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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数字一张蓝图是国土空间信息模型（TIM）的本质体现，也是国土空间规划管

理实施的重要保障，其核心是围绕国土空间任意“地—物—人”信息全生命周期可追溯

的网格化这一底层逻辑构建信息组织的归一化架构。基于信息多维向量的数理模型基

础，规范构造时空信息网格的理论体系，从而推演构建了数字国土空间信息组织的基本

架构和基本特征；同时基于信息生命周期的底层逻辑，推导出全生命周期下可追溯的国

土空间信息过程与治理图景。以天津滨海新区的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平台研究为实践案

例，基于数字化治理的原则具体呈现了时空信息网格中的数据集架构及平台系统操作情

景。可为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提供深度的理论启示和实践参考。

Abstract: The "One Digital Blueprint" system exemplifies the core principle of the

Territorial Information Model (TIM) and form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implementing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At its core is a unified framework of organizing informa‐

tion based on mechanisms that ensure full-lifecycle information traceability and grid-

based "Space-Entity-People" information triads. Grounded in a mathematical model

of multidimensional information vectors,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theoretical system

for constructing a spatiotemporal info-grid, detailing the fundamental struc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 digital territorial spatial information system. Additionally, building

on information lifecycle mechanisms, it explores fully traceable information processes

and territorial spatial governance models. Using the digital governance platform in

Tianjin Binhai New Area as a case study, the paper illustrates the dataset architec‐

ture within the spatiotemporal information grid and the operational scenarios of the

platform system. The study offers valuable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practical refer‐

ences for the digital governance of territorial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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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1.1 目标愿景：国家治理数字化呼唤数字一张蓝图

国家治理数字化是我国长期以来擘画的顶层设计，国土空

间规划与治理进入全面数字化阶段。国土空间规划和治理的理

论方法突显了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转向[1-2]。《全国国土空

间规划纲要（2021—2035年）》提出建设全国国土空间规划实

施监测网络（CSPON）的重大部署，《全国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

测网络建设工作方案（2023—2027年）》提出实现国土空间规

划全生命周期管理，构建国土空间信息模型（TIM）的总体设

想。近年来新兴数字技术涌现，从供给侧为数字化国土空间提

供了广阔可能性，若干先行地区围绕CSPON进行了数字国土空

间的探索[3-4]。国土空间规划与治理进入了全面数字化阶段[5-6]。
数字一张蓝图正是基于TIM实现国土空间治理数字化的总

体愿景，通过破除空间治理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满足管理信

息的统合与归一化处理，从而实现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的现代化。

1.2 困境倒逼：数字一张蓝图的底层逻辑亟待厘清和规范

纵览当前现状，数字一张蓝图底层逻辑亟待厘清和规范：

（1）本质定位的厘清：统一数字底座。数字一张蓝图的学

理语境已脱离具体的规划图或分要素的叠合[7-8]；国土空间治理

的数字化体系建设也不限于规划编制和决策新技术的路径[9]或者

“应用程序”式的创新，需要往数字管理“体系化”赋能[2, 4]的方

向深度推进——统一“数字化时空底座”。

（2）核心问题的破题：归一化组织逻辑。数字一张蓝图并

非底图底数的大汇总和空间数据的简单关联，当前亟待破题的

痛点在于如何通过信息组织的底层逻辑，对任意尺度、层次、

粒度、属类信息构建一套统一的信息识别、采集、交互和管理

机制，以此为底座赋能智慧化的国土空间治理。当前许多关于

智慧国土平台[10]、数字孪生平台[11-12]、大数据“一张图”平台[13]

等理论技术和实践似乎正在逼近这一目标，但其中尚待完成的

关键瓶颈在于充分回应空间干预在横向上对空间要素的全覆

盖[14]，在纵向上的全周期规划实施监督效力[4, 15-16]以及整体的统

一协调。

（3）体系化学理供给：数理规范与周延框架。有的数字国

土空间信息平台研究以“实践引介”为主[17-18]，尚缺相对普适的

学理探讨。另一些研究尽管做出了相关启发性的学理尝试，如

时空信息底座赋能思路[6]、“全实事化”的空间规划管理平台概

念[5]、空间基因唯一性的数字国土空间治理[19]等，但系统性地进

行数理模型规范化的阐释和构建尚不足。围绕数字一张蓝图构

建，亟待提供一个底层逻辑清晰、数理推导规范、理论框架周

延的归一化逻辑架构，使其在实际应用中更具延展性和可持

续性。

2 时空信息网格的底层逻辑与归一化架构

2.1 基本特点

数字一张蓝图应突出如下特点：信息维度充分拓展，即任

何空间干预的对象都可根据管理的需要建立信息数据集；信息

内容充分关联，即干预对象的时空和属性等多维度有机关联；

信息架构充分统一，即每一对象信息均纳入归一化的整体信息

网格体系；信息识别完全唯一，即每一对象都是唯一的信息数

据集从而清晰可查可追溯。

因此，为任意国土空间对象赋予唯一“识别码”和“信息

链”，多尺度、全过程用好管好国土空间上地、物、人等对象信

息，实现国土空间信息全生命周期可循的网格化，将成为数字

国土空间一张蓝图的底层逻辑出发点。

2.2 底层逻辑：基于多维向量理论构建时空信息网格

时空信息网格属于抽象意义上的“数字网格”，包含空间网

格和信息网格两个方面，对任意实体对象可以构建起一定时空

背景下的多维信息向量。

2.2.1 对象的空间、时间、身份、属性信息的多维向量构成一

个基本网格

理论上可以假设任意一个实体对象的相关信息是一个多维

向量P。其中，空间信息（S）和时间信息（T）和对象身份信息

（I） 是网格体系的基础维度，在此基础上拓展 n类属性信息

（Vi），这些属性信息可以根据现实的信息记录、信息识别和信息

管理的需要加以延拓。其数学映射关系表达为：

P = { }S, T,I,V1 ,V2 ,V3,…Vi,…,VN （1）
上式（1）中：空间信息S记录了对象位置、方位、尺度、层次、粒

度等空间状态方面的基本信息；时间信息T标明了对象被记录、转化、

灭失等方面的时间或阶段；属性信息Vi指除了空间和时间维度外对象在

国土空间中的多元信息，如地/物类、经济、社会等相关属性。

2.2.2 时空信息网格中对象身份信息向量的存在性和唯一性

基本信息网格中身份信息向量（I）较为特殊，表明了对象

的存在性和唯一性，表达了对象与身份信息的一对一“映射”

关系，许多重要对象一般给予唯一身份识别系统（编码）加以

标定，例如人的身份识别，企业主体纳税人识别号，在土地基

本调查信息中可体现为图斑的标识码系统。从信息管理角度看

身份识别信息使得某一对象的存在具有唯一性，如图斑的标识

码使得某一图斑具有空间唯一性。因此，时空信息网格体系下

国土空间数字化对象的身份信息常包括（相关）人身份、空间

身份和物的身份信息等。为使得对象身份信息存在性和唯一性

阐释更为周延，还需要补充构建信息网格化治理的如下“元

规则”：

（1）对象的“存在”和“灭失”本身即须赋予信息记录。

对于某一空间图斑，一种方式可以是对其标识码特定位数信息

加以注明，例如：“BSM62***11”图斑的末位数显示“1”表示

存在，显示“0”则灭失；另一种方式可以是增加特定的“状

态”信息字段，“E”代表身份信息存在，“N”代表身份信息的

灭失。

（2）对象“灭失”后的身份标识信息不能再次赋予其他任

何对象。例如，鉴于“BSM62***01”这一标识信息和该图斑绑

定，如该图斑阐述范围变化或并入了一新的图斑从而事实上处

于“灭失”态，那么上述标识码将失效，并赋予新的标识码

（如“BSM6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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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时空信息网格化中的一个重要潜在参量：对象属性信息

的辅助管理信息

理论上，Vi中的N（i =1, 2, …, N）类属性信息中应当附带各

自的辅助“信息单元”，起到信息本身的识别、转化、管理等的

“接口功能”，其数学映射关系表达为：

Vi = aji∙vi （2）
式（2）中：v表示对象在 i属性方面的纯属性信息；a表示相应的辅

助信息，它也是一个多维的信息子向量，于是有：

aji = { }a1i ,a2i… aji…aMi （3）
在上式 （3） 中，如果说 a的下标 i代表了“地类”这一属性信息，

那么 a的上标 j代表了围绕地类的多维度辅助管理信息，如该地类相关的

空间管制信息代码等。

辅助管理信息围绕同一属性可以是多维度的。因此在数字

国土空间背景下，多维度的辅助管理信息一旦全面实现，其重

要意义在于既能够充分将同一空间中繁杂多样的属性信息充分

挖掘、识别和统一管理起来，又能够通过辅助管理信息优化时

空信息管理的效率并去除冗余的信息成分。

2.2.4 信息向量时间维度的充分网格化：信息的生命周期

信息具有生成、获取、标引、存储、检索、分发、呈现、

迁移、交换、保护与废弃等过程特性，概括为信息的生命周

期①，这是信息传递和运动的规律[20-22]。信息生命周期这一普遍

规律不仅反映在国土空间各要素的动态变化中，也充分反映在

国土空间干预的各个环节中。信息生命周期的底层逻辑可视为

时间信息（T）纵向上的网格化延拓。对于国土空间上任意对

象，在其身份信息（Ir）不变的前提下，其信息向量（Pr）可视

作关于T的函数（离散序列），于是整体有：

Pr = fr( )T （4）
这里 （4） 式的函数是时间变化的机制的总的概念性表达，根据前

文式（1）可知信息向量是一个多元集合，因此 fr(T)实际上是多个集合元

素（S、T、Vi等）各自函数关系的综合。尤其需要注意：一是对象的各

个属性信息向量（Vi）的函数关系是信息过程中变化最为丰富，需要重

点捕捉的信息源；二是时间信息（T）同样宜作为基础时间序列的函数T

(t)，可以是年、月、周、日乃至时分秒等周期序列，也可以是诸多标志

性阶段所组成的离散的时间节点。综上，（5）式可进一步拆解得到：

fr( )T = { }S ( )t , T ( )t ,Ir ,Vi( )t = { }S ( )t , T ( )t ,Ir ,aj ( )t
i ∙vi( )t （5）

式（5）中：S(t)表示对象的空间信息是关于周期变量 t产生变化的函

数；Vi(t)重点表示了对象的任意属性 i根据其属性随时间变化的机制；Vi

(t)进一步拆解细化为纯属性信息的函数vi(t)加辅助管理信息的函数，其中

的 j(t)表示第 j类特定管理信息关于周期变量 t的函数。由上述可知，对于

国土空间任意对象，其信息生命周期可转译为多因素、多要素关于时间

序列的解析函数。

因此从式（1）—式（5），在底层逻辑层面让任意对象的信

息向量集在横向静态和纵向动态充分地网格化延拓，形成多元

立体的信息网格体系。

2.3 基本架构：空间、对象、信息三位一体格局

鉴于上述底层逻辑，落脚到国土空间的数字化及治理，时

空信息网格可以进一步具体转译为若干基本网格体系，包括基

础空间网格体系、基础对象网格体系，以及属性与业务事件的

信息网格体系等。

2.3.1 细分到“原子单元”的基础空间网格

空间网格是空间本身划分和组织的基本秩序。空间网格可

根据需要不断纵向细分，直至空间的“片”成为空间的“原子

单元”②网格从而不适宜再进一步切分，而是建筑物、设施、林

木、水体等具体的实体地物。于是对于国土空间任意实体对象，

其空间网格体系在信息向量集中可进一步锁定为式（6）中的

S网格。基础空间网格体系能够完全精准地锁定区域、范围和位

置，是纵向到底构建数字化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基础中的基础。

P = { }S网格 , T,I,V1 ,V2 ,V3,…V i,…,VN （6）
一方面，应以行政单元为基础充分挖掘基层空间单元的网

格划分粒度。行政区是既有的最具普适性和兼容性的空间层级

划分模式之一，与地理信息管理、城乡建设管理、土地管理、

林业管理等所需的空间层级划分紧密对接。另一方面，由于行

政区划最小只到村一级，如以市（设区市）地区为例仅能够纵

向细化到第四级网格（S市 → S县/区 → S乡镇/街道 → S村/社区），网格粒

度尚不满足精细化的空间治理。随着网格化治理和空间地物基

本调查、落界与确权能力的提升，可继续分割到第五级及以下

的网格：①第五级网格在乡村地域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村组/队③，
在城市地域可以进一步划分为社区网格单元。②第六级网格逼

近理论上的“原子单元”，现实中根据地域特征以及空间治理任

务的不同产生更为细化的表达。例如：位于城市地域的六级网

格可细分为以规划/建设地块、宗地等；根据农业经营和组织生

产逻辑，位于农业地域的六级网格可细分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地

块④甚至耕作田块；森林地域可划分林班⑤作为基本网格单元等，

如此便形成覆盖全地域的基础空间网格。为方便统称，不妨将

第六级网格统称为具体的“地块”网格。于是，一张蓝图的基

础空间网格（以市级为例）可形成S市 → S县/区 → S乡镇/街道 → S村/社区

→ S村组/社区网格 → S地块的六级体系。

2.3.2 “地—物—人”为核心的基础对象网格

确立实体对象方能赋予各属性信息，应以现实的地、物、

人为基础实体对象（图1），建立基于“地—物—人”的基础对

象网格体系，其中：

“地”是基础空间载体，一般包括基本地块（未确权情形）

或宗地（已确权情形）作为最小网格单元。众多地块图斑的总

和构成了以“地”为内核的基础网格。因此根据式（1）的一般

原理，对任意以“地”为实体的对象P地，其信息向量集可概括

如式（7）：
P地 = { }S地 , T地 ,I地 ,V1 ,V2 ,V3,…V i,…,VN （7）
“物”指基于空间载体的广泛干预要素，既包括土地上的各

类定着物，也包括地下的埋藏物，在类型上涵盖地上地下自然

资源和自然地物、农林地物、生产生活设施、建构筑物、地域

环境要素等。任意对象只要可纳入信息识别绑定和全周期管理

体系中，就纳入了以“物”为内核的基础网格之中。

“人”指利益相关人。以人为核心构建的基础信息网格之要

义，就是要将与利益相关人挂钩的“地”和“物”相关的社会

经济关系统一联系起来，形成明确的信息映射关系和空间干预

“链条”。

综上，“地—物—人”周延概括了国土空间上的所有基本信

息。更重要的是，“地、物、人”信息的本质是地域时空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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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体系中重要的“锚点”信息，三者基于空间、位置、身份信

息的唯一性，能够成为海量实体和属性信息组织的重要参照，

同时可以彼此相互关联和支撑。因此，服务于数字一张蓝图的

基础对象网格体系是基于“地—物—人”3个核心信息集的（图

1）。结合空间网格信息，对于国土空间中的任意管理对象，都

能够形成式（8）类似的信息向量集：

Pr = { }S网格 , T, Ir ,V地 ,V人 ,V物,…Vi,…,VN （8）
其中，S网格作为空间基础参照，V地、V人、V物等承载了对象在地、

人、物方面的基础信息网，并且和其他属性信息（Vi）共同形成丰富的

信息向量集，接受网格化的信息捕捉、信息跟踪、信息调度和信息管理。

2.3.3 属性和业务事件等辅助管理信息单元相映射

如何深度刻画“地—物—人”信息关联以产生更明确的作

用？其方式是充分挂钩、映射和整合干预对象的属性和空间干

预业务管理“事件”等重要信息维度。

“属性”特指“地—物—人”之外干预对象的其他相关属

性，也即对象所在多维信息向量中Vi所代表的可充分延拓的信息

矩阵，包括类别、性质、功能及其细分参数。信息网格化架构

下，数字一张蓝图首先需实现“地—物—人—属性”全面挂钩，

其核心原则是赋予诸属性信息归一化的信息编录模式。虽然地

理信息、国土空间调查、用地用海、林草水土资源、环境要素

管理等方面已有要素属性信息的编录标准⑥，但彼此之间始终没

有真正打通为归一化制式，这正是“地—物—人—属性”挂钩

的技术要点。

“事件”信息是国土空间对象动态过程中产生的可记录的事

实信息，重点聚焦空间干预业务的“事件”信息，可视为前文

构建的“辅助管理信息”的具体体现。在电子政务系统中事项

的办理和办结都产生相应的事件记录（诸如部门、依据、阶段、

意见、时间戳等）。“事件”信息的动态性有助于捕捉空间治理

的周期和阶段变化，在业务板块上覆盖规划、土地、林草、资

源、环境、建设、住房、交通、农林、水利、园林、城管等必

要领域。因此，规划干预的一切行动、阶段和结果的“事件”

信息集合都应纳入统一的信息网格体系中。干预事件的动态发

展和对象的属性特征的关联映射可转译为式（2）和（3）所刻

画辅助管理“信息单元”的映射结构。总之，“地—物—人—属

性—事件”的关联始终是基于深度网格化机制的。

2.3.4 信息生命周期嵌入网格体系赋能全过程治理

国土空间系统的变化和空间干预始终是一个综合的系统过

程[23]，其中产生的海量信息是全过程存在的，全生命周期国土空

间治理的重要基础之一在于全生命周期的信息管理。没有全生

命周期的信息捕捉，就不可能实现全生命周期的空间干预。因

此，需要建立依附对象的全生命周期信息识别和捕捉机制，包

括对象信息的“生成”到“灭失”及其他变化“事件”的全过

程，包括对象在系统过程中的变化带来的各类信息变化或转化

等。在空间治理语境下，空间干预的每一次特定的行动或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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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新区“地—物—人”为核心的基础对象的信息关联方式
Fig.1 Linkage in the "Space-Entity-People" information system for Binhai New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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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过程A→过程B→…），都可在各层级空间网格和对象网

格中体现。见图2。

3 滨海新区国土空间一张蓝图数字化治理平台思路与

实践

2022年以来滨海新区（以下简称新区）开展了“全民所有

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试点”，在“全民所有自然资

源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和监管平台”的基础上，笔者探索“国土

空间一张蓝图数字化治理平台”的开发应用，建构时空信息充

分网格化、全生命周期可追溯、多层信息可交互的数字化应用

平台，进而实现多方联动、要素协同、全方位精细化的国土空

间治理模式。

3.1 一张蓝图数字化治理平台搭建的基本原则

3.1.1 充分识别对象信息，“地—物—人”有机关联

基于“地—物—人”有机关联框架，根据治理的需要，在

可行的技术条件支持下识别并纳入时空信息网格系统。

“地”对象信息识别：基于新区陆海复合特性，取样不同时

间阶段新区土地利用数据、地（海）籍调查数据、规划分区数

据、海域使用分区数据、海岸线专题（勘测）数据以及新区行

政单元、城乡基层治理网格划分等，形成六级空间网格信息数

据集。

“物”对象信息识别：通过复合数据采集技术能够充分获取

可纳入新区时空信息网格的各“物”类要素数据（地/海物、流

动要素、功能/设施/景观点等），实现新区用地用海全域全要素

覆盖。

“人”对象信息识别：通过明确新区国土空间治理所涉及的

治理主体以及相关天津市与新区各政府部门、下属管委会以及

社会组织与公众的事权，将治理主体与“地”和“物”的社会

经济关系进行关联，并形成信息映射关系和空间干预“链条”。

“地—物—人”通过各自承载信息区段有机关联统一。如图

1所示：“地”对象的空间地理信息与“物”对象的地籍信息相

关联；“人”对象的法人信息与“物”对象财经信息区段相关

联，联结各要素与其利益相关主体。“地—物—人”属性信息依

据不同附着机制将要素自身属性、空间管控范围、管理主体与

其他属性统一为完整的信息区段。

3.1.2 捕捉信息生命周期，时间与空间维度充分耦合

以“全生命周期信息”理论模型为基础，动态捕捉各部门

涉及的规划、土地、林草、资源、环境、建设、住房、交通、

农林、水利、园林、城管、海洋、渔业等相关空间干预信息，

提炼其中时间信息（T）、对象本体身份权属信息（I）、“地物人”

相关属性事件信息 （V地、V物、V人） 及挂钩的辅助管理信息

（a ji），共同整合形成新区时空信息网格的信息集合 fr(T)，实现时

间维度与空间维度信息充分关联。

3.1.3 多源异构数据汇集，复合信息采编技术广泛集成

由于信息来源、信息提供方的范围呈现多部门、多主体、

多渠道、网络化的特点[7]。优化新区信息管理的体制机制，集中

统一、多部门配合，推动信息管理的纵横互联互通。基于复合

空间技术和信息技术⑦的综合，让文档、地图、数字等信息形式

之外的现场图片、视频多媒体、虚拟现实等多元信息的采集、

捕捉、存储、转化成为一个多源异构数据库。

3.2 一张蓝图数字化治理平台的时空信息网格架构

根据新区实际条件与实际管理需要，以基础网格为空间载

体，实现“地—物—人”精准有效关联、全生命周期信息动态

管理。见图3。
3.2.1 基础空间网格的归一化架构和传导

根据新区实际行政区划和城乡、农林、陆海全要素在实际

管理上的需要逐级细化设置六级空间网格，其模式如图3所示。

在四级网格以下：城镇村地域细化为“治理网格”，包括社区、

村组、园区等⑧，直至第六级宗地/地块；农业地域细化为承包经

营权地块直至具体耕作田块；森林细化为林班直至小班；流域

（水域）方面，针对主要水体河道（段）所承担功能细分为“河

图2 国土空间系统过程及信息过程的全周期伴随
Fig.2 Full lifecycle integration of territorial space system and information proc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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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单元网格”，结合岸线控制和地块单元划分，最终细分为具体

的河道/水域控制斑块；海域细化为海域功能分区，直至具体海

水养殖单元、海域生产管控单元等。

3.2.2 利益相关人和干预要素信息网格化

利益相关人（“人”对象）主要由政府、部门及其他利益

相关人构成，包含天津市级部门，新区政府下属规划和资源局、

海洋局、生态环境局等部门，中新生态城等特定区域管委会，

以及各街道办与村/居委会等全层级治理主体，还包括社会组织、

重点企（事）业单位、公众、产权主体等相关人，形成多方共

同干预的信息网络架构（图3）。各类干预要素按照全范围“入

网”原则构成空间网格搭载要素。利益相关人和干预要素在空

间网格化的基础上进一步信息网格化，纵横拉通“地—物—人”

的归一化组织框架。

3.2.3 空间干预行为信息链路与信息网格化

“地—物—人—属性—事件”链路系本平台构建的难点之

一，原因在于空间干预行为类型、过程和组成庞杂，需构建基

于网格化框架的信息编录逻辑。一方面，基于理论总结，任意

空间干预可结构化为“主体—路径—对象”系统，即干预主体

通过一定路径实施给干预对象一定影响的过程[24]，于是空间干预

行为可视为特定干预路径的组成元素。另一方面，空间干预路

径的产生也是关于空间干预主题（如规划、建设、生态等）和

子主题的信息系统。因此在利益相关人信息（V人）和干预要素

信息（V物）网格化构建的基础上，依托辅助管理信息（a ji）的

网格化逻辑进行空间干预行为事件信息编录。令 i为对应于对象

属性的空间干预主题（如海域围填海审批），形成空间干预的主

导路径；令 j对应于主导路径中的干预行为事件，通过区分类

型、环节、干预的技术/政策工具等组件进行网格化编录。

3.2.4 全生命周期信息纳入网格架构

整合新区时空信息网格形成依附于陆海各对象的全生命周

期信息框架。依据干预过程事件信息、信息操作记录等对各对

象生成、修改、灭失的全过程变更事件予以完整备案记录，形

成调查统计、评估评价、空间规划、用地/海审批、发证登记、

用途变更、实施监督、巡查执法等的全周期信息网格化、长效

化链条。除对象本身信息的变化记录外，还对变更流程相关责

任人和操作流水等同步记录，使国土空间治理网络更加完善。

3.2.5 通过对象信息身份代码形成唯一关联

上述信息背后赋予归一化代码管理体系，为所有对象赋予

“利益相关人代码段”+“基础空间网格代码段”+“地（海）物

代码段”+“事件与辅助信息代码段”，各代码段下属不同代码

类型，共同整合为新区时空信息网格对象的唯一身份代码（图

3），实现国土空间全要素深度网格化和精细化管理。

图3 滨海新区时空信息网格架构
Fig.3 Spatiotemporal information grid framework of Binhai New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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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一张蓝图：国土空间信息归一化组织的架构与治理实践创新 左 为 刘锦秋 曾 鹏

3.3 一张蓝图数字化治理平台的系统开发与应用案例

3.3.1 系统基本特点及主要功能板块

初步形成“滨海新区数字国土空间一张蓝图信息化平台”

开放框架，全面统筹新区陆海“地—物—人”信息，做到各对

象与其对应信息在空间上精准落位，并实现属性与相关变更事

件可及时调取，所有在案信息能够准确清晰查阅、追溯和管理。

其功能板块构成如图 4所示，显示了“属性查询”与“业务查

询”模块展开的平台界面。

3.3.2 六级空间网格的精准标识和对象索引

通过六级空间网格检索能够在空间上精准标识对象。在此

基础上，通过右键菜单选择或导航界面点选“属性查询”，该对

象属性信息（V地，V物，V人）可得全面展示（图4），包含空间干

预“利益相关人信息”与“固定属性信息”板块。利益相关人

信息模块对该对象相关单位、部门与人员信息予以详细记录，

划分为“主要责任人”“授权人”“操作人”等角色，形成准确

完备的业务角色体系链；固定属性信息模块搭载该空间对象的

基本信息。

以某一宗地土地出让事件为例，伴随原有宗地出让为“交

通服务场站用地、公用设施用地”事件的申请录入平台，新类

型用地的用途管制信息及相应的主管部门信息等也随之变更，

而变更的前置条件信息、相关处理流程信息的记录、变更管理

的信息流水等都能在平台实时呈现。

3.3.3 对象唯一信息代码的管理和呈现

该对象所搭载的属性信息与业务事件信息在其唯一化代码

中也得以完整呈现（图4）：利益相关人代码段表述其机构代码

（如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滨海供电分公司），基础空间网格代码

段呈现其行政区划码、网格等级、宗地号等；地（海）物代码

段体现空间对象上承载要素的代码与其存在/灭失状态，要素代

码区分其对象的具体类别。事件与辅助信息代码段对相关变更

事件与信息操作流水号进行识别，如该对象正处于规划方案审

核阶段，故以“07”标注其信息操作流水号。

3.3.4 全生命周期信息的呈现和长效管理

通过点击“业务查询”板块，可快速获取对象当下事件的

业务进展以及相关业务事件记录。以该空间对象为例：“业务进

图4 滨海新区数字国土空间一张蓝图信息化平台运行示意及功能布局拆解
Fig.4 Operational schematic and functional layout of the One Digital Blueprint Platform for Binhai New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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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查询”板块对前期地籍调查、土地价值核算、土地类型变更

申请等流程与相关文档进行归总，满足业务办理中材料完备性

的要求；“业务事件记录”板块则实时呈现与该空间对象相关的

规划信息、会议记录、通知文件。“历史业务查询”板块则对该

用地变更相关历史事件进行同步备案记录，包含业务名称、执

行部门与执行时间等信息组，当业务信息发生调整时，老版本

档案记录也能够得到有效管理，形成全过程长效管理。

4 总结与展望

本文旨在破解数字化背景下国土空间规划与治理“一张蓝

图”所需的底层逻辑内核，其关键突破点在于时空信息网格化

架构的形成以及可追溯的信息全生命周期。通过强化数理逻辑

的规范推导，深度阐释了上述机制的内涵及其与“地—物—人”

现实海量时空信息的现实对应性，进而通过具体的一张蓝图平

台建设和操作实践展示了其应用场景和现实推广的可能性。可

以充分预期：①随着国家数字化治理的深度推进，本研究所架

构的数字国土空间一张蓝图将成为可深度推广的空间治理数字

化平台；②数字国土空间一张蓝图的空间信息内容体系随着对

象多元数据信息维度的拓展而不断拓展，也将具有越来越多的

空间干预的能力和可能性。

注释

① 2000年10月伦敦召开ISO/ TC 171文件成像应用技术委员会年会

提出了信息生命周期的一个共识性论断：信息无论是以物理形式还

是数字形式管理, 其信息生命周期均包括信息的生成、获取、标引、

存储、检索、分发、呈现、迁移、交换、保护与最后处置或废弃。

② 即一定性质和特征最为相近的最小空间单元

③ “村民小组/队”的简称，行政村进一步细分为若干村民小组（村民

自治基本单元），在2022—2023年笔者和项目组实地调研期间 （西

北D市，沿海Q市）发现，现实的基层治理中村组已经纳入党政网

格，而后文中“社区网格”划分（即将社区划分为若干空间治理网

格）应更具普适性。

④ 目前一般由所在县级政府农业主管部门掌握。

⑤ 参考《森林资源术语（GB/T 26423—2010）》和《林地保护利用规

划林地落界技术规程（LY/T 1955—2011）》，林班（甚至小班）是

在行政村级以下的网格单元，县→乡→村→林班。

⑥ 例如《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代码（GB/T 13923—2006）》《第

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 （TD/T 1055—2019）》《国土空间调

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2020）》《林业资

源分类与代码 森林类型（GB/T 14721—2010）》《水利对象分类与

编码总则 （SL/T 213—2020）》《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 （SL

190—2007）》《生态环境信息分类与代码（HJ 417—2025）》《废水

排放规律代码（试行）（HJ 521—2009）》等。

⑦ 复合信息技术指数字通信和物联网技术通过充分调动各类智能卡、

传感器和移动通信网络，实现信息广泛的动态采集、实时通信和双

向交互，从而充分支撑空间信息认知、分析和管理。

⑧ 与滨海新区近来推行的“全域基层网格化治理”相呼应，包括388

个社区网格、135个农村网格、105个企业网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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