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资源多层级一体化智能政务审批
与全流程监管关键技术及应用

一、项目概述

1、项目背景。为解决自然资源管理层级多、流程复杂、智

能化程度低、全流程监管缺失等问题，攻克审批、分析和监管

等关键技术，构建省、市、县一体协同、多级联动、精准治理

的自然资源智能审批和全流程监管新模式，自 2018 年起，湖北

省自然资源厅启动本项目建设与研究，获财政资金支持 2001.8

万元。

2、建设思路。按照统一核心数据、统一业务集成的建设思

路，整合网络、存储、计算资源，建成集行政办公、智能审批、

智慧监管于一体的自然资源政务云平台，开展多项关键技术研

究，形成多层级、一体化的智能审批与全流程监管关键技术与

应用体系，构建了全省自然资源管理数字化新体系。

二、项目成果

项目于 2021 年 3 月通过了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组织的科

技成果评价，评价委员会一致认为项目形成的“七个一”创新

成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一套标准规范。编制了数据资源编目、数据共享与汇交、

自然资源“一张图”数据应用等 7 个信息系统建设地方标准。

一套审批与监管指标体系。梳理了含 230 个审查要点和

1000 余项审查规则的审批指标库，形成了 5 大类 24 小类用地

审批与监管指标库，建立了 9 类审批结论智能生成模型。

一套自然资源时空数据库。建立了省、市、县三级多源、



长时序空间数据库，共计 4 大类、28 中类、321 小类，数据容

量 3.5TB。

一套关键技术应用体系。在智能审批、地理空间分析优化、

多源数据融合与监管等方面建立关键技术应用体系，有效支撑

自然资源业务管理模式创新。

一个自然资源政务云平台。按照“一网、一图、一平台、

一中心”设计框架搭了湖北省自然资源政务云平台，构建了省

市两级“1+17”分布式一体化数据与功能服务中台，实现系统

“大融合”、数据“大集中”、审批“一体化”、监管“智能化”。

一套应用支撑体系。印发了《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启

用全省自然资源政务云平台公文传输系统的通知》、《省自然资

源厅关于成立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通知》等 17 项信息

系统建设与管理规范文件，全力保障了项目实施和成果应用。

一套学术研究成果。取得 2 项发明专利，发表学术论文 10

篇，获得 10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三、科技创新



1．审批要素关联驱动的智能分析引擎

基于多模式图像识别的智能填报模型。围绕自然资源行政

审批过程中人工判读依赖性强，工作效率低等问题，采用多种

图像识别模式与判定方法，对审批材料中的图像、印章、表格

等关键信息与语义进行识别与提取，建立了“要素-识别-分析”

关联模式驱动下的智能填报模型。

基于规则关系图谱的审批结论智能生成模型。精细化梳理

并构建自然资源全业务审查要点和审查规则库，提出了审查规

则关系图谱设计思路，形成了一套面向审批关键节点的审查规

则服务模式，建立了“要素-要点-岗位”关联模式驱动下的审

批结论智能生成模型。

2.多场景下地理空间分析服务优化策略



审批项目地理空间分析样本库。针对湖北省资源审批项目

存在地块大小不均、坐标点数目差异性大、图层多样等特点，

集成审批日志分析与人工标注方式，生成了以审批项目面积、

地块数和坐标数为特征值，以基础分析、组件分析及中间件分

析等不同模式分析耗时为标签的审批项目地理空间分析样本库，

建立了地理空间分析服务细粒度表达模型。

基于决策树集成算法的空间分析智能调度体系。采用梯度

增强决策树算法对分析样本库进行监督学习，设计了基础分析、

组件分析及中间件三种分析模式下的资源动态分配策略，构建

了多场景下地理空间分析服务智能调度体系。

3.自然资源多源数据融合与监管体系



“汇-析-治-管-用”自然资源数据融合机制。针对自然资源

系统数据种类多、数据量大、覆盖面广等特点，提出了汇集整

理、联动更新、关联汇聚的自然资源数据治理方法，实现了自

然资源业务多源数据融合与重塑。

“数据治理、指标建模、实时监管”监管模式。依托数据治

理成果，基于先验知识和熵权算法，建立了建设用地全生命周

期多维度自动关联监管模型，实现了数据驱动模式下的自然资

源业务全流程管理的精细化与智能化。

四、应用成效



项目支撑范围涵盖省市县 239 个部门 1.2 万余用户，关键

技术应用效果明显，其中建设用地审批一次通过率由 10.2%提

高到 69.11%、空间分析审查平均耗时由 17.3 秒降至 4.2 秒、

未供土地处置消化率由 41.05%升至 53.02%，社会经济效益显著。

1．社会效益。一是搭建省市县多层级一体化政务平台，提

升了自然资源智能审批、管理决策和公众服务能力；二是筑牢

湖北省数字政府“新基建”支撑能力，为应急、农业、水利等

省直部门提供数据和应用共享；三是助力疫后重建，促进了政

府企业有序复工复产，强化了自然资源要素保障和重点项目落

地能力。

2．经济效益。项目产生经济效益约 5.856 亿元。其中，采

用省市一体化的集约建设模式，为全省 17 市 103 个县节约开发

成本 1.7 亿元、硬件成本 1.53 亿、行政成本 0.72 亿元，关键

技术体系应用而促进的审批效率，监管决策及政务服务能力的

提升，产生间接经济效益 1.90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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