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土资源信息化“十三五”规划》解读 

 

当下，信息化已成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

国土资源管理关系国计民生，日前国土资源部印发的《国土资源信息化“十

三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让社会各界对国土资源领域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充满了期待。《规划》具体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国

土资源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围绕《规划》内容进行

了解读。 

编制依据 

国家信息化总体要求和国土资源事业发展新需求,是《规划》编制的主

要依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和

信息化工作，2014年 2月 27日中央专门成立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组长。习近平总书记对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发表

一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指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

就没有现代化”，“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事关

广大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的重大战略问题”。 

近年来,中央相继出台了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和“互联

网+”行动计划等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今年 7月 27日又印发了《国家信

息化发展战略纲要》，要求整合自然生态空间数据，优化资源开发利用的

空间格局和供应时序。完善自然资源监管体系，逐步实现全程、全覆盖动

态监管，提高用途管制能力。 

“十三五”时期，国土资源部党组把“尽职尽责保护国土资源、节约

集约利用国土资源、尽心尽力维护群众权益”和全面深化国土资源领域改

革作为新时期国土资源工作的职责定位，印发了《国土资源“十三五”规

划纲要》，确定了“三深一土”科技创新战略。履行国土资源工作职责，

加强自然资源管理与有序利用，持续推进国土资源“放管服”改革，落实

国土资源科技创新战略，都需要更好地发挥信息化的引领和驱动作用。 

主线与目标 



《规划》始终贯穿的一条主线是以信息化驱动国土资源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围绕这条主线，《规划》着力提升 3个能力，即国土资源

监测监管能力、国土资源公共服务能力、国土资源信息化发展能力。 

《规划》坚持 4项原则：创新驱动，深度融合；统筹推进，形成合力；

面向监管，优化服务；开放共享，安全可控。 

《规划》明确了未来 5 年信息化工作的 5个具体目标： 

全业务网上运行。国家、省、市和县四级国土资源管理业务全面实现

网上运行，互联互通、协调统一、执行顺畅的“无缝式”国土资源管理模

式全面形成。到 2017 年，统一的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全面建成，

初步实现不动产登记业务各级联动和跨部门协同。 

全方位决策支持。国土资源态势感知和决策支持系统建成，精准治理、

多方协作、科学决策的国土资源监管新模式深入应用，智能化的土地调查

评价、地质调查评价取得明显进展，地质环境与地质灾害分析预警系统进

一步完善。 

全数据共享交换。国土资源数据共享新机制基本形成，国土资源数据

在系统内部和政府部门间充分共享。到 2018年，统一的国土资源数据共享

平台全面应用，并实现与国家数据共享平台的对接。 

全网上公开服务。国土资源政务信息公开内容及时全面，“让百姓少

跑腿，让信息多跑路”的高效便民“互联网+国土资源服务”新模式全面应

用。到 2017年，统一的国土资源数据开放平台全面建成。 

全系统信息安全。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得到全面落实，网络安

全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系统全面建成，国土资源信息化运行环境更加平稳、

安全、高效。 

任务与保障 

按照《规划》部署，将通过 13项任务来建设“三大体系”和实现以上

5个目标： 

13项任务是：推进“国土资源云”建设，构筑新一代国土资源信息技

术体系；建立对地观测信息化应用技术体系，强化对国土空间与资源开发

利用的监测能力；建立完善国土资源大数据体系，推进国土资源管理决策



的科学化、智能化；建设覆盖全国的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全面

落实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深化和拓展国土资源综合监管平台应用，建立

精准治理、多方参与的国土资源监管新模式；推进土地督察信息化建设，

全面提升督察效能；推进国土资源数据共享与开放，充分发挥国土资源信

息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中的重要基础作用；构建“互联网+国土资源政务

服务”体系，有效提升国土资源惠民服务水平；完善地质环境与地质灾害

预警预报体系，整体提升地质灾害防御与应急能力；深入推进土地调查评

价信息化，全面快速掌握土地资源资产和国土空间开发利用状况；大力推

动地质调查工作信息化建设，全面提高地质调查工作的现代化水平和社会

服务能力；建立和完善信息化标准体系，形成规范、有序的信息化建设新

局面；加强国土资源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切实提升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规划》明确，通过 7 项措施确保规划的实施，主要包括：加强组织

领导与统筹协调，严格落实国土资源信息化工作的统一领导制度，坚持业

务管理部门提需求、网信办组织协调和技术部门具体实施的多方协同的信

息化建设，避免分散与重复建设。健全信息化制度，进一步健全信息汇交、

信息整合、信息更新、信息共享、信息服务、信息安全、信息系统应用和

运行维护等方面的管理制度。强化技术创新与驱动，依托重大信息化工程

和科技创新计划，加强深空地一体化数据处理技术、智慧国土关键技术、

三维国土空间建模技术、“国土资源云”安全防护技术等关键核心技术的

攻关与研发。加强信息化人才培养，建立人才激励机制，培养具有计算机

技术、土地和矿产资源管理、地理信息系统、大数据分析、信息安全等多

学科知识的跨界复合型人才，提高行业人员信息化应用能力。改进资金保

障机制，支持中西部及边远地区国土资源信息化建设，加大对国土资源信

息化工作的经费保障力度，拓宽资金渠道，统筹运用各类资金，把经费纳

入年度预算。建立社会力量引入机制，运用社会公共资源，建立国土资源

信息化建设运行的新机制、新模式，降低建设与运行维护成本，提高信息

化的专业水平、服务质量和效率。完善评估考核机制，制定国土资源信息

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估办法，将信息化工作评估纳入各级国土资源主管

部门考核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