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市“十三五”地理国情监测工程 

一、立项背景 

普查之后，武汉市主动谋划，2016 年印发《武汉市十三五时期地

理国情监测工作方案》，率先实现了普查到监测的转段。 

基础性监测在完成国家统一要求基础上，开展市情深化，全面监

测自然资源保护和国土空间规划实施情况。专题性监测以自然资源部

“武汉市大数据城市空间格局变化监测试点”为契机，融合地理国情、

社会经济和新兴大数据，构建起“地理国情+大数据”的监测评价体

系，拓展了地理国情监测内涵与外延，实现从对地到对人观测的转变。 

2020 年面对疫情突袭，发挥大数据优势，分析疫情影响风险因

素，动态监测武汉市人口恢复和流动情况，为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提

供了技术支撑。 

二、资金来源 

市级财政经费 5227.85 万元 

三、建设情况  

1．基础性监测 

基础性监测包含地表覆盖和地理国情要素。五年来累计采集图斑

126 万个，外业轨迹 1.5 万千米。地表覆盖年均变化率 5.4%，新增工

地主要分布在三环外和三大开发区，正处于大建设大变化时期。 

(1)基础地理国情：自然地理要素方面，2020年自然地表占 81%，

水域占 27%，大江大湖自然资源禀赋凸显。人文地理要素方面，五年

来新增房屋建筑区 134 平方千米、铁路和道路 1983 千米、过江桥隧



7 座、地铁 234千米(运营里程达 363 千米)，已进入高铁城铁地铁时

代。 

(2)自然资源保护：发挥林草划分细优势，监测自然资源保护情

况。五年来植被覆盖率稳定在 59%，166 个湖泊岸线得到全面管控，

绿楔内建设开发得到有效控制，新增绿道 1300 千米，山体修复 2 平

方千米，绿化率提高 1 个百分点。 

(3)国土空间规划实施：发挥工地这一特殊地类优势，监测存量

建设规模，分析其来源和去向，评价规划实施过程和效果。五年来全

市新增工地来源中自然与人工地表占比为 7:3；主城建成区扩张 75平

方千米，三大开发区占四成；旧城更新 81 平方千米，容积率和人口

密度提高，已进入增量与存量并重发展阶段。 

2.专题性监测 

每年收集整理 26家委办局 621项专题资料，空间化并尺度下推，

购买手机信令、百度位置、企业大数据，持续开展区域联系、空间格

局、开发园区、综合交通、公共服务等一系列监测研究。 

(1)社会经济发展：五年常住人口年均增长 15 万，2019 年达 1121

万，净流入 215 万，吸引力增强，但与总规目标对比，人口增长未达

预期。2016 至 2019 年 GDP 年均增长 7.8%，2020 年同比下降 4.7%，

三季度转正，疫后经济重振复苏。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三产占比从

51%提高到 61%，三大开发区成为经济增长极，中心城区纳税超亿元楼

宇达 84 栋，产业提档升级。 

(2)流动空间动态特征：武汉九省通衢特征显著，2019 年城际联



系日均 210 万人次，以省内、城市圈为主，在东、西蜂腰处跨城通勤

明显；实际服务人口 1330 万，就业人口 690 万，向近郊扩散；职住

分异加深，跨圈层通勤占比增加，日均通勤达 350万人次，跨江占 15%。 

(3)疫后人口恢复：截至 2020 年 12 月，武汉居住、就业人口恢

复至 97%和 92%，服务业居多的中心城区就业恢复率偏低(75%)，郊区

居住恢复率表面偏高，实则疫情影响了务工人员流出。对外人口联系

仅恢复 6成，仍以省内联系为主。城市内部出行已全面恢复常态，拥

堵指数高于往年同期，市民自驾出行比例提高，武汉已恢复往日的烟

火气息。 

四、工程实用性和应用前景 

本项目的实施，客观、真实、准确地反映了自然资源禀赋和城乡

建设变化，深刻分析了社会经济发展，动态感知了流动空间特征，有

关成果持续以政府专报、学术专著、微信公众号等形式发布，发挥了

基础公益智库作用，“地理国情+大数据”的武汉模式在全国具有一定

的引领示范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