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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不动产登记云平台关键技术与应用

由国务院颁布并于 2015 年 3 月 1 日正式施行的《不动

产登记暂行条例》明确要求建立统一的信息管理平台，这既

是落实不动产登记制度的重要支撑，又是保障交易安全和实

现信息共享的重要手段，对于规范开展不动产登记业务和工

作流程再造，提升管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强化产权保护和便

民利企具有重要意义。

贵州作为西部欠发达省份，不动产登记基础较差，各地

普遍存在信息化建设程度低，财政投入能力不足，跨部门信

息共享困难、数据基础薄弱等问题。

为贯彻落实国家和省部署的不动产统一登记改革任务，

走出一条不同于东部、有别于西部的发展道路，持续深化“放

管服”改革，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乡村

振兴，贵州省运用大数据思维，创新提出一个登记平台管全

省、服务全省的理念，历时 5 年，建成了全国首创的城乡全

覆盖、不动产全类型（房、地、林、农、草、水）的贵州省

不动产登记云平台。

项目中主要创新点如下：

1、研发了基于地理实体的自动匹配模型。通过对地理

实体轮廓、方向和区域等指标的计算并进行权重配比，智能

化的解决了各部门间同名数据的自动匹配问题，实现多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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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分辨率、多比例尺、多坐标系下快速高效的数据整合。

2、研发了基于分类存储、统一管理模式的数据仓储技

术。针对不同业务需求，对数据进行分类存储，并建立相互

逻辑关系，实现了海量数据的快速存取和多级灾备。在采取

这项技术之后，对存储磁盘读写压力极大降低，最大降低了

100 倍。

3、研发了软、硬一体化数据跨网交换技术。通过自动判

定实体属性是否发生变化，对数据进行安全检查和自动同步，

解决了全省平台多网并存、数据多源异构、跨部门应用所带

来的信息共享和安全问题，实现了与省级 16 个部门的业务

协同和数据共享，单日最大交换数据 36 万条，单日最大交

换数据量 129GB，数据交换效率提升 5-10 倍，支撑全省高峰

时段的业务办理。

4、研发了面向不动产登记批量业务场景的大规模 GIS

集成技术。一方面利用 Quartz 框架和多线程技术，开辟专

用高性能计算区，对批量业务进行自动判断并快速处理。另

一方面基于国产 GIS 平台的地图中台、微服务和并行计算技

术，构建了 41 个分布式空间数据分析算子，实现了全省批

量空间数据的快速检查，每 6 秒可以完成 400 个复杂任务，

仅宅基地入库一项工作效率提高近 6 倍。

作为全国唯一的可支撑全省业务办理的省级不动产登

记云平台，贵州省不动产登记信息化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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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强的跨越式发展，信息化水平跻身全国先列，节约经济成

本约 44 亿元。依托该平台，在全国首次实现了全省范围的

不动产登记业务流程和收件标准统一。全省 88 个县 104 个

不动产登记大厅实现了与住建、税务、公安、发改、法院等

16 个部门信息交换共享，建设层级全国最高、共享范围全国

最广、业务种类全国最全，一方面提高了不动产登记效能，

实现申请材料从平均 18 份减少到 7 份，办事环节从 12 个减

少到 3 个，为全省 1365 家房企、570 家银行网点提供“网上

办、不见面办”服务。2019 年营商环境评估财产登记指标全

球排名从 59 位上升至 28 位，与北京、上海相当。另一方面

推进了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支持了相关部门提

升房地产市场监管、易地扶贫搬迁安置住房管理、诚信体系

建设、司法协助查控效能，社会经济效益十分显著。

同时，高质量地支撑了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农村两

权调查与确权登记两项国家级试点工作，形成了国家生态文

明建设“贵州经验”。

项目已申请专利 4 件、登记软件著作权 12 项、发布和

发表标准、规范以及论文 38 篇。2015 年 5 月，原国土资源

部部长姜大明专门批示：“贵州省不动产统一登记在全国处

于领先地位，要认真总结贵州经验做法并加以推广”；2019

年 5 月，王广华副部长在贵州省调研时，高度评价自然资源

统一确权登记试点工作，指出贵州基础工作扎实，调查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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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有效，工作中创造性的采用许多好的办法和方法；2020

年 11 月，自然资源部登记局局长冷宏志来黔检查工作时指

出，贵州高度重视不动产登记工作，秉承不等不靠思想，开

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创新性工作，打造了不动产登记“贵州

模式”，工作走在全国前列；项目成果获得了王家耀院士及

行业专家的一致好评和高度肯定，认为本项目开创了省级不

动产登记平台的建设模式，在多源数据分析、交换、应用等

方面取得了技术突破和创新，总体技术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

应用前景广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