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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的“大数据研究与发展计划”提出后,引发了世界各国大数据研究的高潮。我国也在近

期将大数据上升到国家政策的高度,大数据产业得到全面支持。海洋大数据作为海洋综合管理的

基础,对于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准确掌握海洋状况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在我国大数据技术快速发

展的背景下,分析了国内外大数据技术发展的基本情况,提出了基于大数据资产化管理模式、大数

据思维模式、大数据可视化模式来构建海洋大数据平台思路,进而挖掘海洋数据中隐藏的“智慧”,

全面提升海洋综合管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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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fterthepresentationofAmericas“BigDataResearchandDevelopmentProgram”,it

arousedasurgeintheworldsbigdataresearch.Chinahasalsorecentlyraisedbigdatatothelevel

ofnationalpolicy.BigDataindustryhasbeenfullysupported.Beingabasisofcomprehensivema-

rinemanagement,oceanicbigdatahasimportantsensetoprotectnationalmaritimerightsandin-

terestsandaccuratelygraspsthedevelopingconditionsofocean.Basedonthebackgroundofthe

rapiddevelopmentoflargedatatechnologyinChina,thispaperanalyzedthebasicsituationofthe

developmentoflargedatatechnologybothathomeandabroad,andputforwardtheideaofbuild-

inglargeoceandataplatformbasedonlargedataassetmanagementmode,largedatathinking
modeandlargedatavisualizationmodel.Thehidden“wisdom”ofoceanbigdatawasalsomined,

toenhancethecomprehensivemarinemanagementandcontrol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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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云计算[1]等技术的高度发展,移动

智能设备的快速普及,爆炸式增长的大数据时代已

经来临,据IDC的研究估计[2]:到2020年,全球数

据使用量将达到35.2ZB,大概需要376亿个1TB
硬盘来存储数据。2012年3月美国奥巴马政府公

布了“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3],提高政府从海量

复杂数据中获取知识和远见的能力。继美国之后

欧盟、日本、韩国等也纷纷提出大数据相关举措,法

国政府在其发布的《数字化路线图》,日本也公布了

发展开放公共数据和大数据为日本新IT国家战略

的核心。我国于2012年批复了“十二五”国家政务

信息化建设工程计划,开始关注大数据的研究,并

构建我国大数据产业链和大数据研究平台,2014年

上海市率先实行政府部门数据对外开放。

随着各国大数据国家战略的实施,大数据技术

成为当前最热的关注研究领域。2003—2006年谷

歌工 程 师 发 表 了 有 关 Mapreduce、GFS 和 Big
Table等 核 心 技 术 的 学 术 论 文,引 发 了 雅 虎、

Facebook等公司开始关注该领域。目前在数据处

理和存储方面应用最为广泛的为ApacheHadoop系

列开源平台,Google公司针对大数据的需求又提出

了Dremel和Pregel技术[4],而后IBM 结合云计算

和自主计算提出“认知计算”[5];在大数据分析方面,

除了传统的BI技术,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统计分析

(RHIPE)、机器学习(K 均值聚类算法、Apriori算

法、FP-Growth算法等[6])、数据挖掘(IBMSPSS、

SGIineSet、OracleDarwin,开源的有 Weka等商业

工具)、自然语言处理(OpenNLP、FudanNLP和哈

工大的LTP[7])、知识与推理等方法也发挥着巨大

的作用;TableauSoftware公司在数据可视化分析

领域走在前列,主要有 TableauDesktop、Tableau

Server、TableauReader、TableauPublic等,其创新

应用VizQL数据库实现增加了用户的体验[8];针对

Hadoop和 MapReduce计算框架架构下数据加密、

访问控制、区别隐私保护和审计[9]等方面,IBM 已

成功实现了同态加密技术,解决了云环境下大数据

的加密保护问题[10]。

海洋信息化作为国家信息化的重要基础[11]。

在大数据研究的热潮下,如何运用大数据思维和技

术,管理海量的海洋大数据,实现海洋大数据信息

共享,发掘海洋大数据对国民生产生活的最大价

值,获取海洋大数据资产的最大权益,是海洋信息

化战略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从数据资产、数据思

维和数据可视化3个维度加以分析论述。

1 数据资产化

大数据及各类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大数据

被认为具有4V特点,即:规模性(volume)、多样性

(variety)、实时性(velocity)[12]和价值性(value)[13]

的特点。大数据的价值性特点在现代社会和经济

活动中愈来愈凸显,故大数据被称为新的经济资产

类别[14]。

李志刚认为大数据的价值是指数据正在成为

一种新型资产,一种形成竞争力的重要基础[15]。

Mayer-Sch认为,只有以需求为导向,通过不同数据

的重组、挖掘再生的能支持预测的大数据才会变成

资产[16]。海洋数据资产化是指整合海洋数据,针对

不同的需求,运用数据重组或者数据挖掘技术,实

现海洋数据的决策支持,实现海洋数据的最大价

值,逐步建立数据财产权理论,从功能价值转向数

据价值,如图1。借鉴维克托·迈尔的数据、思维和

技术的重要性,考虑到我国海洋洋信息化建设中存

在的信息共享困难、重复建设、盲目建设问题及现

有的技术孤岛、资源孤岛和信息孤岛[11]等问题,建

立以数据资产化管理模式为主导的海洋数据服务

需从以下方面入手。

图1 数据资产化价值

(1)构建海洋数据资源库。海洋数据设计的专

题领域较多[17],目前海洋数据多按获取部门分散存

储于不同的系统和数据库,各个系统和数据库的存

储格式大不相同,增加了海洋数据的共享难度。海

洋数据资产化管理的基础是建立海洋数据资源库,

制定海洋大数据信息化的标准和规范,通过数据松

散耦合方式,逻辑整合分散存储于各个数据库和系

统的海洋数据,以便对数据进行组织和分析,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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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资产交换模式奠定海洋大数据资产化基础。

(2)增强海洋大数据技术研究。因海洋数据存

在的复杂性、多源化、敏感性、不同比例尺等不同问

题,对数据进行资产化分类,总体分为自有产权、他

人产权(共享)、公共产权(互联网)三大类,在此基

础上,加强海洋数据预处理技术,积极探索海洋数

据挖掘方法和分析方法,从海洋大数据中获取更多

的信息,提升数据资产价值,实现数据资产价值的

二次升值。

(3)增强海洋数据服务功能。海洋数据价值的

实质是产品和服务[18],海洋大数据资产化的关键是

可以生产多少有效的信息和服务。海洋信息和服

务应从公众需求、海洋管理、海洋研究、海洋环保、

海岛保护、海洋科技等方面入手,开发出既可服务

于单一部门的基础信息,又可服务于综合部门的分

析信息,并且通过整合海洋大数据,分析海洋大数

据之间的关联关系,以提供更多专题的海洋信息产

品和服务。

2 大数据思维

所谓思维就是人类头脑活动的内在程序,是一

种习惯性的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模式,并由此引

导自我行为。按照舍恩伯格的说法:“所谓大数据

思维,是指一种意识,认为公开的数据一旦处理得

当就能为千百万人急需解决的问题提供答案”。大

数据思维导致信息化出现了三大改变[19]:全部样本

代替了随机抽样的样本;在大趋势正确的前提下效

率较精度重要;不再单纯追求因果相关而追求事物

演变的主流趋势。

海洋数据是典型的大数据,涉及海洋水文、生

态环境、气象气候、地质地貌、海洋化学、经济、海洋

物理化学等方面,其数据类型有矢量、图像、视频、

文本等,拥有的资产难以估算,但多源化、复杂化、

动态性、敏感性等特点加大了海洋信息化的难度。

2015年3月,马云提出人类正由IT(Information

Technology)时代进入了DT(DataTechnology)时

代,他认为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IT时代以“我”为

中心,DT时代则以“别人”为中心,让别人更强大,

开放和承担更多的责任[20]。DT更加注重的是用户

和客户的需求,从大数据的思维的来看,就是要多

挖掘出数据的价值,满足各类用户的需求。

近年来,我国海洋管理部门积极提倡海洋电子

政务工程,研发了海洋环保、海域使用、海岛保护、

海洋预报等多个业务系统[21],如全国海洋生态环境

监督管理系统、国家海域动态监视监测管理系统、

国家海岛监视监测系统等,不断发展和完善了国家

海洋局政府网站、各海洋专题服务网站,海洋信息

化发展迅速。从海洋大数据发展思维来看,我国在

数据获取、存储管理和分享技术取得了一定的成

就,但是随着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海洋信息需求

不断增大,需求产品和服务不断增多,海洋信息的

采集、存贮、检索、分析、交换和集成等简单的信息

化过程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发展要求,而是需要通

过海洋信息的整合过程,挖掘更大数据价值,特别

是在大数据思维的背景下,需要建立全球视野的大

数据平台。

我国海洋信息化需要借鉴 Google、百度、腾讯

等网络公司运营数据资产的成功经验,坚定数据就

是资源这一实质,将体现数据价值凝聚于信息化之

中,从用户需求出发,在数据架构、数据获取、数据

传输、数据存储、数据管理、数据分析以及数据安全

等方面重新构建以数据为核心的信息化体系,挖掘

出海洋数据的综合利用价值。当前基于大数据的

挖掘技术是研究热点,传统数据分析方法的升级和

拓展应用于大数据分析是研究难点。

3 数据可视化

数据可视化主要是借助于图形化手段,清晰有

效地传达与沟通信息,数据可视化主要是将复杂的

数据借助空间图形,便于人们理解和观察,同时采

用不同的空间分析方法还可以发现大数据内部隐

含的规律和发展趋势,便于研究者判断和模拟未来

的发展趋势。在大数据时代,大数据可视化分析的

研究与发展将为科学新发现创造新的手段和条

件[22],数据可视化与可视分析技术水平以及信息可

视化表达能力,体现着信息化建设成果的先进性和

有效性[23]。在大数据环境下,利用各种技术分析数

据,用形象直观的方式展示结果,这样能够快速发

现数据中蕴含的规律特征[24]。数据信息可视化参

考模型见图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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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信息可视化参考模型

海洋大数据的可视化,是海洋大数据思维的直

观展现,也是进一步提升海洋大数据资产价值的重

要手段之一。因海洋数据具有时态性、动态多变

性、模糊性等,海洋数据的可视化不但要将数据以

图形形式表现出来,实现实时空间查询、选择、分析

等功能,而且要借助二维和三维的地理信息软件或

可 视 化 数 值 分 析 工 具,如:ArcGIS、Skyline、

Supermap等,实现海洋大数据多维图表统计功能,

同时结合数据挖掘方法实现空间分析,增强多维动

态模拟与预测可视化技术的研究,具体可从下面

3个方面来研究。

(1)海洋数据实时动态的可视化即数据本身的可

视化。采用位置信息、区域统计、多维图表等方式,关

注多源、动态、有效等海量数据的可视化,选取合适的

符号,实现海洋数据的实时动态美观的可视化。

(2)海洋数据挖掘方法与可视化的结合。结合

(非)监督分类、直方图分类、聚类、粗集分类、智能

分类等分析算法,空间自相关、叠加、提取、领域分

析等空间分析工具,还包括栅格的重分类、栅格表

面运算(坡向、坡度、曲率、等值线等)等传统数据分

析方法,同时采用选择分类、回归分析、聚类、关联

规则、特征、变化和偏差分析、Web页挖掘等数据挖

掘方法挖掘出海洋信息最大的潜在价值。

(3)海洋数据多维动态模拟与预测的可视化。

以时相为索引,采用海洋数据动态模拟技术,直观

表达基于时间段(点)的连续抽样动态变化,提高认

知效果,使得海洋要素的变化规律更易显现。

4 结论

自从美国的“大数据研究与发展计划”提出后,

大数据在各国和各个领域受到了极大关注。随着

“信息化”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基于海洋大数据

的信息化必将成为国家信息发展的重要基础。海

洋信息化需进入“智慧”阶段,立足本土,走向深蓝,

以数据资产化管理模式为主导运用大数据思维建

立海洋大数据服务平台,鼓励海洋行业内外建立本

机构、本单位的数据资产化管理模式,在此基础上

以松耦合模式迅速扩充海洋基础信息库,大力发展

海洋数据挖掘和可视化技术,创新开发数据产品和

服务,逐步利用行业外、社会公众力量,形成“百花

争鸣,百花齐放”态势,挖掘出海洋数据的最大价

值,提升海洋信息化整体能力水平和实力,进而全

面提升海洋综合管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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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及时发现国际航运市场变动,并预测可能的趋

势,做好风险防范工作,并为有关企业提供针对性

的资金支持,做到锦上添花,雪中送炭。

4 结语

中国的商业银行发展航运金融,有着自己独特

的优势,但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和不足。航运金融

业务的发展,需要航运业与金融业之间相辅相成,

互相协调。因此,在发展航运金融业务的过程中,

商业银行要结合现实情况,抓住发展机遇,发挥自

身优势,弥补自身不足,积极转型,从而更好地为我

国发展海洋经济的战略服务。

参考文献

[1] 甘爱平,曲林迟.航运金融学[M].上海:格致出版社,2010:

1-474.

[2] 王文佳,钟芳燕,戴丽琼,等.舟山群岛新区航运金融服务业发

展思路及 对 策 研 究[J].海 洋 开 发 与 管 理,2013,30(11):

107-110.

[3] 王泽宇,韩增林,李洋,现代物流业对大连建设东北亚航运中

心的拉动效应分析[J].海洋开发与管理,2005,22(2):31-35.

[4] 陈继红,韩玲冰,张明香.上海航运金融服务发展现状与对策

[J].水运管理,2012,34(9):16-20.

[5] 张海波,刘霖涌.我国商业银行发展海洋金融业务的对策研究:

以中国 建 设 银 行 宁 波 分 行 为 例[J].特 区 经 济,2014(6):

100-102.

[6] 王磊.上海航运、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武

汉交通职业学院学报,2010,12(2):8-12.

[7] 王仁祥,邓平.创新型城市建设中金融支持度的评价与指标体

系设计[J].海南金融,2008(2):21-24.

[8] 上海海洋大学航运金融课题组.航运金融[M].北京:中国金融

出版社,2012:1-232.

[9] 殷明,郑士源,章强.航运金融市场价格传导及买卖价差的形成

机制:基于干散货运输现货与衍生市场的实证分析[J].上海金

融,2015(2):77-81.

[10] 陈扬,王学锋,郑士源.“航运金融”的研究边界及其重点命题

的探讨[J].上海金融,2012(8):107-109.



(上接第53页内容)
[11] 许莉莉,汤海荣,张燕歌.海洋信息化标准体系研究[J].中国

标准导报,2015(1):49-51.

[12] DUMBILLE.WhatIsBigData[EB/OL].(2013-01-24)

[2017-01-06].http://strata.oreilly.com/2012/01/what-is-

big-data.html.

[13] 俞立平.大数据与大数据经济学[J].中国软科学,2013(7):

177-183.

[14] DICKERSON R,LU J,LU J,et al.Stream feeds-an

abstractionfortheworldwidesensorweb[C]//TheInternet

ofThings.SpringerBerlinHeidelberg,2008:360-375.

[15] 李志刚.大数据:大价值、大机遇、大变革[M].北京:电子工业

出版社,2012.

[16] MAYER-SCHNBERGERV,CUKIERK.BigData:ARevolu-

tionThatWillTransform How WeLive,WorkandThink

[M].EamonDolan/HoughtonMifflinHarcourt.中文版《大数

据时代》.盛扬燕,周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17] 刘高岭.海洋信息元数据目录服务系统的设计与实现[D].青

岛:中国海洋大学,2008.

[18] 祁冬梅,于婷,邓增安.IODE海洋数据共享平台建设及对我

国海洋信息化进程的启示[J].海洋开发与管理,2014,31(3):

57-61.

[19]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生

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M].盛杨燕,周涛,译.杭州:浙江人

民出版社,2012.

[20] 马云.IT时代和DT时代的区别是什么? [EB/OL].(2015-

03-22).[2017-01-06]http://tech.qq.com/a/20150322/

019206.htm

[21] 国家海洋局规划司.海洋信息工程总结[EB/OL].[2017-01

-06]http://www.cgs.gov.cn/dzzs/zt_ more/xxh/news/

036.htm.

[22] 李国杰.大数据研究的科学价值[J].中国计算机学会通讯,

2012,8(9):8-15.

[23] 戴勤奋,魏合龙,王圣洁,等.大数据时代的海洋地质信息化建

设[J].海洋地质前沿,2014,30(1):67-70.

[24] 陈明.大数据可视化分析[J].计算机教育,2015(5):028.

[25] CARDSK,MACKINLAYJD,SHNEIDERMANB.Readings

inInformationVisualization:UsingVisionToThink[M].San

Francisco:Morgan-KaufmannPublishers,1999:1-7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