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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
,

包括内水
、

领海的水面
、

水体
、

海床和底土
,

是 国土的重要组成部分
。

我国 2 001

年 10 月颁布的 《海域使用管理法》是海域管理的法律依据
,

对海域利用和管理作出了非常

明确的规定
。

海域管理涉及内容广泛
,

包括海域功能区划
、

资源利用
、

环境保护
、

设施管理

和使用权登记等
。

建立海域信息系统是实现海域信息北高效管理的重要手段
,

《海域使用管

理法》第五条规定
“

国家建立海域使用管理信息系统
,

对海域使用状况实施监视
、

监测
。 ”

刀、法律的高度对海域信息系统建设提出了要求
。

建设海域信息系统同时也是海洋资源管理和

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

是科学发展观对海域管理的要求
。

随着政府信息化进程和管理需

求
,

海域信息
、

系统建设 己经成为我国海洋行政管理部门的重要任务之一
。

海域信息系统是海洋管理信息化的重要内容
,

它是以海域为对象
,

以信息技术为依托
,

以海洋数据为基础
,

以海域管理为目标的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

海域信息系统涉及内容] ”泛
,

包括海洋信息
、

社会经济数据
、

管理模式等
。

海域具有显著的地理空间特征
,

海洋信启
、

是里

要 的地理信息
。

因此
,

海域信息系统的建设必须应用地理信息系统(G 15)
、

遥感(R
em ot e

se lls illg )和全球定位系统(G PS) 等地理信息技术
,

才能有效地建设系统和满足海域管理的要

求
。

海洋是人类探索 自然的前沿阵地
,

也是高科技应用热点领域
。

国际上
,

G IS
、

遥感和

G PS 技术已经广
‘

泛应用于海洋领域
,

如海洋科学研究
、

资源开发
、

环境保护
、

航海
、

救援

和打扮等
。

我国 3 5 在海洋领域的应用也取得了进展
,

特别是在海图制作和海洋渔业管理等

方面
,

积累了一些经验
。

但总的来说
,

我国海域信息系统的建设仍处在起步阶段
,

没有现成

的模式
,

系统的设计和建设需要创新思维
,

不断探索和实践
。

根据信息系统建设的一般规律
,

海域信息系统设计和建设必须 以海域管理业务要求作为

基本出发点
,

按照海域信息内容
、

业务流程和管理模式
,

结合信息技术特点和发展规律
,

制

定系统建 设的总体规划和设计思路
。

1 海域信息系统规划

海域信息系统建设是一件复杂的系统王程
,

系统建设涉及软硬件选型
、

数据库建设
、

功

能模块
、

数据维护
、

系统运行和管理模式等重要环节和内容
,

系统的总体规划应在需求分析

的基础上
,

集成应用多种信息技术
,

并在高效管理的保障下进行
。

(l) 需求分析

用户 需求调查与分析是海域信息系统规划和建设 的基础
。

国际知名 G IS 咨询专家

To m hlls o n
提 出了 G IS 系统规划的十个步骤¹

,

确定用户需求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
。

进行海域信息系统需求分析首先要明确海洋行政管理职能
。

根据 《海域使用管理法》
,

海洋行政管理职能主要包括以下十一个方面内容
:

一是海域使用 管理规划和审批
; 二是无人

岛规划和管理
; 三是海底电缆管道铺设和管理

;
四是渔业资源管理

; 五是海上交通管理
;
六

是涉海建设项 目的规划和管理
;
七是海洋环境调查监测

、

评估和发布
;
八是海洋资源 的管理

;

九是海洋防灾减灾
;
十是海域行政界线

;
十一是日常行政办公

。

信息系统的建设需要将以上

任务作为内容和日标
。





用途等基本情况
。

海籍管理类似地籍管理
,

需要调查海籍的面积
、

记等
。

与地籍管理比较
,

海籍管理相对简单
,

但在测量
、

标记
、

着很大的差别»
。

四至界线
、

所属和使用登

制图和管理流程上
,

二者有

海籍调查的内容包括海籍的权属调查和海籍测量调查
,

更海籍调查
。

初始海籍调查在海域使用中请批准前进行
,

请批准前进行
。

调查阶段包括初始海籍调查和变

变更海籍调查在海域使用权变更中

海域信息系统的建设必须以海籍图作为基础
,

将海籍管理作为系统的主要功能和 日标
。

(3 )海域使用权管理

海域使用权管理是海域管理的核心业务
,

包括中请审批 (海域使用意向受理
、

使用论证
、

中i青审批
、

审核转报
、

确权发证
、

竣 L验收
、

统计归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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犷波市海域信息系统系统主要模块与功能
:

(1 )项 目中请审批
:

海域使用权的中请审批是取得海域使用权的主要途径
。

系统按照《浙

江省海域使用权中请审批管理办法》的规定实施
,

实施分级管理
,

逐级报批的方式管理
。

特

殊情况
‘

卜由上级部门直接受理
,

包括以下功能
:

意向受理和登记
、

海域使用权中请表
、

海域

使用论证和海域使用权登记表等
。

(2 )海籍调查
:
包括权属调查和海籍测量

,

初始海籍调查和变更海籍调查两类业务功能
。

(3 )海域使用金管理
:

提供了海域使用金的自动计算
、

征缴提示
、

收缴登记
、

使用金减

免等功能
。

(4 )海底电缆管道管理
:

对海底电缆管道的勘测
、

铺设施工等实施管理
。

主要功能包括
:

调杏勘测 中请材料的登记
、

协调会议和协调意见录入
。

填写调查勘测批准书
、

打印铺设施
_

[

许可证等
。

(5 )海洋资源信息管理
:

包括海洋资源调查资料 的录入
,

水文气象
、

资源环境现状
、

各

类保护区
、

预留区及相关信息的划定功能
。

(6 )海洋环境监测
:

包括海洋环境监测点的比选和设置
;
各固定监测点和临时监测点海

洋环境信息资料的采集和发布
:
全市排污 口

、

海洋污染源
、

海洋环境监测点的可视化显示和

杳询功能
。

(7 )查询分析统计
:

提供多种方式进行各种信息的查询和统计
,

统计的结果可 以直接打

印输出或保存
,

也可 以通过网络 以报表的形式送交有关部门
。

(8) 信息发布
:

实现海域管理信息在本局域网内的发布和 In te rn et 远程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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