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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背景下国土空间信息化建设思考与探索

许运福*

山东深科空间规划勘查设计有限公司，山东� 250000

摘� 要：在信息化背景下，智慧国土空间信息化建设思路逐渐显现出来，智慧国土空间信息化建设主要是指利

用互联网或大数据等新兴的信息技术作为基础，将整个社会的国土空间进行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整合。在完善智慧国

土空间信息化建设思路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兼顾当前新兴的信息技术，还要充分了解居民的工作生活情况以及社会

空间治理对人们日常生活所带来的影响，这样才可以保证智慧国土空间信息化建设思路能够符合当前信息化时代发

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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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提升国土空间治理能力对信息化需求越来越高，“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

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要“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利用大数据平台，分析风险因素，提高感知、预

测、防范能力。”国家信息化十三五发展规划也明确指出：要“创新资源管理和利用方式。开展国家自然生态空间统

一确权登记。整合自然生态空间数据，优化资源开发利用的空间格局和供应时序。完善自然资源监管体系，逐步实现

全程、全覆盖动态监管，提高用途管制能力。”建立自然资源“一张图”和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是当前实现国土

空间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重要手段。

二、新时期国土空间信息化建设的含义

国土资源是为土地资源进行很好的规划，构建出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各种开发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以新

时期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核心，坚持发展新的领域、以人为本，一切以实际出发，切实的做好国土空间信息化建设。

国土空间规划主要是指自然资源部门对国土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与管理，确保合理使用的基础上也要做好保护措施。

在新时期的背景下，对于国土资源规划也有了更高的要求，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步伐进行合理的规划。伴随着国土空间

信息化建设体系的不断创新，相关部门和管理机构也都逐渐完善，在自然资源部门的带领下，国土空间信息化建设工

作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的进行合理的优化，避免出现严重浪费资源的现象。

三、智慧国土空间规划的简介

自我国将空间规划改革纳入《生态文明改革总体方案》以及国家自然资源部成立，国土空间开发利用和管理方面

都要求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进行适应性调整，即意味着国土空间规划进入了生态文明的新时代。为此，利用大数据和新

技术，推进国土空间全域全要素的数字化和信息化，构建国土空间数字化生态，逐步形成数据精准化、业务协同化、

监管全程化、预警实时化、决策科学化、服务一体化的智慧国土空间规划。

智慧国土空间规划在方法上应充分符合“可感知、能学习、善治理和自适应”的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特点。在新

技术、新数据和新方法的驱动下，提出了以“可感知——数据驱动”为基础，以“能学习——深度学习”为支撑，以

“善治理——协同规划”为导向，以“自适应——情景模拟”为目标的智慧国土空间规划方法体系。

四、国土空间治理的目标愿景

（一）保障人类生存安全

通过国土空间治理，要保障粮食生产数量的安全，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把14亿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

自己手中，粮食生产的质量安全，严控土壤污染由点源向面源扩散，确保粮食品质不危及人类健康。

（二）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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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在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不能损害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权力。国土空间治理要实现可再生资源消费与

供给的动态平衡，不可再生资源的减量化、再循环利用，以及不可再生资源被替代[1]。

五、新时期背景下的国土空间建设要求

（一）提高土地的使用率

土地资源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基础，但是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很多浪费土地资源的现象，导致土地的

使用率下降，不利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新时期的国土空间规划要充分考虑到各个方面的具体要求，使每个国土

资源都能够发挥出应有的价值，符合新时期社会发展的需求。在考虑利用率时也要注意发展战略需求，例如，对于成

乡一体化的规划先需要充分地进行了解，再结合发展趋势进行合理规划，由此提高国土资源的利用率，促进国土空间

的优化规划发展。

（二）因地制宜

新时期国土空间建设要因地制宜，通过提前对各个地区的情况进行了解，在结合实际情况和区域的特点进行合理的

规划，能够有效地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国土空间规划工作上，相关部门并没有提前了解土地资源的基本情况，在规

划时也没有进行有效的处理，这就会造成国土资源浪费的现象。那么在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中一定要实现对土地资源有

一些基本的了解后，结合因地制宜的要求进行探讨土地资源的应用目的和价值，进而实现土地资源的充分利用。

（三）依据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

可持续发展是结合社会经济的发展制定的战略部署。在进行国土空间规划工作时，要做好环境保护和节约能源的

工作，避免出现严重的资源浪费现象。遵循可持续性发展的前提，国土空间规划面临着更大的挑战，需要不断的进行

完善和优化，把每个环节都要考虑全面，尽可能地把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的现象降低到最小。只有把前期会出现的一

些问题，想好应对的措施，才能够有效地提升规划设计的工作效率，还能减少后续出现差错的几率[2]。

六、国土空间治理信息化的主要思路

（一）以现代信息技术驱动国土空间治理信息化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智能技术为国土空间治理提供了良好的创新驱动引擎，提供了更多的手段和方法，

主要可从以下几个方向推进。

1. 国土空间全域数字化

在传统数据的基础上，结合大数据技术和手段，建立国土空间大数据体系，实现国土空间全域数字化成果覆盖，

在范围上应覆盖自然资源本底各要素（土地、矿产、水、森林、草原、海洋、湿地等）、覆盖国土空间规划各要素、

覆盖人类空间利用各要素，形成国土空间全域的数字化表达和信息化底板。

2. 国土空间治理工作网络化

充分依托“国土云”“国家电子政务云”等基础网络，构建覆盖全国的国土空间治理网络。横向上与平级部门互

联互通，实现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在自然资源垂直领域，实现信息汇交和空间用途管制。在工作过程中围绕规划编

制、审批、实施、监测、评估、预警全过程应用，实现可持续优化的闭环管理。

3. 国土空间规划监管智能化

传统国土资源数据库主要支撑国土空间现状感知，在此基础上可通过信息化建模与表达，建立国土空间规划指标

库和模型库，支撑开发利用监测预警和治理决策分析评价。最终可利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技术建立业务推理库，

实现模拟推演和政策引导。

（二）引进先进的技术手段

国土空间资源规划应该结合社会经济的发展脚步，进行技术的创新发展。只有通过创新的科技手段才能真正意义

上的提升国土空间规划的水平，减少规划工作当中出现的问题和因素。在新时期的背景下，国土空间规划需要引进先

进的科学技术手段。例如，可以通过互联网对规划的信息进行整理，方便查找与了解相关问题。还可以通过自动化的

监控技术，对国土资源规划进行实时监控和管理，能够及时地发现规划工作当中出现的问题，并且尽早的得到有效的

解决，还可以针对一些不利的因素进行合理的优化。首先，要结合人工智能与国土规划工作，才能有效地对国土资源

规划工作进行全面分析，更加有利于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尽量减少出现的失误。其次，先进科技手段的引进，可以

减轻规划人员的工作压力，有利于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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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于以往国土信息化成果，完善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

新的国土空间规划需要新的信息化技术保障，以防避免重复开发，出现信息孤岛问题。已有的工作基础主要包括

天地图、数字国土工程、金土工程、基本建成的全国国土资源“一张图”和部分省级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新的国

土空间规划将基于以往的国土信息化成果，完善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和建设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

系统，同步完成县级以上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建设，建立全国统一的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逐步形成全国国土空

间规划“一张图”。远期进一步打造国土空间规划动态监测评估预警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为国土空间规划

审批、监测、评估、预警做好信息化技术保障工作[3]。

七、结束语

综上所述，为了合理开发土地资源，提升土地资源利用率，必须保证规划设计的合理性，对此，应选择适宜的信

息化技术，通过将信息技术与土地空间建设进行有效结合，能够提升土地空间利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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