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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动态管理系统研发中的若干问题研究
                    刘志军 吴冲龙 马小刚

(中国地质大学资源学院国土资源信息系统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74)

〔摘 要」土地利用管理是土地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加剧了土地管理的压力，建设具有

辅助决策功能的土地利用动态信息系统是大势所趋。本文在阐述建设此系统的重要意义基础上，讨论了系统

研发中几个关键问题，即 “动态”管理的实现、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集成管理和决策的初步实现等。本文提

出的解决方法，对于类似土地信息系统的建设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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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ral Problems Discussed on the Research of the Land Use Dynamic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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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nd use management is the core of land management, the dynamic change of land use increases the stress on land

management, the research and design of land use dynamic management system is needed. This paper talks about the meaning

of the construction of land use dynamic management system and discusses several key problems such as the fulfillment of即-

namic management, integration management of spatial and attribute data and the primary aided d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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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土地利用管理〔’〕是国家按照预定的目标和土地

系统运行的自然、经济规律，对土地的开发、利

用、整治和保护所进行的计划、组织、控制等工作

的总称。土地利用管理是土地管理的核心，其目的

是提高土地利用的生态、经济、社会综合效益，实

现国家土地管理的总目标。土地利用管理的主要任

务是对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的开发、利用

等进行管理，并通过土地用途管制、编制和实施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以及开展土地利用的日常监督和

调控来加以实现。

    由于土地管理工作长期以来依靠手工作业，效

率低下，阻碍了土地管理部门实现对土地利用进行

动态管理的进程。为了提高土地管理部门对土地利

用进行动态管理的能力，研发具有辅助决策功能的

土地利用动态管理系统是十分必要的。“基于

MAPGIS的土地利用动态管理系统”项目研究的目

标就是研发一套能够实现土地利用动态管理和辅助

决策的信息系统。

    土地利用动态管理系统的研发涉及一系列理论

与技术问题，本文拟就研发过程中所遇到的几个关

键问题:如动态理解、界定和解决方法;属性数据

和空间数据的管理;决策支持的体现等，提出解决

措施和方法。

2 “动态”管理实现

    土地利用动态管理系统的研制，其中难点之一就

是解决 “动态”管理如何实现的问题。要解决此问题，

需要进行土地动态管理业务的界定，分析动态变化方

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套动态数据模型。

2.1土地利用动态管理业务范畴界定

    从狭义角度看，土地利用管理的业务主要包括

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的开发、利用;土地

用途管制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实施;土地利

用的日常监督和调控等。但土地资源的自然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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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特性及生态特性的交融决定了土地利用管理是

复杂的综合的系统工程[[21，例如地籍管理和土地权

属管理中涉及到土地动态变化的内容。这些动态变

化的内容相应地影响到土地利用管理，如土地调查

的结果影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制订和修编;土地

分等定级的结果影响到土地的开发和利用。因此，

土地利用动态管理系统涉及到的业务问题，不应仅

仅停留在传统的狭义的土地利用动态管理所涉及到

的业务问题，而应该仔细分析土地利用动态管理所

牵涉到的各种土地业务。这样，才能使建成的土地

利用动态管理系统具有较大的适应性和实用性。

2.2动态变化方式的划分和动态数据模型[[3]的创建
    土地利用动态变化表现为土地数量、质量和空

间结构的变化，但可以细分为不同的类别。按土地

动态变化原因划分，有土地开发、整理、复垦，灾

害土地变化，建设用地占地和土地转用。按土地动

态变化方式划分，有土地利用类型组合方式变化和

土地权属 (包括土地所有权类型和土地使用权所有

人等)变化。

    在对各级土地管理局的管理现状和业务流程调

查的基础上，建立能准确反映这些变化过程的动态

数据模型是可以体现动态管理的。为拥有比较齐全

的资料，项目组首选湖北省国土资源厅、湖北省咸

宁市土地管理局和湖北省咸宁市温泉局作为资料收

集单位;同时，为了避免工作的疏忽和信息的完备

性，也把安徽省六安市土地管理局和安徽省蚌埠地

区怀远县土地管理局作为资料收集单位。在资料收

集过程中，制作了 “土地信息系统”用户调查表

(表1)，以快速和准确收集所需要的资料。表2是

经过总结和对比分析的资料结果，共收集到9套土

地信息系统类软件、各科室的各种报表和规划类资

料汇编，并查阅了各种网站上的土地资料信息和标

准等。

    通过需求分析，了解了各级土地管理局管理现

状、业务流程和软件需求，经过数据概念设计、逻

辑设计、数据项编码和数据规范化「4一51，最终得到
能反映土地动态变化的数据模型 (表3)。数据模型

综合考虑图形和属性数据信息，特别是考虑到土地

利用管理过程中动态变化的内容，使 “动态管理”

得到实现，这也是属性数据和空间数据的管理、决

策支持的实现问题解决的基础。

表1 土地信息系统用户需求调查表

编号 问题内容

1 国土资源部以及各级土地管理局最新工作动态

2
国土资源部各级土地管理部门工作职能和业务处
理以及工作重点

3 各级土地资源管理中动态变化的内容

4

各级土地管理局内部各业务单位的业务处理和数
据流程
(重点:各级土地利用科、规划科、监察科和整理
中心)

5 各级土地管理局日常办公公文流转过程

6 各级土地管理局内部各业务单位报表和文档

7 现有土地管理类软件种类、功能和缺陷

8 各级土地管理局对计算机辅助办公的要求

9 是否需要一套具有高度的数据共享性能辅助决策
的土地利用动态管理系统供他们使用

表2

土地信息系统类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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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数据模型文件名 (部分)

1
地块基本
信息

2 宗地基本
信息

3
河流基本
信息

4
道路基本
信息

5
自然保护区
基本信息

6 行政区基本
信息

7
街道基本
信息

8
土地来访登
记情况

9
土地违法
案例

10
旅游景点基
本信息

it
行政区人口
基本信息

12
土地法律法
规信息

13
土地资料文
档信息

14 图幅基本
信息

巧
标准图分幅
信息

16 线信息 17 点信息 18 乡信息

19 村信息 20 土地动态变
化情况

21
土地动态变
化原因

3 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管理

    土地利用动态管理中涉及数据很多，但总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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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不外乎两种，即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空间数据

包括图幅信息和点、线、面信息等;属性数据有土

地业务管理和日常办公涉及的业务数据和办公数

据，数据形式表现为文档、报表和多媒体 (如声

音、图像)等。如何管理这两种数据，一直是困绕

GLS应用系统开发人员的难题。一般来说，现有GIS

系统除管理空间数据外，可以通过两种方式管理属

性数据，一种是通过自带的属性数据格式，一种是

通过 API接口来连接商业数据库管理属性数据。

MAPGIS的空间数据管理能力非常强大，也具有一

定的属性数据管理能力，但此项目的属性数据管理

要求很高，因此选用商业数据库作为后台属性数据

库管理系统。从价格性能比考虑，最终选用MS

SQLServer作为数据库管理系统。由于MAPGIS支持

VC编程，选用VC结合ADO技术进行开发 (图1)。

土地规划类

建设用地营理类

地挤管理类.....

地幼曾理系统

土地详查系抚

土地变更系统

土地年检系统

土地估价系统

土地台帐系抚

日有文

峨资润

绷姐地璐数据库标准

土地登记规All .

数据福型设计方法

跪助设计工具

反有系统数据

Cps数括

  双5数据

原如数据

数据库数据

宙 ，口.5..，，.r

  孩据库等

疮数据模型技术

r据宇典技术

rs和ars结构

z据连接技术((ADO等)

怕拙例宫直城统

    【CIS】

办公自动化系统 田蜡息《袂策支持)

系统《目5或业z

数据仓库技术

      图1土地利用动态管理系统开发技术路线图

    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分开存储，通过空间数据

的编码和属性数据的编码进行连接。例如某一空间

图层的行政区，可以通过图层的ID号码 (表4)和

属性m关键字来连接 (表5)0
                    表4 行政区m

表5 属性数据表

    对于属性数据的输人、编辑和输出等基本功能

通过ADO (ActiveX Data Object)数据库访问技术

以VC6.0作为系统开发工具，采用数据字典技术和

C/S结构 (客户机/服务器)进行数据管理的实现。

需要说明的是，GIS的二次开发和数据库管理在同

一个程序中实现，这样可以实现系统的无缝集成。

4 决策支持的实现

    土地利用动态管理系统的一个目标，就是能对

土地管理人员起辅助决策作用。客观地说，90年代

以来我国土地信息系统建设发展很快，建立了各类

土地信息系统、如地籍管理信息系统、房地产管理

信息系统、图文办公信息系统以及各类综合型的土

地信息系统，但多是面向具体应用的，不能进行深

层次决策分析。例如，我们不可能从现有的土地信

息系统中查阅到 “近10年以来某县建设用地增加情

况以及变化趋势”。这是由于现有的各类土地信息

系统多是基于GIS的而没有相关的属性数据库，或

者即使有属性数据库支持，却由于数据方式的约束

而没有保存此类数据。虽然主题式数据库[(6]的专题

检索功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每次分析时要从现

行数据库的大量细节性数据中计算生成，也是十分

麻烦的。由于细节数据量大，决策分析人员往往会

感到束手无策，从而影响分析效率。决策的制定需

要大量的多源数据，如果决策分析人员数据的集成

分析不够准确，决策将是片面的，没有什么实用价

值。现有的解决间题的最好办法是建立土地数据仓

库，使操作型数据环境向分析型处理环境转变，成

为支持决策分析的数据库环境。

    数据仓库〔7-9〕不是一种单一的产品，它综合了

各种软硬件技术，将分布在不同数据源的数据集成

起来，通过数据转换，将关系型数据及其它复杂类

型的数据，转变成为一种面向主题的、综合的、不

同事件的、稳定的数据集合，便于普通的土地管理

人员从历史的角度访问和分析数据，支持高层的决

策者制定决策。只要有相应的数据转换接口和数据

挖掘技术，不仅现有的各种运行着的土地信息系统

的数据库，而且各种现有的文档资料都可以成为土

地数据仓库的数据源。Oracle或SQL Server都提供了
数据仓库机制，具有数据仓库的基本框架，在此基

础上可以方便地建立数据仓库。

    当然，数据仓库的建立也不是一域而就的。它

的建立是一个有序的反复和渐进的过程。在建造土

地利用动态管理系统的数据仓库时，可以先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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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系统的了解来建立雏形，装人某主题领域的数

据。随着数据的逐渐装人、用户越来越多，从数据

仓库获取数据的数据集市得到充分发展，便可最终

建成数据仓库。

    另一方面，建立模型库同样有利于辅助决策。

由于这些变化都可以归结为土地数量、质量和空间

结构的变化，土地利用动态变化模型也可以相应地

划分为[”〕土地资源数量变化模型、土地资源生态背

景质量变化模型、土地利用空间变化模型、土地利

用变化区域差异模型、土地利用程度变化模型、土

地需求量预测模型和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模型。此

外，考虑到土地资源评价是土地利用的基础，还应

当建立土地资源评价模型，并采用模糊数学中的隶

属度函数和统计学中的权重模型等来描述。总之，

建立土地利用动态变化模型是研究土地利用变化过

程、土地利用变化程度及未来发展变化趋势的主要

手段，是建立土地利用动态管理系统的基础。充分

了解并搜集土地利用动态管理需要的数学模型，是

系统生命力、实用性的保证，可以进行辅助决策。

5 讨论和思考

    为了更高效地管理土地，建立能够辅助决策的

土地利用动态管理系统是大势所趋。

    本文所讨论的土地利用动态管理系统研发过程

中涉及的几个关键问题，例如动态管理如何实现、

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的管理和决策分析等，都具有

一定的现实意义。鉴于土地利用动态管理所面对的

业务特点和数据特点，本文提出了“OA+MIS(或

DSS)+GIS'’的系统开发模式，并且将多 “S"结

合与集成和数据仓库的建立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这里也应当指出，在实际工作中，诸如统一的

空间数据框架和数据编码、动态数据模型、数据分

类标准、数据记录格式、数据测试标准和系统的元

数据等规范化和标准化间题〔12-141，以及人员的培
训等等，都是值得重视的，需要在土地利用动态管

理系统的建设初期就妥善地加以解决，以免影响系

统实用性、稳定性和运行效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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