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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自然资源信息化融合建设实效探讨
□　张　宇，孙　萍，黎　倩

[摘　要]为贯彻落实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要求，在全国机构改革的背景下，贵阳市完成了原国土资源局和原城乡规划局
的合并，重塑了自然资源管理格局，新成立了贵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两局合并后需要切实做好信息化融合建设工作，构
建能够实现全面覆盖的动态化、精细化自然资源信息化管理体系，帮助管理机构完成自然资源的清查工作，明确资源管理绩效，
提高部门监管水平。文章从新时期自然资源信息化管理的要求出发，分析了两局合并后贵阳市自然资源信息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从制定统一的目标、构造两大架构、分析重点任务、落地实施自然资源信息化融合建设四方面介绍了其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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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alized Integr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Guiyang/Zhang Yu, Sun Ping, Li Qian
[Abstract] To implement the requirements of President Xi on governmental reform, Guiyang merged land resource bureau and urban-
rural planning bureau as natural resource and planning bureau.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after the merging of the two bureaus will help 
build a full coverage, dynamic, refined management system of natural resources, help complete the investig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efficacy of departmental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s of informationalized manage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the paper studies the problems of informationalized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bureau, sets a unified vision and two 
frameworks, consolidates informationalized integration through major missions, and achieves expected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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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近年来，贵阳市为加快大数据产业发展，积极探索、
先行先试，全力推动“中国数谷”建设。2021 年 2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省视察时指出，希望贵州省在实施
数字经济战略上抢占新机，要着眼于形成新发展格局，
推动大数据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
嘱托为贵州省数字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指明了前
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贵阳市正沿着“十四五”
规划擘画的数字经济发展蓝图，以“强省会”五年行动
为主线，着眼于形成新发展格局，推动大数据和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现代
产业体系。2021 年 2 月 25 日，贵州省自然资源工作会
议的召开，为贵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 以下简称“自
规局”)“十四五”时期的工作指明了方向，为实施“强
省会”战略明确了责任。

根据《自然资源部信息化建设总体方案》( 自然资
发〔2019〕170 号 )、《中共贵阳市委办公厅、贵阳市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贵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职
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筑委厅
字〔2019〕47 号 ) 等文件要求，自规局在新的机制体
制下开展自然资源信息化资源整合工作，探讨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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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融合与发展，利用大数据信息化
技术全面支撑自然资源与规划各项业务
的过渡衔接，促进管理水平、行政效能
的全面提升。

1贵阳市自然资源信息化融合建设
存在问题及目标

1.1原国土资源局和原城乡规划局
合并后面临的问题

机构改革后，由于原国土资源局和
原城乡规划局的信息化建设思路不统一，
在信息化建设层面没有实现两局业务应
用系统合并和体系重构，两局的业务应
用系统仍然独立运作，存在以下问题。
1.1.1网络基础设施不统一

自规局成立后，其网络基础设施存
在两个问题。一方面，网络基础设施包
含贵阳市原城乡规划局 ( 桃林路 )、不动
产登记中心及原国土资源局 ( 瑞金北路 )3
个物理机房，其中原城乡规划局机房由地
理信息大数据中心管理，原国土资源局机
房由国土信息中心管理，不动产登记中心
机房由不动产登记中心信息处室管理，3
个物理机房对应的主管单位不同，难以对
资源进行统一管理、统一调度。另一方面，
网络设备线路冗余，原国土资源局和原城
乡规划局合并后，与区县自然资源分局、
贵州省自然资源厅等部门的政务内外网、
专网之间仍然存在多条连接线路，造成资
源浪费。
1.1.2系统联动不充分

原国土资源局和原城乡规划局的处
室因管理体制不同，自建应用系统较多，
导致两局合并后处室之间的业务应用系统
缺乏关联，与贵阳市其他政府部门的共享
协同不足，各业务应用系统的数据共享能
力、业务联动能力也有待提升。目前自规
局自建的信息化系统共有 28 个，但各业
务系统相对独立，形成信息烟囱。

自规局的自然资源信息化系统主要
承接自原城乡规划局和原国土资源局，包
含 18 个政务管理应用系统，8 个基础支
撑平台、2 个数据生产系统。其中，贵阳

市县 ( 市 ) 乡村建设申报系统、贵阳市测
绘院综合信息管理系统、贵阳市自然资源
执法监督信息管理平台、贵阳市规划成果
管理平台和贵阳市城乡规划设计院办公系
统等以处室为主体，根据各处室的业务开
展需求进行系统建设，缺乏顶层设计，造
成众多业务应用系统相互独立、互不连通，
无法实现自规局各处室的业务应用系统和
数据的共享，也无法实现与市内其他委办
局的数据交换共享，形成信息烟囱。
1.1.3数据资源不统一

(1) 数据不标准，格式内容不统一。
自规局的数据不标准，格式内容不

统一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业务数据量
大且数据类型多，数据归口不统一，数
据规范性、安全性有待提高；虽然在土地、
地质、矿产、测绘等方面建立了一批基
础业务管理数据库，但是原有数据还缺
乏统一性、精确性、时效性和完整性；
各类数据因生产部门，以及重要性和安
全性的不同，存放的方式和位置均不同，
难以实现统一管理；原有各类数据资源
在采集、处理、应用等方面的标准不一致，
数据格式多样化，坐标系统不统一，数
据质量参差不齐，且部分数据的来源不
确定，数据采集存在一定程度的人为干
扰。此外，数据种类不够全面，还需要
补充与国土空间开发相关的社会、经济、
人口等数据。

(2) 数据分析应用程度低。
由于各处室业务应用系统独立并形

成了数据壁垒，在使用系统时难以利用
大数据辅助审批、监管和决策，大数据
系统功能偏向于数据管理和数据展示，
分析性功能较少，需提高政务数据智能
化监管及分析能力。

(3) 存在多头数据管理。
自规局各处室的业务应用系统统一

由地理信息大数据中心管理，业务应用系
统中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贵州省自然资
源厅、贵阳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和贵阳
市测绘院，业务处室作为数据运用方和数
据补充方，却没有数据管理的权限，影响
了其对数据的更新、纠错和运用。

1.1.4安全管理不规范
自规局信息化建设成果丰厚，但在

安全保障方面稍有欠缺。一方面，未对
现有3个物理机房制定明确的管理规范，
在自建的 28 个应用系统及平台中，仅有
自然资源和规划政务服务平台、贵阳市
基础地理信息平台完成了等级保护测评，
具备了一定的抵抗风险的能力，其余的
应用系统均未进行等级保护测评；另一
方面，自规局各处室工作涉及非敏感数
据、敏感数据、涉密数据，但未对这些
数据进行清晰的定义，因此需对各项数
据的属性、数据责任主体、数据存放位置、
存放环境等加以明确。
1.1.5管理机制不完善

目前，自规局的自然资源信息化管
理由测绘地理和科技信息处牵头，由地理
信息大数据中心、国土信息中心协助完成。
自然资源信息化管理工作涉及大量网络基
础设施、应用系统和数据资源的融合，但
是当前尚未形成相应的标准管理规范，在
信息化建设、管理的边界、内容等方面没
有形成明确的划分标准。

1.2自然资源信息化融合建设目标
针对上述问题，自规局围绕“纵向

贯穿、横向联通、对内归口管理、对外
服务公众”的自然资源信息化工作目标，
按照统一基础设施、统一数据管理、统
一支撑平台、统一安全管理、统一标准
规范的建设思路，统筹推进“全局一盘棋”
建设，全面提升自规局信息化建设能力：
①统一基础设施，指自规局的自然资源信
息化建设及网络基础设施融合工作将基于
现有自建的业务应用系统，全面整合网络
基础设施，构建自然资源“一张网”，对
网络资源云化，并对网络资源进行整合，
变分散为整体，实现网络的互联互通、资
源的统筹共用。②统一数据管理，指全
面梳理现有数据资源，摸清数据家底，
参照行业标准体系，结合自规局实际情
况，建设统一的数据标准规范，依据标准
开展数据治理，形成自规局内全量数据
资产。③统一支撑平台，指充分利用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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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的信息支撑平台，有效整合各类应用，
形成统一支撑平台，实现自规局自然资
源信息的共建共享，优势互补。④统一
安全管理，指全面整合现有网络基础设
施资源，结合“云上贵州”贵阳分平台
提供的云服务，保障网络基础环境安全；
明确数据源头，落实数据责任主体，规
范数据应用，同步推进现有应用系统的
等级保护测评工作，推广使用国产软硬
件。⑤统一标准规范，指遵循《自然资源
部信息化建设总体方案》(自然资发〔2019〕
170 号 )、《贵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信
息化建设总体方案》相关标准体系，构建
自规局网络基础设施、应用系统、数据资

源方面的统一标准体系，变多样标准为统
一标准。

2贵阳市自然资源信息化融合建设
两大架构

2.1自然资源信息化融合建设总体
架构

自规局从基础设施层、数据资源层、
平台支撑层和应用层着手构建了自然资
源信息化融合建设总体架构 ( 图 1)。在
基础设施层，整合自规局内现有的网络
基础设施，统筹基础资源，连接贵阳市
自规局的各直属单位及区县自然资源分

局，形成自规局内的业务网，通过业务
网向上连接贵州省自然资源厅、向下连
接区县自然资源分局；建立安全管控边
界，打通业务网与电子政务网，连接省、
市、县三级电子政务网传输通道，实现
省、市、县三级互联互通；建设涉密网，
支撑自规局的涉密业务运行和涉密数据
的传输；租用“云上贵州”贵阳分平台
的公有云资源，构建混合云，共同支撑
自规局的信息化建设。在数据资源层，
采集外部数据、原始数据等数据后，将
数据存储为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
按照统一的数据标准开展数据治理工作，
形成标准化的数据资产，建立自然资源
核心数据仓库，提供标准统一的服务目
录。同时，结合地理信息数据，开展三
维实景数据库建设，按照地图坐标进行
数据叠加，最终形成自然资源三维立体
“一张图”。在平台支撑层，通过整合
现有支撑平台，集成平台的支撑组件，
为各应用系统的建设提供数据服务、基
础服务、接口服务和专题服务，形成自
然资源综合服务平台 ( 包括国土空间基础
信息平台、自然资源政务服务管理平台、
时空信息云平台 )。在应用层，以自然资
源“一张图”大数据体系为数据支撑，
利用自然资源综合服务平台，构建调查
监测、互联网 + 自然资源政务服务、监
管决策、数字孪生四大类应用体系，为
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空间规划与用
途管制、耕地保护、生态修复、资产管
理与确权登记等各项业务提供智能审批、
智能监管、智能决策服务。此外，自然
资源信息化融合建设总体架构还构建了
标准与规范体系、安全与运维体系，为
各类业务的开展、数据释能保驾护航。

2.2自然资源信息化融合建设逻辑
架构

自然资源信息化融合建设逻辑架构
的构建主要分为三部分 ( 图 2)。首先，利
用自然资源“一张网”，完善自然资源“一
张图”，开展数据治理工作，逐步接入
基础数据、业务数据、社会经济数据等

图 1  自然资源信息化融合建设总体架构图

图 2  自然资源信息化融合建设逻辑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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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数据，在数据汇聚后经过数据分析、
数据标准化治理，建设标准的自然资源
数据仓库，并开展二三维数据一体化工
作，形成可看、可用、可分析的自然资
源数据池。其次，以自然资源“一张图”
提供的标准数据为支撑，依托现有自然
资源政务服务管理平台、贵阳市空间规
划“一张图”管理平台和时空信息云平台，
整合现有支撑管理平台并增强公共服务
能力，打造自然资源综合服务平台，其
中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统一对“一张
图”数据资源进行管理，自然资源政务
服务管理平台管理自规局政务办公及业
务事项应用系统，时空信息云平台为贵
阳市其他委办局及公众提供服务。最后，
各项业务产生的数据及对外共享交换的
数据全部回流到自然资源“一张图”，
并进行数据治理，形成数据的统一入口。

3贵阳市信息化融合重点任务

3.1主要任务
根据贵阳市自然资源总体规划，充

分依托现有自然资源信息化网络基础设
施、应用系统、数据资源等，统筹整合
各处室、地理信息大数据中心、不动产
登记中心、测绘院、规划院存储的土地、
地质、矿产、测绘地理等方面的信息，
运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
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梳理
出四大建设任务，包括建设安全高效的
自然资源“一张网”、建设三维立体自
然资源“一张图”、建设统一的自然资
源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四大应用体系 ( 互
联网 + 自然资源政务服务体系、自然资
源调查监测评价体系、自然资源监管决
策应用体系及数据孪生应用体系 )。

3.2实施策略
为了更好地完成信息化融合任务，

自规局制定了以下实施策略：①统筹规
划。对自然资源和规划信息化的基础框
架、标准规范、数据体系、技术路线、
应用体系、软硬件支撑体系、安全体系、

过程体系和运营维护体系等进行统一的
策划。②分步实施。按照统一基础设施、
统一数据管理、统一支撑平台、统一安全
管理、统一标准规范的建设思路，根据现
状信息化建设复杂程度及业务应用的需
求，集中资源，分步实施建设。③重点突
出。在全面推进信息化建设的同时，优先
安排并重点开发基础性强、业务需求迫切、
对领导决策有直接影响的项目。④稳步快
进。在分步实施建设的过程中，应该在对
可调配资源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合理安排
实施步骤，使得在项目建设的各时间节点
都能够取得明显的阶段性成果。⑤拓展突
破。贯彻落实中共贵州省委第十二届八次
全会确立的“一二三四”总体发展思路，
积极响应贵州省实施“强省会”五年行动
的号召，以自规局发展方向为重点，整合
贵安新区、双龙新区的相关业务和资源，
助力贵安新区、双龙新区高质量融合发展。

3.3实施阶段
(1) 第一阶段 (2021 年 )。
第一阶段重点完成四项基础任务：

一是完成自规局网络基础设施的整合工
作，梳理、合并现有的网络基础设施，
为统一自规局内的信息化应用系统奠定
基础；二是开展自然资源“一张图”建
设工作，基于现有的数据资源进行数据
治理，并补充卫星影像数据及三维建模
数据，丰富“一张图”数据资源内容；
三是扩建自然资源综合服务平台三维功
能及升级“天地图”，全面提升三维服
务能力；四是推动构建互联网 + 自然资
源政务服务体系、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
价体系、自然资源监管决策应用体系及
数据孪生应用体系。

(2) 第二阶段 (2022 年 )。
根据第一阶段建设成果，第二阶段

主要推进四项工作，以提升自规局信息
安全水平，强化数据管理能力：一是完
善数据基础环境安全体系，按要求推进
软硬件国产化替代及国产密码的应用，
保障自规局基础信息的安全；二是开展
数据资源专项融合、二三维数据一体化、

图库档一体化和数据版本一体化工作；
三是集成整合现有平台，全面利用现有
数据资源，建设全面支撑自规局内数据
管理的“一平台”；四是拓展应用体系、
深化业务应用系统建设。

(3) 第三阶段 (2023 年 )。
第三阶段重点开展两项工作：一是

持续开展数据治理，基于数据治理深化
数据资源应用服务，为自规局各处室在
业务方面的应用以及对外的数据共享提
供更优质的服务，同时根据《贵州省推
进“一云一网一平台”建设工作方案》
和自规局需求，对自然资源数据实施迁
云建设；二是全面推进应用体系建设，
实现自规局信息化全覆盖，全面支撑自
规局自然资源信息化运行的跟踪和监督
机制建设。

4贵阳市自然资源信息化融合建设
实施措施

4.1整合建设自然资源“一张网”
依托贵阳市原城乡规划局、原国土

资源局和不动产登记中心的网络疏通资
源，整合原城乡规划局、原国土资源局的
业务网、电子政务网、互联网等网络资源，
利用统一的中间件技术进行多网络聚合，
实现模块化的无缝横向在线扩展、资源共
享互用，升级网络安全体系，同时与市电
子政务网进行联通，对内覆盖所有自规局
下属事业单位，并与区县自然资源分局纵
向联通，对外与市级各相关部门互联，为
自规局信息化建设搭建统一、可靠的网络
资源池，实行统一的存储资源管理以支撑
平台异构系统的运行，满足一网多用户、
业务数据多库联动的需求，形成完善的自
然资源“一张网”( 图 3)。

贵阳市自然资源“一张网”由互联
网、电子政务网及业务网 3 个部分组成，
互联网、电子政务网、业务网均逻辑隔
离。其中，电子政务网可承载非密信息，
业务网按需求分为一类域和二类域，且
一类域和二类域使用物理隔离，一类域
可承载非密但敏感信息，二类域承载涉



64

大数据技术，按照统一的标准规范体系，
开展自然资源“一张图”融合工作 ( 图 4)。
首先，以现有数据为基础，依托建设完
成的自然资源“一张网”，构建自然资
源和规划核心数据库，以及有多个基础
数据库支撑的数据资源存储管理共享体
系，完善数据中心统一服务与共享应用；
其次，基于统一坐标系，统一数据标准和
分类标准，在空间、时序、比例尺上对各
类自然资源数据进行整合、对接、去重、
融合、分层，结合遥感影像、倾斜摄影、
激光点云等信息化技术开展物理空间实体
对象的单体化和对象化的仿真建模，推进
自然资源和国土空间三维实景数据库建
设；最后，基于“三调”成果，按照统一
标准汇交叠加各类规划数据，整合、规范、
扩展现有的土地、地质、林草、湿地等自
然资源空间数据，逐步接入“三调”、国
土空间规划、不动产登记、永久基本农田
和矿产资源规划等方面的数据，基本形成
国土空间全要素统筹、地上地下相互关联
的自然资源三维“一张图”，并与业务审
批数据形成联动实时更新，实现全域空间
的数字化管理。

4.3构建自然资源“一平台”
自规局按照打造自然资源信息化“资

源中心 + 能力中心”的建设思路，推进
自然资源综合服务平台建设。贵阳市以自
然资源“一张图”和“一张网”为基础，
基于自规局已建设的贵阳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政务服务平台、贵阳市空间规划“一张
图”管理平台、智慧贵阳时空大数据与云
平台，建立配套工具、资源服务与应用支
撑组件，形成自然资源“一平台”—自
然资源综合服务平台 ( 图 5)。该平台对外
服务贵阳市“数智政府”建设，为其提供
自然资源信息服务，通过数据共享促进自
规局与横向市直部门及企业、公众的业务
协同，通过数据开放搭建与企业、公众的
互动联系，形成生态文明建设合力。

4.4四大应用体系融合建设
(1) 推进互联网 + 自然资源政务服务

密信息。此外，通过电子政务网传输的非
密信息可经认证的单向网闸传送到自然资
源业务网；涉密信息通过贵阳市涉密网连
接到贵州省电子政务内网，实现涉密数据
的互通，非涉密敏感信息向上通过一类域
与贵州省自然资源厅连接，向下以专线的
方式与各区县自然资源分局、自规局直属

单位网络互通，实现非密敏感数据的交换
共享；非密数据接入电子政务外网，与贵
阳市内其他委办局实现互联互通，最终形
成自然资源整体连通的“一张网”。

4.2完善自然资源“一张图”
以自然资源机构整合为契机，依托

图 3  自然资源“一张网”融合建设图

图 4  自然资源“一张图”融合建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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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建设。
对现有贵州省自然资源厅不动产登

记数据进行数据回流，并将其迁移至自
然资源“一张图”数据资源体系。具体
措施包括：①大力推进不动产登记信息
系统建设，全面梳理、整合、再造不动
产登记业务流程，加强线上线下融合，
以不动产登记数据为基础，扩展集体土
地、宅基地、林业登记业务，实现自然
资源确权登记信息的统一管理；②完成
土地一二级市场交易监管系统建设，以
重大项目建设为纽带，对用地预审、用
地报批、土地供应、竣工验收和不动产
登记等阶段的工作进行统一管理，实现
重大项目用地的“全覆盖、全要素、全
过程、全生命周期”管理。

(2) 构建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应用
体系。

紧密结合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国土
空间用途管制等需求，加强“天地图”
的应用，整合基础测绘成果，促进部门
之间业务应用系统的互通互联，建立起
基本公众需求与按需定制服务相协调的
保障体系，完善业务系统功能和数据应
用服务，着力提高自规局的网络化服务
能力，全面提升自规局的测绘地理信息
服务水平，增强“三调”成果对管理决
策的支撑能力。

(3)建设自然资源监管决策应用体系。
一是利用自然资源部建设的新版耕

地占补平衡动态监管系统，实现耕地变
化信息监测、耕地保护监督、占补平衡、
永久基本农田监测监管等耕地保护业务
管理的信息化；二是针对国土空间生态
整治与修复工作中的实际需求，构建国
土空间生态修复系统，对国土空间综合
整治、土地整理复垦、矿山地质环境恢
复治理和生态修复等国土空间生态修复
工作进行统一管理与监督；三是完善综
合监管与决策分析系统，构建自然资源
业务运行指标库和规则库，开展对业务
执行各项指标的监测、预警、体检和评
估，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以
自然资源政务服务管理平台为基础，融

合原城乡规划局和原国土资源局的数据，
建立自然资源一体化审批机制；四是利
用贵州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地质灾害预警
信息系统的建设指南，结合贵阳市地质
灾害应急中心的职责，以自然资源政务
服务管理平台为基础，建设集工程地质、
地质灾害和矿产管理信息化等于一体的地
灾综合管理系统；五是完善并推广自然资
源执法综合监管系统，结合规划管控数据，
运用大数据、三维分析和物联网等现代信
息技术，开展自然资源违法信息自动采集、
违法信息智能识别、监测预警和统一管控
治理的体系建设，建立快捷有效的违法行
为核查指挥和反应机制，实现对自然资源
违法行为的整体监管。

(4) 建设数字孪生应用体系。
一是依托智慧城市建设的数据标准

规范，编写数字孪生城市运行生命体态
特征指标体系标准，整合互联网数据、
物联网数据、城市体征等数据，形成一
套全关联的城市空间化数据库，满足贵
阳市各委办局对应用系统的需求和对城
市综合服务的空间数据要求；二是将二
维空间底图、三维虚拟城市建模和空间
数据融合成果结合起来，以三维可视化
的形式在虚拟城市中呈现城市的静态和
动态信息，在场景设置、业务流程和服
务效能等方面构建效能全面革新的线上
服务场景；三是利用全空间化的房屋基
底、法人数据实现业务的落图与关联，
从而保障数据的可用性和可靠性，全面
提升数据的利用价值，同时可利用数据
的关联性促进业务管理的升级、完善，
通过数字孪生服务助推城市治理过程中
的地址信息验证及动态更新；四是以多
维可视化图形技术、多维数据分析技术、
迅捷交互技术为基础，利用可视化手段，
呈现整个城市的综合态势特征、各领域
的实时现状等，帮助城市管理者进行智
慧管理、智慧决策。

5结语

通过自然资源信息化融合工作的开

展，自规局初步完成了在网络基础设施、
数据资源、平台支撑、安全管理和标准
规范方面的统一建设，并取得了相应的
自然资源信息化融合建设成效：在网络
基础设施方面，对外缩减直连链路，对
内进行网络统一进出口管理，纵向与自
然资源部、贵州省自然资源厅、贵阳市
各区县自然资源分局通过自然资源专网
相连，横向与贵阳市各市直部门通过省
电子政务网连接，减少资源浪费，带动
自规局整体信息化经济发展；在数据资
源方面，解决了大量冗余数据难以利用
的问题，实现全空间、全业务、全属性
自然资源数据的统一管理、更新维护和
数据服务；在平台支撑方面，整合形成
自然资源综合服务平台，打造了“资源
中心 + 能力中心”，并为业务系统、政
务部门提供服务，为自规局内的公文流
转、会签、审批等应用系统提供全面支撑，
提升了服务能力；在安全管理方面，为
自规局在空间地理信息系统建设方面奠
定了基础，逐步推进了自规局内软硬件
设备的国产化；在标准规范方面，扩充、
完善并形成了面向自然资源管理全过程
的信息化标准规范体系，推进了自然资
源信息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建立健全
了自然资源信息化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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