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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土地资源的利用与开发对于国民经济和社会保障等具有深远的影响。

而且明确了在开展第三次土地调查工作落实到每一个地方这一过程中,需要所有人重视起来。本篇文章

对于我国的第三次土地调查工作展开了几点思考,对其中存在的问题和技术要点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关键词] 土地调查；现状；方法 

中图分类号：U231+.1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2017年10月,国务院发文开展第三

次全国土地调查(2018年更名为第三次

全国国土调查)以下简称三调。三调是一

项事关重大国策制定的基础性工作,是

国家掌握全国土地使用情况的重要举措,

其主要目的是在现有土地调查成果的基

础上,进一步查清全国范围内土地资源

现状和利用情况。,此次“三调”结果在

未来10年内是 具有权威性和说服力的

土地数据,对未来10年国家的经济、农

业、工业的可持续性发展都起关键的指

导性作用。 

1 第三次国土调查的工作情况

概述 

1.1主要任务。三调的主要任务总体

包括五大项：(1)土地利用现状调查；(2)

土地权属调查,结合武汉市确权登记及

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等工作成果,将

城镇国有建设用地范围外已完成的集体

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和国有土地使用权

登记成果落实在国土调查成果中,对发

生变化的开展补充调查。(3)专项用地调

查与评价,包括耕地细化调查、批准未建

设的建设用地调查、永久基本农田调查、

耕地质量等级调查评价和耕地分等调查

评价等。同步推进相关自然资源专项调

查,包括自然保护区调查、长江经济带自

然资源调查等。按照国家三调工作分类

标准和相关要求,做好森林资源连续清

查和第二次草地资源清查等相关自然资

源专项调查与第三次国土调查成果的衔

接和融合工作；(4)各级国土调查数据库

建设；(5)成果汇总。 

1.2作业流程。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

采用国家整体控制,统一制作底图,下发

核查图斑,内业判读地类,地方实地调

查、在线举证,国家核查验收,统一分发

成果的流程推进。按照统一领导、各负

其责的方式组织实施,全国土地调查办

统一制定并发布三调技术标准、统一调

查和建库的程序、方法、成果、精度和

验收要求。根据三调总体方案、实施方

案和相关技术标准,全面部署三调工作,

分阶段完成调查任务。 

2 工作情况分析及问题 

2.1资料收集。这次国土调查涉及

到农林牧渔、建设、水利、工商等很多

部门,收集的资料繁杂,格式多样,矢量

数据坐标不统一等等,总的来说有这样

几类： 

2.1.1统计类数据：一般是Word\Excel 

类文件,这类数据要进行去重、整理、规

范字段处理后,通过跟矢量数据建立关

联来提取信息。 

2.1.2矢量类数据：矢量数据为

AutoCAD和ArcGIS类文件,收集的资料可

能是北京54坐标系,也可能是西安80坐

标系、武汉2000坐标系等等,需要进行坐

标转换。 

2.2界线的调查。距离第二次全国土

地调查有整整十年的时间,这十年国力

飞速发展,土地的权属、界线和利用状况

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市的行政区域

界线、功能治理单元界线、行政管控单

元界线存在着相互交叉,界线不清晰,空

间划分不明确。 

2.3土地利用现状地类的认定。城市

在飞速发展,地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三

调工作中,工作人员要清楚这项工作主

要是对土地综合情况进行调查的,并对

耕地以及建设用地进行合理的划分,清

楚划分的区别。如果这些工作出现问题,

会对三调的质量造成严重的影响。地类

的认定主要注意以下几点： 

2.3.1时效性。同一地块收集的资料

具有N多不同的时间节点信息,这些信息

具有不同的时效,需要综合考虑、提取

新 后时间节点的信息,这些信息主要

包括：历年耕地、建设用地批复、土地

登记发证、历史地藉数据、历年土地利

用规划、基础测绘成果、规划编制、不

动产登记、地理国情普查、农村集体土

地确权登记以及农业、水利、林草调查

等等。 

2.3.2土地利用“现状”。三调工作

重点强调了“现状”,要注意现状与地



地矿测绘 
第 4 卷◆第 1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32 /（中图刊号）：561GL001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22 

Geological and Miner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类的匹配度。特别是农用地向建设用地

的转化。建设用地是否已经开工,是否

达到正负零、是推土、拆除未尽还是长

草状态,都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2.4土地利用现状地类的数据采集

及外业调查。 

2.4.1数据采集的问题。三调在二调

的基础上,进行数据采集,采用国家统一

制作的底图,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国家下

发的影像为1米的分辨率,对于三调新的

土地分类体系来说明显细节不够,纹理

缺失太多,对内业的地类判读有很大的

影响。根据国家下发的影像实际无法判

断植被是不是耕地或是草地还是林地？

而武汉市采用的分辨率为0.2米的影像

则能很容易根据影像纹理判断出地类。

清晰的影像 

2.4.2外业调查的问题。在三调工作

当中,在进行外业举证的时候遇到很多

困难,很多地方人力无法到达或非常耗

时。比如：设施农用地院门被锁,无法进

入；推土区被围,视线被挡,内部建设情

况无法举证；山上耕地变化,登山困难,

举证耗时等。原本举证耕地,但耕地边有

树木有沟,沟过宽,人无法跨过,要进入

耕地,则需绕很远的路,单凭人力视角有

限,无法直观准确的反应地类情况。 

3 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 

此次“三调”结果在未来10年内是

具有权威性和说服力的土地数据,为

保证数据的精确,采用更高分辨率的遥

感影像,运用新技术,新方法,搭建三调

工作平台,充分利用我市现有基础测绘、

规划编制、土地调查、权籍调查、不动

产登记、地理国情普查、国土规划管理

审批、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等工作的

基础资料及调查成果。经质量检查合格

后,建立市、区两级国土调查数据库及各

类专项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开展调查成

果汇总与分析、标准时点统一变更以及

调查成果事后质量抽查、评估等工作。 

4 解决问题的技术方法 

4.1采用先内业预判后外业调绘的

方法开展第三次国土调查。在第二次土

地调查和年度变更调查的基础上,充分

利用我市多源、多尺度的国土规划基础

地理、规划编制、管理审批、调查评价、

执法监察、不动产登记、地理国情普查

以及农业、水利、林草调查等数据成果

作为参考,进行坐标转换、数据融合处理

和分析预判,初步确定图斑土地利用类

型和土地权属,标注专项调查信息,依预

判结果制作调查工作底图,供外业队伍

实地核实和调查举证。 

4.2采用“互联网+”、3S等新技术的

内外业一体化工作模式开展第三次国土

调查。开发武汉市第三次国土调查综合

管理与服务平台,将内业数据处理及预

判制作的调查工作底图在系统中发布,

实现内外调查工作的协同,调查、审核、

建库信息的及时共享。利用移动设备,

通过网络访问方式,开展外业实地核实

和举证信息填报,内外业调查实时在线

交互、调查成果的在线多级审核反馈。

通过系统移动端和桌面端,实现内外业

一体化作业、标准化信息采集和实时在

线审核入库,快速建立城乡一体化国土

调查数据库。 

4.3基于城市基础地理和规划编制

成果开展线状地物图斑化工作。充分利

用1:2000地形图和规划路网,结合遥感

影像特征,采集原土地调查数据库中线

状地物边界进行图斑化。对1:2000地形

图和规划路网资料不全或更新不及时的

区域,可基于影像特征进行人工采集边界

或依线状地物宽度缓冲方式进行图斑化。 

4.4基于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和

不动产登记成果开展权属调查。将已完

成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的权属界线转

绘到国土调查成果中,同时结合不动产

登记成果,将城镇以外的独立国有土地

使用权界线转绘到国土调查成果中。城

镇内部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界线不调查上

图。对于权属界线发生变化的,重新开展

权属界线补充调查上图。 

4.5建立“三线合一”管理及展示平

台,与各行政管控单位对接,根据实际情

况调整行政区域界线,对行政区域界线、

功能治理界线和行政管控界线等进行系

统和科学管理。 

4.6采用无人机技术,进行外业辅助

举证,外业调查是三调工作的核心组成

部分,对举证困难的地方,运用无人机技

术协同举证,能较好的解决人力限制造

成的视角问题,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5 结语 

通过第三次国土调查,将全面获取

覆盖全市的国土利用现状信息,形成一

整套国土调查成果资料,包括影像、图

形、权属、文字报告等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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