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0

马鞍山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及供后监管系统的设计与实
现

张德胜

马鞍山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安徽 马鞍山 243000

摘要：本文介绍了马鞍山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及供后监管系统的建设思路及实现方式，重点研究了在数字城市地

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的基础上，构建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信息中心为数据中心，和市局开发利用科、各区县分局

等互联的通信网络，形成覆盖全部用户的分布式应用和集中管理的马鞍山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及供后监管系统集

成土地供应专题信息，以地理信息为抓手为土地供应管理和供后事项监管提供信息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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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目前，中国城市化的步伐虽已步入稳健阶段，发

展速度呈现缓和态势，但新区建设所引起的土地使用

模式变革和新的问题，对住房和城乡建设、国土资源、

城市管理以及大数据等政府部门在执行日常职责时构

成了重大考验。在此背景下，全国各行业的信息化进

程正在加速推进，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欣欣向荣。自

然资源信息化建设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并且提倡实

施自然资源管理的信息化，以实现建设用地审批的远

程办理，从而提高效率。土地资源的保育与高效利用，

作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石，始终是土地

管理部门的核心使命。尽管经济的迅猛发展曾极大地

丰富了我们的物质生活，但随之而来的人地关系紧张

问题日益凸显。在这样的背景下，土地利用规划的指

标压力剧增，非法侵占农田、无序开采、项目审批滞

后等问题频繁涌现。在经济、技术及社会需求多元化

的趋势下，建设服务导向型政府已成为构筑和谐文明

社会的关键要素，土地资源管理工作也随之面临革新

和升级的艰巨挑战。为了确保国家政策的有效执行，

推动建设项目合法进程，我们亟需强化对建设用地项

目的全面监控管理体系。借助先进的动态监管信息技

术，我们致力于精细化管理，倡导资源的集约化和节

约化利用。通过实时动态监管建设项目从审批、供应、

使用到补办和核查的全过程，坚决打击违法用地行为，

从而维护土地资源的合理秩序。，马鞍山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决定建设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及供后监管系统
[1]
。通过梳理土地批供情况，进行批而未供、闲置土地

及低效用地的图形及统计数据等动态实时更新，基于

数字城市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政务版（天地图·马

鞍山）及政务网络
[2]
，实现在线上报、标注、查询、分

析、量算、核查等功能，为日常监管提供有效的信息

服务。

项目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土地供应业务信息统一管理的需求

马鞍山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及供后监管系统是为

马鞍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业务提供信息化支撑，

通过该系统的建设，可以实现征地信息、补偿信息、

供应流程信息、划拨决定书信息和临时用地信息的统

一管理，实现业务流程的信息化和现代化。

（2）摸清家底，发现问题的需求

借助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及供后监管系统建设，全

面建立土地供应电子台账，实现 “土地看得见，问题

早发现”。

（3）建立信息化管理平台的需求

借助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及供后监管系统建设，构

建全面动态的土地供应监管体系，“问题可追溯，管

理变得顺”，落实考核。

（4）科学管理与决策的需求

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及供后监管系统建设，有助于

领导层面从时间、空间等不同维度掌握资源总体情况、

分布情况及结构情况，为做出正确的决策提供依据。

1 总体技术路线

马鞍山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及供后监管系统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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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 结构，客户端采用浏览器的方式，服务器端采

用.Net MVC 技术，数据库采用 PostgreSQL 对象关系型

数据库，支持空间数据的存储、查询和分析
[3]
。构建以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信息中心为数据中心，和市局开发

利用科、各区县分局等互联的通信网络，形成覆盖全

部用户的分布式应用和集中管理的马鞍山市国有建设

用地供应及供后监管系统
[4]
。

本系统在架构上分为四个层次，即基础设施、数

据层、应用层及服务层四部分
[4]
，内容分别如下：

（1）基础设施层

主机与服务器：为了充分满足应用系统的应用需

求，向马鞍山市政务云申请相应的云服务器资源。

网络基础设施：以数字马鞍山地理信息公共服务

平台政务版为基础平台，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信息中

心为数据管理中心，形成业务科室、区县分局等机构

之间的多级管理网络，建立多层次的、政务互联的地

理信息系统。

（2）数据层

数据层包括天地图矢量、影像、地形等基础地理

信息服务，建设用地供应的属性和图形数据以及支撑

业务运行的用户、日志等系统数据。其中土地供应业

务数据是本次项目建设的重要基础数据，通过数据资

源的沉淀将为马鞍山市土地供应管理提供全面、客观

的支持和指导。

（3）业务应用层

业务应用层是承载系统核心业务的层次，采用面

向服务的架构(SOA)进行设计和开发，在建立业务应用

支撑平台及土地供应综合监管数据库的基础上对业务

应用系统的建设，主要包括供地信息查询统计、供地

信息管理、供后监管信息上报和供后监管预警等。

（4）服务层

本项目的服务对象是马鞍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开发利用科、马鞍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信息中心、马

鞍山市各区县分局，采用 Html5 和 JavaScript 等客户

端表现技术，实现满足平台业务需求的界面设计和逻

辑控制，服务对象直接在浏览器中就能访问和使用本

系统。

图 1 系统体系结构图

在系统的总体技术路线设计过程中遵循了以下几

个原则：

（1）前瞻性策略

充分挖掘云架构和空间信息服务领域前沿理念与

主流技术的潜力，构建出引领潮流的系统。在整体设

计中，我们不仅依赖于过往项目的成功案例，还积极

借鉴同类系统的有益经验；在软件开发策略上，严格

遵循软件工程的最佳实践和面向对象的设计原则，确

保系统的前瞻性。

（2）灵活性原则

为了长远保障投资效益并满足日益增长的业务需

求，系统设计和架构需具备高度的扩展性考量。我们

致力于打造结构灵活且预留充足扩展空间的体系，确

保其能够适应未来变化。

（3）经济合理性原则

在预算限制内，我们追求以最优化投入实现高效

性能和优良品质的平台。在软硬件选择和配置上，始

终坚持性价比最高原则，同时兼顾设备间的无缝连接、

兼容现有环境和应用程序的特性。

（4）稳固耐用性原则

平台系统要求具备极高的稳定性和强大的错误容

错能力。它必须全天候 24/7 无间断运行，关键组件如

数据库服务器和存储设备采用全冗余结构，支持热插

拔修复，能在不影响整体运作的情况下处理故障，通

过冗余设计确保系统的高可靠性和高可用性。

（5）严格安全保障

在系统运行、维护和管理的各个环节，我们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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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国家安全信息标准，全方位保障系统的安全。通

过部署防火墙、安全服务器、内外网隔离措施，以及

备份恢复和灾难恢复系统，抵御内外部网络威胁和数

据风险。同时，监控病毒活动，防范恶意软件对系统

的侵袭。

2 详细功能设计及实现

系统功能包括供地信息查询统计、供地信息管理、

供后监管信息上报、供后监管预警、用户及权限管理

和日志管理六个部分。

图 2 系统功能设计

（1）供地信息查询统计

所有用户登录成功后，都可以在地图上叠加浏览

供地地块图形，极大的方便了以图找地。鼠标点击地

块图形时，该地块高亮显示，并弹出属性信息框，显

示地块的项目名称、土地坐落、用途、用地单位、批

准文号等供应信息。用户可以根据关键字、供地年份、

土地用途等进行搜索，系统以列表形式列出相关地块，

选中某一地块可以直接在地图上定位，并弹出属性信

息框。

系统支持对建设用地供应信息进行统计，可以对

各行政区域不同时间段、不同用途的建设用地供应情

况统计生成柱状图，点击柱状图可以查询出对应的地

块列表，从而方便快速定位查看。

图 3 供地查询实现效果

（2）供地信息管理

只有市局用户有权限对供地信息进行管理操作。

用户可以逐条手动输入供地信息，也可以按照 Excel

模板整理后批量导入。对于输入有误的供地信息，用

户可以在系统中编辑和删除。为了能够快速定位到需

要管理的地块，系统提供了根据关键字、供应年份和

土地用途类型进行综合搜索。系统能够将供地信息属

性导出为 Excel，将地块图形导出为 Shapefile 文件，

方便备份和信息交换。

（3）供后监管信息上报

此功能使用用户为各区县分局用户，每个区县用

户根据管辖范围做了权限控制，只能上报辖区范围内

的监管事项。各区县局用户对已录入供应信息的地块，

可在系统中及时填报供后监管信息，主要包括“是否

付款”、“宗地是否移交”、“是否开工”、“是否

竣工”四个方面的监管信息。相应的行为完成后，区

县局可以通过系统上传材料，监管状态发生改变，否

则超时后将发出预警。

（4）供后监管预警

区县局用户登录系统后，对于其行政管辖范围内

的供地，如有逾期未上传付款、交地、开工、竣工凭

证的，则会弹出预警提示。

（5）用户及权限管理

系统管理员可以进行用户管理和权限分配，不同

科室、不同区县的用户具有不同的数据和功能权限。

市局用户具有查询统计全市范围数据和编辑修改的权

限，区县用户则只能查看辖区范围的数据，不能修改

数据，但可以报送本辖区范围的监管事项。

（6）日志管理

完成了日志管理模块开发，系统管理员用户可以

在系统中对日志进行浏览和查询，进而追溯相关人员

的操作，评估系统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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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键技术分析

马鞍山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及供后监管系统以政

务版天地图为底图，直接调用天地图在线服务，项目

本身无需再搜集和发布基础地理信息服务。因此，本

项目的空间数据指的是建设用地供地数据，数据结构

清晰，数据量不大，大部分 WebGIS 系统的专题数据都

具有类似特征，本文的研究对象具有一定代表性。传

统的WebGIS系统一般基于地理信息平台软件对空间数

据进行发布，客户端调用发布后的地理信息服务，常

见的地理信息平台软件有 SuperMap、ArcGIS 等商业软

件和 GeoServer 等开源软件。这种模式有明显的缺点，

一是在数据库和客户端之间增加了地理信息平台软件，

提高了系统结构的复杂度和管理难度；二是将空间数

据和非空间数据割裂开来，难以进行统一管理；三是

增加了开发和维护成本。本系统摈弃了地理信息平台

软件，将建设用地供地数据存储在 PostgreSQL 空间数

据库中，直接基于 SQL 语句进行空间数据的查询和管

理，客户端进行动态渲染。这种模式具有以下优点：一

是简化了系统结构，减少了管理难度。由于本系统没

有地理信息平台软件，数据库和客户端之间的交互更

加直接，系统结构更加简单明了。 二是统一了空间数

据和非空间数据的管理。在传统的 WebGIS 系统中，空

间数据和非空间数据往往被割裂开来，难以进行统一

管理。而在本系统中，建设用地供地数据和非空间数

据被存储在同一个 PostgreSQL 数据库中，可以进行统

一管理。 三是降低了开发和维护成本。由于本系统采

用了开源的 PostgreSQL 数据库，可以免费使用并有强

大的社区支持，而且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自定义开

发和改进。这使得本系统的开发和维护成本更低。 最

后，PostgreSQL 具有许多优秀的空间扩展功能，如支

持多种空间数据类型、空间索引、空间查询等，更适

合存储和管理空间数据。相比其他数据库如 MySQL，

PostgreSQL 具有更好的空间数据管理能力，可以提高

系统的性能和稳定性。 综上所述，马鞍山市国有建设

用地供应及供后监管系统的特点和优势具有一定代表

性，可以为其他 WebGIS 系统提供参考和借鉴。

4 结束语

本文阐述了马鞍山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及供后监

管系统的建设思路及实现方式，重点研究了在数字城

市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的基础上
[5]
，集成土地供应专

题信息，以地理信息为抓手为土地供应管理和供后事

项监管提供信息化解决方案。本文从国土业务实际需

求出发，开拓了数字城市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新的

应用点，为加大数字城市应用提供了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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