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 10 月

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

《厦门经济特区国土空间信息管理若干规定》

（下文简称《若干规定》）

并将于 12 月 1 日正式施行

《若干规定》属于全国首部

国土空间信息管理的地方性法规

首次定义国土空间信息，建立清单制度

可为其他地方立法贡献厦门样本。

《若干规定》对国土空间信息的定义、标准规范、汇聚及应用等进行

规范，并全面加强国土空间信息专业统筹及规范管理，形成统一的空间底

图、底数和底线，提高项目策划生成效率，提升行政审批效能，构建城市

空间数字治理体系，增强城市空间治理能力。

针对国土空间信息定义不清、难以汇集、标准不统一、应用不足等难

点问题进行制度设计。充分衔接《厦门经济特区数据条例》相关规定，不

求大而全，重点解决国土空间信息管理的痛点和堵点，体现了“小快灵”的特

色。

目前

市资源规划局已完成

自然资源和空间地理基础数据库



及专题数据库建设

• 通过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建设以及“多规合一”改革等试点工作，自然资

源和空间地理基础数据库已纳入涵盖现状、规划、管理及其他综合性信息

等 4 大专题 668 个图层。

• 已建成现状及规划三维模型数据约 700 平方公里、倾斜摄影模型数据约

500 平方公里。

• 已通过市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和市“多规合一”业务协同平台常态化为全

市 436 家部门单位提供二三维化一体的“一张蓝图”及其他国土空间信息的

共享应用，合计支撑多规平台策划生成项目 8571 个。

• 同时为全市产业准入、精准招商、地灾防御调度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

作用，增强城市空间治理能力。

法 规 亮 点

01
科学论证

率先提出国土空间信息定义



《若干规定》针对当前“国土空间信息”定义不清，分类不明，制约空间信息管理

等问题，厦门市依据上位政策及实践管理经验，科学论证，创新提出国土空间信

息定义。

• 根据自然资源部“三定”职责方案，将国土空间信息具象化表述为“土地、矿产、

森林、草原、湿地、水、海洋等国土空间实体”，实现国土空间信息概念从抽象

到具体的转变；

• 根据实践管理工作需要，将国土空间信息表述为全周期覆盖调查监测、评价确

权、规划审批、开发利用和保护修复等过程的信息；

• 根据国家标准《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技术规范》以及省标

准《福建省自然资源空间数据目录体系》，将国土空间信息分类为现状信息、规

划信息、管理信息以及其他综合性信息，明确国土空间信息的分类，实现分类管

理。

02
优化机制

促进国土空间信息高效汇集

建立国土空间信息清单制度，对暂未列入公共数据资源目录的国土空间信息，组

织相关部门单位编制国土空间信息清单。

按照国家建设自然资源和空间基础库和专题库的要求，明确各部门应当按照国土

空间信息清单向自然资源和空间地理专题数据库归集国土空间信息，经数据处理

后统一汇聚到自然资源和空间地理基础数据库。

《若干规定》提出，市资源规划主管部门负责对国土空间信息开展核实校验、清

洗加工、应用服务等数据处理活动。其他部门应当实时更新、汇聚国土空间信息，

提高国土空间信息时效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03
规范标准

提升国土空间信息成果质量

为解决国土空间信息种类繁多，且存在不同时期的信息标准不一、坐标系不一、

空间互相矛盾、质量参差不齐、共享应用难等问题，《若干规定》明确由市资源

规划主管部门组织相关部门编制国土空间信息标准规范，政务部门、公共服务组

织按照国土空间信息标准规范汇聚国土空间信息。



此举将有效提高信息汇聚的效率和质量，也有利于提升市资源规划部门对国土空

间信息开展数据处理效率，更有效地统一全市国土空间底图、底线和底数，构建

全市各部门共同使用的城市空间基础数字底座，发挥国土空间信息融合应用能力。

04
盘活资源

发挥国土空间信息应用价值

盘活国土空间相关信息，结合行业发展趋势，提出国土空间信息应用方向及要求。

•《若干规定》明确政府部门应当拓展空间治理场景，推进实景三维应用与发展，

促进国土空间信息技术与政府管理、服务、运行深度融合，全面提升城市运行管

理数字化、智能化、精准化水平，促进政府决策更加科学高效。

• 明确市资源规划部门应当会同各部门，为空间规划编制、项目生成策划以及时

空变化动态监测等提供准确完整的国土空间信息支撑，提升行政管理效能。

• 明确市资源规划部门应当推动国土空间信息数字化普惠应用，创新服务产品和

模式，在政务办理、产业投资、休闲生活、交通出行等方面为社会公众无偿提供

高效和便捷服务。

• 《若干规定》鼓励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市场主体通过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数字技术研发等多样化信息处理活动，推进智慧城市应用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