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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县三级联动空间规划实施监督信息

系统的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一、项目概况与系统特点

（一）项目概况

2018年部国土空间规划局确定广东为系统建设的5个试

点省之一。项目组依托省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融合各方

优势，结合广东“数字政府”和“一网通办”的建设要求，

采用“全省统筹、分类实施、云端部署”模式，借助政务外

网，历时 2 年多建设了省市县三级联动、上下贯通、横向连

通的空间规划实施监督信息系统。

（二）系统特点

1.数据丰富，通过多源数据接入和治理为空间规划提供

强大数据支撑。

（1）依托广东省“粤政图”、省政务大数据中心，以及

省自然资源一体化数据库的数据基础，开展国土空间规划数

据治理，融合汇聚了涵盖土地、矿产、海洋、自然保护区，

以及交通、水利、历史文化保护、地质灾害防治、环境监测

等各类数据，并引入三维地形和建筑白模等新兴数据，丰富

规划表现形式。

（2）研究出台了全国首份《广东省国土空间规划数据

治理指南（试行）》，建立和完善数据汇集、比对、管理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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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长效机制。

2.需求导向，提升系统功能，构建丰富多维的指标体系

和排名预警机制。

（1）面向用户需求，研究构建了规划底图制作、地块

全生命周期查询、“多规合一”合规性审查、二三维一体化

数据分析与直观展示等工具，支撑规划全过程管理与全方位

监管。

（2）从规划指标、用途管控、价值导向等多个维度和

角度，研究搭建了 200 多项系统可统计计算的国土空间规划

实施监测评估预警指标体系。

（3）按照“体检识别问题——诊断及时预警——图谱

分析原因”的逻辑框架，研究设计一套市县规划实施体检诊

断技术流程，并利用目标值或排序排名等方式对规划实施进

行监测评价和预警。

3. 架构完善，支撑四级三类空间规划的传导协同及实施

监测。

（1）系统基于广东省政务云平台已部署使用，用户覆

盖省市县三级自然资源部门、省文旅厅及审计厅、各类开发

园区等 150 个单位，1000 个账号。

（2）通过规划数据备案入库更新机制，实现规划的全

流程管理，系统目前已在全省统一规划底图底数、三线优化

调整，辅助规划编制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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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整合年度国土变更调查、遥感影像、用地用海审

批及社会经济人口等多源数据，对空间规划规划实施情况进

行监测评价。

二、科技创新

（一）技术框架

项目以“数据感知、数据融合、数据挖掘、数据应用”

为主线，技术上分为 5 个阶段：①规划、现状、管理、社会

经济等多源异构数据深度融合；②分布式存储的高性能空间

大数据分析；③面向规划智能审查与评估预警的指标模型体

系和规则库建立；④超量数据的二三维一体和图数联动可视

化技术研发；⑤省市县联动规划业务全周期协同管控技术。

（二）技术创新

1.规划数据治理融合和三维大场景可视化技术。提出了

从时间、区域、尺度、专题、数据格式五个维度映射的异构

空间数据整合技术，搭建多时空异构大数据关联融合的地理

计算模型；创新了面向多类型、跨层级的规划冲突检测与智

能处理技术，支撑规划数据库自适应、小范围的快速变化检

测与联动更新，解决省市县上下级规划数据版本不一致、与

其他部门相关专项规划缺乏衔接的问题。发明了三维矢量数

据高压缩比并行压缩技术，实现各级各类规划、交通、水利、

产业等全域时空数据的联动更新、动态渲染和二三维超量数

据场景化展示。获得 1 项专利，3 项软著，发布 1 项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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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划实施监督指标体系和体检诊断技术。率先构建了

多维度、多角度、多尺度的国土空间规划监测预警和诊断评

估指标体系。通过数据赋能，基于自主设计的分级算法、矢

量瓦片与分布式集群分级索引技术，弥补规划实施缺乏快速

诊断、主动发现、及时预警有效手段的不足，支撑二三维场

景下高效的国土空间规划评估诊断、态势预判和趋势预警。

获得 2 项专利，2 项软著，发表 2 篇 SCI 论文。

3.空天地海协同与三级联动的规划实施管控技术。提出

了“问题研判—实景举证—协同处置—联动更新”的规划

管控技术体系，基于政务云和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数据创新了

省市县三级联动和空天地海协同的规划管控方法，实现自上

而下的规划传导与自下而上的问题反馈互动协作、系统规划

分析与外业巡查举证相结合、宏观资源配置与微观图斑穿透

相结合，解决规划管控难协同、线下效率低、监管信息不对

称等问题，支撑规划管控的精准传导、滚动更新以及规划实

施过程的智能纠偏，推进全省国土空间分级分类管控治理。

获得 1 项专利，2 项软著，发表 1 篇 SCI 论文。

三、取得成效

（一）技术经济指标

发表 3 篇 SCI 论文，发布国内首份省级规划数据治理指

南，获得 4 项专利和 7 项软著。

（二）社会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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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部署、统一管理、统一运维”的模式，为广东 21

个地级市、124 个县（市、区）节约独立建设成本 4.3 亿元

（参照全国各地已公开的系统建设经费，按 300万/市县计）；

节省市县大量数据重复治理汇交及规划实施监测评价费用。

支撑规划统一底图、统一标准，确保规划数据上下一致、

及时更新，显著提升规划实施监控能力、支撑国土空间用途

管制有效实施；数据充分共享利用，有效支撑规划业务协同

和综合决策，提高自然资源保护管控能力，提升政府治理能

力现代化水平。

系统已服务广东各级自然资源部门、相关专项规划主管

部门、规划编制单位等，获部空间规划局、广东省政府和自

然资源厅相关领导好评，专家鉴定项目成果达国内领先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