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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理信息科技创新不仅能够为多个行业提供技术保障,合理利用地理信息科技创新成果对能够最大的发挥自然资源

管理效果。在应用地理信息科技创新成果的过程中,通过深入探测自然资源的过程,在发现其分布规律的同时,也能够提升自然

资源管理水平以及实际的工作效率。本文简述了当下自然资源管理工作面临的挑战,并就在地理信息科技创新基础上的自然

资源管理中的各个工作环节的创新服务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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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然资源管理工作来说, 为重要的就是地理信息

科技创新,其不仅能够提升自然资源管理工作的执行效率,

还能够在理清资源分布规律的同时,为管理工作提供法理以

及重要的逻辑依据。因此,想要做好自然资源管理工作,首先

需要保证地理信息科技创新效果,以此为基础提高自然资源

带来的社会效益,为国家的经济增长以及行业的后续发展打

下基础。 

1 自然资源管理工作的主要内容以及地理信息科技创

新的现状 

1.1自然资源管理工作内容 

自然资源由于其社会性质使得其具有多种属性,包括资

源、资本以及资产属性,其创造的经济价值决定了其特殊属

性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其不仅为社会提供了空间载体,也

在保证人们物质甚至精神文化基础的同时,从某些角度表现

出了产权关系。自然资源由于其特殊的分布规律和自然特征,

使得其蕴含着较为重要的生态价值以及为社会创造的经济

价值[1]。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自然资源保护工作主要包

括生态环境维持、空间分布规律以及了解资源数量等。在此

基础上延伸出的工作还包括评估自然资源状态与确定自然

资源的产权归属等。自然资源保护涉及的范围较广,其在对

生态进行保护性修复的同时,也为自然资源管理工作提供了

强大的技术保障,并通过完善的管理机制提升自然资源管理

水平。 

监测评价自然资源是自然资源管理工作中的重要工作

环节,包括组织并实时监测、调查自然资源分布规律及情况以

及根据监测结果制定自然资源管理标准等,通过将监测结果

进行进一步的汇总、整理以及分析,不仅是为后续的结果使用

过程打下基础,也是监测评估机制建立的重要条件[2]。权属登

记工作同样是自然资源管理工作中的重要环节,包括不动产

登记、自然资源归属产权登记、相关研究以及监测成果的运

用以及规范与制度的建立等,是评估开采自然资源对环境的

影响以及计算对应承载力的关键环节。在保证生态环境符合

当下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前提条件下建立监测预警机制是非

常有必要的,能够更加科学合理的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对

于普通民众来说,节约自然资源、加紧生态空间布局是秀谷

桑前恶劣环境形势的效果实现前提。 

1.2自然资源管理地理信息技术创新面临的挑战 

做好资源管理工作的基础是构建一个完善的修复系统

和管理体系,通过其中的调查与评估环节充分发挥出自然资

源管理工作的实效性。不仅如此,自然资源管理工作的工作

流程完善同样对于地理信息技术创新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是

当下地理信息技术创新的重要发展机遇,但在带来机遇的同

时,也由于政策以及自然管理工作涉及的工作领域较广面临

着较多挑战。 

首先是在地理信息技术应用过程中,由于自然资源管理

工作涉及到的水、湖以及田地等部分隶属于同一部门进行管

理,因此不仅要求工作人员全面了解自然管理机制的的应用

意义与工作流程,还需要对应部门的管理人员掌握基础的有

关自然资源管理涉及到的各个部分的相关知识,包括水利、

土地、林业以及农业等,专业技能的水平提升是保证自然资

源管理工作实效性的前提[3]；其次,地理信息技术在不断的

应用实践中得到了更新,但同时也在后续应用这些创新成果

时有一定的约束条件,这主要体现在数据应用于某些需要对

监测成果进行保密的要求是互相冲突的。为此,我们的地理

信息技术人员应在考虑地理信息价值发挥的同时,保持地理

信息推广与有关保密要求的平衡,这也是目前地理信息行业

面临的主要问题；第三,由于地理信息技术的应用条件比较高,

每一条创新成果都需要技术人员投入大量的精力。但从目前

的实际情况来看,数据属性并不具有广泛性与全面性,这就导

致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的创新成果实际应用效果较差[4]。也正

是由于这种情况,使得地理信息技术不能发挥其真正价值,

从而限制了地理信息行业的后续发展,不利于自然资源管理

工作的展开。 

2 自然资源管理中地理信息技术的创新服务 

地理信息技术与自然资源管理中的各个工作环节之间

的联系较为密切,对涉及到的经济、环境与创造的社会价值

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包括资源监测与调查、生态环境的修

复以及土地分配优化。因此,相关部门的管理人员与实际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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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操作的工作人员应重视地理信息技术创新对于自然资源

管理的重要意义,在不断完善工作流程的基础上提升自身的

服务质量。 

2.1构建自然资源监测调查技术体系 

体系的构建是工作进行的基础,对于自然资源管理工作

来说更应该发挥地理信息技术创新优势,在国家相关政策的

支持下对现有的监测调查技术体系进行完善,以保证自然资

源管理的工作效果。具体包括自然资源的归属权登记、技术

研发与应用资格以及资源调查等,都需要按照监测调查技术

体系的相关要求展开后续工作。而如何将地理信息技术融入

到自然资源管理的工作过程中就成为了一个重要问题,需要

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综合管理以及要素管理测绘规范的支撑

特征,以达到技术在资源管理工作中的应用效果[5]。技术的

应用种类包括涉及到湖、林以及田等各个部分的全部技术与

动态数据、要素控制技术以及多要素关键监测技术等,应用

目的是为了简化数据的分类过程,并实现动态建模与控制质

量的技术应用效果。另外,对于相关检查标准进行研究同样

十分重要。作为主要的自然资源要素的调查技术,实际的应

用意义不仅在于其是多个部门通过研究共同制定的标准,也

是提升资源管理工作效果的关键技术环节。但由于制定标准

受当地区域的影响较大,因此目前还没有统一导致工作过程

不符合实际要求的现象较多。 

2.2自然资源权属登记管理技术服务创新 

自然资源的权属登记环节一直以来都是资源管理工作

的关键点,同时也是自然资源转化为自然资产所必须要遵循

的前提条件。由于自然资源范围以及相关关系的确定涉及到

较多部门与工作过程,以此需要在探讨自然资源能够发挥

大价值的基础上,制定对应的权属核实制度才能够保证自然

资源的权属登记环节符合实际需求[6]。可以考虑建立一个具

有不动产登记、归属权调查以及权籍数据分析作用的信息管

理平台。这样不仅能够发挥地理信息技术创新的实际效果,

也能完善现有的资产质量评估技术体系,实现资产核算评估

的智能化与计算过程的自动化,从而保证在地理信息技术创

新的社会环境下不断提升资源管理的工作效果。 

2.3构建国土空间规划技术创新服务体系 

由于目前的地理信息技术在应用后产生的数据分析的

精度比较低,因此当下解决空间规划数据冲突问题依然以人

工校对为主。因此,应利用已经趋于完善的地理信息创新技

术,将其融入到实际的国土空间规划过程中,在提升服务质

量的同时,也能够发挥出自然资源的管理效果[7]。其次,应用

相关技术的同时应考虑到我国的区域特点。由于我国的各地

区的地形特征较为明显,因此国土开发程度差异也比较大,

需要在建立对应指标体系的同时,制定不同区域下的资源环

境承载能力评估方案,以符合实际的工作需求。 

3 结语 

综上所述,地理信息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对于资源管理工

作的效果发挥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提高自然资源管理的

工作效率的基础上,还能够通过多技术的融合过程以及多体

系的构建进一步完善自然自然资源管理的工作流程,这也是

目前自然资源管理工作的服务质量不断提升的重要原因。相

信未来在不断对地理信息技术进行创新的过程中,能够进一

步提高技术的应用水平,从而保证自然资源管理的应用效果

的持续提高。 

[参考文献] 

[1]桂德竹,程鹏飞,文汉江.在自然资源管理中发挥测绘地理信息

科技创新作用研究[J].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2019,(1):97-100. 

[2]菅贞贞.土地测绘中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研究[J].科

技创新导报,2017,(24):140-141. 

[3]吴登华,王懿祥,孙朝辉.基于GIS的古树名木巡护APP

设计与开发[J].林业资源管理,2018,(3):141-145. 

[4]苏布德,赵洋毅,王克勤.基于GIS的滇南踏青河源头小

流域近20年土壤侵蚀变化[J].林业资源管理,2018,(6):90-98. 

[5]胡勇,江冰婷.地理国情普查在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

编制的应用思考[J].国土资源科技管理,2018,(1):112-118. 

[6]张峰.地理国情监测在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工作中的应用探讨[J].测绘与空间地理信息,2017,(12):126-128. 

[7]管雯君,杨传勇.自然资源部统筹下的新型地理设计

思路探索[J].规划师,2018,(12):68-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