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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徐丽莉

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实行最严格的环境
保护制度，不断提高环境管理系统化、科学化、法
制化、精细化和信息化水平，加快推进生态环境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环境保护部谋划“十
三五”工作的思路和规划。其中，信息化作为“五
化”之一，其重要作用将越发凸显。

2015 年，是“十二五”收官之年，也是国家实施
大数据战略的起步之年。作为国家大数据战略的
重要组成部分，生态环境大数据也迈出坚实的一
步，开启了环保信息化建设的新征程。

让生态环境信息产生新聚合

大数据风头正劲。今年，国务院发布了《促进
大数据发展纲要》，指出“大数据是以容量大、类型
多、存取速度快、应用价值高为主要特征的数据集
合，正快速发展为对数量巨大、来源分散、格式多
样的数据进行采集、存储和关联分析，从中发现新
知识、创造新价值、提升新能力的新一代信息技术
和服务业态。”

生态环境大数据则被赋予了行业内涵。它不
仅包括环保部门职能范围内产生的数据，而且包
括与环保相关的其他部门数据，比如交通部门的
交通数据、气象部门的气象数据、水利部门的水域
数据等，以及与环保问题相关的社会数据，比如微
博、微信等新媒体产生的数据。庞大的数据靠人
工无法处理，必须依靠当今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

发展大数据的目的是发现新知识、创造新价
值，那么生态环境大数据究竟能给环境管理创造
哪些价值？带来哪些变化？

随着环境保护全面深入展开，生态环境信息
更加复杂多样，环境管理工作越来越繁重，传统的
管理手段开始显得“力不从心”。而生态环境大数
据能让生态环境信息产生新的聚合，从而帮助我
们高效、准确、科学地发现并解决问题。

更重要的是，利用大数据还可以帮助我们破
解目前环境管理面临的难题，带动整个环境管理

的转型和效率的提升。大气污染症结在哪儿，雾
霾的发生轨迹是什么，这些问题在大数据面前将
迎刃而解。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可以直接为决策
管理层提供科学依据，使环境管理和治理工作更
科学、有效，这是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和环保发展的
必由之路。

基于此，今年 7 月，环境保护部成立了以陈吉
宁部长为组长的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领导小组，
把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作为推动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的重要手段和保障措施，并委托环境保护部信
息中心编制大数据方案。

需有顶层设计和制度保障

当前，各地对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很重视，一
些地方 已 经 初 步 取 得 一 些 进 展 。 例 如 ，移 动 执
法 已 经 得 到 较 好 应 用 ，初 现 互 联 网 信 息 技 术 的
威 力 。 从 环 境 保 护 部 到 省 、市 都 开 始 探 索 大 数
据发展之路，成立相关机构，大力推进环保信息
化。从目前情况来看，各地大数据建设还存在着
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虽然大数据建设受到空前重视，但目前还没
有一个地方真正拿出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方案。
很多地方大数据建设还处于缺乏整体规划、分不
清主次、理不清顺序的状态中，还没有走上有序发
展的轨道，信息化的效用没有充分显示出来。比
如，很多地方的数据整理和共享工作还未完成，就
开始对数据进行开发应用。在大数据基本条件都
没有具备的情况下，就进行数据分析工作，即使得
出结果，恐怕也会因为数据不充分而与实际情况
有所偏差，进而影响分析结果的使用。

生态环境大数据作为长期的发展战略，显然
不能看一步走一步，必须做好顶层设计。

此外，大数据的建设过程中还存在盲目跟风现
象。国家推动大数据战略，各地积极响应固然是好
事，但凡事一哄而上、盲目跟风就会产生适得其反
的结果，甚至成为大数据建设的新障碍。大数据
建设非一朝一夕之事，须立足全局，从长计议。由
于各地自然条件、人口、产业及环境等实际情况不

同，环境大数据建设的侧重点也不同，建设过程切
忌照搬照抄，削足适履。

当然，除了本身存在的问题外，大数据建设也
受制于国家目前还没有提供大数据发展的软环
境，大数据发展的政策、机制建设滞后，这也给大
数据建设增加了难度。比如在数据开放问题上，
我 国 虽 然 在 2007 年 就 发 布 了《政 府 信 息 公 开 条
例》，但“不愿公开”、“不想公开”、“不能公开”、“不
敢公开”的思维观念和客观现实仍然存在。而数
据开放等体制机制问题是大数据全面建设需要迈
过的一道坎。

作为新生事物，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之路仍
需要探索。我们要积极扫除障碍，理清思路，为生
态大数据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生态环境大数据的建设核心是数据，因此数
据的真实性、准确性至关重要，如果数据不真实，
那么任何结果都将变得毫无意义。除了数据真
实，数据的唯一性 、权 威 性 也 至 关 重 要 。 现 在

“ 数 据 多 源 ”的 问 题 比 较 突 出 ，许 多 部 门 都 在 产
生 数 据 ，由 于 采 集 标 准 、方 法 不 同 ，数 据 来 源 不
一，存在数据“打架”的情况。数据不同，分析的结
果也不同，有时候甚至会截然相反。

在数据真实和唯一的基础上，数据还要实现
共享。首先，环保部门在纵向上和横向上要实现
数据互通共享。环保部门内部要打破业务壁垒，
让环保业务产生的数据实现融合。其次，环保部
门还应该打通与其他部门之间的数据互通互联渠
道，实现环境数据的交换共享。第三，要采用新技
术手段，使人能够便捷地获得数据。

大数据的目的并不在于收集和整合数据，而
是要挖掘大数据的价值。当数据整合完成后，就
需要大数据的研发人才对数据进行分析，为决策
提供依据。目前环保部门大数据人才很稀缺，需
要大力培养适合环保部门需要的人才。

我国环境信息化建设起步晚、基础比较薄
弱。但采集数据是环保部门一项重要的业务职
能，环保部门在发展大数据上有先天优势。我们
要抓住大数据建设的契机，发挥优势，推进环境信
息化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

以信息化推进环境管理转型

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需要系统设计
——访环境保护部信息中心主任程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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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徐丽莉

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是一项创新性工程，对
推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发挥积极
的促进作用，需要系统设计，统筹规划，全面布局。

中国环境报：生态大数据建设的首要问题是
什么？

程春明：树立全局性生态环保大数据发展观，
实现数据“在一起”，这是大数据建设的前提与基
础。因此，必须“更新观念，立足全局，打破割据，
战略筹划”，用全局性的战略眼光谋划生态环境大
数据建设。

中国环境报：生态环境大数据体系如何建立？

程春明：生态环境大数据的数据来源绝不仅
仅局限于环保业务数据，而是更大范围、更多层
次、更多结构的相关数据集合。通过部内、部际数

据整合，社会、企业数据挖取，形成广样本、多结
构、大规模、实时性的数据体系，使得数据的特征
关联和创新应用成为可能，并不断丰富数据采集
主体，创新数据采集手段。

在部内数据整合中，形成“一个司管理数据，
其他司使用数据”的分工协作采集机制，对一个监
管对象不重复采集数据，建立协调数据采集内容
的工作机制。既提高环保工作效率，也提升公众
满意度。

全流程的业务数据是生态环境大数据的重要
数据来源和组成部分。改变目前环保内网的职责
定位，由单纯的文件电子流转手段，转变为整个行
政业务流程的监管手段，

同时，重视对社会公众相关数据的采集和整
合，例如公众环境举报数据、社交媒体上的相关数
据等。

中国环境报：在体制机制上如何适应？

程春明：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的顺利进行必
须有环境管理体制机制上的支撑，形成与大数据
相适应的良好管理生态，实现信息化系统的统一
建设、应用系统和基础设施的统一运维、数据的集
成管理。

按照今年环境保护部发布的《环境信息化建
设项目管理办法》的要求，切实整合现有的环境信
息系统，对新建的信息 系 统 做 好 统 筹 立 项 ，逐 步
改 变 环 保 信 息 系 统 职 责 交 叉 、标 准 不 一 、共 享
困 难 等 现 状 ，做 好 信 息 化 和 大 数据相关规范和
标准的建设。

通 过 制 度 规 范 ，明 确 各 业 务 部 门 在 数 据 采
集 、使 用 、公 开 等 方 面 的 职 能 、关 系 和 任 务 ，明
确 数 据 方 面 的 考 核 任 务 ，形 成 促 进 数 据 共 享 、

开放的体制机制。最终要形成支撑一线环保业
务 工 作 的 环 保 云 业 务 服 务 体 系 ，成 为“ 不 下 班 ”
的 数 据 保 障 系 统 ，用 数 据 打 通 排 污 许 可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总 量 控 制 、排 污 交
易 、排 污 收 费 等 各 管 理 环 节 ，形 成 以 大 数 据 为
核心的环境管理新业态。

中国环境报：如何推动大数据应用？

程春明：应用是大数据的灵魂。大数据为个
性化地满足不同主体的差异化需求提供了可能。

一方面，大数据应用要抓住不同主体、不同业
务、不同地域之间的需求差别，具体来说主要有以
下 3个层面：

一是按照不同的环境问题进行大数据创新应
用，如黑臭水体治理问题、未批先建问题、雾霾预
测预警等。

二是按照不同的环境业务进行大数据创新应
用。按照陈吉宁部长要求，从监测、环评、政府网
站 3个环境业务领域入手开展大数据应用工作。

三是按照不同地域 的 环 境 工 作 特 点 开 展 大
数 据 应 用 ，突 出 地 域 特 色 ，解 决当地最突出的环
境问题。

另 一 方 面 ，大 数 据 应 用 的 创 新 主 体 要 多 元
化。政府、企业、社 会 都 是 大 数 据 应 用 的 创 新 主
体 ，应 该 通 过 多 种 方 式 积 极 引 导 社 会 力 量 参 与
大数据应用创新工作，在环境管理业务创新和社
会应用创新两方面同时 发 力 ，形 成“ 政 府 主 导 ，
多 方 参 与 ，激 发 创 新 ，共 筑 合 力 ”的 生 态 环 境 大
数据创新应用格局。要激发生态环境大数据领
域“ 大 众 创 业 、万 众 创 新 ”的 活 力 ，积 极 培 育 环
境 大 数 据 相 关 产 业 ，推 动 形 成 环 境 大 数 据知识
信息库。

●环境保护部
办培训：环境保护

部行政体制与人事司主
办了大数据与环境管理
转型专题培训班。培训
人数多达4850人。

做项目：环境保护
部信息中心牵头建设的
U-Air 项目，通过获取
地面监测站的空气质量
数据，结合交通流、道路
结构、兴趣点分布、气象
条件等数据，模拟出城
市细粒度（1km×1km）
的空气质量。

●省级
举办研讨会：内蒙

古自治区环保厅召开生
态环境大数据应用分析

研讨会。
建设数据中心：截

至目前，全国将近 2/3
省（自治区、直辖市）环
保厅都已建成或正在建
设环境数据资源中心。

●市级
建机构：河南安阳

建设了大数据中心，辽
宁沈阳成立了大数据
管理局。

重应用：内蒙古自
治区鄂尔多斯市率先将
环保的数据汇集到鄂尔
多斯市大数据中心，与
市政、交通、农业、气象、
能源等各方面的数据互
通共享，目前已经投入
大数据建设和应用。

●两会期间“ 互
联网+”首次作为关键
词进入政府工作报告，
开启环境信息化建设
新篇章。

●6月，环境保护
部组织“环评和监测工
作创新”大讨论 环 境
保护部部长陈吉宁指
出 ，大 数 据 、互 联 网 +
等智能技术已成为推
进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
手段，要加强数据综合
应用和集成分析，为科
学决策提供有力支撑。

●7月1日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第十四次会议召开 通
过了《环境保护督察方
案（试行）》、《生态环境
监测网络建设方案》等
政策，强调要依靠科技

创新和技术进步，推进
全国生态环境监测数
据联网共享，开展生态
环境监测大数据分析，
实现生态环境监测和
监管有效联动。

●7月4日国务院
发布《关于积极推进
“互联网+”行动的指
导意见》部 署 了 包 括

“互联网+”绿色生态在
内的11项重点行动。

●8月19日国务
院常务会议通过《关于
促进大数据发展的行
动纲要》

●11月，《中共中
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
规划的建议》明确 实施

“互联网+”行动计划，实
施国家大数据战略。

●“12369”微信举
报公众号开通

今年，环境保护部
开通了“12369”微信举
报公众号，各地也纷纷
开 通 了 地 方 12306 微
信举报平台，拓宽和便捷
了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
渠道。

●环境保护“双
微”上线

6 月 1 日 ，中 国 环
境报社等单位联合主
办了首届全国环境互
联网会议暨环境保护
双微上线仪式。

由环境保护部副

部 长 潘 岳 亲 自 点 击 ，
“中国环境新闻”、“中
国 环 境 宣 传 教 育 ”微
博、微信正式开通。

●环保政务新媒
体壮大

2015 年 ，越 来 越
多的地方环保部门开
通了政务微博及微信，
逐步探索省市县区联
动的工作体系，搭建起
了政务网站、微博、微
信“一网双微”的新型
宣传互动平台，在强化
信息公开、回应群众诉
求等方面发挥了积极
作用。

●微软亚洲研究
院与环境保护部信息
中心合作的U-Air 项
目 可 以 对 全 国 70 多
个城市 48 小时的空气
质量进行预测，雾霾的
预测也可以在几秒钟
内完成。平均准确率
比 传 统 模 拟 方 法 高
15%~20%。

●IBM拓展“绿色
地平线”计划 已开发
的空气质量预测及管
理系统，可以通过分析
环境数据应用认知建
模。除了实现提前 72
小时逐时高精度空气质
量预报外，还实现了提
前 10 天的空气质量变
化趋势预测分析。

目前，IBM 已携手
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

中心成立了“联合创新
实验室”，还与张家口
建立战略合作，将在可
再生能源和智慧环保等
领域联合创新。

●中科宇图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建设大
数据中心 不仅包括各
地环保业务数据，还有
与环保相关的行业数
据，目前，他们也研发
了空气质量预警预测
模型。

●北京力鼎创软
科技有限公司提出“霾
计算”总体架构 结 合
传统空 气 监 测 数 据 、
污 染 源 数 据 、气 象 数
据 、交 通 数 据 、餐 饮 、
学校、加油站等信息，
对空气质量进行预警
预测。

新媒体

新业态

规格

整版
跨页整版
跨页半版
1/2版
小半版
竖1/3版
横1/3版
竖1/4版
横1/4版
通栏

1/2通栏
栏头

中置孤岛报花
下置孤岛报花

报眼
分类信息

尺寸
(宽×高.cm)

34×45
68×45
68×22
34×22
34×19
11×45
34×15
9×45
34×12
34×10
34×6
5×4
5×1
5×1

17×10

常规价格(元)

120000
280000
160000
65000
60000
60000
50000
50000
40000
30000
18000
3000

100 元/cm2

80 元/cm2

12 元/字

彩版价格(元)

160000
350000
220000
90000
80000
80000
60000
60000
50000
40000
25000
4000

150 元/cm2

100 元/cm2

12 元/字

“重大节日纪念日”
彩版价格(元)

240000
500000
350000
140000
120000
120000
110000
100000
90000
80000
50000
7000

200 元/cm2

150 元/cm2

30 元/字

“重大节日纪念日”
常规价格(元)

180000
400000
300000
120000
110000
110000
90000
80000
70000
60000
40000
5000

150 元/cm2

100 元/cm2

30 元/字

一版价格(元)

1000000

500000
400000
400000
300000
250000
200000
200000

5000
600 元/cm2

500 元/cm2

100000

程春明 环境保护部信息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