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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natural resources unified approval registration reasonable application of the third land survey results is very 
necessary, it can be unified natural resources approval registration provide accurate data information, compared with the second 
national land survey, the third national land survey results data authenticity and integrity can be guaranteed. This paper will also focus 
on this, mainly discusses the concept of natural resources unified approval registration connotation, analyzes the second national land 
survey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hird national land survey result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third land survey results in natural 
resources approval should how to apply, hope that through this article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can provide more reference and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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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在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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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过程中合理应用第三次国土调查成果是十分必要的，这可以为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提供准确的
数据信息，相较于第二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的数据真实性和完整性可以得到保障。论文主要讨
论了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的概念内涵，分析了第二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和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的区别，阐述了第三
次国土调查成果在自然资源确权中应当如何应用，希望通过探讨和分析可以为相关单位提供更多的参考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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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然资源统一确权是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管理的重要手

段，而在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的过程中合理应用全国国土

调查成果是十分必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技术的更新迭

代，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数据更加精准，相较于以往其

工作质量得到了明显提升，而在此之前，首先则需要了解自

然资源统一确权的内容及意义。

2 自然资源统一确权概念论述

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的主要工作内容是通过对水流、

山岭、海域、草原、无居民海岛、矿产资源等相应自然资源

所有权和所有自然生态空间的确权登记来明确自然资源资

产的所属主体，确定自然资源的边界，进而为后续国土空间

规划、确定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落实自然资源开发利

用保护提供更多的助力和保障，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的目

的和意义主要可以从以下几点来展开分析。

首先，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的有效落实可以更

好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明确我国自然资源资产情况，并在

此基础之上分析自然资源管理路径和开发时的注意事项 [1]。

其次，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的有效开展可以更

好地推进环境保护工作，明确责任主体，为中国实现绿色可

持续发展提供更多保障。

最后，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的落实可以根据不

同自然资源的类型、空间位置、质量分析其保护路径，分类

施策，进而达到更好的开发、保护和利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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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二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和第三次全国国
土调查成果的区别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和第二次全国国土调查有着明显

的区别。第一，两者地类不同，相较于第二次全国国土调查，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多出了一个一级类和二十二个二级类

数据，其地类划分更加精细，更加完整，更加全面。第二，

所采用的调查方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

在实践工作落实的过程当中发挥了先进技术的技术优势。通

过三调外业举证平台，由作业人员根据图斑信息落实信息收

集，同时利用先进技术设备可以更好地整合拍摄点方位角和

相应的位置信息，确保了外业调查结果的准确性和真实性。

第三，其调查范围存在鲜明差异，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在实

践工作落实的过程当中有多个单独图层，可以形成独立登记

单元，数据范围更广，因此其可利用度更高，开发价值更高。

第四，相较于第二次全国国土调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工

作在实践落实的过程当中在城镇村范围划定上更加精准，并

且确定了明确的要求，因此其准确度更高，且数据更加精细。

第五，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工作在落实的过程中做出了更精

准的划分，将道路作为单独现状地物，细化调查内容，同时

其分辨率也是相对较高的，并采用了大于 1 ∶ 5000 的比例

尺，因此其精准度更高 [2]。

由此可见，相较于第二次全国国土调查，第三次全国

国土调查的结果精准性、范围广阔性以及数据完整性都可以

得到保障，而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的工作内容、工作

性质也决定了合理利用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结果十分必要。

4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在自然资源确权
中的应用

4.1 有效解决多元数据不套合问题
在过去，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工作实践落实的过程当中

常常会出现因为坐标转换、采集精度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导致

了数据信息在空间位置上不一致，进而在数据分析的过程中

可以发现分类资源面积之和真实情况存在着较大差异，其数

值远远大过资源总面积数值，这时则需要利用第三次全国国

土调查成果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工作人员可以通过比例尺

处理、矢量化处理、坐标转换格式、数据处理等多种方法叠

加数据信息，完成成果转绘，将自然资源专项调查与第三次

全国国土调查成果相融合，进而有效解决多元数据不套合的

问题 [3]。

一般情况下，在叠加成果的过程当中需要有效应用、

自然资源勘界立标成果、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

果、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等相应的专项调查成果。在数据

分析的过程当中，应当秉承着以尊重事实为原则，结合现状

情况来做出数据分析，如表 1 所示为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在

自然资源确权中应用的处理重点以及所需要转绘的专项调

查成果。

表 1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在自然资源确权中应用的处理重

点及其所需要转绘的自然专项调查成果

数据处理重点
纸质资料矢量化处理、坐标系统转换处理、不同

格式数据处理、不同比例尺数据处理

转绘成果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国有土地使

用权确权登记成果、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土

地利用规划数据成果、自然资源堪界立标成果

4.2 有效解决权属重叠问题
中国国土面积广阔，在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落

实的过程当中所涉及到的自然资源类型相对较多，而不同自

然资源的所属管理部门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调查工作开展

的过程当中不同单位的工作方法、工作标准，认定标准也存

在着较大差异，在这样的背景下则很容易会导致数据叠加以

后出现权属界限难以套合或重叠等相应的问题，而这一问题

则会诱发一地多证的现象，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则可

以在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的过程当中应用第三次全国国

土调查数据 [4]。

在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正式开展之前工作人员

需要以尊重现实为标准，结合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结果做好

数据纠正和数据调整，并运用相关信息技术及时与相关部门

进行沟通和交流，如果出现争议地区且无法有效处理时，则

可以将其划分为争议区块。

4.3 确保自然资源调查内容统一
因为中国国土面积相对较广，因此在工作落实的过程

当中需要分区域来进行分析，收集相应的数据。但是各地区

在调查工作开展的过程当中的工作规范存在着较大差异，因

此数据成果的标准往往无法统一，这种质量差异导致专项信

息难以统一，进而为后续各项工作的开展带来较多的不便，

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则可以在调查工作落实的过程当

中对调查方法和取值标准作出明确规定，要求各地区严格

按照规范标准落实调查工作。在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的

过程当中，结合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中的地类划分标准做

好类型匹配。例如，自然资源类型包含湿地、森林、荒地、

河流、草原，然后做好地类划分，确定 DLNM 编号，例如

地类名称红树林地，其 DLBM 为 0303。灌丛沼泽其 DLBM

为 0306，通过这种方式对地类名称、自然资源类型有效明确，

为统计工作的开展提供更多的助力。在此之后落实提取斑块

工作，然后展开专项调查，填写属性。为了保障自然资源统

一确权登记的工作质量，还可以在实践工作落实的过程当中

引入全国第二次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成果，对森林资源斑块的

调查数据标准进行分析，除此之外，湿地资源板块、河流普

查成果都可以参照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以此为中心来

保障自然资源调查内容的统一性 [5]。

4.4 优化流程
在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的过程当中需要充分开发第

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结果的价值。完成成果转绘，而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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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流程则可以为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质量的提升提供

更多助力。

第一，工作人员需要确定最小上图图斑阈值，合并最

小图斑，确定工作底图。第二，需要明确登记单元的划分原

则，如物权法定、生态功能完整性等。第三，需要在确定期限、

范围、类型等相应标准信息，之后通过地方人民政府发布登

记通告，落实外业调查和内业分析。通过调查分析工作的有

效落实来获取完整的数据信息，更好地明确自然资源的所属

情况、自然状况。第四，需要结合相应的政策性文件以及保

护规定审核公告登薄发证，分析是否存在异议，如果存在

异议则需要登记机构调查核实，如果不存在异议登薄发证。

第五，需要建立管理系统，和相关部门加强沟通和交流，同

时和现有不动产登记信息有效衔接，完善自然资源产权数据

平台。

简而言之，可以从数据分析、制作工作底图、预划登

记单元、首次登记通告、自然资源调查审核公告、登簿发证、

管理系统建设等环节着手，明确不同环节的主要工作内容，

确定技术路线。保证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工作在落实过程中的

规范性、科学性和有效性。以此为中心。完成自然资源统一

确权登记的主要任务，即做好登记单元的划分、权属状况的

分析、确定四条边界，落实确权登记工作。结合第三次全国

国土调查数据以及不动产登记成果对自然资源资产进行分

析，确定资产清单，明确权属状况、具体位置等相应的信息

数据，确定不同类型自然资源的空间范围、所属类型、数量

以及其质量情况 [6]。

需要注意的是，在自然资源登记单元划分的过程当中

应当秉承着以下几点原则：首先，需要秉承资源公有原则和

物权法定原则。其次，在自然资源登记单元划分的过程当中

工作人员需要保证生态功能的完整性。最后，在自然资源登

记单元划分的过程当中需要尽可能避免出现重划、漏划等相

应的情况。以此为中心保障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工作切实落实

于实践当中，并确保其工作质量和工作效果。

5 结语

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工作的有效落实可以为自然资源的

保护、开发、利用提供更多的助力和保障，而第三次全国国

土调查成果的有效应用则可以为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工作的

开展提供数据支持和信息参考，需要引起关注和重视，在明

确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工作质量效益影响之后重视第三次全

国国土调查结果的开发和利用，充分发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

查结果数据完整性、精确性相对较强的优势，提高自然资源

确权登记工作质量，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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