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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海洋高新技术和新兴产业发展》

内容概要

《我国海洋高新技术和新兴产业发展战略研究》详细分析我国海洋高技术和新兴产业竞争力发展的现
状以及与国际发达国家海洋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存在的差距；运用SWOT分析法，通过我国海洋高技
术和新兴产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分析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分析，找出我国海洋高技术和新兴产业在发展
中面临的困难和发展机遇；构建海洋高新技术和新兴产业竞争力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运用模糊数学
理论对我国进行了评价；以我国海洋高技术和新兴产业相关产业时间序数列数据，运用灰色系统法和
成长曲线法，预测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产值目标，提出我国海洋高技术和新兴产业2010—2020年、2050
年的发展战略目标；指出了我国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战略重点；最后从制定并完善政策法规建设
，加强海洋高新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加强海洋高技术研发人才队伍的建设，加强海洋开发经费投入，
加强海洋开发对外交流与合作，强化海洋高技术成果产业化示范基地建设以及建立产业标准化体系等
方面提出了促进我国海洋高技术和新兴产业发展的战略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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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国家专项的支持下，这些目标已在一些应用领域逐步得到了落实和实现，取得了
长足的进步，并为后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海洋信息管理技术 整合建立了海洋基础资料数据库和
专题数据库，主要包括我国海洋基础数据库、海洋环境监测数据库、海洋温盐资料数据库、海面气象
资料数据库、Ar90浮标数据库、表层流数据库、海洋经济数据库、海洋资源数据库、重点数据库，以
及1：1 000 000和1：500 000海洋基础地理数据库等一批专题库和综合数据库。 海洋基础数据库群，内
容包括系列比例尺海洋基础地理数据、海洋动力环境数据、底质环境数据、生态环境数据、海洋经济
数据和海洋资源数据等。建立了海洋专题数据库，内容包括海域使用管理、海洋环境保护管理、海洋
行政执法、海洋权益维护、海域勘界、海岛海岸带、海洋科技等；建立了海洋档案、文献、情报、法
规全文信息库，并着手开发建设海洋数据仓库。 2）海洋信息系统开发技术 海洋综合与专题信息系统
建设已初具规模，海洋信息业务系统建设不断完善。建立了专题信息系统和海洋信息管理与服务综合
信息系统，内容包括海域使用管理信息系统、海洋功能区划信息系统、海洋划界信息系统、海洋环境
保护管理信息系统、海洋执法监察信息管理系统、大洋矿产资源信息管理系统等。 3）海洋信息网络
技术 基本完善了中国海洋信息网，陆续建立了中国Argo资料中心网站、渤海环境管理网站、极地考察
网站、海洋信息共享网站、中国海洋经济信息网等15个专题网站。内网主干线路的数据传输速度达到
千兆，内外网络具备了千兆数据交换能力。 4）“数字海洋”技术 数字海洋涵盖了三个层次：立体、
实时和持续的数据采集，信息网格集成，知识综合应用。数字海洋将分布式的立体观测终端、分布式
的数据库体系、分布式的各级终端计算，通过网格技术协同数据采集、集成信息处理、统一运行计算
，使网络上的所有资源合力工作，从而完成传统方式无法完成的海洋活动中的各种复杂计算，建立功
能强大的各种应用与决策模型，实现对海洋的深入和准确认识，支持对海洋的可持续利用和管理决策
。数字海洋把遥感技术、传感技术、机器人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和网络技术与可持续发展等海洋需求
联系在一起，把原始的海量数据变成可理解的信息，为海洋信息化提供一个战略基础框架。 2003年9
月，国务院批准了“我国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专项，并将“我国近海数字海洋信息基础框架构
建”（简称908—03项目）纳入其中。目前开展的“数字海洋”建设主要包括三部分：“数字海洋”信
息基础平台、“数字海洋”原型系统和海洋综合管理信息系统。2006年4月，国内首个“数字海洋”示
范区建设项目在上海启动。“数字海洋”上海示范区覆盖上海沿海海域，重点在长江口和洋山深水港
，监测范围延伸至国家专属经济区外延。

Page 4



《我国海洋高新技术和新兴产业发展》

编辑推荐

《我国海洋高新技术和新兴产业发展战略研究》以产业经济学、战略管理、竞争力理论、灰色系统法
和成长曲线法作为理论基础和研究工具，收集国内外大量信息，借鉴了专家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从
海洋高技术和新兴产业竞争力发展的国内外现状出发，研究国外海洋新兴产业和高技术发展状况和趋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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