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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简介：

一、项目主要技术内容：（1）企业全生命周期环境管理及自查技术指南研究：通过制定企业全生命
周期环境管理及自查技术指南，系统性梳理企业从立项阶段、设计阶段、建设阶段、营运阶段以及服
务期满阶段分别对应的环境管理要求，明确相应的环境管理内容及方法，清晰明了地为企业指导实际
环境管理工作开展，便于企业通过使用该指南进行自我检查、自我纠正和自我完善；（2）企业全生
命周期环境管理数字化建设：通过开发企业全生命周期数字化平台，首先构建企业全生命周期环境管
理指南及评价指标体系，其次增加专家问诊功能，采用二维码、WebGis、流媒体等技术，使企业实
现数字化全生命周期环境自巡自查及档案、巡查照片自动识别、整改反馈等环境管理，融合专家问诊
和二维码技术，构建企业自检自查-园区管理-政府监管的新模式，实现了全过程环境自主管理。企业
高质量环境自主管理关键技术由企业数据管理、健康码管理、企业自检自查管理三大模块组成。 二、
知识产权情况计算机软著：企业自检自查系统V1.0、工业园区智慧管理系统V1.0、中山市百园万企智
慧管理系统V1.0。 三、技术经济指标：（1）集成能力：主要包括企业主题数据服务、环保健康码体
系服务、水电大气污染源等在线监测数据服务、巡检点位配置及数据服务，图像识别服务、webgis服
务、视频流媒体数据服务、非结构化文档数据服务、空间数据服务、数据检索服务等；（2）服务器
负载能力：单台服务器可支持并发访问500用户，日均系统访问人数300人，日系统访问次数700次，
日访问页面数8000个；（3）处理效率：0.068-2.9秒，支持 7*24小时的在线服务；（4）功能性：建
立政府-园区-企业-专家-公众的多源数据库及平台；建设基于企业自巡查的考核评价体系；采用专家
问诊、企业自查自检及云计算，实现企业日常过程控制的环境管理数据智慧化；建立基于预定义模板
的图像视频服务；建立松耦合的正射影像GIS接口服务；建立独立部署的视频流媒体接口服务；采用
Restfull风格的api设计规范，实现数据交互；通过物联设备数据集中采集平台，建立环境质量主题数
据库；搭建了集园区土地、资源、企业运行、基础设施、环境风险物资、环境质量等于一体的数据；
建设了能实现差异化执法的平台与数据框架，并预留其他平台数据共享接口；采用云原生架构，是系
统面向服务，可弹性伸缩，高可用；平台搭载法律法规知识库、工业企业环境管理指南等其他面向公
众、政务及企业的服务，实现环境管理全域互通。 四、应用推广：（1）服务于企业高质量环境管理
水平提升。（2）服务于政府、园区决策及部门信息化建设。（3）服务社会发展：方便民众、企业日
常学习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知识。（4）服务生态保护：实现与生态环境相关的企业环境管理、环境质
量数据、执法监测数据动态管理与闭环反馈。 五、经济社会环境效益：（1）提升企业环境健康水
平，企业通过积极申报整改并履行日常自检自查工作，其环境健康水平发生明显转变，从2021年10
月以来，平台共计296家企业进行使用，完成自查自检270293次，平均检查次数约913次/家，主动反
馈问题280次，指导整改1505次；（2）灵活支撑园区、政府管理部门开展各项生态环境工作，极大
地提高业务人员的工作效率，节约了人力成本；同时，该系统具有强大的空间的展现和分析能力，平
台建设完成后政府、园区、企业的行政、基础硬件方面节省费用，从而产生直接经济效益。（3）通
过平台所提供的非现场监管与差异化指引空间，让守法企业可安心生产，不需要因环保问题而受制，
产生间接经济效益，据统计，平台指引企业完成96项违法问题的整改，环境违法成本一般在10万-30
万元/宗，按平均20万元/宗，可间接为企业减少约1920万元的处罚。（4）南方都市报、中山新闻评
论、中山日报新闻、广东生态环境厅均对企业自检自查系统进行报道，有效提升了政府生态环境保护
影响力，提高企业自主环境管理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