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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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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背景---时代驱动

1、党中央国务院对自然资源信息化建设提出
更高要求

4、四川省自然资源信息化统筹力度不足与面
临的新形势和挑战

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
安全和信息化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总体方案》

“两统一”职责
《自然资源部信息化

建设总体方案》

2、自然资源信息化建设将迈入全方位多层
次的发展新阶段

互联网+政务
服务

系统与数据整合

国土空间基础

信息平台大数据应用

网络安全

3、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与快速发展为
自然资源信息化创造了新的条件

大数据

物联网

三维GIS人工智能

云计算
不足

挑战

全省信息化不均衡、统筹不足

治蜀兴川、“两统一”职责、政务共享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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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背景---四川省情

四川省

地
形
复
杂

四川处于我国第一级阶梯和第二级

阶梯的交界处，西高东低，地形复杂。

市
县
差
异

全省发展不均衡，成都位于全国前

列，三州地区经济、人才等有差距。

分
散
建
设

市县信息化分散建设，重复投入，

实际应用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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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背景---需求驱动

由四川省大数据中心和四川省自然资源厅，以“共建共享”模式，开展四川省自然

资源基础信息平台建设。

“两统一”管理需求

全省统筹发展需求

数智管理需求安全管理需求

横向共享需求

需求驱动



P7 16:12

总体设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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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总体设计---技术框架与建设内容

一张图：统一数据支撑，全省统一底图和服务

➢ 全省统一服务支撑

➢ 逻辑集中，分散存储

一平台：统一服务支撑平台，指标&模型可视化配置

➢ 用户体系、服务体系、工作流、算力资源、对外共享

➢ 指标配置、模型可视化拖拉拽

三大应用：15大业务应用，应用系统全省能统则统

➢ 调查监测应用、监管决策应用、政务服务应用（WEB、APP）

➢ 15大业务应用，80余个模块

一张网：网络与基础设施支撑，全省统一网络架构

➢ 横纵互联  安全可控

统一平台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底图

标准体系：全省统一建设标准

➢ 涵盖数据汇交、共享、平台接入等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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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总体设计---部署模式

共享共享：

 充分利用已有资

源 和 省 政 务 云 资 源 ，

三 网 部 署 ， 同 步 关

联运行。

架构特点：

 前 瞻 性 、 稳 定 性 、

安全性。

为满足业务管理应用，和省大数据中心提出的信息系统政务外网迁移等需求，项目统筹规划，系统分

别部署在业务网、电子政务外网和互联网，并建立了数据跨网安全交换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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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总体设计---应用模式

强化省级统筹。通过业务网，满足纵向部门

统建系统应用和数据共享需求；通过电子政务外

网和互联网，满足横向部门和公众用户政务公开、

数据共享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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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总体设计---与省大数据中心关系

一、与省大数据中心数据服务的关系：五大基础库之一。自然资源“一张图”是

四川省五大基础库之一，以标准服务形式为省大数据中心提供数据服务；

二、与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的关系：充分利用通用能力。省大数据中心为自

然资源基础信息平台提供实名认证、电子签章和法人、社会信用等能力和政务数据，自然资

源厅不再重复建设类似公共支撑能力。

发挥“共建共享”优势，分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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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成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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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成果---标准规范

序
号

类型 规范名称

1

数据类

《四川省自然资源基础信息数据分类目录及编码标准规范》

2 《四川省自然资源基础信息数据共享交换标准规范》

3 《四川省自然资源基础信息数据汇交标准规范》

4 《四川省自然资源基础信息数据应用服务标准规范》

5
平台类

《四川省自然资源基础信息平台接入技术标准规范》

6 《四川省自然资源基础信息平台共享信息服务接口标准规范》

四川省自然资源基础信息平台标准规范

✓ 《基础信息数据分类目录及编码标准规范》等6个标准

四川省不动产登记信息化标准规范

✓ 《四川省不动产登记数据库标准规范》等5个标准规范

四川省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督标准规范

✓ 《四川省村规划编制成果数据库建设规范》等9个标规范

信息化建设，标准规范是基础。 全省统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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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成果---“一张网”

自然资源部

市级

县级

电子政务
内网

自然资源
业务网

电子政务
外网

互联网

物理
隔离

安全
隔离

逻辑
隔离

安全
交换

安全
交换

政务云
基础设施

政务云
基础设施

自建云
基础设施

安全
交换

全省统一网络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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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成果---“一张网”

异地备份

国产化环境

安全态势感知

网络安全交换

智能化运维平台

为保障数据安全、网络安全，建立了态势感知、非法外联、智能监

控、异地备份等体系，进行机房整体设备、网络安全的智能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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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成果---“一张网”

系统整体通过三级等保评测，全省第二家完成了商用密码评测，获得国家相关评估组好评。

三级等保评测报告 商用密码设备拓扑图 商用密码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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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成果---“一张图”
“ 一 张 图 ” 数 据 资 源 汇 集 了 ： 9 0 0 余 个 图 层 ， 约 9 . 6 6 亿 要 素

信息化建设数据是核心，全省统一“底数、底板、底线”，服务全省应用。

1.
数
据
成
果

山水林田湖草沙三维浏览 空间三维立体表达 时空数据历史回溯

“三区三线”应用支撑 实景三维成果管理 数字高程三维成果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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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成果---“一张图”

为满足多源、多态、海量的数据存储需求，采用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建立混合存储架

构，满足全省服务、快速计算，数据不断扩展和接入需求。

2.
混
合
存
储
架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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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成果---“一张图”

3.
图
斑
身
份
证

建立地块图斑身份证，实现地块图斑级生命周期管理，管理土地利用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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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成果---“一张图”

4.
服
务
横
纵
共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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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成果---“一张图”

5.
横
向
共
享

“分析”应用
结果
反馈

分析
请求

共 享
交 换
体 系

横向省级部门

用户

自然资源业务网 电子政务外网

“一张图”
(业务网版)

“一张图”
(政务网版)

“看图”应用

数据脱密脱敏处理

天地图·四川
政务版接入

通过删除关键属性，坐标非线性偏移等，对部分专题数据脱敏后，建立

“一张网”政务外网版，部署在电子政务外网，满足横向部门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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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成果---“一张图”

5.
横
向
共
享

政务外网“一张图”——应用分析 多规合一“一张蓝图”系统—服务共享

业务网返回的分析结果 政务外网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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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成果---“一平台”

“一平台”是数字中台和未来的智能化中台，更要考虑服务全省需求，避免烟囱式、

重复建设。四川省厅“一平台”建设成果，可以根据不同市州特点，采用逻辑封装、功能

封装、服务对接三种模式满足市州应用。

1.
设
计
理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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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成果---“一平台”

强化中台承载作用

和标准化，便于后期拓

展和智能化运维。

基 于 “ 一 平 台 ” 搭

建的所有应用，必须要

做到开发环境、部署环

境、用户体系、服务接

口等的严格统一，否则

不予上线。

2.
开
发
约
束

统一数据库
统一云资源 统一云管理

统一开发

语言版本
统一用户管理体系

统一接口标准
统一工作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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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成果---“一平台”

3.
统
一
共
享

***厅局为例
省级平台

省级
政务一体化平台

**市局

**县局

省级

“总对总”

查询共享请求

市级应用

县级用户

市级
政务一体化平台

查询共享请求

市县级

专有共享

全省
用户

省级

应用

市县
用户

个性化

服务

各厅局自建

◼ 横向部门共享，贯彻省级“总对总”共享建设理念；

◼ 避免市县重复建设，形成星网状共享链路，影响数据安全；

◼ 省级不能获取的共享数据，再由市级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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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成果---“一平台”

4.
能
力
中
心

移动服务支撑监管决策支撑

大数据算力支撑 快速业务应用搭建支撑 共享应用支撑

云资源管理空间服务管理

“一平台”作为数字中台，统一大数据算力、云资源管理、共享应用、监管决策、空间服务、

用户体系、工作流和移动服务等支撑能力，同时集成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的统一电子证照、电

子签章等公共支撑能力，为全业务应用提供统一的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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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成果---“一平台”

5.
数
智
中
台
扩
展

“一平台”建设考虑了未来智慧管理中枢的扩展需求，目前可以实现指标在线配置、展示图

表可视化配置、分析计算公式的拖拉拽。

指标构建：监管指标数据源灵活构建 业务需求：需展示指标的配置选择

可视化方式：不同业务指标的可视化配置 分析模型：分析模型拖拉拽实现

为初级功能，应用中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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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成果---统一平台门户

基于上述理念，面对跨网域、多终端的应用需求，建设5大门户，接入全厅国土空间规划、

地政、矿政等15个应用 ，满足了省市县一体化应用需求。 

政
务
外
网
门
户

业
务
网
门
户

互
联
网
门
户

厅
门
户
网
站

移动办公门户

6.
统
一
门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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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成果---统一平台门户

7.
决
策
支
撑
能
力

提供指标模型管理、可视化展示、计算模型在线配置等自助式在线时空大数据分析能力，快速构

建面向不同主题、个性数据、特色业务的大数据计算分析场景。

流程建模  分析计算数据接入  数据处理 场景定制   可视化综合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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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成果---统一平台门户

8.
共
享
能
力
中
心

1、构建了省级统筹下的 渠道多元的共享服务，逐步完善全省系统内数据共享、能力开放中心。

2. 自研基于的地图网关的在线地图服务分级管控技术，一套数据服务可满足省市县三级用户的分

级权限数据共享需求；解决了如传统模式下一套基本农田数据，服务21个市州分权限查看，需发布21

个服务的源浪费问题。

市 县 局 及 直 属 单 位

21个市州

均已接入平台

国 家 级 国 土 空 间

基 础 信 息 平 台

社 会 公 众

四 川 省 自 然 资 源

基 础 信 息 平 台

数据+中枢+生态

11个市州数据服务接入

25个服务

注册管理

在线分析

服务调用

四 川 省 一 体 化
政 务 服 务 平 台

服务注册

7个数据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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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成果---应用体系

地政生命周期管理

建成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自然资源监管决策和“互联网+自然资源政务服务”三大应用

体系、15大系统、80余个子模块，分别采取接入、升级、新建模式建设。

应
用
模
式

省级部署，市县两级应用

市级部署，市县两级应用

市级自建，市县两级应用

根据系统的不同功能和需求，采取不同
的应用部署模式。

省级统建优先，省级不能统建系统由市
级建设；县级原则不再建设。

避免市县重复建设，解决市县人才、资金、技术缺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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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成果---应用体系

调查监测管理应用系统（升级）

地政生命周期管理不动产信息监测监管 地政生命周期管理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监管应用系统（新建）

根据系统不同的建设特点，采取升级、新建、接入等模式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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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成果---应用体系

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应用系统（接入）

采用接入和集成方式，接入了地灾相关5个系统、

12类数据，实现数据和系统的汇集、管理，辅助地灾防

治工作监测、预警、应急管理。

接入模式建设系统典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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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成果---应用体系

全省统一的

建设用地智

能审批和管

理系统

报批

格式

审批

规则

数据

精度

“一张

图”数

据服务

技术

标准

四川省建设用地三级联网审批系统，推行智能化审批，做到审查要点、智能化审查规则完全一

致，省级集中部署。共梳理形成203条审查规则，80%规则实现智能审批。

智能审批关键：指标库-->规则库--->知识库-->审批模型。

智能化审批系统的典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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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成果---应用体系

四川省建设用地三级联网审批系统，实现了业务管理全程监管，审批效率全面提升。

业务管理
全程监管，
审批效率
全面提升

1、实现
全省建设
用地联网

审批

4、建设
用地管理
扩展到宅

基地

5、电子
档案自动

归档

2、实现
“不见面
审批”

3、智能
化统计功

能

全程留痕、全程监管

报件不见面
补正不见面
审批不见面

便于工作人员从多方面
统计建设用地审批信息

实现试点乡镇宅基地农用
地转用网上审批监管

实现数据自动推
送到资料馆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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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成果---云原生容器

为实现平台各类应用、服务等提供统一敏捷、安全稳定的服务管理，降低运维成本，提升资源利用率。

核 心 需 求

实 现 效 果

◼ 占用资源少，快速部署，能在不同云、不同版本

操作系统间进行迁移；

◼ 支持自动化部署、大规模可伸缩、应用容器化的

统一运维和管理；

◼ 通过容器化实现云资源弹性伸缩，最大化的节约

云资源成本和提高云资源使用率；

◼ 在全国省级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率先全面使用

该项技术开展云资源管理工作。

API网关 服务注册 服务发现 配置管理

负载均衡 服务监控 日志管理 服务调度

主节点（IP：192.168.*.**）

……

工作节点1
（IP：192.168.*.*）

工作节点2
（IP：192.168.*.*）

pod1 pod2

容器1

…
…

容器2

容器3

……

容器1

容器2

容器3

……

……

容器1

容器2

容器3

……

……

一平台

开发利用综合
监管系统

执法督察系统

容器1

容器2

容器3

……

云资源管理系统：全业务微服务部署+K8s运维管理

po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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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思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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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下一步思考---矛盾与需求驱动

数据共享需求

网络与数据安全

顶层设计

的挑战

空间数据脱敏与实时共享要求，

与当前网络物理隔离、空间数据保

密政策的冲突!

数据已经成为关键的生产要素，也必将推动经济范式

的变革，更是社会运行方式、管理方式的跃迁！

数字化时代

人工智能

管理模式

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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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下一步思考---数据脱敏与网络隔离矛盾

自然资源
业务网

电子政务
外网

物理
隔离

如何实时交换？
目前为擦边球状态

顶层设计尽快出台

二三维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和实景三维高精

度数据成果，横向共享应用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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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下一步思考---智能化管理需求的挑战

一是 构建监管决策指标体系与可视化展示支撑能力；

二是 构建支撑专家知识库、分析模型库的分析能力；

三是 构建自然资源管理评估与辅助决策能力。

重点突破:

◼ 时空可视化表达下的自然资源全要素生命周期管理能力；

◼ 基于知识库和人工智能的业务审批和管理决策能力；

数据+业务

自然资源“一张图”

自然资源“一平台”

可视化展示

专家知识库积累

分析模型构建

智慧监管

辅助决策

人工智能的迅速成熟应用，对智能

化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也对我们未来

的自然资源信息化建设，落地智能应用，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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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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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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