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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牢固掌控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试点(以下简称“挂钩试点”)工作政策方向,规范挂钩试点运行、切实保

障农民权益,依托先进技术为挂钩试点工作的规范科学有序管理提供支撑,是高质量高效率高水平落实好挂钩试点政策的技术保障[1]。本文结合

天津实际,阐述了基于GIS技术的挂钩试点管理系统设计思想、体系结构及实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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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钩试点工作是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

重要举措,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探索性实

践。天津市作为全国首批挂钩试点省市之一,依托挂钩试点政策建设了一

批各具特色、充满活力的示范小城镇,缓解了建设用地供需矛盾、改善了

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提高了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水平、推动了城乡统筹发展。

但是,由于技术保障不到位,挂钩试点存在运作程序难于监控、基础数据不

统一、指标分析复杂、台帐统计困难、图文资料难于管理等问题,直接导

致了工作效率低下、人力物力浪费、数据档案管理混乱的困境,给挂钩试

点工作的顺利推进带来了不便
[2]
。 

1 研究目标 

本文在研究分析天津市挂钩试点工作实践的业务特点和实际管理需

求的基础上,以基础地理信息、土地利用现状和规划等数据为基础,以规范

工作流程为主线,以项目区文档、图件资料为内容主体,采用先进技术研发

城乡增减挂钩试点管理系统,实现以技术手段促进和保障挂钩试点工作规

范开展、有效实施、科学管理的目标,使相关职能部门能够牢固掌控挂钩

试点政策执行方向、切实保障农民权益。 

2 业务分析 

天津市作为全国第一批挂钩试点省市之一,具有以挂钩试点为平台推

动示范小城镇建设的显著特色,在规范试点运作方面出台了大量政策措施,

制定了严谨的业务流程和业务逻辑,以及周转指标使用、管理原则和图文

资料制作、审查、管理规范。 

2.1业务流程 

业务流程分为7个阶段：⑴立项。由项目单位提出申请,市发改委结合

有关委办局意见进行批复。⑵申报。市发改委批复后,项目单位向市规自

局申请初步确定项目区范围,并提供项目区申报图、位置图、土地平衡表。

⑶办理条件。市规自局审查申报资料,合格则下达规划条件承办单、规划

条件通知单、规划条件质检报告。⑷项目入库。项目单位根据规划条件对

项目区实施勘测定界,组织公开听证,编制项目区实施规划、建设规划、土

地整理复垦规划。市规自局组织专家论证,遴选符合条件的试点项目纳入

项目备选库。⑸整体审批。已纳入项目备选库的试点,申报单位可分次向

市规自局申请年度周转指标,市规自局审查合格后可启动项目实施。⑹复

垦监管。项目单位定期向市规自局提供项目区实施报告,市规自局对项目

拆旧复垦情况进行监管。⑺整体验收。市规自局现场考察项目区建新拆旧

实施情况,合格则出具验收报告。 

2.2业务逻辑 

挂钩试点工作涉及复杂的业务逻辑约束。⑴周转指标约束：挂钩试点

申请的周转指标数量不得超过项目区实际周转指标需求量；整体审批项目

区申请使用的周转指标须在三年内归还；项目分次整体审批时,分次审批

的项目区之间的节约周转指标可流转使用；归还周转指标计划须与办理规

划条件时的下达指标相对应。⑵土地平衡约束：项目区须保证建设用地数

量不增加、耕地数量不减少。⑶整体审批分次约束：项目分次整体审批时,

各分次审批的项目区之间具有约束关系,如：第一次审批的项目区只能包

含安置区、复垦区,且须满足土地平衡条件；第二次审批的项目区如果包

含出让区,则须满足整个项目拆旧区实际复垦面积已达到50%,且满足土地

平衡条件；等等。⑷项目区空间关系约束：整体审批各个分次项目区之间

不可有叠置关系；各个分次项目区不可超出纳入项目库时的总项目区范围

之外。⑸与相关业务约束：与土地收储、土地整治、土地征转业务有时间

先后和办理程序方面的相互约束关系。 

3 系统设计 

3.1系统结构设计 

遵循稳定性、易操作性、可扩展性和安全性的原则,系统采用三层体

系架构设计：数据层、中间层、应用层。 

⑴数据层：主要内容为土地专题数据、基础地理信息数据、项目业务

数据、遥感影像数据等,所有地理空间数据在遵循统一结构标准和空间坐

标系,数据库管理关键采用件SQL Server2008。⑵中间层：通过ArcSDE空

间数据引擎来存取、管理空间数据。⑶应用层：完成项目运作涉及的专题

制图、指标分析、流程控制、信息查询、数据输出等操作。 

3.2系统功能设计 

系统功能分7个模块。⑴流程运行控制：根据挂钩试点业务逻辑,对项

目运作流程进行控制。⑵基本地图操作：指常见的GIS操作功能。⑶基本

信息管理：包括新建、修改、删除项目,项目查询、统计等功能。⑷周转

指标管理：指标录入、编辑,指标计划、下达、使用和归还管理。⑸指标

统计分析：指标下达、使用、节余情况统计汇总,项目区土地平衡测算,

项目区内现状、规划等地类分析,周转指标使用、指标归还台帐生成等。

⑹专题制图：自动或半自动生成项目区申报图、条件图、位置图、整体审

批图、整体审批申报图等专题图。⑺档案管理：批文、图片、报表等档案

资料的上传下载管理。 

3.3数据库设计 

高效的数据组织形式,可以有效的提高系统运行的效率和减少数据占

用的空间
[3]
,数据库设计主要包括空间数据库设计和属性数据库设计：⑴

属性数据库设计：主要包含项目基本信息、流程运转记录、逻辑控制条件、

档案资料信息、统计表报表信息、系统自维护信息、用户信息等几类。属

性数据库结构设计与挂钩试点的业务操作细节紧密相关,从略。⑵空间数

据库设计：空间数据主要应用于表示空间物体的位置、形状、大小和分布

特征等方面信息的数据,适用于描述二维、三维和多维分布的关于区域的

现象
[4]
。根据空间数据的特点,按照“数据库—分类—数据集—层—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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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属性”的层次框架构筑,按分类分层原则聚集数据。项目区业务数据按

照自然资源部历次向天津市下达的挂钩周转指标,分别设计一、二、三、

四批项目库。 

4 系统实现 

4.1开发工具选择 

 

图4-1项目概况界面 

 

图4-2 项目作业界面 

按照主流C/S架构地理信息系统研发模式,采用.NET+ArcEngine控件

开发技术,ArcSDE为空间数据库引擎。SDE指提供存储、查询、检索空间地

理数据,以及对空间地理数据进行空间关系运算和空间分析的程序功能集

合,其实质就是基于关系数据库系统构建空间数据库,以提供空间数据存

储、管理能力的有效工具
[5]
。ArcSDE是美国ESRI公司推出的空间数据库解

决方案,是一个用于访问存储于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RDBMS)中的海量多

用户地理数据库的服务器软件产品。 

4.2系统主要界面 

 

 

系统界面设计遵循用户友好原则。图4-1,为系统中已录入项目的简要

信息,主要包括项目新建、项目修改、项目查询、项目删除、指标情况

汇总功能；图4-2,为项目作业运行管理的交互界面,包括项目档案信息

和地图信息两个主要区域,提供进度控制、情况汇总、专题制图、指标

管理和统计分析等核心功能,流程运转进度控制条显示挂钩试点业务的

七个阶段。 

图4-3为自动生成的项目区周转指标计划与归还情况汇总表,便于实

时掌握挂钩试点项目实施详情。 

 

图4-3  周转指标计划与归还表 

5 结束语 

本文针对天津市挂钩试点工作实践中存在的运作程序难于监控、基础

数据不统一、指标分析复杂、台帐统计困难、图文资料难于管理等问题进

行了深入分析,采用GIS等先进信息技术,研究建立了挂钩试点管理系统,较

好满足了天津市挂钩试点信息化管理的需求,提高了挂钩业务的工作效率,

实现了以技术手段促进和保障挂钩试点工作规范开展、有效实施、科学管

理的目标,对职能部门掌控挂钩试点政策执行方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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