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购需求 

1.项目说明 

1.1 本章内容是根据采购项目的实际需求制定的。 

1.2 供应商所报价格应为含税全包价，包含提供相关服务的所有费用，合同

存续期间采购人不额外支付任何费用。 

2.采购项目的技术规格、要求和数量（包括附件、图纸等） 

2.1 项目概况 

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0 年海洋经济运行监测与评估主要任

务及分工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0〕30号）工作要求，为落实好我市海洋经

济运行监测与评估相关任务，我局率先探索搭建“智慧海洋”经济运行监测分析

与评估系统，通过优化完善海洋经济运行监测评估平台，用智能化、可视化方式

分析展现海洋经济成果，为“智慧海洋”建设在海洋经济监测评估领域的拓展和

延伸提供先行示范。 

青岛市海洋发展局海洋经济运行监测与评估平台是根据我市海洋经济运行

监测评估工作需要搭建的数据综合管理服务平台。目前，平台已设置角色管理、

用户管理、名录库管理、报表管理、直报管理、数据管理、消息管理、状态查询

等 8个模块，实现了涉海企业数据采集、数据管理、报表导入等功能，为完成全

市海洋经济统计工作提供了信息化支撑。 

2.2 工作任务 

（一）为海洋经济运行监测与评估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通过优化完善海洋经济运行监测评估平台，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手段，实现对现有海洋信息有效整合，数据资源统一管理，数据成果智

能化、可视化分析展现，为我市海洋经济运行监测与评估工作、海洋经济高质量

发展提供实时有效的数据和技术支撑，提升监测评估工作的智慧化水平和对海洋

经济的综合评估及管理决策服务能力，为“经略海洋攻势”做好战略性基础工作。 

（二）提升海洋经济管理信息化智能化水平 

基于现有制度的指标，对数据进行二维、多维度的分析，改变传统的电子档

分析方式，使数据能够以科学合理的方式进行分析，提高数据使用质量。通过建

立与优化海洋经济统计信息化系统，提升海洋经济信息监测能力，提高海洋经济



统计数据时效性，提升海洋经济管理的信息化水平，实现了对海洋经济实时监测、

动态监管的目标。 

2.3 组织方式 

科学合理的组织方式有利于项目的顺利推进，本次试点项目采用青岛市海洋

发展局主导项目推进，第三方公司负责项目具体实施的组织方式。 

2.4 工作内容 

（一）海洋经济运行监测评估平台的系统优化与开发 

青岛市海洋经济运行监测评估平台系统优化与开发主要包括： 

1.涉海企业直报板块 

运用指标体系、指标版本体系、动态指标配置、动态审核规则进行配置。采

用企业直报、行政记录、部门数据协调等多种监测方法，对参与全市海洋经济活

动重点企业进行持续监测，实现主要海洋产业、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业、海洋

相关产业等相关数据与信息的采集、审核、汇总、整理、分析等任务，摸清海洋

经济各个行业基本情况、发展动态等，掌握我市海洋经济规模和发展趋势，完成

对青岛地区海洋经济的运行状况及发展环境的监测。 

2.重点涉海企业联系制度板块 

提供咨询反馈功能模块，用于重点企业对已出台法律法规、规划政策等的意

见、建议，以及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政策需求，同时提供信息订阅功能模块，支

持智能推送企业关注问题及相关政策服务等。 

3.海洋统计调查制度板块 

以《海洋经济统计调查制度》（自然资办发〔2O2O〕24 号）为基础，结合青

岛市海洋经济发展实际和海洋产业分布，制定符合青岛特色的海洋统计报表制度。

运用主题库管理（实现面向主题的数据分类）对海洋统计报表的分类进行定点推

送至填报单位。 

4.海洋经济 GIS板块 

通过普查小助手 app的 GPS 及 LBS定位功能获取企业坐标信息，运用 GIS系

统对相关涉海单位在百度地图、高德地图以及政府行政地图落点，实现对数据表、

项目点分布图、各行业分布等经济信息的直观展现，为产业规划及布局打下基础。 

5.市（区）两级海洋生产总值核算板块 



运用数据建模、在线测算、核算模型（模型配置及实现数据核算）等工具，

采用监测数据，共享旅游、交通等其他涉海部门业务数据，结合宏观经济走势及

国家、省、市政策等，开展季度和年度市级及区（市）级海洋经济数据核算工作。 

6.数据成果可视化、智能化分析板块 

采用 vue-cli3.0+echarts,实现数据可视化图表展示，基于大数据管理理念

开发，从源头治理着手，以属地重点涉海单位为单元，整合互联网及直报数据信

息，为重点涉海单位建立大数据档案，集成业务信息和专家经验形成智能规则，

并利用智能规则和人工智能算法开展分析，对企业进行智能“画像”。 

7.海洋经济决策评估板块（设置三级预警指标） 

通过企业直报、部门数据共享、网络数据抓取等方式获取的数据，对海洋经

济增长速度、行业规模、预期目标等方面进行预警设置，对青岛市海洋经济运行

状况、运行规律、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和评估，预测海洋经济发展趋势，为

青岛市海洋经济运行情况辅助决策支持提供依据。充分利用仿真模拟、评估预测、

决策分析等技术对海洋经济数据进行深层次挖掘应用，动态分析与监控，进行可

视化平台展示，实现事前决策、事中管理和事后评估的智能化决策支持。 

8.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监测评估指标体系研究板块 

从多个维度构建体现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对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

体系进行系统测算设置，寻求发展短板，探索解决方式。准确把握全市海洋经济

发展状况，从而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为实现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海

洋生态环境的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打下基础。 

9.海洋经济信息服务板块 

结合第三方接口及外部数据导入方式进行信息收集与整理，并通过平台可将

信息发布到 PC、手机、公众号以及其他终端。及时全面的发布海洋经济相关报

道，对社会公众提供各类统计信息。定期公布海洋经济运行的重要数据和形势分

析，实时监测影响海洋经济发展的关键指标，报告海洋产业的运行情况。 

（二）海洋经济运行监测评估平台的日常维护与完善 

通过维护与完善海洋经济运行监测评估平台，提升海洋经济信息监测能力，

实现涉海企事业单位海洋经济统计数据网上直报，改进海洋经济信息的获取方式。

提高海洋经济统计数据时效性，实现对海洋经济实时监测、动态监管的目标。建



立海洋经济数据来源多样化、数据测算信息化、数据结果可视化、政策制定科学

化的现代海洋统计标准工作体系，努力实现现代海洋统计新趋势的目标。 

针对系统的正常运行进行维护，对必要功能进行优化和完善主要包括：一是

针对每月度、季度和年度的调查中，系统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的解决；

二是针对调查工作中的逻辑需求等进行设置和优化；三是针对系统出现的新的兼

容性等问题进行及时解决；四是针对海洋经济运行监测与评估工作需要，对平台

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开发。 

2.5 项目成果 

《青岛市海洋经济运行监测评估平台优化与维护记录报告、系统代码》（光

盘） 

《青岛市海洋经济运行监测评估平台》 

2.6版权及保密 

本次项目工作涉及所有资料及成果为采购人所有，供应商必须为采购人资料

严格保密，不能以任何方式全部或部分向第三方转让或公开引用。若没有采购人

的书面认可，供应商不能向任何单位及个人公开本工作的任何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