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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海域动态监测业务需求,所采集的卫星遥感、航空遥感、远程监控、现场监测等海域动态

监测数据是海域综合管理的重要依据。通过对数据的有效治理,实现数据价值最大化和海域综合

服务支撑,是数据治理的主要目标。文章分析了海域动态监测数据的特点,阐明了数据治理的目

标和意义。研究结果表明:海域动态监测数据具有多源多类性、海量性、时空性和多维性,为避免

同类信息化平台重复建设和同一数据重复获取及处理,构建了海域动态监测数据治理框架,明确

了数据治理的4个要素即:目标要素、促成要素、核心要素和支持要素,核心要素中的各项工作开展

要以目标要素为导向,支撑要素是核心要素各项工作开展的基础,促成要素保障核心要素各项工

作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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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GovernanceFrameworkofMarineDynamicMonitoring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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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marinedynamicmonitoringdataofsatelliteremotesensing,aerialremotesensing,

remotemonitoringandfieldmonitoringaretheimportantbasisforthecomprehensivemanage-

mentofseaarea,basedonthedemandoftheseaareadynamicmonitoring.Effectivemanagement

ofdata,maximizingthevalueofdataandsupportingservicesintheseaareaarethemainobjec-

tivesofdatagovernance.Thispaperanalyzedthecharacteristicsofthemarinedynamicmonitoring
data,andclarifiedthesignificanceofdatamanagement.Theresultsshowedthatthemarinedy-

namicmonitoringdataweremultisource,massive,multidimensional,temporalityandspatiality.In

ordertoavoidtherepeatedconstructionofsimilarinformationproductsandtherepeatedacquisi-

tionandprocessingofthesamedata,thispaperbuiltadatagovernanceframeworkcontaining
fourelements.Theelementsareoutcomes,enablers,coreelementsandsupporting.Theworkof

thecoreelementsshouldbecarriedoutwiththeoutcomesastheguidance,andsupportingele-

mentsarethebasisfortheworkofthecoreelements,andtheenablersare,theguaranteeofthe

implementationoftheworkofthecore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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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在大数据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时代背景下,为实

现大数据价值,数据治理受到国内外各行业广泛关

注。国外的数据治理研究起步较早,从实践的角度

来看,IBM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进行了数

据治理工作的探索;欧盟在2011年发布《开放数据:

创新、增长和透明治理的引擎》报告,开始推进开放

数据战略;而对于国内而言,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后,

各行业对数据治理的实践和研究不断发展。巨克

真等提出了电力企业级数据治理体系[1],包冬梅等

提出了高校图书馆数据治理的框架[2],徐涛提出了

银行业数据标准管理的框架体系[3],姜树强等提出

了医院体检大数据标准化构建与应用的方法和原

则[4]。但通过文献资料调研发现,海洋行业数据治

理方面的相关内容却少有提及。

自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

实施以来,海洋功能区划、海域使用申请审批和海

域有偿使用3项制度得到有效落实,有效地缓解了

海域使用过程中“无序、无度、无偿”状况。但随着

海域管理和海域动态监测业务的不断发展,大量的

海域动态监测数据逐年积累,而这些数据能否得到

有效治理,关系到数据价值能否实现,能否为海域

资源的集约节约利用提供可视化、科学化和规范化

的技术支撑保障和服务。

2 海域动态监测数据特点及治理面临的问题

2.1 海域动态监测数据特点

海域动态监测数据是指通过卫星遥感、航空遥

感、远程视频和现场监测等手段,对海域资源状况

和海域使用情况进行监测所获取的数据,服务于海

域综合 管 理 业 务 工 作,其 特 点 主 要 有 以 下 几 个

方面[5]。
(1)多源多类性。由于监测手段不同,获取的

海域动态监测数据的类型、参数、指标也各不相同,

呈现多类性。如对海湾、河口、区划用海规划、重点

项目、疑点疑区、待批项目、海域水质状况进行现场

监测和视频监控,所监测的指标、参数和获取数据

类型并不相同。

(2)海量性。利用多种监测技术进行周期的、

实时的数据采集,导致海洋数据呈现指数级增长。

如每年获取的覆盖全国沿海遥感影像数据,包括低

分辨率遥感影像、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和无人机航空

影像,数据量逐年增长。

(3)时空性。每一次数据监测都对应具体的时

间与空间位置信息,其应用价值一定是在具体的时

间与空间位置下才具有。如对围填海项目填海进

度的监测,获取到不同时间的填海成陆的空间位置

信息。

(4)多维性。海域动态监测数据涉及多个学

科,包括海洋化学、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等。每一

个数据对象除具有时间、空间位置信息之外,还包

含多个维度信息。如海水温度、盐度、pH值等。

2.2 治理面临的问题

从管理的角度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

用管理法》规定,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对海域使

用进行分级审批。由于当时信息化水平低,海域使

用审批信息不明确,同一区域极易产生用海冲突,

信息化建设无规范可参考;从数据本身的角度来

看,由于监测手段繁多,造成海域动态监测数据的

多源多类性,而这些数据逐年积累,缺乏有效的规

划和梳理,档案管理混乱,严重影响海域管理的工

作效率;从硬件设施来看,网络设备、服务器、监测

设备、数据存储和管理设备等硬件设备老化现象比

较严重,配置也相对落后,且存在型号多样、购置时

间不一、性能差别较大、设备配置参数不一致等多

种问题,严重影响了数据存储及访问的效率。

3 海域动态监测数据治理目标和意义

有效的数据治理可以避免同类信息化平台重

复建设,避免同一数据重复获取及处理。海域动态

监测信息数据治理的目标和意义可以归纳为以下

几点。

(1)制订数据标准规范体系,指导海域相关信

息化建设。数据标准规范是信息化平台建设与运

行的技术支撑,也是信息化平台建设成果推广与共

享的基础。制订统一的数据采集、传输、处理、评价

和信息发布技术标准与业务管理流程、监测工作流

程、监测技术要求、业务考核管理、系统运行管理规

定等业务管理规范制度,强化管理与技术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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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完善的业务运行机制和管理体系。

(2)建立动态监测时空数据库,为海域管理提

供信息支撑。按照标准化数据处理流程、技术操作

规范与质量管理体系等数据建库标准规范,统一处

理海量的、多源的、异构的海洋信息,构建海域动态

监测数据库,并借助数据挖掘模型与相关的评价方

法,提炼多级海域动态监测管理信息产品,发挥其

数据资源服务海域管理、决策指挥、应急管理的

效能。

(3)研发数据治理综合管理信息平台,实现数

据有效管理。清晰梳理各类业务流程,开发设计一

套可定制、模块化、接口灵活的平台软件,构建可长

期、稳定、高效运行的数据综合管理信息平台,提高

行政管理和海域监测工作效率。

(4)构建数据安全保障环境。完成系统硬件、

网络平台、测量设备等核心硬件设备的更新升级和

软件功能的拓展优化,大幅提升系统通信传输能

力、数据存储能力、监测能力、应用服务能力和安全

防范能力,逐步完善系统架构、全面拓展系统功能、

显著提升系统性能,确保系统安全、稳定、高效运行。

4 海域动态监测数据治理框架研究

数据治理是一种体系,以实现数据标准化为目

标,健全的数据组织为保障,以数据过程管控为手

段,实现全面、高效的数据管理[6]。因此,在数据治

理过程中,首先需要考虑的就是治理框架的构建,

全面组织和规划每个要素在数据治理中的作用。

4.1 国内外主要数据治理框架

数据治理框架是指为了实现数据治理的总体

战略和目标,将数据治理领域所蕴含的基本概念

(如原则、组织架构、过程和规则等),利用概念间关

系组织起来的一种逻辑结构[2]。由于治理目标不

同,国内外不同领域的研究者提出数据治理框架也

有所不同(表1)。

由于不同行业数据治理的背景差异导致研究

角度不 同,从 而 提 出 了 各 有 侧 重 的 数 据 治 理 模

型[11-13]。而海域动态监测工作具有明显的行业特

征,上述4个数据治理框架不能完全满足海域动态

监测数据治理的需求,但依然为海域动态监测数据

治理提供参考和指导。

表1 国内外主要数据治理框架

框架名称 框架组成及作用

DAMA数据治

理框架[7]

DAMA框架由国际数据管理协会(DAMA)提出。

分为功能子框架和环境子框架。其中:功能子框

架包括主数据管理、元数据管理、数据开发、数据

安全管理等10个功能;环境子框架包括组织文

化、角色与职能等7个要素。DAMA框架主要解

决功能子框架与环境子框架各要素之间的匹配

问题

DGI数 据 治 理

框架[8]

DGI框架由数据治理协会(DGI)提出。分为人员

与组织结构、规则与协同工作规范、过程共3个层

次,涵盖使命、关注域、数据规则与定义等10个组

件。DGI框架将治理流程融入框架,更为直观

EEDG 有 效 数

据 治 理 元 素

框架[9]

框架由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提出。将治理要

素划分为支撑域、核心域促成因素和成果4个层

面。EEDG框架注重数据治理的过程和方法

《数据治理白皮

书》数据治理三

维模型[10]

模型由中国信息技术服务标准(ITSS)数据治理

研究小组提出。是由原则框架、范围框架、实施

和评估框架共同组成的三维模型。框架作用明

确数据治理的3个主要方面:数据治理的准则、治

理域和实施方法

4.2 海域动态监测数据治理框架

根据海域动态监测数据的特点、工作背景和业

务需求,以目标为导向,构建海域动态监测数据治

理框架(图1)。该框架涉及海域动态监测数据治理

的4个要素:目标要素、促成要素、核心要素和支撑

要素。其中核心要素中的各项工作开展要以目标

要素为导向,支撑要素是核心要素各项工作开展的

基础,促成要素保障核心要素各项工作的实施。

4.2.1 目标要素

海域动态监测数据治理旨在利用信息化手段,

实现数据资产的安全、有效管理,为海域综合管理

提供服务。基于海域动态业务需求,采集的卫星遥

感、航空遥感、远程监控、现场监测等海域动态监测

数据是海域综合管理的重要依据,通过对数据的有

效治理,实现数据资产价值最大化,是数据治理的

主要目标。而数据治理离不开安全的保障环境,只

有在数据安全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数据价值,为海

域综合管理服务。在数据治理过程中,制定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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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海域动态监测数据治理框架

数据采集、传输、处理、评价、监测工作流程、监测技

术要求、业务考核管理、系统管理规定,形成数据标

准规范体系,从而指导其他海域相关信息化建设。

4.2.2 促成要素

促成要素是实现数据治理目标的必要条件,并

对核心要素起到提升作用。以海域行政管理和技

术支撑协同工作机制为导向,构建国家、省、市、县

四级海域使用动态监测业务体系和业务机构,形成

业务化运行机制,并设置数据管理员,开展硬件环

境建设,确保海域动态监测数据治理工作的顺利实

施,并支撑数据治理工作的规范、实时、持续发展。

4.2.3 核心要素

核心要素是海域动态监测数据治理的重点内

容,包括完善数据标准规范体系、建立海域动态监

测时空数据库、研发信息化平台、构建数据安全保

障环境,而信息化平台是核心中的核心,其他三者

保障信息化平台的运行。

数据标准规范体系是信息化平台建设与运行

的技术支撑,也是信息化平台建设成果推广与共享

的基础。海域动态监测时空数据库是利用海域元

数据模型和海域数据仓库技术结构,实现了多元数

据的数据整合、知识管理、决策支持和一体化集成

管理,构建以数据为中心的安全基础架构,完成系

统硬件、网络平台、测量设备等核心硬件设备的更

新升级和软件功能的拓展优化,提高数据存储能

力、应用服务能力和安全防范能力。

在此基础上,构建信息化平台,完成数据标准

化智能采集与管理,实现海域监测数据治理与应用

一体化,确保我国各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能实时把

握海域使用动态,简化海域行政管理及监测任务流

程,缩短行政审批周期,提高行政管理和监测工作

效率,适时制定或调整我国海域使用管理政策,实

现工作智能化、管理规范化和决策科学化。

4.2.4 支撑要素

支撑要素支持核心要素各项治理工作的开展,

也奠定了海域动态监测数据治理工作的基础。支

撑要素包含了基础业务数据管理、元数据管理、统

计分析数据和数据质量控制,而数据治理能否达到

好的效果,关键在于数据质量的把控,确保源头数

据的准确性。

5 结语

本研究结合海域动态监测数据的特点,针对数

据治理面临的问题,构建了海域动态监测数据治理

框架。在海域动态监测数据治理框架的指导下,经

过多年的数据治理,目前取得的成效主要有:一是

制定并推行了一系列管理、数据、软件及业务建设

配套制度和技术标准,规范信息化平台建设;二是

建立了包含海域管理业务数据、监视监测数据、基

础地理数据、遥感影像数据、系统管理数据等的海

域动态监测信息数据库;三是研发了数据治理综合

管理信息平台,实现海域动态监测数据成果共享;

四是形成了覆盖国家、省、市、县四级海洋行政管理

部门、海域监测技术单位的数据治理与管理业务体

系模式,保障数据治理工作持续开展。

数据治理是一项长期化、系统化的工作,而数

据治理框架的构建为数据治理工作指明了道路和

方向。海域动态监测数据治理框架的提出,有助于

实现数据价值,指导海洋相关数据治理及信息化平

台建设。海域动态监测数据的有效数据治理,可以

为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提供可靠的决策支撑,为海洋

研究人员提供准确的数据支撑,促进数据共享,共

建和谐海洋。(以下内容转至第4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