已建成全国海洋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全国综合

气象信息共享系统、AIS信息服务平台和全国渔船

动态管理系统等多个大型数据库,但各数据库存在

资源无法共享和重复建设严重等问题,导致有限资

源被大量闲置,数据得不到充分利用。因此,当海

洋灾害发生时,缺少全面、综合、高水平和具有针对

性的专题信息共享产品。

2.3 标准规范和技术支撑不足

标准规范是信息共享的“软环境”。在我国基

础类数据标准规范中,目前仅有“地球数据交换格

式”成为国家标准[5],但仍缺少相应技术支撑,尚未

被普及应用。我国海洋防灾减灾领域尚无数据标

准规范,导致相关数据的集成难度大大增加。

技术支撑是信息共享的前提。由于缺乏相关

技术支撑,我国尚无跨部门和跨层级的海洋防灾减

灾信息共享平台,尤其是军民信息共享平台。

2.4 服务意识不足

一些部门将数据作为盈利资源,加上不同部门

对数据安全等级的界定不同,导致部门海洋防灾减

灾信息共享服务意识较低,严重阻碍海洋防灾减灾

综合应急指挥能力的提升。

2.5 专业人才不足

海洋防灾减灾信息共享服务人才应具备较高

的计算机技术水平和较丰富的相关专业知识,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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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型高端人才。目前我国相关领域的专业人才

缺少良好的晋升通道和福利保障,加上近年来互联

网公司对相关人才的吸引力较高,导致人才流失严

重和引进困难。

3 对策建议

3.1 组建信息管理机构

将海洋防灾减灾信息共享上升到国家层面统

筹,组建统一的信息管理机构,打破纵向层层审批

和横向条块分割的信息“孤岛”[6],从数据生产初期

即最大限度地保障质量和标准,避免因部门内部和

部门之间的利益难以协调而导致信息共享困难。

切实有效建立海洋防灾减灾信息共享的法制

基础,由信息管理机构承担保障数据安全的法律责

任,明确信息共享的组织体系、职责分工和保障措

施,使我国海洋防灾减灾信息共享有法可依。

3.2 构建标准规范体系

以海洋防灾减灾需求为导向,构建科学的标准

规范体系,按照积极探索、持续改进、循序渐进和不

断完善的原则,全面和深入推进海洋防灾减灾信息

共享标准规范体系建设工作,建立完善的数据交

换、数据处理、数据质控、产品制作、数据库建设、应

用系统和服务接口调用等系列标准规范,逐步形成

综合、完整、协调和配套的海洋防灾减灾信息共享

标准规范体系。

为加快推进海洋防灾减灾信息共享工作,亟须

制定详尽的海洋防灾减灾信息共享清单,主要包括

标识符、元数据、学科分类、主题分类、关键词、描

述、时间、格式和数据简介等内容。

3.3 开发信息共享平台

建立国家级海洋防灾减灾信息共享平台,打通

海洋防灾减灾信息资源“大动脉”,实现海洋防灾减

灾信息的海量存储、产品制作、高速交换、在线分

析、及时发布和用户访问等。基于相关单位的网络

状况和数据传输流程,提高信息共享的效率和质

量,明确运维职责,满足海洋防灾减灾信息实时共

享的需求。

加强海洋防灾减灾信息共享关键技术研究,加

快以云计算和大数据[7]等为代表的新信息技术与社

会各领域的深度融合和应用,为海洋防灾减灾信息

共享平台建设提供便利和储备技术。充分利用分

析挖掘、全文检索和在线制图等技术,提供基于海

洋防灾减灾大数据的精细化目录、产品和定制服务。

3.4 提高共享服务意识

加大对海洋防灾减灾信息共享平台建设的宣

传力度,充分发挥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体的作用,通

过各种形式促进更多相关单位提高共享服务意识

和参与信息共享。

3.5 培养专业技术队伍

联合相关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人才培养基地,

健全业务培训体系,定期选派人员到国内外相关机

构交流学习。加大资金投入,创新育才机制,建设

适应新时代要求的高素质的海洋防灾减灾信息共

享技术队伍。

3.6 实施考核激励办法

对相关单位实施海洋防灾减灾信息共享考核

激励办法,考核内容包括组织管理、基础保障和具

体措施等,根据考核结果对相关单位进行表彰和奖

励,提高单位信息共享的积极性。

4 结语

信息共享是海洋防灾减灾工作的基础和关键

环节,近年来我国在海洋防灾减灾数据获取方面大

力投入,但信息共享不畅,导致信息应用效率较低。

应从体制机制入手,加快海洋防灾减灾信息共享,

为海洋防灾减灾决策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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