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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成果审核内容与方法研究

何亚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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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Ȟ要：本文通过探讨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成果的审核内容与方法，阐述了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的概念、

主要内容和流程，分析审核内容的构成，包括成果资料、信息化建设成果、相关程序与政策文件的审核。以星云湖

为例，详细说明了审核背景、内容、方法以及结果与总结，为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成果审核提供实践参考和理论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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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概述

1.1  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的概念
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是指对国家管辖范围内的所

有自然资源，包括但不限于土地、矿产、森林、草原、

水域、湿地、海洋等，进行全面的权属确认、信息登

记和管理的过程。这一制度旨在明确自然资源的产权归

属，规范资源的开发利用行为，保护生态环境，实现资

源的可持续利用。通过统一确权登记，可以建立起全

面、准确、清晰的自然资源产权体系，为国家自然资源

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也是维护资源所有者权益、保

障资源安全的重要手段。

1.2  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的主要内容
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的内容广泛而详细，主要包

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然资源的种类和数量，即对不

同种类的自然资源进行识别和分类，并准确统计其数

量；二是自然资源的权属状况，包括明确自然资源的所

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产权归属；三是自然

资源的空间位置与四至范围，即确定自然资源在地球上

的具体位置和边界范围；四是自然资源的利用现状与规

划用途，了解当前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情况，并规划其

未来的用途；五是自然资源的保护与管理要求，制定相

应的保护措施和管理规定，确保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可持

续发展[1]。

1.3  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的流程
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的流程包括以下几个关键步

骤：首先，进行通告和调查，由相关部门发布确权登记

的通告，组织专业队伍对自然资源进行实地调查，收集

相关资料；其次，编制确权登记成果，根据调查资料，

编制自然资源的地籍调查表、成果核实表等确权登记成

果；接着，进行审核和公告，由专业机构对确权登记成

果进行审核，确认无误后进行公告，接受社会监督；最

后，登簿发证，将确权登记成果录入自然资源登记簿，

并向权利人发放不动产权证书，明确其资源权益。确保

自然资源确权登记的准确性、合法性和有效性。

2 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成果审核的内容

2.1  审核内容概述
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成果审核旨在确保登记成果

真实、准确、合法、有效，是整个确权登记工作的关键

环节。其涵盖多方面内容，从成果资料的完整性与准确

性，到信息化建设成果的实用性与安全性，再到登记程

序是否合规、是否符合政策文件要求等，都需进行严格

审查。这不仅关乎自然资源产权的清晰界定，保障权利

人合法权益，还为自然资源的合理配置、有效监管及生

态保护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和法律依据。

2.2  成果资料审核
成果资料审核是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的重要基础

工作，主要围绕完整性、真实性和准确性展开。资料完

整性涵盖多方面，基础测绘成果用于确定自然资源空间

位置与地形地貌，各类专项调查成果明确资源类型和数

量，不动产登记成果界定权属，相关政策文件和合同协

议则提供政策法律依据。在真实性和准确性审查上，要

追溯资料来源，验证其可靠性，像土地权属证明文件，

需确认颁发机构合法且内容与实际一致[2]。在星云湖项目

中，由于基础资料集中在县（市、区）级成员单位，地

籍调查成果审核的具体工作在县（市、区）级成员单位

完成；市级审核县（市、区）审查意见、审查结果是否

满足登记要求。

2.3  信息化建设成果审核
在数字化背景下，信息化建设成果审核对自然资源

统一确权登记至关重要。一个设计良好的数据库应能准

确存储资源位置、面积、权属等信息，且逻辑关系正

确，便于查询、统计和分析。信息系统的功能和性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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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忽视，系统需具备数据录入、查询等基本功能，操

作界面友好、运行稳定高效。审核时要测试其数据处理

能力，检查安全性，防止数据泄露和篡改，还要关注与

其他系统的兼容性和数据共享能力，实现自然资源信息

的互联互通与协同管理。

3 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成果审核的方法

3.1  内审与外审结合
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成果审核中，内审与外审结

合是重要方法。内审由自然资源部门内部开展，玉溪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内部相关科室、登记中心，依据自然

资源地籍调查成果和相关审批文件，结合国土空间规划

明确的用途、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等管制要求或政策性

文件以及不动产登记结果资料等，会同相关部门对登记

事项及相关材料进行审查。内审与外审相辅相成，内审

侧重项目细节，外审着眼法规政策，两者结合能全面、

深入发现问题，提升审核质量[3]。

3.2  线上与线下审核相结合
线上审核依托信息化技术，利用专门审核软件和信

息平台，将登记成果数据导入后，借助预设规则和算法

批量检查。如运用GIS技术分析空间数据，自动比对登
记单元边界与基础地理数据，检查边界准确性；通过数

据库管理系统校验属性数据的完整性、规范性和逻辑关

系。在星云湖项目中，审核人员前往实地查看界址点设

置、界桩状况，对比自然资源实际状况与登记资料。另

外，对提交的纸质成果资料仔细查阅，检查签字盖章是

否齐全、资料是否真实有效。线上审核效率高，线下审

核真实性强，两者相互补充，确保审核结果可靠。

3.3  利用专业软件进行审核
专业软件在审核工作中作用显著，通过将登记成果

的空间数据与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地形数据叠加比对，能

直观发现边界偏移、重叠等问题。数据库管理软件可对属

性信息进行校验，设置数据约束条件和验证规则，自动筛

选不符合要求的数据记录，提升审核效率和准确性。

4 星云湖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成果审核案例

4.1  审核背景
星云湖位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在当地生态系统

和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通过星云湖自然资源确权

登记，明确星云湖的自然状况，权属状况，并关联公共

管制要求，全面服务于自然资源管理，满足生态文明建

设需要。

4.2  审核内容与方法
4.2.1  资料完整性审核
全面梳理提交的成果资料，涵盖基础测绘成果、各

类调查成果、不动产登记成果以及相关政策文件等。经

核查，资料齐全，包含最新正射影像图、第三次全国国

土调查成果、自然资源普查和调查成果、不动产登记成

果、云南省星云湖管理范围划定成果等资料，且资料整

理规范，符合审核要求。

图1 星云湖登记单元图

4.2.2  数据准确性审核
（1）空间数据准确性审核：运用GIS技术，对星云湖

登记单元的边界、面积进行分析。将登记单元界线与高

分辨率卫星影像、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进行比对，

确保边界准确。星云湖登记单元总面积为3917.74公顷，
与调查数据一致，界址点精度满足规范要求，误差在允

许范围内，保证了空间数据的准确性。

（2）属性数据准确性审核：针对自然资源类型、权
属状况、公共管制等属性数据进行审核。通过与多部门

数据交叉核对，如与林业和草原局的森林资源数据、水

利局的水资源数据对比，确认自然资源类型分类准确。

在权属状况方面，核实所有权主体、代表行使主体及权

利行使方式等信息，与相关政策法规和实际情况相符。

公共管制信息关联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

等数据，准确无误。

4.2.3  登记合规性审核
登记合规性审核严格依据《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

暂行办法》及《云南省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实施细则

（试行）》等规定执行，确保登记程序的每一步，从通

告发布（在市县级网站发布2次，乡政府及村委会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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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贴共20处以保障公众知情权）、地籍调查（采用内外
业结合方式全面调查权属、自然状况及公共管制情况）

到审核、公告等环节，均合法合规。同时，登记内容的

合规性也得到了严格审查，确保所登记的权利类型、主

体、客体清晰明确，且与实际情况及相关法律法规保持

一致，例如星云湖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归属全民，代理履

行主体是玉溪市人民政府。

4.2.4  成果一致性审核
（1）不同数据源成果一致性审核：对比分析来自自

然资源、生态环境、水利、林草等相关部门的数据成

果，确保在自然资源类型、范围、权属等方面一致。如

在水流资源数据上，水利普查数据与第三次全国国土调

查数据中关于星云湖水流面积、水位等信息一致，保证

数据的一致性和可靠性。

图2 登记单元界线与河湖管理范围线对照图

（2）跨区域成果一致性审核：由于星云湖与周边区
域存在一定联系，对跨区域的自然资源登记成果进行审

核。重点检查与相邻区域在边界衔接、权属划分等方面

的一致性，经审核，星云湖登记单元与周边区域边界清

晰，权属划分明确，无冲突和矛盾。

4.3  审核结果与总结
经全面审核，星云湖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成果资

料完整、数据准确、登记合规、成果一致，符合相关规

范和要求。此次审核运用实地核查、GIS技术分析、数据
库比对等多种方法，确保审核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为星

云湖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保护和监管提供坚实的数据

基础和产权保障，也为其他地区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

成果审核提供实践参考。

结束语

本文通过研究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成果的审核内

容与方法，提出了内审与外审结合、线上与线下审核结

合以及利用专业软件进行审核等多种方法。未来，随着

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制度的不断完善，自然资源统一确权

登记成果的审核工作将更加科学、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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