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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用地审批空间分析模型》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 2010 年 11 月 30 日第一次修正的《建设用地审查报批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令第 3 号)，结合当前国务院关于完善要素市

场化配置和简政放权相关政策法规的要求，为进一步落实《自然资源部关

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自然资规

〔2020〕1 号）、《自然资源部关于以“多规合一”为基础推进规划用地 

“多审合一、多证合一”改革的通知》（自然资规〔2019〕2 号）等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以行业标准带动规范性文件执行，编制组提出制定《建设项

目用地审批空间分析模型》行业标准（以下称本标准文件），标准项目编号

TD20204578，负责起草单位：广西壮族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信息中心。 

（二）目的意义 

本标准文件基于地理信息技术建立建设项目用地审批空间分析模型，

规范建设项目用地审批过程中用于审核的计算机分析模型和分析输出结果

格式，提高行政审批过程的准确性、格式的一致性和决策的科学性，降低

廉政风险，同时优化自然资源领域相关应用系统的业务功能耦合能力和数

据互操作的兼容性。 

（三）起草单位及主要起草人 

1、承担单位和协作单位 

承担单位（主编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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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单位（参编单位）： 

2、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工作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暂略 

（四）主要工作过程 

本文件已开展主要工作过程如下： 

1、前期准备 

2020 年 1 月，编制组根据自然资源审批相关的政策法规要求，以行业

标准带动规范性文件执行为目标，全面梳理建设用地资源相关的空间数

据、关系数据、栅格数据等，利用空间分析技术，通过统一的数学基础、

计算模型、阈值和容差值设计，提出制定建设项目用地审批空间分析模型

标准的计划。组建编制组，做了编制分工和工作计划。 

2、起草阶段 

2020 年 1 月-3 月，编制组根据总结成果及广泛收集相关资料，进行认

真分析、积极讨论、起草本标准文件大纲。 

2020 年 4 月-6 月，主编单位在总结广西设区市的自然资源部门用户在

建设项目用地规划选址和审批、规划实施评估、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现状评

估等应用反馈基础上，结合自然资源部有关要求，充分调研和采纳广西各

设区市在执行《自然资源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

权的决定>》（自然资规〔2020〕1 号）中的意见建议，形成了《建设项目用

地审批空间分析模型》草案初稿。 

2020 年 6 月-7 月，主编单位对《建设项目用地审批空间分析模型》（草

案）进一步完善。项目组召开了对本标准草案初稿的研讨会，对标准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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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目的意义、技术要点、重点内容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和确认，对标准

草案内容进一步梳理，形成草案最终稿。 

3、申报阶段 

2020 年 8 月-11 月，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征集 2020 年度自然

资源标准制修订工作计划建议的函》（自然资办函〔2020〕922 号）要求，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信息中心提交了项目申报材料。 

4、征求意见阶段 

2020 年 12 月-2021 年 4 月，形成征求意见稿。编制组按照工作方案针

对草案采取“分—合—分”的工作方式（即各部门会前对草案提出修改意

见，由牵头部门对意见按主题进行归纳汇总，研讨会上逐项进行讨论，形

成议定和待深入研究事项，项目组会后按照分工开展工作），对本标准文件

进行三轮修改完善，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

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重新调整了标准文件的文本格式，形

成征求意见稿。 

2021 年 4 月-5 月，公开征求意见，编制组将根据反馈意见，认真修改

文本，形成标准送审稿。 

2021 年 5 月-12 月，送审、报批。 

在编制过程中，编制组积极利用微信群、电子邮件、即时通信等手

段，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较为充分的沟通和讨论。 

二、编制原则和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 

（一）编制原则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遵循一致性、适用性、先进性、科学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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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致性：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所涉及到的概念、名词、分级同相

关标准保持一致性和延续性，避免矛盾、冲突的情况。 

（2）适用性：标准针对建设项目用地审批数据集成管理、协同处理的

基本要求，以优化自然资源领域相关应用系统的业务功能耦合能力和数据

互操作的兼容性为研究目标，从建设项目用地审批数据的整合、空间分

析、应用等各个环节进行了充分考虑。同时，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开展了

大量试验，确保标准各项内容的适用，提升标准的实用性。 

（3）先进性：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既考虑传统的、成熟的理论和技

术，也充分吸纳新的技术方法、信息保障、数据共享、信息化管理等方面 

内容，保证标准的适用性和先进性。 

（4）科学性：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充分参考和借鉴国内外的相关标

准，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和成熟的技术支撑，经过了大量实践和广泛调研，

每项内容都进行了严格推敲和论证，对已有标准进行了继承和衔接。 

（二）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 

标准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管理办法，在编制过程中依据自然资源

部《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管理办法》、《建设用地审查报批管理办法》所确定

的相关内容，参考了《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基本规定》（GB/T 30319-

2013）、《基础地理信息标准数据基本规定》（GB 21139-2007）、《第三次全国

国土调查技术规程》（TD/T 1055-2019）等相关国标，确保与现有相关行业

标准在基本要求上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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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内容说明 

（一）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建设项目用地审批空间分析过程及相关信息系统的开

发。 

（二）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规定了建设项目用地审批空间分析模型的定义、分析所涉及的

数据、手段方法以及相关专业术语。 

（三）分析模型涉及数据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建设项目用地审批空间分析模型所涉及的数据名称、结

构、内容等要求。 

（四）建设项目用地审批空间分析模型 

本章详细描述了建设项目用地审批空间分析模型的实现技术手段、分

析结果表格模板等。 

（五）分析模型要求 

本章规定了分析模型的平面坐标系、高程系等要求。 

四、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技术经济论证及预

期的经济效果 

建设项目用地审批空间分析模型是建设项目用地审批业务工作的经验

总结，吸纳了国内相关工作的先进经验和做法，并不断地丰富和完善，逐

步固化形成本标准。本标准建立了统一的审查标准，解决了以往用地审批

存在的报批前期工作不扎实、报件质量差等突出问题。以此模型标准开发

完成了广西建设用地审查报批“三级联审系统”，该系统上线以来，广西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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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用地审批效率显著提升，用地报件一次性通过率有了显著的提升，极大

地缩短了审查报件办结时间，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五、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土地管理法》、《建设用地审查报批管理办法》、《自然资

源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自然资规

〔2020〕1 号）和《自然资源部关于以“多规合一”为基础推进规划用地 

“多审合一、多证合一”改革的通知》（自然资规〔2019〕2 号）等相关现

行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并参考和继承了《基础地理信息数据

库基本规定》（GB/T 30319-2013）、《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TD/T 

1055-2019）等相关标准规范，与相关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协调一致。 

六、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的建议 

规范化的建设项目用地审批空间分析模型，是建设用地项目报批工作

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标准获批准后，应加大宣传，争取在尽可能多

的业务工作中进行应用。一方面可以在实践中不断修正此标准，另一方面

可以规范和升级建设项目审批过程，规范建设项目组卷材料，提高建设项

目管理的准确性，形成“智能审批”效应。具体建议如下： 

1、及时推进本规范的发布实施； 

2、加强本标准的宣传，扩大其应用范围。 

七、相关说明 

建设项目用地审批空间分析模型在相关审批系统中的使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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