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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照兰代表支招海洋牧场信息化与自动化建设

实现“信息通”，打造海上绿水青山

□半岛特派记者 肖玲玲 李晓哲

许振超是山东港口青岛港前湾集装
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工程技术部固机高
级经理，以他名字命名的“振超效率”九次
刷新了世界纪录。本着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他身上总是透着一股钻研的劲儿。今
年两会，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他带来了关
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
个别条款和释法的建议，允许外国国籍船
舶运输经营者经营中国港口之间的外贸
国际集装箱中转业务，为我国北方有优
势、有条件的港口建设国际一流集装箱枢
纽港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
许振超坦言，这次的建议牵扯到青

岛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也牵扯到港
口的影响力。国际集装箱中转业务体现
的是一个港口对国际航运业贡献的影
响力和区域辐射能力。近几年国际集装
箱海运市场船公司联盟化已成趋势。联
盟船公司普遍采取在不同的区域分别

选择一个中转枢纽港的做法，以减少同
区域其他港口挂靠次数。这是船公司重
新选择、重新定位区域中转枢纽港的重
要时期，也是我国沿海港口争取成为国
际中转枢纽港的历史机遇。
“现在我们感觉《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际海运条例》有一些规定过时了。”许
振超表示，这个条例是2001年以国务院
令的形式颁布，对我国国际集装箱运输

事业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近20年过
去了，国内集装箱运输市场规模、能力
有了颠覆性的变化，国际海运市场也发
生了很大变化，条例的一些规定反而起
了限制作用。
为什么说条例限制市场发展了呢？许

振超列了一组数字来说明。以青岛港为
例，2019年国际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100
多万箱，其中国际集装箱的中转箱量仅占

19%左右，远达不到国际一流强港的指
标。青岛港自1995年开始国际集装箱中转
业务至今已25年，年均增长量缓慢。
“究其原因不是港口能力欠缺，而
是目前北方各港口执行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际海运条例》中的个别条款制约
了国际集装箱中转业务的拓展。”许振
超表示，由于条例中的“外国国籍海运
运输船舶禁止捎带国内运输货物”的规
定，每年有约200万箱的中转箱源流失
到国外港口。“从目前的情况来说，如果
约200万箱的中转箱能留在国内，而非
流到国外，一方面可以产生一亿美元左
右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可以提升港口
的规模和影响力。”
为此，许振超建议修改《条例（2016年

版）》第二十五条规定，“外国国际船舶运
输经营者从事本章规定的有关国际船舶
运输活动，应当遵守本条例有关规定。外
国国际船舶运输经营者不得经营中国港
口之间的船舶运输业务，也不得利用租用
的中国籍船舶或者舱位，或者以互换舱位
等方式变相经营中国港口之间的船舶运
输业务。”允许外国国籍船舶运输经营者
经营中国港口之间的外贸国际集装箱中
转业务。同时，“由交通运输部主管业务司
局，对国际海运条例第二十五条释法，明
确外贸集装箱的中转箱在国内运输段是
国际间海运运输的一部分。”

□半岛特派记者 李晓哲 肖玲玲

海洋牧场是拓展海洋渔业发展空
间、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
施。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
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致公党青岛市
委副主委莫照兰提出建议，认为应大力
推进海洋牧场信息化与自动化建设，通
过信息化和自动化促进海洋渔业生产和
管理现代化，对于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
海洋“绿水青山”“金山银山”，实现海洋
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意义重大。

海洋牧场仍存“信息孤岛”

近年来我国沿海省市以现代化、标
准化、信息化为目标，大力推进海洋牧场
建设。目前全国共创建国家级海洋牧场
示范区86个，建成海洋牧场233个，海洋
牧场信息技术已初具规模，但海洋牧场
的建设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信息资源
不完善，数据资源相对分割，相关标准不
一，共享机制不畅，难以发挥整体优势
等。如国家海洋局海洋预警预报观测网、
海洋生态环境在线监测网、地方渔业环
境监测系统，三者在技术与服务上有诸

多可互补建设的交叉点，但目前均存在
信息不共享的“信息孤岛”现象。
此外，海洋牧场信息自主获取与通

信能力不足，很多海域无通信信号覆盖。
生产和环境保护观测要素、覆盖范围和
时效精度需要进一步提升。水质动态监
测、预警预报及污染趋势分析的自动监
测系统、水质移动监测系统的有效性和
准确性有待提高；缺乏通过长期监测对
环境影响、经济效益、生态效益进行科学
定量的信息评估。
信息化与自动化建设的基础设施多

而复杂，规模较大，也是限制海洋牧场发
展的重要因素，各地区重视程度与资金
支持存在较大差别。全国海洋信息化发

展不平衡，海洋信息化的综合效益难以
充分、持续发挥，严重影响海洋牧场信息
化的施行效果。

建数据库搭平台开“窗口”

为此，莫照兰提出，要注重资源整
合，加强顶层设计。通过国家主导、企业
主体，在技术方面打造互联互通、融合共
享的海洋信息网络技术体系，在机制方
面形成多方共建共用共享的运行机制。
政府层面，应制定总体发展规划和

实施方案，整体部署、整合资源、分步实
施、体系化协调，建立由中央部署纲领目

标、省市级根据当地情况制定实施方案
的规划机制。企业主体上，建议引导海洋
信息化企业借鉴国外经验，加快实现信
息自动化技术与管理的有效融合，根据
规划统一部署海洋信息资源，改变自行
其是的现象。技术方面，建议建立以数据
为中心与基础，以自动化系统为枢纽，以
互联系统为平台，以公众网站为窗口，以
政务内网为重要补充的海洋牧场云计算
系统平台，建立专题数据库，包含海洋牧
场基础地理数据库、环境数据库等。

加强基建实现信息全域覆盖

增强海域信号，完善信息体系是重
要保障之一。莫照兰对此建议，针对海洋
牧场信息自主获取与通信能力不足的问
题，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通信
信号覆盖范围与传输质量，增加观测要
素，提高时效精度，实现全天时、全天候、
全海域的实时信息覆盖，形成完善的信
息体系。
此外，莫照兰建议尊重区域特点，加

强政策扶持。充分挖掘当地智慧海洋建
设重点，既能够最高效助力地方海洋信
息化产业发展，又能够避免地区间同质
化竞争。各地区可将海洋牧场建设作为
智慧海洋建设的亮点工程，细化工作指
标，分解工作任务，确保相关工作落到实
处。同时，积极研究数字经济发展相关政
策，鼓励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海洋牧场
建设中；制定企业扶持政策，鼓励更多有
技术、有实力的企事业单位参与到此项
工作中。

全国人大代表莫照兰。（本人供图）

让外国船也能在中国港口间带货
许振超代表建议修改国际海运条例，推动北方港口建国际一流集装箱枢纽港

全国人大代表许振超。（本人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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