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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

基于 “互联网＋” 技术的海事信息化
“十三五” 建设规划

陈永剑ꎬ 周敬祥ꎬ 王超亮

(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０７)

摘要: 利用 “互联网＋” 的理念ꎬ 从国家要求、 公众诉求、 自身发展的视角出发ꎬ 分析海事信息化面临的形势及需求ꎬ

提出了海事信息化 “十三五” 期间基于 “互联网＋” 技术的发展目标ꎬ 以及落实目标的 ７ 项主要任务建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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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 是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

会各领域深度融合ꎬ 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

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ꎮ 在全

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ꎬ 互联网与各领

域的融合发展具有广阔前景和无限潜力ꎬ 已成为

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１ ꎮ 为推动移动互联网＋等先

进技术应用ꎬ 国务院发布了 «积极推进 “互联网＋”
行动的指导意见»、 «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
等重要文件ꎮ 按照国家的相关要求ꎬ «交通运输信

息化“十三五”发展规划»中也明确提出推进交通运

输 “互联网＋” 重点行动ꎬ 实施 “互联网＋便捷交

通、 高效物流” 等工程ꎬ 全面提升交通运行效率

和服务水平 ２ ꎮ
“十二五” 时期ꎬ 海事系统围绕国家简政放

权、 建设服务型政务的总体要求ꎬ 结合辖区水上

安全形势和海事监管模式改革的发展要求ꎬ 形成

了部局、 直属局两级信息化建设合力ꎬ 提高海事

业务管理效能、 提升了公众服务水平ꎮ 当前ꎬ 海

事信息化即将迈入全面联网、 业务协同、 智能应

用的新阶段 ３ ꎬ “连接一切、 跨界融合” 将催生海

事管理的新模式、 新业态ꎮ 为紧跟 “互联网＋” 时

代发展趋势ꎬ 响应国家和交通运输部的相关要求ꎬ
进一步提升海事系统的管理及服务水平ꎬ 提出了

海事系统未来 ５ 年的发展需求、 建设目标和行动

计划建议ꎮ

１　 形势要求

“十三五” 时期ꎬ 国家将进一步深化改革、 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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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放权、 建设服务型政府ꎬ 同时全球信息技术革

命持续迅猛发展ꎬ “互联网＋” 和大数据上升为国

家战略ꎮ 互联网成为海事的重要基础设施ꎬ 智慧

化成为海事的显著特征ꎬ 对海事管理体系和服务

模式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ꎬ 海事信息化发展

面临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ꎬ 也对海事信息化发展

提出了新要求ꎮ

１) 落实简政放权ꎬ 推进监管模式改革ꎬ 需加

强事中和事后监管ꎮ

在大力推行简政放权、 取消行政审批事项以

后ꎬ 更需要加强船舶、 船员等海事管理对象的事

中和事后监管ꎮ 需充分利用 “互联网＋” 技术ꎬ 做

实信息采集ꎬ 加强动态监控ꎬ 形成管理对象的一

体化信息链ꎬ 实现 “权力下放、 信息上浮、 平台

上提、 服务下沉”ꎬ 为实现简政放权、 放管结合、

优化服务奠定基础ꎮ

２) 建设服务型政府ꎬ 提高海事服务水平ꎬ 需

提升海事服务能级ꎮ

海事系统依托自身资源ꎬ 建立了船员、 船载

客货及危险品申报等电子政务服务系统ꎬ 提高了

对外服务水平ꎮ 但总体上来说ꎬ 存在服务渠道少、

服务内容少、 服务环节少等 “三少” 问题ꎬ 需要

进一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供基于互联网、 手机、

微信、 短信等多种服务方式ꎬ 丰富业务办理过程

中各环节的内容ꎬ 使管理对象能够便捷、 及时、

快速地获取丰富的服务信息ꎮ

３) 科学指挥、 优化执法资源配置ꎬ 需提高综

合指挥调度能力ꎮ

综合执法调度指挥是海事最为基础的工作ꎬ

建立决策、 指挥、 协调、 执行、 保障、 考核相协

调的工作机制ꎬ 建立与海事现代化管理相适应的

工作流程ꎬ 实现扁平化运转、 执法业务分类分级

管理等是海事现代化的必然要求ꎮ 利用 “互联网

＋” 等技术ꎬ 基于电子海图平台ꎬ 整合船舶、 船

员、 危防等各类海事业务信息打造船舶动态监控

平台ꎬ 实现现场的综合监控、 综合调度ꎬ 并提高

执法的针对性、 有效性ꎬ 支撑构建多层级协同与

区域协同机制ꎮ

４) 提高内部管理效能ꎬ 提高内部管理扁平

化、 精细化水平ꎮ

通过互联网＋技术ꎬ 在横向上ꎬ 实现各类信息

在各业务部门之间交换与共享ꎬ 促进了各部门、

各分支机构间业务协同ꎮ 在纵向上ꎬ 实现部局、

省局、 分支局、 海事局信息的上传下达和政令的

畅通ꎬ 实现内部管理扁平、 高效ꎮ 提高了管理的

效益ꎬ 简化管理的环节ꎬ 降低层次ꎬ 节约时间和

精力ꎬ 实现管理的事前、 事中和事后控制ꎬ 从而

降低成本ꎬ 提高管理效益ꎮ

５) 综合分析、 精准决策ꎬ 需要提升大数据统

计分析能力ꎮ

当前统计分析基本都局限在业务处理层ꎬ 以

提供固定报表的功能为主ꎮ 管理、 决策者只能获

取有限的静态业务信息ꎬ 信息之间相互独立ꎬ 缺

乏有效关联ꎮ 在大数据时代ꎬ 面对大量信息ꎬ 静

态的呈现已远不能满足政府决策的需求ꎬ 需要践

行大数据战略ꎬ 分析海量数据ꎬ 深度挖掘流量与

数据价值ꎬ 使决策更全面、 更准确ꎮ

２　 “十三五” 期发展目标

推动互联网创新成果与海事工作深度融合ꎬ

提升科技创新对海事发展的支撑作用ꎬ 实现信息

技术资源有效整合ꎬ 促进海事监管进一步提质增

效、 应急处置进一步科学高效、 政务服务进一步

便捷公开、 信息服务进一步规范透明ꎬ 到 ２０２０ 年ꎬ

形成线上线下融合、 前台后台贯通、 统一规范高

效的海事管理新局面ꎬ 为海事管理现代化奠定坚

实基础ꎮ

具体目标为:

１) 在数据服务能力方面ꎬ 以任务、 流程驱动

的方式ꎬ 实现管理对象之间的有效关联和船舶安

全营运责任各环节联动ꎬ 加强资质、 证书的唯一

性、 准确性ꎬ 建成权威、 准确的海事管理对象的

基本数据库ꎬ 为海事综合执法和优质服务提供信

息保障ꎮ 依托海事数据资源ꎬ 开展海事大数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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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ꎬ 实现科学决策、 精准决策ꎮ

２) 在海事监管方面ꎬ 以船舶为管理核心目

标ꎬ 整合 ＶＴＳ、 ＡＩＳ、 ＣＣＴＶ 等技术手段ꎬ 实现船

舶无缝覆盖ꎬ 全方位监控ꎮ 实现船舶从预抵港、

进港、 在港、 出港、 规费征收、 执法办案等每个

环节的业务活动的联动、 高度协同及网格化闭环

管理ꎬ 并重点争取通过船舶不停航签证、 智能化

安全检查等措施ꎬ 提高现场执法效率及水平ꎮ

３) 在应急指挥方面ꎬ 充分依托海事部门、 海

洋与渔业部门、 气象部门的数据信息资源和已建

应用信息系统ꎬ 有效整合船舶、 船员、 水文、 气

象、 通航水域、 ＶＴＳ、 ＡＩＳ、 ＣＣＴＶ、 ＧＰＳ 等船舶动

态定位监管系统数据信息ꎬ 建设基于 ＧＩＳ 平台的

可视化的海上应急指挥显示平台及应急指挥语音

调度系统ꎬ 建成响应及时、 查得准、 看得见、 叫

得通、 控得住ꎬ 反应迅速、 高效、 协同、 一体化

的应急搜救指挥系统ꎮ

４) 在综合管理方面ꎬ 以目标管理为核心管理

思想、 以质量管理体系为规范、 以统一沟通平台

为支撑手段ꎬ 以效能监察为监督平台ꎬ 规范行政

权力、 改善行政管理、 提高行政效能、 保证政令

畅通ꎮ

５) 在对外服务方面ꎬ 继续深化行政许可审批

无纸化建设工作ꎬ 优化业务流程和完善业务系统ꎬ

持续完善内网、 外网门户网站ꎬ 打造人民满意的

海事政府网站ꎻ 结合省电子口岸建设规划ꎬ 建设

海事口岸管理电子服务综合系统ꎮ

３　 规划任务

紧扣互联网发展特点ꎬ 挖掘互联网与海事中

心工作融合发展潜力ꎬ 总结各地互联网应用探索

经验ꎬ 吸纳各方面的创意创新ꎬ 重点推进 “互联

网＋” ７ 项行动ꎮ

１) 互联网＋综合指挥ꎮ

创新海事执法和政务服务模式ꎬ 建立集约智

能、 反应灵敏、 运转协调、 海陆一体的海事管理

现代化指挥体系ꎻ 建成全面覆盖、 保障有力、 开

放共享、 人性智能的现代化海事综合指挥管理与

服务体系ꎮ

２) 互联网＋政务服务ꎮ

全面提升政务电子化比例ꎬ 逐步推行 “线上

审批”ꎬ 逐步实现受理业务向电子政务平台的集

中ꎬ 推进 “网上政务大厅” 的应用ꎬ 强化政务信

息和数据资源的共享和公开ꎬ 提高政务服务效率ꎮ

３) 互联网＋平安船舶ꎮ

加强基层海事处的网格化管理ꎬ 通过实施科

学选船和电子巡航ꎬ 提高现场检查的针对性和实

效性ꎬ 同时依托综合指挥系统ꎬ 强化海事处对监

管信息的掌控和处置能力ꎻ 通过应用任务流转系

统ꎬ 实现对现场监管执法人员的有效调动ꎬ 落实

上级指挥中心的监管任务和船舶安全检查任务ꎬ

提高任务执行效率ꎻ 提高现场执法人员的移动执

法能力ꎬ 同时将船舶缺陷、 滞留及收费等情况通

过综合指挥系统反馈指挥中心ꎬ 形成监管的

闭环ꎮ

４) 互联网＋船员服务ꎮ

加强船员管理业务顶层设计ꎬ 实现船员管理

与海事管理、 行业管理深度融合ꎬ 对内协同管理、

对外综合服务能力水平进一步提升ꎬ 使监管更加

严格规范、 服务更加便民利民ꎬ 支撑船员管理由

粗放型管理向集约型管理的转变ꎬ 由考试发证导

向向市场导向转变ꎬ 由门槛管理向战略管理转变ꎮ

５) 互联网＋诚信管理ꎮ

推进以诚信管理为核心的综合质量管理ꎬ 建

立核心管理对象的信用评价机制ꎬ 加强监督管理

与诚信管理的联动ꎬ 提高执法的针对性和有效性ꎮ

６) 互联网＋规费征稽ꎮ

对外实现义务缴费人网络备案、 信息申报、

网上支付等功能ꎬ 为缴费人提供便利的非现场服

务ꎻ 对内实现用户统一管理、 备案信息管理等功

能ꎬ 整合信息系统资源ꎬ 实现统一管理、 协同共享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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