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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借助数据分析软件Eviews8.0和Excel数据统计对15年来海洋信息化对我国海洋经

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量化分析,并进一步对信息化手段推动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中长期效果进行

了预测,结果表明海洋信息化对我国海洋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据此,文章提出了进一

步发展我国海洋信息化的政策建议:加强引导,做好统一规划工作;抓好海洋信息化标准建设;进

一步提升海洋信息获取能力,为海洋经济决策、远洋及深海资源开发利用、环境监测与保护等提供

支撑;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加强海洋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海洋信息化的安全环境建

设,保障海洋信息化良好运行等,以期能为实现“海洋强国”国家宏观战略目标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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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tpresent,theresearchonmarineinformatizationmainlyfocusesonthetechnicalas-

pects,butithasnotyetbeencarriedoutfromtheperspectiveofitsanalysisasanimportant

meanstopromotethedevelopmentofmarineeconomy.Inthispaper,withthehelpofdata

analysissoftwareEviews8.0andExceldata,theimpactofmarineinformatizationonthedevelop-

mentofmarineeconomyinthepast15yearswasquantitativelyanalyzedandthemediumand

long-termeffectofinformatizationwerefurtherpredictedtopromotethedevelopmentofma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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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yinChina.Marineinformatizationhasasignificantpositiveimpactonthedevelopmentof

marineeconomy.Thispaperputforwardsomepolicyproposals,suchasstrengtheningguidance,

doingagoodjobintheplanning,improvingtheconstructionofmarineinformatizationstandards,

furtherenhancingthemarineinformationacquisitioncapacityandincreasingR&Dinputinthe

periodof“13thFive-Year”,strengtheningtheconstructionofmarineinformatizationtalentsand

securityenvironment,tofurtherdevelopChinasmarineinformatization,withaviewtoproviding
assistancefortherealizationofthemacro-strategicgoalsof“maritimepower”and“21stCentury
MaritimeSilk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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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timestrength

0 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海洋信息化主要

经历了4个大的阶段,①80年代的起步阶段,其
主要工作是对历史性的海洋调查以及考察数据的

抢救性保存,并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批海洋资料;

②“八五”期间的基础阶段,在数据逐渐完善的基

础上,利用商业化软件进行相关专题数据库的建

设;③“九五”期间的能力建设阶段,以相关专题的

数据库为支撑,建立海洋信息系统及各子系统,实
现了软硬件设备的升级换代;④“十五”期间的应

用开发阶段,我国海洋信息化建设成果开始得到

体现[1-2]。当前,我国海洋信息化取得了长足的进

展,在海洋渔业、海洋油气业、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业、海洋环境监测预报减灾服务业以及海洋科学

研究产业等产业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虽然我国海洋信息化发展已取得了丰硕成果,

但现阶段仍然存在着缺乏顶层体系性设计、信息获

取能力亟待提升、信息缺乏有效共享、业务化应用

水平低及核心技术装备力量薄弱等问题。另一方

面,近年来国内关于海洋信息化的研究越来越多,

但主要集中在海洋信息化技术、标准体系等方面,

而基本没有从其作为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手

段入手分析的研究。基于此,本研究从海洋信息化

对海洋经济发展影响的分析入手,提出发展我国海

洋信息化工作的具体建议,以期从不同视角为推动

我国海洋信息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

1 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通过构建经济学模型,量化分析我国海

洋经济与海洋信息化的关系并对信息化手段推动

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中长期效果进行预测,基于此

对发展我国海洋信息化工作提出具体建议。

考虑海洋信息化和海洋经济的相互关系必然

是在海洋经济的时间发展过程中体现,因此本研究

主要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并借助数据分析工具

Eviews8.0对海洋信息化和海洋经济相互关系进

行分析。首先,对海洋信息化指数和海洋经济指数

进行单 位 根 检 验,若 序 列 是 平 稳 的 则 对 其 进 行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若序列是不平稳的则对海

洋信息化和海洋经济指标进行协整检验。其次,通

过建立海洋信息化对海洋经济的发展二者之间的

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分析,从而定量分析

我国海洋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对海洋经济的影响。

2 研究数据与指标

2.1 海洋信息化测度指标选取

目前,对于海洋信息化测度的研究几乎是空

白,而关于信息化水平测度的研究无论是国外还是

国内都有一些比较成熟的方法。其中国外的研究

主要包括了马克卢普的信息经济核算法、波拉特的

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法以及小松崎清的信息化指

数法。

马克卢普1962年在其发表的《美国的知识生产

与分配》一书中提出了信息经济核算法,即将知识

产业划分为五大类:教育、研究与开发、通信媒介、

信息设备设施、信息服务[3]。这一方法对知识产业

的划分十分明确,但很难通过历史数据得到这些数

据的观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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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拉特的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法,其核心是将各

个国民经济部门中的信息部门逐个识别出来,然后

将它们分为一级和二级信息部门,同时依此建立一

套可以量化的测算体系[4]。这一方法优势在于可以

利用现有的数据对信息化水平进行度量,这样可以

获得更多的历史数据。但其不足在于其信息产业

外延太广,将第二产业中部分部门也包括在内,而

且计算过于复杂,难以经常进行。

小松崎清的信息化指数法具体来说就是从广

播、邮电、电视等信息行业中按照信息流量、信息设

备装备率、主体的通信水平以及信息系数这4个方

面共选出11个指标,并对其进行算数平均计算出信

息化指数[5]。

国内学者关于信息化测度指标方面也提出了

多种方法,如靖继鹏的综合信息产业力度法[6]、修文

群的区域信息化评价法[7]等。上述的各种方法都是

在充分参考了国外3种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

际情况构造指标体系,进而运用统计、计量等方法

计算出信息化水平指标。另外,2001年国家信息产

业部推出了国家信息化指标体系[8],该体系确定了

反映信息化水平的20项指标,并通过加权平均的方

式计算出了国家信息化指数。

综合国内外已有研究来看,虽然不同学者对信

息化测度指标选取的分类不完全相同,但总体看来

可分为设施情况、设施使用情况、产业产值及主体

水平四大部分。因此,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认为

海洋信息化的程度和水平可以通过信息化设施情

况、设施的使用情况、信息化/信息业产业产值及信

息使用主体的水平情况4个方面反映。同时,考虑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指标、海洋统计指标

等相关统计实际中的数据不完善与缺失、无法从已

有数据中剥离等情况,确定我国海洋信息化测度具

体指标如表1所示。

表1 我国海洋信息化测度指标

指标

基础设施水平①

光缆线路长度/km

互联网国际出口带宽/Mbps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万个

海洋科研经费支出/万元

续表

指标

使用情况②

海洋互联网上网人数/万人

海洋互联网普及率/%

海洋卫星遥感接收次数/次

海洋预报服务次数/次

海洋环境观测点个数/个

海洋调查站点个数/个

产业产值
海洋产业占GDP比重/%

海洋电信业务总量③/亿元

主体情况

海洋从业人员所占比重④/%

海洋高校毕业生人数⑤/人

海洋科研从业人员数/人

  注:①由于没有明确的海洋信息化基础设施水平数据与情况统

计,而我国目前海洋科研经费支出中除海洋社会科学外所包含的海洋

自然科学研究、海洋农业科学研究、海洋工程技术研究以及海洋信息

服务和海洋技术服务等均涉及海洋信息化设施设备的购买和投资,同

时海洋科研经费占据了目前我国海洋信息化投入的很大部分,因此本

研究通过海洋科研经费的支出(除海洋社会科学)来间接反映海洋信

息化基础设施水平情况。同时,由于互联网基础设施目前也广泛应用

于海洋信息化领域,因此本研究认为该项相关指标均可作为我国海洋

信息化基础设施水平的反映,无需单独剥离出海洋部分。

②在指标的初步选取中,除此表显示之外,还选取了海洋档案存

档和利用、卫星遥感接收数据量、海洋环境监测数据量以及海洋调查

实际获得数据、发布报告等其他同样通过结果反映海洋信息化设施设

备使用情况的指标,但由于这些指标存在数据缺失严重或在统计口径

上不统一等问题,因此本研究最终选定了表中所示的6个指标。

③目前相关统计中没有单独的海洋信息化/海洋信息业产值数

据,同时也无法从已有数据中剥离,因此本研究采用海洋电信业务

的总量营业收入指标来间接反映海洋信息化/海洋信息业的产值。

④海洋从业人员所占比重间接说明海洋信息使用者总量占社

会总体的比重,以此反映海洋信息化在人口中的普及程度。

⑤由于准确数据难以获得,此处间接反映海洋信息化受众者中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数,以此从受教育层次角度衡量海洋信息化主

体水平。

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结合上述指标体系,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

报》《中国海洋统计年鉴》等公开信息。样本区间为

2001—2015年①,数据频率为年度。由于部分年度

① 目前相关统计(主要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最
近更新只到2015年情况,因此为协调一致本研究采用2001—2015
年数据信息;同时,对于有些项目数据存在个别年限缺失的情况,本
文采用插值法进行数据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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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有缺失情况,因此本研究中运用二次函数拟合

来弥补缺失值。同时,由电信业务总量和海洋生产

总值估算出海洋电信业务总量;由海洋就业人员数

和全国就业人员数计算出海洋从业人员所占比重

以及由此和全国互联网上网人数计算出海洋互联

网上网人数。由于GDP数据统计时没有考虑到通

货膨胀的影响,因此对GDP数据进行了价格调整,

即用GDP数据除以定基消费价格指数进而得到实

际GDP[9]。消费价格指数采用的是以1978年为基

期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由此将名义GDP转换为实

际GDP。

2.3 指数的合成

在进行时间序列模型分析之前,要先计算海洋

信息化指数、海洋经济指数以及海洋信息化资金投

入指数。在指数计算过程中,要先对每一组指数进

行指数化计算,采用公式如下:

Xti=
Mti

M(t-1)i
×100①

其中,Xti 为第t年第i个指标的指数化值;Mti 为第

t年第i个指标的原始数值;M(t-1)i 为第t-1年第i
个指标的原始数值。

2.3.1 海洋信息化指数合成

由于本研究选取了15个海洋信息化指标,在合

成海洋信息化指数之前,先对这15个指标进行指数

化处理,进而合成海洋信息化指数:

Xt=
15

i=1
WiXti

其中,Xt 为第t年的海洋信息化指数;i为计算海洋

信息化指数的指标个数;Xti 为第t年第i个海洋信

息化指标的指数化值;Wi 为第i个海洋信息化指标

的权重值。

鉴于指标数据量较少、部分数据不能直观地反

映海洋信息化水平且一些数据波动异常等原因,本

研究权重的确定采用波动平滑方法②,即利用各信

息化指标的标准差的倒数作为权数,因此对于序列

波动幅度越大的指标取的权重越小。

各指标权重具体数值详见表2。

从图1可以看出自2002年以来我国海洋信息

化指数大都维持在105%~115%,其中由于海洋预

报服务次数、海洋环境观测点个数以及海洋高校毕

业生人数比上年增加较多,使得2009年指数超过

115%,之后近几年的指数趋于稳定,这说明我国海

洋信息化水平近几年呈现出了较稳定的增长态势。

表2 海洋信息化指标权重分配

指标 权重

基础设

施水平

光缆线路长度/km 0.075755

互联网国际出口带宽/Mbps 0.027269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万个 0.019943

海洋科研经费支出/万元 0.021471

使用情况

海洋互联网上网人数/万人 0.026971

海洋互联网普及率/% 0.303084

卫星接收次数/次 0.014917

海洋预报服务次数/次 0.0000606

海洋环境观测点个数/个 0.004619

海洋调查站点个数/个 0.011952

产业产值
海洋产业占GDP比重 0.187477

海洋电信业务总量/亿元 0.02631

主题情况

海洋从业人员所占比重/% 0.227837

海洋高校毕业生人数/人 0.023291

海洋科研从业人员数/人 0.029041

图1 我国海洋信息化指数分布

2.3.2 海洋经济指数计算

本研究选取的海洋经济指标即是海洋生产总

值。对其进行指数化处理主要是计算其增长率,然

后化为指数:

①

②

由于本研究目的是预测时间序列的发展趋势,而环比指数

可以更好地观察数据变化的长期趋势及规律,因此本文的指数化计

算采取的是环比指数,即对比基期随报告期(计算期)的变动而相应

变动的指数。
波动平滑方法(Volatility-SmoothingMethod)是由Eichen-

green等人提出的用以度量权重的方法,该方法中权重的计算采用

标准差的思路,因此不再取决于结构模型且易于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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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t=
Ht

Ht-1
×100

其中,Yi 为第t年海洋经济指数;Hi 为第t年海洋生

产总值;Hi-1 为第t-1年海洋生产总值。

从图2可以看出,自2002年以来我国海洋经济

指数都维持在105%~120%,其中由于海洋生产总

值2002—2003年发展变化较少,使得指数波动较

大,之后便逐步稳定,近几年指数在105%~110%
波动稳定,这说明我国海洋经济发展近几年增长态

势较为稳定。

图2 我国海洋经济指数分布

由图3可以看出,我国海洋生产总值增长趋势稳

定,从2001年的1万亿元一直到2015年的6.5万亿

元,整体呈现了稳定增长的态势。而从图4可以看

出,在2001—2007年期间,海洋经济刚刚开始发展,

海洋生产总值占GDP比重波动较大,其中2003—

2007年海洋生产总值占GDP比重迅速增加,说明

海洋发展速度加快。从2007年开始一直到2015年,

海洋生产总值占GDP比重一直稳定在9.3%左右,

说明我国海洋产业经济发展趋于稳定。

图3 我国海洋生产总值

2.3.3 海洋信息化资金投入指数计算

本研究选取的海洋信息化资金投入指标是以

图4 我国海洋生产总值占GDP比重

海洋科研经费支出来反映的,对其进行指数化处理

主要是计算其增长率,然后化为指数:

Zt=
Kt

Kt-1
×100

其中,Zt 为第t年海洋信息化资金投入指数;Kt 为

第t年海洋科研经费支出;Kt-1 为第t-1年海洋科

研经费支出。

从图5可以看出自2002年以来我国海洋信息

化投 入 指 数 都 维 持 在100%~200%,其 中 由 于

2002—2009年海洋信息化资金投入增加较少,使得

指数波动较大,之后便逐步稳定,近几年指数在

100%~120%之间波动稳定,这说明近几年我国对

海洋信息化的资金投入增长较为稳定。

图5 我国海洋信息化资金投入指数分布

从图6可以看出,自2001年以来,我国海洋信

息化资金投入持续增加,从2001年的5亿元一直到

2015年的300多亿元,说明我国对于海洋信息化资

金投入整体呈现了持续稳定增加的趋势。

3 研究分析与结果

3.1 单位根检验

由于本研究涉及的指标都是时间序列数据,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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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我国海洋信息化资金投入

若是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那么直接对其进行回归

分析就容易造成伪回归现象,从而产生错误的结

论。因此,为防止错误的回归,本研究采用ADF检

验对 数 据 的 平 稳 性 进 行 考 察。该 检 验 借 助

Evtews8.0得出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X、Y 检验结果统计

指数 ADF检验值 临界值(1%) 结论

X -5.399019 -4.800080 平稳

Y -5.920479 -4.992279 平稳

由表3所示可知,我国海洋信息化指数和海洋

经济指数的ADF检验值均小于在1%显著水平下

的临界值,可以通过 ADF检验。这也就说明上述

两个指数序列都是平稳指数序列。

3.2 Granger检验

运用Evtews8.0检验我国海洋信息化同海洋

经济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X、YGranger检验结果统计

结论因果关系假设 F 值 P 值 决策

Y 不是X 的Granger原因 0.60976 0.5669 接受*

X 不是Y 的Granger原因 4.58688 0.0471 拒绝

  注:该方法为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莱夫·格兰杰

(CliveW.J.Granger)所开创,用于分析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根据该方法的原理,接受的一般标准为“P”值大于等于0.05.

检验结果表明,海洋经济发展不是海洋信息化

发展的Granger原因的F 统计值为0.60976,概率

为0.5669,结果不显著,应接受原假设;海洋信息化

发展不是海洋经济发展的Granger原因的F 统计

值为4.58688,概率为0.0471,结果显著,应拒绝原

假设。由此可见,海洋经济发展不是海洋信息化发展

的Granger原因,而海洋信息化发展是海洋经济发展

的Granger原因。这也就说明,我国海洋经济发展和

海洋信息化发展之间存在着单向因果关系,即海洋信

息化发展推动了我国海洋经济的发展,但我国海洋经

济的发展并不能够推动海洋信息化的相应发展。

3.3 回归分析

由于我国海洋经济指数与海洋信息化指数间

具有单向的因果关系,因此可以建立两者之间的回

归方程,以衡量我国海洋信息化指数变动对海洋经

济指数的具体影响。运用Evtews8.0对我国海洋

信息化和海洋经济发展进行回归分析,得到我国海

洋信息化和海洋经济发展关系的方程为①:

y︿t=29.07243+0.759xt

(0.4015)  (0.0291)

R2=0.3163 F=6.014589D.W.=2.44

X 前系数0.759为正值,证明回归符合经济事实。

R2=0.3163证明回归拟合效果比较理想,F=

6.014589>F0.05(1,13)=4.667,说明回归方程

总体是显著的,X 对应的t值为0.0291<0.05,证

明X 对Y 的影响显著。D.W.值为2.44,在du=

1.36和4-du=2.64之间,故回归的时间序列不存

在序列相关性。

以上回归结果说明我国海洋信息化指数对海

洋经济指数具有显著的影响,当海洋信息化指数每

增加1个百分点,海洋经济指数就上升0.759个百

分点,符合经济事实。由此可以看出,海洋信息化

对我国海洋经济促进的效果很强。

3.4 我国海洋信息化与海洋经济发展的VAR和脉

冲响应分析

由于我国海洋信息化指数和海洋经济指数为

平稳序列,因此可以建立这两个指标的向量自回归

(VAR)模型,通过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

分析,可以预测我国海洋信息化指数当前的变动对

① 理论上,海洋信息化对于海洋经济的影响应存在叠加效应

(即之前年份的投入对当年的产出也有影响),但是在实际中具体数

值比例难以分割,即使可以计算也不可能得到固定的比例关系(关
于此可参考后文脉冲响应分析的结果)。因此,本文在计算二者关

系时,进行简化处理,使用一元线性回归方法(即只分析当年投入对

当年产出的影响),所得结果可以反映投入与产出两者最小的比例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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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经济指数未来的影响程度。

3.4.1 VAR模型建立

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是基于数据的统计性

质而建立的,VAR模型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

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所得到的函数来

建立模型,继而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向由多元时间

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推广。本研

究建立我国海洋信息化和海洋经济VAR模型如下:

xt=38.87744+0.161456xt-1+0.052816

xt-2+0.264322yt-1+0.148291yt-2

yt= -33.03968+0.619250xt-1+0.671580xt-2

-0.018084yt-1+0.052516yt-2

3.4.2 脉冲响应分析

由于与VAR相关的脉冲响应函数①能够全面

地反映各个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因此本研究采用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法考查前述我国海洋信息化

和海洋经济VAR模型的相关特征。

在图7中,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期间数(以年为

单位,同时鉴于目前最新数据信息只更新到2015年

因此开始时间为2016年),纵轴表示海洋经济指数

的变化程度,曲线表示了脉冲响应函数,代表了海

洋信息化冲击的动态响应;两侧的虚线是脉冲响应

函数加减两倍标准差的值,表明冲击响应的可能范

围。从图7中可以看出,当给海洋信息化提高一个

单位的冲击后,我国海洋经济指数在3年内迅速增

长,并在第3年达到顶点,约为0.75%,随后冲击效

应开始回落,并逐渐趋于平稳,约在0.15%左右。

上述情况说明海洋信息化的发展对我国海洋经济

发展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另外,海洋信息化的冲

击影响持续的时期较长,说明海洋信息化水平的提

高在未来较长的时期内都会对我国海洋经济产生

积极影响,通过模型可以预测在2017年海洋信息化

能够促进我国海洋生产总值增加405.974亿元,

2018年海洋信息化能够促进我国海洋生产总值增

加529.045亿元,2019年海洋信息化能够促进我国

海洋生产总值增加206.479亿元,2020年海洋信息

化能够促进我国海洋生产总值增加319.284亿元,

2025年海洋信息化能够促进我国海洋生产总值增

加236.476亿元,2030年海洋信息化能够促进我国

海洋生产总值增加166.865亿元。

图7 我国海洋信息化对海洋经济的脉冲响应

3.5 我国海洋信息化资金投入与海洋信息化发展

的回归分析

通过建立两者之间的回归方程,以衡量我国海

洋信息化资金投入变动对海洋信息化指数的具体

影响。首先考虑二者关系的散点图,从图8中可以

看出存在异常值,因此在衡量二者关系时要从去异

常值及不去异常值两方面分别来考虑。

图8 我国海洋信息化资金投入与

海洋信息化发展散点图

在去异常值的情况下,运用Evtews8.0对我国

海洋信息化资金投入和海洋信息化指数进行回归

分析,得到我国海洋信息化资金投入和海洋信息化

发展关系的方程为:

x︿t=81.61716+0.2103zt

① 脉冲响应函数用于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单位冲击对

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轨迹,它能够比较直观地刻画出变量之

间的动态交互作用及其效应。



第9期 程骏超,等:我国海洋信息化发展对策研究 49   

P 值  (0.0000) (0.0002)

R2=0.7697 F=33.43368

  Z 前系数为0.2103为正值,证明回归符合经

济事实。R2=0.7697证明回归拟合效果比较理

想,F=33.43368>F0.05(1,13)=4.667,说明回

归方程总体是显著的,Z 对应的t值为0.0002<

0.05,证明Z 对X 的影响显著。

而在不去异常值的情况下,运用Evtews8.0对

我国海洋信息化资金投入和海洋信息化指数进行

回归分析,得到我国海洋信息化资金投入和海洋信

息化发展关系的方程为:

x︿t=76.31317+2.775 zt

P 值  (0.0000) (0.0005)

R2=0.6170 F=20.94756

  Z 前系数为2.775为正值,证明回归符合经济

事实。R2=0.6170证明回归拟合效果比较理想,

F=20.94756>F0.05(1,13)=4.667,说明回归方

程总体是显著的,Z 对应的t值为0.0005<0.05,

证明Z 对X 的影响显著。

由上述海洋信息化资金投入和海洋信息化的散点

图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两个回归方程可以看出,二者

关系实际上是两个方程的结合。即在海洋信息化资金

投入的前期,海洋信息化指数是按第一个方程呈现一

元线性变化的,但在达到一定的投入后,资金投入产生

边际效应递减,二者的关系就呈现第二个方程的变化。

根据原始数据可以发现,从第一个方程到第二个方程

的变化的转折点为(146.4474,111.8517),即资金投入

增加量超过46%的时候的开始产生边际效应递减。

以上回归结果说明我国海洋信息化资金投入

指数对海洋信息化指数具有显著的影响,当海洋信

息化资金投入指数每增加1个百分点,海洋信息化

指数就上升0.210个百分点。由此可以看出,海洋

信息化资金投入对我国海洋信息化促进的效果很

强(当海洋信息化资金投入每增加4.754个百分点的

时候,海洋信息化指数就上升1个百分点),但是当资

金投入超过前一年的1.46倍时效果会逐渐减弱。

3.6 我国海洋信息化资金投入与海洋经济发展

分析

通过海洋信息化资金投入与海洋信息化发展

的回归分析,可以得到当海洋信息化资金投入增加

4.754个百分点的时候,海洋信息化指数就上升

1个百分点。结合我国海洋信息化与海洋经济发展

的VAR和脉冲响应分析,可以预测2016年对我国

海洋信息化资金投入增加值为15.5016亿元,该增

加值在2017年能够促进我国海洋生产总值增加

405.974亿元,2018年能够促进我国海洋生产总值

增加529.045亿元,2019年能够促进我国海洋生产

总值增加206.479亿元,2020年海洋能够促进我国

海洋生产总值增加319.284亿元,2025年海洋能够

促进我国海洋生产总值增加236.476亿元,2030年

能够促进我国海洋生产总值增加166.865亿元①。

各年增加值的投入产出比分别为:1∶26、1∶34、

1∶13、1∶20、1∶15、1∶10。

4 我国海洋信息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2012年,我国政府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

伟大战略目标,该目标的提出不仅是响应21世纪

海洋大开发的发展潮流的召唤,也是推动我国政

治、经 济、外 交 以 及 社 会 进 一 步 发 展 的 必 经 之

路[10]。在此目标引领下,我国海洋经济发展就要

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因此优化产业

结构,发展新兴产业,同时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可

持续发展就成为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价值取

向。但是考虑到海洋的未知性和演化性,上述需

求的满足从根本上而言要依赖于海洋感知、态势

获取、通信导航以及分析应用等信息化手段。由

此可以看出,我国在海洋经济创新发展进程中,不

仅亟须提升如海上石油钻井平台以及深海开发装

备等海洋工业装备方面的硬实力,更重要的是要

加强海洋信息化这方面软实力的建设,要大力发

挥信息在海洋环境的认知、海洋事务的管理、海洋

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在海洋战略决策等诸多方面

上的体系黏合剂与力量倍增器的作用。因此,基

于前文分析,信息化建设在我国国家海洋战略中

的地位应得到进一步提升。

① 由于Var和脉冲响应对数据要求的非间断性,本研究只对

2016年的我国海洋信息化投入增加值进行脉冲分析,从而得到2016
年海洋信息化资金投入增加对“十三五”期间以及2025和2030年的

我国海洋经济产生的影响。



50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18年 

综上所述,进一步发展我国海洋信息化的政策

建议如下。

(1)加强引导,做好统一规划工作。加强全国

海洋信息化建设工作的统一规划和指导,完善各项

规章制度,建立国家海洋信息化运行约束机制,防

止各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海洋信息化业务支撑机

构各自为政、重复建设,促进信息开发,资源共享。

此外,最好还要在2020年底前做好海洋信息资源统

一规划工作。通过海洋信息资源统一规划,全面实

现各级海洋信息资源的集成和整合,为我国海洋信

息化建设奠定全国统一的信息资源基础,确保各级

海洋信息化相关系统的互联互通,在冲击效应趋于

平稳前做好扩大海洋信息化与海洋经济的量化比

例关系的基础性工作。

(2)抓好海洋信息化标准建设。海洋信息化标

准的建设是建设海洋信息化的重要支撑基石。建

立统一的信息化技术标准,尤其是数据库标准,是

实现规范数据资源、统一数据接口、实现信息共享

的最根本要求。基于前述建议,在2019年底前,在

充分吸收借鉴环保、农业等相关领域已经出台的信

息化标准规范的基础上,构建海洋信息处理标准、

数据库建设标准、系统建设标准和信息编码规则等

内容,并于2020年底前依托全国统一的标准和编码

规则对信息进行整合处理,这样以前建立的各相关

系统可以通过数据接口进行集成,而以后开发的系

统也可以通过唯一代码进行融合,确保了数据的共

享和互动[11]。

(3)“十三五”期间,应进一步提升海洋信息获

取能力,为海洋经济决策、远洋及深海资源开发利

用、环境监测与保护等提供支撑,助推相关涉海产

业发展,从而进一步扩大2025年、2030年乃至以后

的海洋信息化投入产出比。同时,还应大力发展海

洋信息服务业,做好海洋信息的业务化应用工作,

实现由当前的以海洋信息产品生产为主到未来以

提供海洋信息综合服务为主的战略转变,以进一步

发挥海洋信息的价值,使其成为海洋经济增长的

“倍增器”、发展方式的“转换器”和产业升级的“助

推器”。

(4)目前我国海洋信息化涉及的核心装备力量

较薄弱,而科技创新又是引领我国海洋经济转型升

级的重要抓手,因此“十三五”期间应进一步加大研

发投入,同时加强海洋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积极

推动海洋信息技术方面的学术带头人和中青年科

技骨干的培养,形成理论同实际相结合的海洋信息

化专业人才队伍,为充分发挥科技引领海洋信息获

取能力提升、实现海洋经济创新驱动发展提供基础

保障[12]。

(5)进一步加强海洋信息化的安全环境建设,

保障海洋信息化良好运行。一是加强传输网络建

设,重点建设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海洋信息化业务

支撑机构的网络体系,形成宽带高速、互联互通、安

全可靠的信息化传输网络;二是完善海洋信息安全

体系,积极应用先进技术,保证网络环境下用户身

份的可靠性,增强系统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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