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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重庆市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是覆盖全市各级部门,实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空间资源统一集成的可视化展示系统,是一个基

于微服务架构的开方式图形展示平台,提供开放的数据展示、分析和统计的接口,满足其他各业务系统对图形展示的需求。同时也辅助国土资源

各个环境的审批决策,促进行政审批提速增效。 

[关键词] 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可视化；展示平台 

 

1 项目背景 

2019年5月9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

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号),要求：以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为底

板,结合各级各类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同步完成县级以上国土空间基础信

息平台建设,实现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各类空间管控要素精准落地,逐步形

成全国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 

2018年10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了《重庆市机构改革方案》,组建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并在3定方

案中,明确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履行全市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

者职责、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两局合并后,局信

息化建设与国家、全市信息化总体要求、规划自然资源事业发展新需求以

及信息技术发展新趋势相比,在数据的使用上还存在以下问题： 数据多而

散,未实现融合统一；数据体系不健全,未实现空间全覆盖业务全覆盖；数

据缺乏治理、支撑效果不佳。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庆市委

市政府关于构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和信息化工作的相关要求,重庆先行

先试,构建重庆市国土规划空间“一张图”,为全局系统提供统一、权威、

智能化的信息资源查询、共享和基础应用服务,支撑全局政务、业务管

理和应用。 

1.1项目规模。数据规模：各类GIS空间数据图层达3000余个,数据总

量超过800TB,基本建成全国唯一一个省域架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覆盖8.24万平方公里的全域空间数据库。 

1.2应用规模：实现三个层面的应用：一是支撑全市规划自然资源政

务业务管理；二是通过融入“多规合一”平台支撑全市38个区县、300余

个市(区县)部门涉及空间资源的业务协同；三是通过社会公共信息交换平

台和公众服务平台,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 

2 建设内容 

重庆市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是覆盖全市各级部门,实现“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空间资源统一集成的可视化展示系统,是基于微服务架构

的开方式图形展示平台,提供公开的数据展示、分析和统计的接口,满足其

他各业务系统对图形展示的需求。同时也辅助国土资源各个环境的审批决

策,促进行政审批提速增效。具体内容如下： 

2.1建立统一的数据集成应用标准形成国土空间大数据体系。重庆市

辖区38个区县,应用于规划和自然资源业务需求的数据,不但包含原规划

和国土的数据,还包含了与规划和自然资源相关的其他来源数据,如发改

委,生态环境局以及城管局等的数据。以及新型的互联网数据,数据来源众

多,数据标准不统一。同时重庆是一个升级架构的直辖市,数据量特别巨大,

如何建立统一的数据体系,采用统一标准,构建统一的国土空间大数据体

系,以支撑规划自然资源政务、业务应用是一大技术难题。 

项目通过对数据内容、数据标准体系的梳理,构建了完整的数据标准

体系。制定了《国土空间数据库信息资源目录》,明确了数据内容、数据

来源、建设维护单位和更新频率,确保数据“全、新、准”；制定《重庆市

“多规合一”数据库标准》、《重庆市村规划电子成果要求》等规划成果标

准,指导各类规划成果按照统一标准编制和入库；统一坐标体系,通过坐标

转换等方式实现各种数据在国家2000大地坐标系下统一；建立数据集成与

共享服务的标准。 

依据局“三定方案”,结合规划自然资源行业应用和政府、企业、市民

三大主体五类智能化应用需求,初步建成了涵盖现状数据、规划数据、管理

数据、社会经济数据等四部分的国土空间数据体系。目前,已集成约800

个专题数据,数据量约800TB。其中,现状数据包含覆盖全市域各比例尺地

形图、地下空间、卫星影像、地下空间、政务地图等基础地理数据以及土

地、矿产、森林、草原、湿地、水、地质环境等自然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

的调查评价等数据；规划数据包含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等数据；管理

数据包含专确权登记、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空间用途

管制、文化风貌、生态修复、耕地保护、地勘管理、地灾防治、监测监管、

执法监察、档案管理等全业务全流程管理等数据；社会经济数据包含城市

运行、社会经济、新型开放数据等用于支撑规划自然资源管理等数据。国

土空间大数据体系雏形初现。 

2.2空间数据统计分析引擎的建设。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的组建,

并在3定方案中,明确我局履行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和所有国土空间

用途管制职责,所以我局大部分的业务需求都离不开空间数据的支撑。空

间数据的应用主要集中于空间数据分析与空间数据集成展示。一方面,传

统模式下人工加空间数据统计工具的方式,效率低下,统计方法无法复用,

难以满足当前业务需求。另一方面,我局业务众多,对于空间展示的需求各

异。因此,空间统计分析和丰富的展示手段成为当前迫切的需要。 

空间数据统计分析引擎基于服务化的框架进行设计,将常用数据处理

和分析方式进行模块化的设计形成一个一个基础数据处理和分析的服务 

管理及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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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再通过可灵活配置的智能流程引擎将多个数据处理服务串联起来用于

满足不同的业务需求。 

2.3搭建开放式图文表二三维一体的信息平台。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的组建,并在3定方案中,明确我局履行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和所

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所以我局大部分的业务需求都离不开空间数据

的支撑。空间数据的应用主要集中于空间数据分析与空间数据集成展示。

一方面,传统模式下人工加空间数据统计工具的方式,效率低下,统计方法

无法复用,难以满足当前业务需求。另一方面,我局业务众多,对于空间展示

的需求各异。因此,空间统计分析和丰富的展示手段成为当前迫切的需要。 

系统提供强大的空间数据统计分析功能。空间数据统计分析引擎基于

服务化的框架进行设计,将常用数据处理和分析方式进行模块化的设计形

成一个一个基础数据处理和分析的服务,再通过可灵活配置的智能流程引

擎将多个数据处理服务串联起来用于满足不同的业务需求。 

2.4搭建开放式图文表二三维一体的信息平台。我局大部分的业务需

求都离不开空间数据的支撑。构建一个基于维服务框架,通过灵活配置可

集成于现有各个业务系统的图文一体的图形展示平台,实现一个平台多处

使用避免重复工作就成为了当前的迫切需求。 

平台以服务为导向进行构建,提供了基于国土空间大数据体系的数据

展示和分析功能。同时集成了二维空间数据、三维空间数据、业务数据和

档案等多元数据。并无缝地图、报表和业务等数据,实现了业务数据的图

文表的一体化查询,有力的支撑政务业务管理。 

平台基于微服务的架构,所有的功能均可以通过服务化的方式进行提

供,是一个开放式的图形展示平台,可以通过的配置实现与当前已有的业

务系统快速集成,灵活的应用于各个业务系统之中。目前国土空间规划“一

张图”,已经集成与我局的电子政务平台、规划实施评估与运行监测系统、

我市的“多规合一”平台以及国家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 

3 特色及难点 

3.1采用特有的数据访问引擎,具备强大的数据集成能力,对各类数据

的无缝集成,实现数据的全要素全周期关联。数据来自于不同领域、不同

部门,数据源不同,数据结构各异,包含各类结构化、非结构化(文本、说明、

图纸)等数据,且数据源、数据结构及数据本身均可能发生动态变化,这要

求系统必须基于一种开放的、可配置的、由元数据描述的访问机制(数据

集成服务)对数据进行访问管理。重庆市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在使用

电子政务平台数据管理系统(2016年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实用新型专利)

以及电子政务平台数据处理方法(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的基础上构

建了数据引擎,可以快速地实现对现有系统和数据进行整合。 

通过数据的整合,实现了“三区三线”等管控要素的全面整合,支撑对

全域自然资源管控,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等

底线。同时细化指标粒度,以控规地块为载体整合其他行业管控要求以及

业务审批数据,实现对地块全生命周期管理。 

3.2基于可配置智能流程处理的空间大数据分析引擎,实现对空间数

据的快速统计分析。配置化的空间大数据分析引擎,将常用的基础空间数

据分析统计方法进行细粒度的模块化封装,实现基础空间数据分析统计方

法的重用,避免重复劳动。再使用智能流程的方式,通过统计分析流程设计,

将基础的数据分析统计方法串联起来,实现统计流程的自动运转,满足更

加复杂的空间统计的业务需求。 

采用智能化的空间大数据分析引擎,使用可视化的流程配置方式,降

低了使用难度,让业务人员也可以参与到分析统计设计中来,同时引擎对

各类复杂数据分析统计流程的支持,自动化的处理方式,数据统计分析过

程全程可跟踪、可管理,在满足复杂的统计分析需求的基础上,提高了数据

统计效率,保障了数据的准确性,更好的服务于局内的业务需求。 

3.3基于微服务化开发式设计的二三维图文一体的图形展示平台,是

省域架构的图形展示平台,满足全市图形数据展示需求。二三维图文一体

的数据展示平台是在的智能地理信息平台(2015年获得国家版权局认定软

件著作权)的基础上进行构建,是省域架构的图形展示平台,该平台打通了

业务数据、统计数据、二维的平面空间数据与三维仿真数据的访问通道,

不但实现了非空间数据的空间落地,实现了业务数据的图文表的一体化查

询。而且还实现了三维仿真数据的无缝集成,解决了原来使用人员必须在

二、三维两个系统中交替切换的现状。 

展示平台基于微服务的架构,所有的功能均可以通过服务化的方式进

行提供,是一个开放式的图形展示平台,可以通过的配置实现与当前已有

的业务系统进行集成,灵活的应用于各个业务系统之中。 

目前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信息系统,已经集成与我局的电子政务

平台、规划实施评估与运行监测系统、我市的“多规合一”平台以及国家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 

4 结论和展望 

系统投入使用以来,主要应用于规划自然资源部门政务业务管理和社

会公众服务,取得了良好的效益：一是在服务自然资源政务业务管理方面,

通过自然资源、国土空间规划等数据融合,严守生态底线,践行新时代生态

文明思想。 二是在服务跨部门业务协同方面,融入“多规合一”平台,推

动项目策划生成取得实效,支撑了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提升了行

政审批效率。三是在服务社会公众方面,为市民提供了规划地图查询,方便

市民了解规划,促进人民生活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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