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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正在建设中的中国渔政管理指挥系统项目，根据渔政管理对指挥和信息的基本需求，对该系统的

网络结构、应用软件和系统运行等方面的解决方案进行了研究，系统由渔业船舶管理业务系统、渔政船调度指

挥与渔船海上动态监测系统、渔政执法管理信息查询系统和渔业资源环境遥感监测评估服务系统组成，分别

采用了计算机网络技术、全球定位系统（GPS）技术、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网络通讯技术以及遥感信息技

术，系统网络结构采用树状和星形相结合的形式，网络各站点的通讯方式通过 ISDN、ADSL 和 PSTN 拨号接入，

运行方案中各级站点具有明晰的数据流程和业务职责，解决方案符合我国渔政管理需要，技术上具有先进性

和实用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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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ongoing proJeCt of China Fishery Administration System and studies the
ConstruCtion solution of the system inCluding its network，appliCation software and running modules based on the
user’s demands，espeCially，for administration and information. The system Consists of fishing vessel registration，

fishery law enforCement patrol vessel Commanding， fishery law enforCement information serviCes and， fishery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remote sensing serviCe subsystems and most of them involve Computer network，GPS，GIS
and remote sensing teChniques . All the national wide workstations and servers of these subsystems are ConstruCted as
a tree-star shaped Computer network with ISDN，ADSL and PSTN CommuniCation lines . This solution is of the
CharaCter of advanCed teChniques and deemed suitable for Chinese fishery management aCtivities inCluding law



enforCement and vessel Commanding.
Key words：fishery administration；Computer network；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remote sensing

我国海岸线 18，000km，渤、黄、东、南四大海区海域总面积 350 万 km2，内陆水域面积 18 万 km2，丰富

的水域资源与水生生物资源为发展渔业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物质基础。随着渔业经济的发展，渔业存在

的问题和矛盾日益突出。首先，资源开发带有盲目性，捕捞强度过大造成渔业资源严重衰退。其次，渔

业水域生态环境恶化，电、毒、炸鱼等非法作业屡禁不绝，大批水生野生动物濒临灭绝。第三，新的国际

海洋制度的建立，使我国传统渔场的捕捞业受到较大影响，我国渔船在传统作业水域正常作业时被驱

赶、抓扣的事件频繁发生，大量渔船和渔民将要面临转产转业的严峻形势。第四，由于天气、海况、渔船

安全设施不合格等原因，渔船海损事故时常发生［1］。

政府针对上述问题制定了海洋捕捞产量“零增长”和“负增长”计划，控制捕捞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实

施渔船数量和功率双指标控制制度，全面清理“三无”和“三证不齐”渔船，全面查处非法捕捞活动，坚持

海洋伏季休渔，实行长江春季禁渔，派渔政船到公海进行渔政执法，履行船旗国的责任［2］。但是，上述问

题目前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其主要原因是渔业管理和执法手段落后，对渔业资源、渔船、网具的管理还停

留在“粗放”管理阶段，难于担负保护我国 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内的渔业资源、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任务的

工作。因此，如何建立一个在技术上统一规范的管理与执法系统，对提高我国渔政执法管理是非常必要

的。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目前国家已把电子政务确定为实现政府管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和目标，电

子政务的建设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3］，建立中国渔政管理指挥系统符合国家的总体规划和部署，同时，

网络信息管理技术、通讯技术和 GPS 定位技术已较为成熟［4］，为中国渔政管理指挥系统的建设在技术

上提供了保证。开发建设中国渔政管理指挥系统，将有关渔政管理信息纳入到系统中，各级渔业管理部

门通过系统办理有关业务，实现管理中数据的相互调用、相互制约，实现相关信息的传输和查询，从而在

技术上形成统一的执法协作与协调机制［5］的网络系统，有利于保证渔业综合执法和统一指挥的实现。

本文针对正在建设中的中国渔政管理指挥系统项目，从我国渔政管理对指挥和信息的基本需求出

发，结合国内外用于渔政管理的计算机网络技术、GPS 技术、地理信息技术、网络通讯技术情况加以研

究，以获得一个较为科学可行解决方案，用以指导的渔政管理指挥系统建设。

1 系统设计

1.1 用户需求研究

目前，各级渔政管理部门在实现海洋捕捞产量“零增长”和“负增长”目标以及资源的保护时，进行渔

船数量和功率双指标控制，开展清理“三无”和“三证不齐”渔船，查处非法捕捞活动，实施海洋伏季休渔、

长江春季禁渔以及进行公海渔政执法，因而需要在技术上建立统一规范的管理与执法系统，以保证综合

执法和统一指挥。

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需要有一个网络化的业务软件系统，将渔政的捕捞许可证、渔港监督的船舶登

记、渔船检验的船舶检验等渔船管理信息有机地结合、衔接起来，利用管理中各个环节数据的相互调用、

相互制约，进行各种证件的发放和相关信息查询，从而实施渔船数量和功率双控制度，实现海洋捕捞产

量“零增长”和“负增长”目标。

其次，需要开发一个网络化的渔政执法船调度指挥和信息查询系统，将渔业案件、渔业法规、渔港与

航标、职务船员档案和渔业行政执法机构、装备（含渔政船档案）等信息建立成完善的数据库，随时查询

登录案件及事故信息，从而实施对执法人员和船舶的调度指挥和查处非法捕捞活动，进行海洋伏季休

渔、长江春季禁渔以及公海渔政执法，以便形成执法协作与协调机制，保证统一指挥和综合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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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需要建立一个网络化的海洋渔业资源环境信息与遥感服务系统，利用海洋资源与环境的勘测

调查信息、卫星遥感信息（资源卫星、气象卫星和海洋卫星）、地理信息技术和数据库技术，进行资源与环

境的评估研究，提供海洋资源与环境信息服务。

1.2 系统解决方案

1 .2 .1 系统组成

图 1 中国渔政管理指挥系统组成

Fig.1 0verall funCtion Configuration of China fishery administration system

根据用户及其需求研究，“中国渔

政管理指挥系统”将由实现渔业船舶管

理的业务系统、实现渔政船调度指挥与

渔船海上动态监测的指挥监测系统、实

现渔政执法信息管理的信息查询系统

和实现渔业资源环境与遥感监测评估

的服务系统四部分组成（图 1）。

1 .2 .2 系统网络结构

系统站点 按照所承担的任务和

在系 统 中 的 作 用，站 点 分 为 国 家 中 心

站、海区中心站、省中心站、省直属工作

站、沿海地市工作站、县工作站、国家一

级群 众 渔 港 工 作 站 及 渔 政 船 工 作 站。

国家中心站：设于农业部渔业局、渔政

指挥中心和船检局；海区中心站：设在

各海区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省级中心

站：设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渔业行

政主管部门；省直工作站：沿海省在沿

海渔业重点地区设置了直属管理机构，在这些派出机构中建立省直工作站；地（市）级工作站：设在沿海

地（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县级工作站：设在沿海县（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县级用户由渔政、港监、船

检业务部门构成；国家一级群众渔港工作站：设在国家一级群众渔港；渔政船船站：设在参加 200 海里专

属经济区巡航和在重点水域执法的渔政船上。

系统网络连接 广域网目前的连接方式有数字数据通讯网（DDN）、非对称数字用户网（ADSL）、综

合数据通讯网（ISDN）、电信通讯网（PSTN）和宽带光缆等，由于本系统中传输的船舶数据、渔政船船位数

据等信息为政府不宜公开数据，所以在国家有关政务网未开通的情况下，本系统广域网连接目前采用

PSTN 与 ISDN、ADSL 相结合的方式。县级工作站以拨号方式接入地（市）级服务器、省级服务器、海区级

服务器及国家级服务器，地（市）级服务器、省级服务器、海区级服务器及国家级服务器通过 ISDN、ADSL
或 PSTN 拨号方式进行连接，运行业务管理应用软件，实现数据的传输。

网络设备配置 为满足整个网络系统应用的要求，系统设备应具有高可靠性、良好的可管理性和可

维护性、可扩展性、易升级性和高可靠的安全性等（图 2）。高可靠性：冗余电源、冗余接口、多处理器、通

信线路冗余、配置备份及在线重新启动设备。良好的可管理性和可维护性：整个网络是由多种设备组成

的较为复杂的系统，所选产品具有良好的可管理性和可维护性，设备选择同一品牌的产品。可扩展性和

易升级性：网络设备端口密度、处理能力、通信线路的扩容以及对未来网络技术的支持具有可扩展性和

易升级性。具有高可靠的安全性：采用网络连接方式、用户登录、身份认证、数据加密、数据过滤以及防

火墙等手段来实现。

系统软件配置 由于用户个人对网络系统（服务器、路由器等网络设备和系统管理软件）应用情况

还处在一个不高的水平，因此，系统服务器管理软件选择技术较成熟、普及程度高的 Windows 2000 server
操作系统及 MS SQL Server 和 MS ACCess 数据库管理系统，各级工作站计算机操作系统为 Window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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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系统网络结构设计

Fig.2 Network design of the China fishery administration system

和 MS ACCess 数据库管理系统。

1 .2 .3 系统应用软件

运行于“中国渔政管理指挥系统”上的业务软件主要包括渔业船舶管理系统、渔政船调度指挥与渔

船海上动态监测系统、渔业信息查询系统和渔业资源环境遥感服务系统，各系统设计概要如下：

渔业船舶管理系统主要包括船网工具指标审批、船舶登记、捕捞许可证发放、电台执照、航行签证等

软件，开发采用用户需求分析→概要设计→详细设计→功能模块编码开发→调试→集成→试运行→验

收的技术流程。软件运行方案设计为 Client / Server 方式，运行基础环境为计算机局域网、广域网及相应

的系统软件（图 3）。软件开发采用较成熟的 Delphi、PB、VB 等开发工具。各类工作站业务管理应用软件

直接操作本机 ACCess 数据库，数据上传、下载时，采用网络通讯通过 0DBC 方式访问相应级别站点的

SQL SERVER 数据库。各类中心站管理软件直接操作本站服务器上的 SQL SERVER 数据库，数据上传、

下载时，采用网络通讯，通过 0DBC 方式访问相应的中心站服务器的 SQL SERVER 数据库。

渔政船调度指挥与渔船海上动态监测系统。其运行方式为以 GPS 技术获取渔政船海上动态，以卫

星 C 站为通讯基本手段实现船站和陆站的动态信息传输，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和基础海图，实

现渔政船和纳入监测管理的渔船的船位跟踪显示，并通过卫星 C 站和 SSB 实现对海上渔政船的调度指

挥（图 4）。利用船站计算机装配相应的渔业船舶、渔业案件信息、渔业法规信息、渔港与航标信息、职务

船员档案信息和渔业行政执法机构、装备（含渔政船档案）等系统和数据，实现信息登录和查询，从而实

现对海上执法巡航渔政船的船位监测、统一调度指挥和对重点渔船的监测管理。

信息查询系统。信息查询系统中的渔业案件信息、渔业法规信息、渔港与航标信息、职务船员档案

信息和渔业行政执法机构、装备（含渔政船档案）等软件的开发，采用用户需求分析→概要设计→详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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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渔业船舶管理系统网络数据流程

Fig.3 Data flowing Chart for fishing vessel management subsystem

图 4 渔政船调度指挥设计

Fig.4 Data flowing design for fishery patrol vessel Commanding

计→功能模块编码开发→调试→集成→试运行→验收的技术流程。软件运行模式以 Browser / Server 方

式为主，运行于计算机局域网、广域拨号网络及相应的系统软件之上。软件利用较成熟的 ASP、PHP 等

技术进行开发。各类工作站信息查询系统软件直接操作本机数据库，数据上传、下载时，采用广域拨号

网络通讯或局域网直接连接通讯，通过 0DBC 方式访问相应级别站点的 SQL SERVER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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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渔业资源环境与遥感服务系统。本系统数据源主要为海洋资源与环境勘测调查信息以及卫星

遥感信息（资源卫星、气象卫星和海洋卫星），通过在 LaCCa 公司开发的遥感图像处理系统 Erdas Imagine
上进行资源与环境信息研究提取，利用地理信息技术（基于 ARC / Info、ArCView 系统）和数据库技术，提供

海洋资源与环境的研究与服务。

2 系统运行方案

各级站点制定相应的系统管理与日常运行管理规定，配置相应的技术人员和业务人员，对系统进行

维护和使用。国家一级群众渔港工作站开展航行签证管理业务，登录查询相应的渔业案件、渔业法规、

渔港与航标、职务船员档案等信息。

渔政船船站。利用 GPS 设备获取渔政船海上船位，通过卫星 C 站将船位动态信息传输至陆站，通

过卫星 C 站和 SSB 接收调度指挥指令；利用计算机设备，登录查询相应的渔业案件、渔业法规、渔港与航

标、职务船员档案和渔业行政执法机构、装备等信息。

县级工作站。上传、下载船网工具指标、船检数据、船舶登记数据；开展相应的船网工具指标审批和

海洋渔业捕捞许可证、渔业船舶登记管理业务；登录查询相应的渔业案件、渔业法规、渔港与航标、职务

船员档案和渔业行政执法机构、装备等信息。

省直工作站。上传、下载渔业捕捞许可证、船网工具指标、船检数据、船舶登记数据；进行专项（特

许）渔业捕捞许可证管理；登录查询相应的渔业案件、渔业法规、渔港与航标、职务船员档案和渔业行政

执法机构、装备等信息。

地（市）级工作站。接收、上传、下载船网工具指标、渔船检验、船舶登记、渔业捕捞许可证数据；开展

船网工具指标审批和渔业捕捞许可证管理业务；登录查询相应的渔业案件、渔业法规、渔港与航标、职务

船员档案和渔业行政执法机构、装备等信息。

省级中心站。实施渔政船船位的动态监测和调度指挥；接收、上传和下载船网工具指标、船检数据、

船舶登记数据、渔业捕捞许可证的数据，进行船网工具指标审批和捕捞许可证业务管理；登录和查询相

应的渔业案件、渔业法规、渔港与航标、职务船员档案和渔业行政执法机构、装备等信息；实现渔业船舶

登记业务管理，上传、下载渔船登记数据。

海区局中心站。实施渔政船船位的动态监测和调度指挥；接收、上传和下载船网工具指标、船检数

据、船舶登记数据；开展海洋渔业捕捞许可证、公海渔业捕捞许可证、专项（特许）渔业捕捞许可证、临时

渔业捕捞许可证、渔业辅助船捕捞许可证管理业务；登录和查询相应的渔业案件、渔业法规、渔港与航

标、职务船员档案和渔业行政执法机构、装备等信息。

国家中心站。实施渔政船的船位动态监测和调度指挥；汇总接收船网工具指标、船检、船舶登记、渔

业捕捞许可证数据，进行管理、分析、研究；实现公海渔业捕捞许可证管理业务；查询相应的渔业案件、渔

业法规、渔港与航标、职务船员档案和渔业行政执法机构、装备等信息。

3 讨论

系统设计针对当前我国渔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管理的实际需要，有利于政府的海洋捕捞产量“零

增长”和“负增长”计划、全面清理“三无”和“三证不齐”渔船、渔船数量和功率双指标控制制度、全面查处

非法捕捞活动、实施海洋伏季休渔制度的实施。系统使各种渔业信息纳入到系统中，各级渔政管理部门

在办理有关业务时，将渔政、渔监、船检等管理内容和管理信息通过渔船编码等关键字段有机地衔接起

来，有利于在执法管理中实现相互支持、制约及相关信息的传输和查询，在技术上可以使管理、执法更加

统一和规范，形成统一的执法协作与协调机制。

虽然目前广域网连接方式有 DDN、ADSL、ISDN、PSTN 和宽带光缆等，而且大部分专业实时信息系统

都采用宽带专用线路进行连接，而只有少部分投资少的系统仍采用 ISDN、PSTN 连接方式［6］。本系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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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采用 PSTN 与 ISDN 相结合的方式，县级工作站以 PSTN 拨号方式接入地（市）级服务器、省级服务器、

海区级服务器及国家级服务器，地（市）级服务器、省级服务器、海区级服务器及国家级服务器通过 ISDN
或 PSTN 拨号方式进行连接，运行业务管理应用软件。显然，本系统广域网采用 PSTN 与 ISDN 连接方

式，由于该种方式数据传输速度较慢、传输不稳定等原因，势必给系统数据传输带来不利因素。这一问

题需要在国家政务网（如金农工程）开通的情况下［5］改造为通过国家政务网进行连接，以提高网络数据

的传输速度和稳定性。

渔政船调度指挥与渔船海上动态监测，采用 GPS 技术获取渔政船海上动态，以卫星 C 站为通讯基

本手段实现船站和陆站的动态信息传输，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和基础海图，实现渔政船和纳入

监测管理的渔船船位的跟踪显示，并通过卫星 C 站和 SSB 实现对海上渔政船的调度指挥，充分利用了

GPS 和 GIS 技术，其技术比较成熟，国内外许多厂家已生产相应的设备［5］。利用船站计算机装配相应的

渔业船舶、渔业案件信息、渔业法规信息、渔港与航标信息、职务船员档案信息和渔业行政执法机构、装

备等系统和数据，实现信息登录和查询。

系统管理业务软件和信息查询软件设计为 Client / Server 和 Browser / Server 两种方式，数据库设计为

分布式和集中式相结合的方式，站点间通过 0DBC 方式访问相应级别站点的 SQL SERVER 数据库，即有

利于数据的统一性，又保证了各站点工作的独立开展，从而提高工作效率［7］。

在海洋渔业资源环境遥感研究服务中，系统采用海洋资源与环境勘测调查信息以及卫星遥感信息

（资源卫星、气象卫星和海洋卫星）作为主要数据源［5，8］，利用基于 ARC / Info、ArCView 系统的地理信息技

术［5，9］，有利于实现海洋渔业资源环境的空间信息动态研究与服务。总之，系统解决方案，切合投资情

况、符合我国渔政管理业务的需要，同时具有将来系统升级改造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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