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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政府机构改革方案,自然资源部取代了国土资源部,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以及生态保护、解决

自然资源空间规划重叠问题等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国土信息资源化建设的基础上,完善和创新,以先进的信息技术为支撑,实现对自然资源的高

效管理。文章从新时期自然资源信息化管理的要求出发,就自然资源信息化建设的发展趋势进行了积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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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土资源信息化建设历史成果 

长期以来,原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按照中央“放管服”改革要求,为加

强国土资源监管,不断深化拓展信息化应用,围绕“天上看、地上查、网

上管”,既有国土资源信息化管理体系基本形成。一是夯实基础、强化

监管、做好服务。“一张图”核心数据库持续得到丰富和完善。2017年6

月全面完成基本农田上图入库,为加强耕地保护奠定了重要基础；落实

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数据与“一张图”比对分析,有

效支撑矿业权项目的全面清理。充分利用综合监管平台,加强事前、事

中、事后监管机制,实现了“不见面”审批。二是基本建成了“国土资

源云”。目前已完成了部机房的全面改造,期间,数据、系统实现不间断

运行。形成了“国土资源云”基本框架,信息化建设的技术水平上了新

台阶。三是不动产登记信息平台作为首个重大应用在“云”上得以实现。

按照“反弹琵琶”的总体思路,以信息平台建设推动不动产登记制度的

落地。目前,全国不动产登记信息平台运行稳定,全国2854个县(市)不动

产登记机构接人国家级平台,实现接人全覆盖,日均实时汇集20多万条

登记数据。四是启动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建设。对现有数据资源进行

整合,提供更为广泛的应用。 

2 新时代对自然资源信息化管理的新要求 

2.1自然资源信息化建设的新形势 

其一,自然资源部的成立,特别是三定方案的内容决定了未来工作重

点和方向。概括地讲就是：重生态、重规划、重管控、重监管。其二,政

务大力提倡的“互联网+政务服务”,打造便民、利民的服务体系。其三,

当前新技术的出现和高速发展,比如云计算、AI、虚拟现实技术等。 

2.2新时代对自然资源信息化建设提出新要求 

政策要求：“放管服”下“互联网+政务”建设；简政放权、便民利

民；“一窗受理”“不见面审批”“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业务变化：

重审批向重监管转变；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与修复；全民资源所有

者。技术需求：信息化建设统筹；跨部门数据共享应用；大数据分析与

决策服务。 

3 自然资源信息化建设发展新趋势 

3.1适应耕地保护新政策 

自然资源部通过与住房建设部的沟通与合作,提出了全新的信息化管

理平台,实现了多规合一,在耕地保护方面同样“动作不小”。例如,2018

年下半年,自然资源部加强了与农业部门的配合,在北方地区,针对“大棚

房”进行了专项整治。不仅如此,自然资源部还与国家审计署、财政部等

相互协作,开展了土地整治和土地复垦等耕地保护项目的督查工作,发现

了不少潜在问题,如违规将农村土地用于非农建设等,具体的表现形式多

样,如打着发展现代农业的名义,建设一些经营性场所,非法侵占农用土地

等。在经过对全国土地实行第三次调查之后,国家对耕地保护制定出了新

的政策,并对耕地保护新政策进行了诠释,以信息化技术为支撑的“智慧耕

地”开始受到了社会的关注。 

3.2健全监测评估体系 

在国土空间规划上,自然资源信息化建设的发展体现在两个方面,一

是建设相应的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为规划提供可参考的底板和底图,

以平台为基础,国土空间规划可以说是相应的编撰和修改；二是建立规划

实施与评估监测系统,为政府各部门的工作提供可靠支撑,对国土空间开

发和利用情况的有效监管,保障政府部门管理决策的有效性。因此,要求结

合测绘地理、国土资源等现有的空间数据信息资源,做好国土空间基础信

息平台的建设与健全实施与监测评估体系,服务好国土空间规划和审批等

相关工作,促进国土空间规划治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3.3探索统一管理模式 

伴随着信息化建设的持续,信息共享和信息安全的矛盾始终存在,云

计算能够进一步加快自然资源信息共享的速度。在实施自然资源信息化建

设的过程中,必须切实保证信息共享和信息安全,共享是目的,信息安全是

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想要对上述问题进行解决,应在自然资源管理

领域积极探索统一的管理模式,以政府部门为主导,实现分级分层管理,落

实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同时做好信息化安全管理工作,严格按照信息管

理要求,对用户职能模式进行映射,有效实现统一管理。 

4 结语 

新的发展环境下,自然资源信息化建设面临着许多新的要求,应借助

大数据、GIS、物联网等新技术,建立自然资源信息统一标准,使自然资源

管理更加高效和便捷,为相关部门能够及时提供动态数据和决策依据,全

面实现自然资源信息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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