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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国情监测机制在土地资源管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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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土地资源作为一个国家发展与进步的基础性固定资源，加强其科学发展与利用不仅能够促进国民经济的良好发

展，更能满足社会各个行业发展的基本需求。并且为了能够实现土地资源管理工作的稳健推进，加强土地管理部门对土地信

息的及时获取与利用，加强地理国情监测机制的建立便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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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land resources serve as a basic fixed resource for a country's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strengthening their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can not only promote the goo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but also meet the basic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social industrie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steady progress of land resource management,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timely acquisition and utilization of land information by land management departments and strengthe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onitoring mechanism of geographical national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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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现

如今，我国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已经贯穿于社会发展

的各个行业和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人们生活与生产方

式的转型，很大程度地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然而，新技

术与新理念的产生必然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为了能够充

分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必须要在土地资源管理工

作中加强对地理国情监测机制的科学建立。

1  地理国情监测机制概述

目前，对于地理国情监测，大多数测绘工作者当前关注

更多的还局限在“采集内容、精度指标、作业要求”这种思

维定式中，在统计分析方面也是依据数据而来的简单汇总和

统计，结合行业专题资料进行综合统计分析的应用案例还没

有形成规模化，说明我们对于地理国情普查和监测数据的挖

掘还不够彻底，并不断加深对地理国情监测的思考，达到供

给侧式的深层次应用体系[1]。

2  土地资源管理中的技术支持

2.1  RS、GPS和GIS技术

在土地资源管理中，3S技术是指将RS、GPS和GIS三种

技术融合应用于工作中，简称：3S。在土地资源管理工作

中，并且通过应用3S技术，掌握土地资源变化信息是非常重

要的工作内容。例如将RS和GPS技术结合在一起使用，可以

实现对土地资源变化实时检测，还可对检测到的实时信息数

据进行推送，为相关工作人员及时了解土地资源变化情况提

供帮助。而GIS技术可以对获取到的土地资源信息进行后期

处理，并通过汇总分类、整理分析、数据输出等等，进而使

数据呈现形式更加清晰和准确，从而提高土地资源管理工作

的质量和效率。因此，在土地资源管理工作中，应用3S技术

对土地资源信息进行收集和处理，能够对土地资源信息进行

优化，从而为我国土地资源管理工作提供有利信息[2]。

2.2  互联网信息化技术

互联网时代，为我们的日常生日带来了便捷与机遇，也

为土地资源管理工作信息传递、共享提供了便利条件。土地

资源相关工作人员可利用互联网，将土地资源相关信息，通

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传播出去，打破了传统传播方式在时

间、空间、图像等方面的限制，使土地资源信息可以快速在

网络上进行传递，从而提高土地数据信息传播的及时性和准

确性，通过互联网还可实时开启共享模式，将土地资源信息

分享给其他部门，便于部门之间协调合作。互联网信息化技

术具有实时性、准确性、高效性、智能性、便利性等特点，

传输过程和传输模式非常严谨、规范，而地理国情检测机制

是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共享机制，拥有互联网技术的全部

优势，并有效地将通信技术和信息技术应用在土地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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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从而更好地为土地资源管理工作者提供帮助，互联网信

息化技术的出现，为我国地理国情监测机制建立提供了强大

的技术支持[3]。

3  地理国情监测存在的问题

3.1  规范性方面

地理国情监测的现存工作规范一定的规范性和系统性，

而规范、系统的监测体系是目前我国土地资源管理工作和检

测工作的核心要求，在地理国情监测中对土地资源的设计和

检测技术方案的规范都提出了明晰的标准，并需要进一步完

善土地资源检测的体系建设问题。

3.2  测绘技术方面

地理国情监测工作作为我国土地资源管理工作的重要

推动力量，在测绘技术方面却仍然存在着一定问题未被及时

优化。地理国情监测主要通过测绘地理信息技术的集成，对

土地资源进行实时搜集、整合与分析，并在最后的分析评估

中将数据信息工作汇总成一个总报表，通过报表分析能够实

时对我国土地资源的利用和发展情况进行理解，并借此打好

“提前量”，为我国土地建设与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作出科

学、规范的处理。地理国情监测中的数据不仅极为精准，更

具有覆盖范围广泛、监测频率密集等特点。为此，在实际地

理国情监测工作开展的过程中便会对其测绘技术的水平提出

更高的标准，而测量技术方面在高标准要求下却难以有效满

足其检测需求[4]。

3.3  协调运用方面

若想在土地资源管理工作中加强对地理国情监测的引

入，前提是加强资金与工作计划协同运用。作为一项庞大的

综合性工作任务，地理国情监测的前提投入阶段必然会需要

较长的时间周期和大资金量的投入作为基础，而现阶段我国

地理国情监测工作中的资金与工作计划无法有效的协同运用

便成为了其机制有效推进的“拦路虎”。因此，我国土地资

源管理部门必须完善地理国情监测机制前期方案的制定，并

针对性的对其进行相应资金的投入，从而科学合理的促进我

国地理国情监测机制在土地资源管理工作中的运作[1]。

4  地理国情监测机制在土地资源管理中的资源应用

4.1  土地信息数据

随着近几年我国信息资源数据库建设的不断完善，我国

国土资源信息建设工作取得了良好的发展成绩，并建立起了

关于国土资源数据信息规范的指导意见。同时，当前我国土

地信息数据还打破了传统土地数据资源的“一张图”本底数

据库，构建出了集中的土地信息资源管理库，这使得我国地

理国情监测机制在土地资源管理工作中得到了有效的建立与

应用，并为我国土地资管管理部门的工作效率的提高起到了

极大的促进作用。在地籍调查数据库、土地变更数据库的背

景下，我国国土资源监测机制能够为土地资源管理库提供更

加丰富的信息数据资源。

4.2  现有的相关标准数据信息

在地理国情监测工作中，其在为土地资源管理工作提供

数据信息时必须保证信息数据的准确性，从而才能确保土地

资源合理运用[2]。因此，将信息数据进行标准化的整合分析

便成为了土地资源信息化管理的重要基础。现阶段我国在土

地资源管理工作中已经建成了完整的地理测绘信息体系，其

建立不仅能够帮助地理国情监测机制更好的服务于土地资管

管理部门的工作，更能实现监测机制的标准化运行，从而为

我国土地信息综合化与系统化的管理作出贡献。地理国情监

测机制的建立主要以数据库系统和信息管理系统二者的联合

运用为平台。

4.3  用于土地信息资源管理

土地信息数据是土地资源管理中最重要、最基础的数

据。近年来，随着我国信息化数据库的不断完善，我国土地

资源管理工作在信息获取、分析、整理方面取得了较大进

步，为完善地理国情检测机制的建立打下了良好基础当前，

得力于互联网、电子设备、大数据以及云计算等科学技术，

我国土地信息数据已经打破了传统模式管理中的图纸数据模

式，构建出全面的土地信息数据库，使地理国情监测机制在

土地资源管理中有效的建立和应用，极大程度提高了土地

资源管理部门的工作效率[3]。在土地资源调查和变更数据库

时，地理国情监测机制能为土地资源管理数据库提供更为丰

富和准确的数据信息。

4.4  遥感数据的应用

地理国情监测机制在土地资源管理工作中的应用更体

现在了摇杆技术的应用中，目前我国摇杆技术发展迅速，并

在其技术应用中为我国土地资源优化管理提供了重要的数据

支持，为我国农业土地资源的应用和工业土地资源的规范起

到了积极发展作用。因此，随着我国自主的民用测绘卫星正

式投入使用更进一步使得我国地理国情监测机制在土地资源

管理工作中的应用奠定了基础。例如“资源三号、资源一

号”和“高分三号”的卫星应用不仅能够更加精准的对土地

资源进行定位选取，更将整体的土地资源管理工作范围扩大

到了750万平方千米，从而使得我国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提

供给了更加宏观的规划方案指导[4]。在规模大、数据准的背

景下，我国土地资源管理部门能够充分运用遥感技术将我国

地理国情监测机制进行进一步的完善与革新，从而使得其在

土地资源管理工作中的应用能够更好的发挥其实际意义。此

外，在摇杆数据的应用中，其立体测绘卫星的投入使用能够

为我国国土资源的多方工作提供帮助。例如，农业、环境保

护和自然灾害观察等方面的工作，并长期为各个行业的发展

提供着准确的信息数据。

4.5  在土地资源信息数据规

模大、土地资源信息数据准确的前提下，土地资源管理

部门利用遥感技术可更好的完善和革新地理国情监测机制，

使其在土地资源管理中充分发挥它的原本价值。在遥感技术

应用中，立体测绘卫星的投入使用，为我国土地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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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多项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例如，监测农业、矿产、林

业、环境、自然灾害等工作时，通过分析立体测绘卫星采集

到的信息，能够提前预知一些灾难的到来，并提前做好防御

措施，从而为我国各行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1]。

结语

在网络信息化时代的引领下，我国土地资源管理工作正

在积极向信息技术相融合。土地资源管理部门工作中建立地

理国情监测机制，有利于土地资源管理部门开展各项工作，

加强了对土地资源信息数据的快速收集、准确分析和及时传

输等工作，在工作中不断完善地理国情监测机制，进而推动

我国土地资源管理工作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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