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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海洋科技创新代表和未来海洋开发的重要方式,智慧海洋推进了海洋电子信息产业发

展和传统海洋产业转型,可以从产业角度助推大连海洋中心城市的创建和海洋数字经济的发展。

通过分析海洋产业结构、科技创新、海洋开发、新冠肺炎疫情等影响大连海洋经济发展的制约因

素,以及“碳达峰碳中和”“冰上丝绸之路”“日本核废水入海”等可能影响智慧海洋产业和产品结构

调整的国家战略和国际事件,建议:多途径推进智慧海洋产业,搭建资金链,形成政府投资、金融融

资、社会集资的多元化的投融资途径;扩大供应链,培育海洋信息产业市场;链接数据链,形成以

“采集、传输、挖掘、应用、共享”为主线的海洋信息数据链;延伸产业链,打造融合跨界应用的智慧

海洋生态圈;打造创新链,围绕产业发展建设海洋科研技术创新体系;提升价值链,延长产业链

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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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arepresentativeofmarine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innovationandanimportant
wayofmarinedevelopmentinthefuture,intelligentoceanhaspromotedthedevelopmentofma-
rineelectronicinformationindustryandthetransformationoftraditionalmarineindustry,andcan

promotetheestablishmentofoceancentercitiesandthedevelopmentofmarinedigitaleconomy
fromanindustrialpointofview.Throughtheanalysisoftherestrictivefactorsaffectingthedevel-

opmentofmarineeconomyinDalian,suchasmarineindustrialstructure,scientificandtechno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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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linnovation,marinedevelopment,andthesustainableimpactoftheepidemicsituation,aswell

asnationalstrategiesandinternationaleventssuchas“carbonpeakandcarbonneutral”,“Silk

RoadonIce”,“Japannuclearwastewaterintothesea”andothernationalstrategiesandinterna-

tionaleventsthatmayaffecttheadjustmentofintelligentmarineindustryandproductstructure,

itwassuggestedthatweshouldpromoteintelligentmarineindustryandsetupcapitalchainin

manyways,toformdiversifiedinvestmentandfinancingchannelsofgovernmentinvestment,fi-

nancialfinancingandsocialfund-raising,andtoexpandthesupplychainandcultivatethemarine

informationindustrymarket.Itwasalsosuggestedtolinkthedatachaintoformamarineinfor-

mationdatachainwith“collection,transmission,mining,applicationandsharing”asthemain

line;extendtheindustrialchaintocreateanintelligentmarineecosystemthatintegratescross-

borderapplications;buildaninnovationchainandbuildamarinescientificresearchandtechnolog-

icalinnovationsystemaroundindustrialdevelopment;andupgradethevaluechainandextendthe

industrialchain.

Keyword:Intelligentmarineindustry,Dalian,Marinedigitaleconomy,OceanCenterCity

2020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80010亿元,占沿海

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4.9%[1]。根据中研网发

布的《2020—2025年中国海洋信息产业深度分析与

投资发展趋势预测报告》显示,目前我国海洋信息

化市场开发程度并不高,同时预测,在2023年仅海

洋信息化装备的潜在市场化空间就将达到1300亿

元[2]。在海洋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海洋信

息市场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1 大连市智慧海洋产业建设现状

大连在海洋信息化方面起步较早,尤其在“十

三五”阶段发展较快,跟随国家整体建设步骤,大连

市在海洋渔业领域开展“互联网+”信息化工程,海

洋牧场方面构建智能化、信息化管理平台,在新一

代人工智能领域实施智慧海洋应用示范工程等众

多举措,大连海洋信息化建设进入高级形态“智慧

海洋”阶段,促进了大连数字经济发展。

1.1 智慧海洋产业蓬勃发展

“十三五”期间大连市努力发展海洋信息服务

业,逐渐形成包括海洋基础信息获取、处理及共享

服务产业,海洋资源信息获取设备产业,海上导航

智能系统开发及管控产业,海洋环境监控及治理服

务产业等智慧海洋相关产业。其产品在船舶、港

口、渔业、养殖、环境监测、防灾减灾、海洋安全管控

及治理等领域得到了应用,其中智能渔业养殖已形

成产业化发展路径,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技术全国领

先,形成大连富谷、大连天正等渔业品牌。2017年

大连海洋大学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东海、

黄海三大水产研究所等17家科研院所和企业联合

发起“国家现代海洋牧场科技创新联盟”,以大连为

基础推动海洋数据处理与共享应用、智慧海洋环境

监测等信息建设工作,开启我国“蓝色粮仓”可持续

发展道路。2020年计算机行业学会大连市计算机

学会增设智慧海洋专委会,从行业角度开展海洋信

息技术产学研推动工作;2021年成立大连市水上智

能航行装备产业创新联盟,合力推进产业链优化

升级。

挖掘新需求,创造新价值,大连智慧海洋产业

将面向智能海洋牧场、智能船舶、智慧港口、智慧滨

海旅游等应用领域建设智慧海洋大数据共享支撑

平台,推进海洋全面透彻感知、宽带泛在互联,推动

传统海洋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1.2 海洋信息技术创新要素完备

在海洋信息技术研究方面,经过长期积累,在

人才、技术、基础设施等支撑海洋科技创新的要素

上不断得到强化,在智能制造、计算机、软件工程、

网络安全、物联网技术、信息通信、控制科学、计算

数学、大数据技术等领域形成坚实的基础研究条件

和丰富的人才资源。依靠大连理工大学、大连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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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大连海洋大学、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中国

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

司第七六○研究所、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

大连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等涉海高校和科研院所进

行海洋智能装备、海洋大数据、海洋监测、海洋牧场

信息化等智慧海洋相关技术发展工作。海洋创新

平台的旗舰作用突出,组建了海洋智能产业技术创

新战略联盟,建成人工智能研究院等大量研发平台,

国家海洋科学数据中心在大连成立分中心,即将全面

推进大连市海洋大数据与智慧海洋建设。2020年

全市全社会 R&D经费支出占 GDP的比重达到

2.95%[3],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投入比重

提高到9%左右,研发经费70%来源于企业[4]。众

多以开发海洋信息软件为业务核心的涉海企业实

施科技创新企业培育工程,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不断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持续提升。

1.3 智慧海洋工程示范与应用场景

在环境监测、预报减灾、水文气象、海洋渔业、

远洋运输、海上安全等领域大连市持续推动海洋信

息技术应用。2018年实施建成智慧海洋示范工程

包括海洋信息感知、海洋信息传输、海洋信息融合

和海洋安全防护等[5]。其中在重要码头、海港与海

上重要设施已经应用安防体系与生物防护工程,解

决海洋生物附着和安全防护问题。在工程作业、捕

捞和海洋监测3个领域以大连市高新区、金普新区、

甘井子区、长海县为依托,拓展人工智能,开展融合

应用场景建设。围绕国家海洋牧场建设,大连市联

合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与中国海洋大学在长海

县开展海洋数据监测、传输、分析工作,在海洋数据

处理与共享应用方面实现高度集成。以智慧海洋

工程的示范和应用,不断提升与完善海洋数据资源

共享,逐渐形成海洋通信系统、导航系统、应急救援

系统、海洋生态环境灾害监控预警、智能船舶、水下

机器人和海工装备等海洋智能装备优势领域。

2 大连海洋信息产业发展相关规划

2.1城市经济发展规划

《大连市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规

划建设“海洋信息产业园”,围绕大连海洋产业需

求,发展海洋基础信息获取、处理及共享服务产业,

海洋资源信息获取设备的研发和产业化,海上导航

智能系统开发及管控产业,以及海洋环境监控及治

理等信息服务产业[6]。利用“海洋+新平台”对海洋

传统产业、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海洋服务业进行

信息化升级,形成如“智慧渔业”“智慧船舶”“智慧

港口”等海洋信息与海洋产业结合的新形态,推动

海洋产业整体转型升级。

《大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将智慧海洋作为新

一代人工智能应用示范工程,将智慧海洋建设工程

纳入大连市数字经济工程发展建设,提出陆海统

筹,发展新型智慧海洋产业,将大连建成全国领先

的智能海洋装备产业基地[7]。

2.2 产业政策规划

围绕推进海洋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5年

大连市委、市政府共同印发《关于加快建设产业结

构优化的先导区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区的意

见》,提出加快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发展包括

海洋信息业在内的海洋经济产业[8];2017年大连市

结合产业基础和特点,将其中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作

为切入点和突破口,制定《大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 实 施 方 案(2018—2020年)》(以 下 简 称《方

案》),《方案》明确提出,发展和培育大数据、物联

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全市战略性新兴

产业产值到2020年要突破5000亿元,年均增长

18%左右,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全市地区生产

总值的比重达到或超过15%[9]。2018年7月6日

《大连日报》刊发中共大连市委、大连市人民政府

《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辽宁振兴发展重

要指示精神加快新时代大连“两先区”建设的实施

意见》,提出加快建设海洋中心城市,大力发展海洋

信息服务。2019年大连市政府在《大连市新一代人

工智能发展规划》中,制定实施智慧海洋应用示范

工程规划,提出“实现智慧技术高度集成、智慧海洋

产业高端发展、智慧服务高效便民的智慧海洋经

济”规划目标[10],海洋信息战略性新兴产业获得快

速推进。

2.3 科技创新空间规划

大连高新区、金普新区合力打造国家自主创新



76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22年 

示范区,为包括海洋科技在内的产业技术拓展创新

空间。1991年经国家批准大连高新区成为首批国

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软件产业作为主导产

业,已形成创新型软件产业集群,近年来高新区把

海洋科技确定为区域重点发展产业。金普新区是

全国第10个国家级新区,2016年获批成为沈大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组成部分,是新兴产业最为集

中、科技创新产业化最具优势的区域。2018年大连

市提出以金普新区、高新园区为核心加快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建设,成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创新创业

生态区、开放创新先导区。《大连2049城市愿景规

划》中提出将金普新区、高新园区打造成产创融合

的核心空间,推动产城融合。搭建“校区-园区-
城区-景区”全域多元化的创新空间[11],实现创新

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为智慧海洋产业提供的科技

创新空间优势将进一步扩大。

2.4 海洋信息产业建设规划

2021年大连市发布《大连市高新区产业规划》,
提出“十四五”时期,构建包括海洋信息产业在内的

“1+6”产业体系,推动国家自创区建设。海洋信息

产业作为招商引资重点产业方向,规划高新区将以

大连海事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为依托,全力推动

智慧港务、智慧船舶、航海 VR/AR模拟、船舶供应

链、海工装备、北斗海事等重点领域,推进海事技术

在船舶数字化及系统装备、海事通信导航智能化等

方面的应用,打造智慧海洋产业集群[12]。
大连市拥有较好的海工装备制造基础,在企业

规模、经济总量、研发能力和新产品开发上均处于

国内领先水平。2021年1-7月大连市规模以上装

备制造业产值同比2020年1-7月增长了15.3%,
其中海洋专用设备增幅最高达25.2%[13]。大连湾、
长兴岛作为主要聚集区正加快培育海洋工程制造

战略性新兴产业。“十四五”期间,大连市确定将高

技术船舶和海工装备作为装备制造业重点建设领

域,明确大连湾临海装备制造业聚集区重点发展重

大装备制造,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重点发展高技

术船舶及海洋工程、临港装备制造,充分发挥园区

聚集聚效功能。

3 大连发展智慧海洋产业的制约因素

近几年,大连市在海洋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

良好 的 成 绩,2019年 大 连 海 洋 经 济 总 产 值 为

3738.3亿元[14],而同期上海海洋生产总值则增长

至10372亿元,占上海全市GDP的27.2%,占全

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1.6%[15]。大连海洋经济资

源禀赋优异,但智慧海洋产业发展仍受到产业结

构、科技创新、海洋开发、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持

续性影响等因素的制约,对标上海[16],大连市还有

很大的上升空间。

3.1 海洋经济发展不均衡

“十三五”时期大连海洋经济保持平稳增长,产

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大连全市海洋经济总产值年均

增长10%,2019年大连市海洋经济产值占地区生产

总值比重达到23.6%[17],但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的模式没有根本改变。大连海洋经济发展主体仍

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规模小,龙头企业不多,经济

活跃度和创业活跃度较低;海洋产业链条不连贯,

配套产业发展滞后,产业集聚发展程度不高;海洋

服务产业发展较慢,实力不强,对海洋经济质量提

升贡献度有限。对标提出建设海洋中心城市的上

海、青岛、天津等沿海城市,大连海洋经济总量规模

偏小,且发展不均衡。

3.2 海洋产业结构升级进展缓慢

大连传统海洋产业仍占主导,但发展空间不断

受到其他沿海城市的挤占,并且增长动力减弱。海

洋新兴产业多处于产业生命周期的初始阶段,发展

相对缓慢,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尚未成

为支撑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对产业结构影响力度

有限,使得大连传统海洋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优化

面临巨大压力。同时受上下游相关配套产业影响,

如海洋智能装备、海洋新能源等新兴产业生产要素

没有充分汇聚,也影响到海洋新兴产业结构优化。

3.3 海洋科技创新能力不足

大连拥有众多涉海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海洋

科技实力较强,但与国内海洋科技发达城市相比,

科研经费投入、科研条件建设等方面仍有较大差

距。海洋科技研发具有高投入、高风险和高回报的

特点,但海洋金融服务体系层次与覆盖面有限,吸

收社会资金的投融资渠道还不完善。基础研究和

技术创新还是主要依靠企业有限的内部资金,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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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科技力量无法充分发挥作用。产学研用结合

不够紧密,国际领先的研发成果不多,重要领域缺

乏领军人才。海洋科研成果转化水平有待提高,不

少在别的城市尤其是在南方城市转化为经济成果

的科研项目,其研究皿、孵化器反而是大连的科研

机构。

3.4 新冠肺炎疫情对海洋新兴产业影响逐渐显现

新冠疫情对经济持续性影响不可避免,形成需

求侧减弱局面,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造成一定的

负面影响。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延续,国际国内生

产动力减缓,冲击将从需求侧逐步扩展到生产侧。

大连的海洋信息技术企业受影响并不明显,但也有

部分面向生产一线的中小企业出现订单减少,资金

回笼慢的现象。全球产业链正面临重构,参与国际

分工合作的领军企业受国际供应链趋紧和政治影

响,其国际合作受到干扰,取得先进技术和产业链

供应方面不确定,拓展国际市场难度加大,可能对

海洋经济和海洋科技创新带来更长时间的滞后

影响。

4 智慧海洋产业新增长点的预测

后疫情时代,国内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将加速

重构,国内国际双循环体系加速构建,5G、数据中

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催生新供

给,产生新需求,为大连市数字经济赋能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提供了难得的时代机遇。

产业或产品结构会随着社会需求变化发生变

革,国家战略实施、经济结构调整、国际突发事件都

会影响产业发展方向。“碳达峰碳中和”“冰上丝绸

之路”“日本核废水入海”,以上国家战略和国际事

件都有可能影响智慧海洋产业和产品结构的调整,

对此可以关注。

4.1 蓝碳交易兴起

海洋碳汇也被称为蓝色碳汇,对缓解全球气候

变暖、支持生物多样性等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021年8月26日生态环境部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

正组织实施海洋碳汇监测评估、海岸带碳通量监测

等工作[18]。海洋碳汇工程技术体系正稳步建设,蓝

碳环境监测、蓝碳数据收集,以及统一的海洋碳汇

标准体系制定正在开展。蓝碳交易、海洋碳中和核

算机制研究将对海洋环境监测、海洋数据采集、数

据分析系统开发等智慧海洋建设领域带来广阔产

业发展空间。围绕海洋碳汇资源调查和监测,海洋

运行气候变化的监测与评估,缺氧酸化等与气候变

化相关的海洋战略环境风险监测运行领域会形成

众多新的产品,并有很大概率衍生出智慧碳汇产业。

4.2 北极航道延伸

据预测,北极东北航道2030年后有望实现全年

通航。开发北极航道,意味着巨大体量的航运经

济、旅游经济、油气资源、矿产资源、渔业资源、沿岸

基础设施等全方位的开发与建设。大连作为“一带

一路”重要节点城市,是北方地区距离北极航道最

近的港口城市,融入北极航道开发责无旁贷。开发

应用北极航道,以大连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产业为基

础,围绕北极油气、渔业资源勘探、极地航运、极地

导航、通信等通用技术对相关装备的需求,开发北

极高性能船舶,包括具有破冰能力的液化天然气

(LNG)船、具有较强破冰能力和续航能力的北极海

域渔业资源调查船和适合极地航运的集装箱运输

船等。同时,研发极地航行安全智能决策辅助系

统,极区海域海洋平台事故预警、应急和决策系统,

研制极 区 海 域 平 台 应 急 救 助 装 备、极 地 导 航 装

备[19],以及冰层覆盖下通信、探测、定位和导航技术

等。北极航道的开发将使智慧海洋产业面向一个

新的发展领域。

4.3 日本核污水排海危机

2021年4月13日,日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正

式决定两年后将福岛核污水排入大海。我国与日

本隔海相望,在日本正式将核污水排入海洋后,包

括大连在内的沿海城市形象、海洋经济将受到影

响。面对核废水可能形成的污染:①加强监测能

力,建设养殖水域海洋环境监测系统,将5G技术融

入现代海洋监测平台,增强养殖水域异常污染检测

与应对能力,加强养殖海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与评

估。②发展智能化信息管理,开展全流程的智能监

测与多维度的效果评估,运用大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分析,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和渔业、旅游业发展提

供决策依据。③着力发展海洋污染监测智能装备

和产品,将海洋环境监测技术与水下机器人、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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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无人潜航器等智能海洋装备结合。④创新

监测技术与手段,围绕放射性核素检测,聚焦海洋

环境监测、预警、应急等场景,研制智能检测与感知

控制的先进传感设施设备,研发配套软件技术产

品,在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中扩大应用领域。分析核

废水引发的经济变动,调整产品结构,智慧海洋产

业将有机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5 智慧海洋产业在大连海洋中心城市的“全
链”发展措施建议

海洋产业投资大、风险高、回报慢,只靠硬性指

标、短期考核很难正确衡量智慧海洋产业对海洋经

济贡献。作为一个长期连续的系统项目,智慧海洋

建设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以系统工程视域将智慧

海洋产业与海洋中心城市、海洋数字经济等多方面

统筹,从长期、连续、稳步角度提出产业发展建议。

5.1 搭建资金链,增强智慧海洋工程建设驱动力

智慧海洋工程项目投资巨大,为缓解政府投资

压力,改变单纯依赖政府资金投资局面,建议建立

海洋经济投融资开发机制,搭建投融资平台,形成

政府投资、金融融资、社会集资的多元化的投融资

途径,扩大直接融资比重。除地方政府财政投入

外,寻求国家和省专项资金、专项债、产业基金等扶

持,缓解地方项目资金需求压力;主动对接开发性

金融机构、政策性银行以及商业银行,争取优惠信

贷支持;促进跨界融合,建设应用示范项目,展示融

合应用场景,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投资,社会资本独

资,或与政府资金合资形式投入,以应用引导投资,

扩大产业。

5.2 扩大供应链,培育海洋信息产业市场,提升政

府和各方建设智慧海洋收益和积极性

组建或引入专业信息服务公司,成立大连本地

化智慧海洋信息服务公司,搭建服务平台。将政

府、机构、本地的海洋信息资源公司等作为供应侧,

通过技术、产品、服务、资本等多种形式合作,以平

台为载体,统一运营大连海洋信息资源。对各类非

涉密海洋信息数据进行商业推广和收费服务,开展

政府购买“智慧海洋”公共信息用于免费服务尝试,

盘活信息服务经济。信息收益除平台运营,其他收

益反哺政府、机构及第三方信息资源提供方,实现

信息增值变现功能,建立良性海洋信息服务产业

链,实现数字信息的经济属性。

5.3 链接数据链,形成以“采集、传输、挖掘、应用、

共享”为主线的海洋信息数据链,夯实海洋数

字经济数据基础

在重点区域设置数据采集设备、布设观监测设

备,加强海洋传感器网络等硬件设施的建设,推进

以5G为核心的海洋数据网络建设,做好数据采集、

传输节点规模部署,提升海洋数据实时采集传输和

通信能力;打破信息孤岛,连接大连的科研机构,如

国家海洋科学数据中心大连分中心等,整合海洋环

境生态监测、灾害预报、海洋气象、海洋渔业、航运

运输、海上安全等海洋数据资源;建设海洋大数据

中心,提升分析处理海洋数据能力,搭建海洋大数

据行业公共平台,推动涉海核心数据共享。

5.4 延伸产业链,打造融合跨界应用的智慧海洋

生态圈

从产业布局方面精准招商,融合大连海洋渔

业、港口航运、船舶建造和智能装备等产业需求,以

大连的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及海洋工程制造业为基

础,围绕智慧海洋完整产业链,以资本合作的方式

与行业优势资源合作,积极对接国内涉海类龙头企

业和大型央企、互联网企业,吸引重大项目落地发

展;重点引进核心技术、应用产品、产业服务等关联

企业和机构,形成产业影响力;坚持空间收缩、土地

集约、要素集中,建议加速优质企业和项目集群集

聚,促进产业集群形成。做好项目引导,根据国家

智慧海洋工程规划布局,结合大连实际,制定推荐

一批先导示范项目清单,列入现有基金扶持项目,

争取国家、省级基金配套,力争早日取得可验证、展

示、运营的示范成果,快速总结推广成功模式、建设

经验[20],为产业壮大铺垫道路。

5.5 打造创新链,围绕产业发展建设海洋科研技

术创新体系

加强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关键技术研发,

从生产应用角度开展智慧海洋基础研究。鼓励高

校、科研机构、企业研发人员围绕军民融合,以项目

为核心组建研发团队,推进军政产学研用融合发

展。充分利用院校科研机构现有实验室、企业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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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搭建共享实验研发平台,为海洋电子信息企业

提供科研设施共享服务,提升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

研发能力。搭建成果转化平台,以政策激励等形式

促进研发成果生产转化,搭建军地共享技术转移中

心,推进军民共用研发成果[21-22]。

5.6 提升价值链,融合一二三产,延长产业链条

扩大智慧海洋产业范围,以数据为链条,以大

连海洋渔业、海洋工程制造、海洋服务产业实际发

展为维度,纵向上运用5G、人工智能等创新技术,

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升级。渔业生产领域,发展智

能化现代海洋牧场,提升以工厂化养殖为主的设施

渔业建设,聚焦捕捞作业领域的融合应用场景;海

洋工程领域,推进水下机器人、海洋无人机、无人潜

航器等智能海洋工程装备发展,建设服务港口、船

舶、海运和气象导航等各个环节的智能船舶、智慧

港口应用平台,构建海洋医药大数据平台,开发智

慧海洋生物医药;海洋服务业领域,开展海洋旅游、

海洋休闲体育、海上垂钓等服务业数字化转型。以

海洋治理作为横向维度,整合北部海域港口和船舶

管理、保障海上重要设施安全、打击防范海上犯罪、

海上应急救援、中韩敏感海域捕捞预警防控、海洋

生态环境监测、海域动态监控、海洋防灾减灾、海洋

经济运行分析评估等海洋治理需求,建设全海域核

心数据库,建成智慧海洋大数据共享支撑平台,为

海洋监测、海洋治理提供辅助智能决策,完善应急

机制,搭建海洋感知全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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