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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数据治理体系构建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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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我国如今处于信息化时代,自然资源的数据治理体系

建立也势在必行。在建立自然资源数据治理体系的过程中,必

须依据自然资源部的宏观规划,满足自然资源部门和生态文明

建设“两统一”的要求,通过不断学习和引进,掌握更多的信息化

建设方法,从而构建出既符合要求,又与自然资源部实际发展相

适应的自然资源数据治理体系蓝图,以此为基,建立包含空间—
业务—时态关系、自然资源数据标准规范体系、三维立体自然资

源“一张图”大数据体系、分布式数据管理机制、更新维护机制等

内容的信息化体系,并在分析预测、决策等环节加以切实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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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原国土资源部,于 20 1 7 年联合印发

了《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建设总体方案》,其中包含对自然资

源数据资源体系和国土信息空间基础数据的相关规定。而在自

然资源部正式成立之后,《自然资源部信息化建设总体方案》也
随之出台,其对自然资源数据治理体系的构建提出了新的要求,
比如,应实现三维立体自然资源“一张图”、须对地质、海洋、矿产

等数据库加以整合。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面对新的自然资

源数据治理体系构建规则,本文将对其治理现状,构建方法和实

际应用加以具体阐释,希望能。给相关从业者带来借鉴。
1 自然资源数据治理现状

目前,我国自然资源数据至仍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在以

下三个方面:第一,数据管理体系不健全。体现为不能对土地、
矿产、地质等数据进行统一管理,数据的储存和管理标准方面较

为分散。第二,字段缺失,图形属性、坐标体系不相符等问题,这
样的问题主要出现于归自然资源部所管理的数据。各种数据诸

如地质、土地、测绘等在现实性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也正由于此,
导致在一些特定情况下,无法尽快掌握最新数据。第三,在空

间—业务—时态关系上,存在数据模型不一致的问题,进而引发

组织和维护功能的缺失。
2 自然资源数据治理体系的构建

2.1 建立自然资源数据标准规范体系 根据上文所述,我
国在自然资源数据治理过程中,存在数据标准不统一、数据管理

分散的问题,因此,必须构建自然资源数据标准规范体系,使绘

测、地质、林草、水资源等多类数据都能够纳入统一管理体系中,
这也是自然资源部和生态文明建设“两统一”要求的践行。当

然,在建设标准规范体系时,不能“另起炉灶”,而是要依据以往

制定各类数据规范的经验,并对各类标准加以吸收、整合,对未

形成统一标准的数据,则要加以订制,这样才能保证规范体系建

立的效率。
2.2 空间—业务—时态关系的构建 在建成自然资源数

据标准规范体系后,接着就要构建数据间的空间—业务—时态

关系,在此基础上发现并分析数据之间的复杂关联,这也有利于

促进数据联动的更新,数据统一的趋向性更加明显。而在构建

空间—业务—时态的关系时,可以分别将空间关系、业务关系和

时态关系作为主线,当然,构建过程中主线的不同,也会影响工

作的实际要点和程序。

2.3 三维立体自然资源“一张图”大数据体系 为了构建

“地上地下,陆海相连”的全方位、三维立体自然资源“一张图”大
数据资源体系,必须。实现时空框架搭建、数据模型开发的统一

化,并着力开展数据资源目录的建立和大数据中心的统一管理

和创新设计,当然,在进行数据处理时,也要注意依照标准进度,
对其进行清洗、加工、入库,实现空间化和数字化。

2.4 分布式数据管理机制 自然资源分布式数据管理机

制的建立,最终是为了能够妥善处理数据产权,并实现整个自然

资源部信息数据的良好传播和共享,大大提升相应的数据管理

效率。而在实际建设过程中,机制的建立方式必须依据数据资

源的实际特点和其所属部门,从分布式集中管理、混合管理和基

于统一数据资源目录的分布式数据管理,这三种方式中,选取最

适当的、具有最优效果的加以应用。
2.5 更新、维护机制 在上述工作完成之后,也要更新、维

护自然资源数据机制,这是自然资源数据治理体系建设的最后

环节,也是保障环节,能够保证数据资源随时间发展、情况变化,
能够保持动态更新、即时纠错,从而确保自然资源数据治理宏观

体系的完整和实时性。
3 自然资源数据治理体系的应用

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是自然资源数据治理体系建成和维

持的关键,也是其在数据管理实践中的有效应用。国土空间基

础信息平台有利于实现大数据体系下的数据集中、资源共享和

信息管理,通过其信息化平台推进标准规范体系的建立和自然

资源数据的集中管理,益处良多。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针对我国自然资源数据治理现阶段存在的数据

管理体系不完善、三域关系不一致、数据管理缺陷等问题,相关

部门和从业者在具体构建的过程中,必须建立自然资源数据标

准规范体系、空间—业务—时态关系、三维立体自然资源“一张

图”大数据体系,分布式数据管理机制以及更新维护机制,并保

证构建行为符合相关规定,最终,通过不懈努力,提升我国自然

资源治理体系的信息化水平,促进自然资源数据管理效率的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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