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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城市建设发展空间监测工程  

一、工程效益情况 

    （一）经济效益 

    1.本工程产生可计算的经济效益共计约 3230 万元，包括： 

    （1）节省数据生产经费：按照“强化保障、适度扩展”的

原则构建了监测数据体系，形成了融合多源数据优势的监测基础

数据库，并不断开展更新。数据成果供各类调查、监测、规划编

制与实施评估工作使用，节省生产经费约 1500 万元。 

    （2）节省课题经费：所提出技术方法体系和研究成果直接

为各类研究提供支撑，节省研究经费约 280 万元。成果直接服务

于国土空间规划、城市总体规划、法定图则以及各类设施专项规

划编制工作，节省经费不低于 550 万元。 

    （3）节省评估考核费用：成果分别为各区《生态文明建设

考核》和《重点区域开发建设绩效考核》提供技术方法和结论性

支撑，预计共节约经费 900 万元。 

    2.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优化城市运行效能 

    通过工程实施和推广，有力提升了深圳市的城市治理精细化

水平，在生态文明建设、保障城市空间安全、引导规划实施等方

面产生了无法估算的间接经济效益。 

    （二）社会效益 

    1.保障了城市重大工程实施。针对城市建设发展热点、难点



问题开展空间监测，形成了一批针对性监测成果，为城市重大工

程在空间推进策略、优化完善重点、实施节奏等提供了全方位的

支撑。 

    2.促进了城市精细化协同治理。与发改、规划、卫生、教育

等 10 余个政府部门建立了“数据获取、监测分析、成果反馈”

的联合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了空间监测部门与相关专业管理部门

的各自优势，实现了数据准确性、方法科学性与成果实用性的统

一。 

    3.支撑了空间规划编制与实施。所建立的指标模型为国土空

间规的公共设施、生态环境专题编制，医疗设施、养老设施等专

项规划实施提供了重要支撑。 

    4.提升了数据支撑政府决策能力。建立空间数据到应用的全

流程体系，增强了决策部门对于城市发展规律的认知，实现了从

原始数据到监测结论的高效转换，全面提升了各级政府部门运用

数据支撑决策的能力。 

    5.指导了其他各类监测工作开展。所构建的监测框架具有通

用性和可扩展性，为其他各类监测工作提供了参考，尤其是有效

指导了自然资源监测业务开展。 

 二、工程运行开始时间及运行的稳定状况 

    （一）工程运行情况 

    2018 年初完成主体工程建设，进入动态维护阶段。 

    1.监测工程业务化运行。城市建设发展综合监测、专题监测、



重点片区监测等三大类监测工程分别于 2015、2016、2017 年首

次完成，现每年结合基础性地理国情监测、各类规划编制实施、

重点片区考核等工作持续开展。 

    2.数据生产与应用业务化运行。本工程数据生产的整体工艺

流程已趋于成熟，目前已成为深圳市自然资源信息化建设工作重

要组成，同时为相关政府管理部门提供持续、可靠的空间数据支

撑。 

    3.成果发布业务化运行。按照“边监测、边应用”的推进思

路，持续通过深圳市城市建设发展空间监测成果发布平台、成果

报告与图集等形式向不同用户提供差异化的监测成果服务，满足

多类型的服务需求。 

    （二）稳定性维护情况 

    工程实行逐年完善、迭代更新的建设模式。采取分层架构设

计，层与层之间相互分离。每层应用和服务采用组件化设计和模

块化开发，功能上相互独立，通过标准化接口联系，以插件形式

加入原系统，有效兼容由新需求、新数据、新方法所带来的变化，

具有稳定性强、可扩展、易维护的特点。工程已实现连续两年稳

定运行，成果均通过验收。年度调查数据库、数据统计分析、数

据发布等长期稳定运行，持续为深圳市城市精细化治理提供全方

位的技术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