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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规划工作涉及大量的空间及空间相关数据。在当前规划工作要求统筹城乡发展的情况下，规划工作所涉及的数据内容已

远远超出传统规划工作所涉及的数据内容的种类与数量。如何管理和利用好这些数据是构建城乡统筹规划平台的前提。本文通

过分析城乡规划所涉及的数据类型与数据来源，并梳理其所涉及的数据内容，提出一种新的数据分类与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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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规划工作中，统筹城乡发展是社会经济和谐

发展的重点，加强城乡统筹规划是加速和谐社会建

设的重要手段，是新时期区域规划的重要内容。城

乡统筹规划属于区域规划范畴，也是典型的空间规

划［1］。城市规划涉及多方面的问题，在进行城市规

划时需要参考大量来自多个部门不同结构的数据，

在目前要求规划工作要统筹城乡发展的情况下，其

不仅仅涉及城市相关数据，还涉及大量的乡村数

据。因此，对规划数据的有效管理和合理利用是一

个重要问题。在这个问题当中，对规划工作所涉及

的与空间相关的数据的分类、整理和集成是关键。
本文通过分析规划工作所涉及的空间相关数据的

特点和目前规划数据分类方法的不足，提出一种新

的规划相关数据的分类、管理和存储方法。

二、城乡规划所涉及的数据及其分析

1． 现有规划数据所包含的内容及其分类

进行城乡规划工作需要统筹多方面的内容，具

体包括:① 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发展的条件;

② 城乡 社 会 经 济 和 空 间 发 展 的 总 体 战 略 规 划;

③ 城乡各用地类型的规划; ④ 城乡基础设施建设

规划;⑤ 城乡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规划; ⑥ 城乡发

展的阶段性目标与建设的重点项目规划;⑦ 针对性

的城乡发展途径与对策规划［1］。可见，城乡规划是

与空间信息高度相关的工作，涉及大量的空间相关

数据。要做到这几个方面的统筹，需要综合各方

面、各部门的数据。对于城乡规划所涉及的数据，

可按照数据性质和数据来源进行分析。
1) 按空间相关数据的性质可划分为两大类: 空

间数据和属性数据。空间数据包括空间基准、自然

特征、基础设施空间位置、各类界限、各类控制线、
土地利用现状与规划汇总、城市规划汇总成果、城

市建筑管理成果数据等; 属性数据包括与空间数据

相对应的各种属性数据、社会经济数据、资源环境

数据、历史沿革资料、规划成果档案、系统监控管理

数据、各类法规文档、数据标准、规划指标等［2］。
2) 按空间相关数据的来源部门可分为: 规划

局、国土局、税务局、财政局、工商局等。
目前，国内对于资源目录树的分类方法研究较

少［3］。在构建规划数据管理系统时，对于规划数据

的划分有基于数据组织方式进行的［4］，也有根据数

据获取手段与生产方式进行的［5］，但总体来看都主

要分为: 基础地理数据、规划成果数据、规划专题数

据、规划审批数据［6-7］( 如图 1 所示) 。

图 1 传统情况下的规划数据分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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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传统的规划数据的分类方法的分析

城乡规划工作所涉及的数据范围由以往的城

市扩展到乡村，数据内容从原有的地形图、管线图

等扩展到多种类型、多个部门的数据，基本与空间

相关的数据都可能被涉及。在这种情况下，上述归

类方法存在 3 方面的问题:

1) 难以包括城乡统筹规划下的大量数据条目。
城乡规划涉及的数据有很大扩充，原有的分类分层

方法无法将某些空间弱相关的信息( 如文档等) 纳

入其中。这些数据不属于原有空间规划系统管理

的范畴之内或不便于利用其进行管理。
2) 无法理清数据来源。城乡规划是一个系统

工作，必然涉及多部门的数据。在进行跨部门的数

据共享时，如何理清数据的来源是制定一定的数据

共享及更新机制的重要问题［8］。传统的数据分类

分层方法仅关注规划部门内部的数据，对于外来数

据往往以文件形式进行存储，随着系统的迁移，以

及时间的长久，最后往往难以查找和溯源。
3) 强行加入容易造成数据类型的重复进而导

致利用时的繁琐。如果将来自其他部门的空间相

关数据强行加入规划专题数据当中，则易造成数据

分类的 重 复，增 加 数 据 利 用 时 查 找 工 作 的 繁 琐

性［9］。如来自市政部门的绿地、河道数据可以放在

规划专题数据当中，但其本身又是基础地形图数据

的一部分。
合理的城乡规划要求做到统筹产业规划、统筹

土地利用、统筹基础设施建设等［1］，要达到统筹的

目的，就要综合考虑相关因素。具体到进行规划工

作时所涉及的规划相关数据，同样可以从数据性质

和数据来源部门进行划分:

1) 规划相关数据类别。在对规划相关的数据

按照性质进行分类时，应该考虑数据分类的直观理

解性和可扩充性，分类条目应该划分合理、区分明

显。为此，对于前文中按数据性质进行的分类中提

到的多种性质的数据，可参考国家电子政务建设指

导意见中对于政务信息的划分方法进行分类［10］。
因此，可先将城乡规划中涉及的数据分为 4 大类: 宏

观经济基础数据、法人基础数据、人口基础数据、自
然资源和空间地理数据; 然后再依据各个地区的实

际情况在每个大类下划分细类。
2) 规划相关数据来源。规划相关数据的来源

包括 3 个层次: 国家、省、市。每个层次再根据数据

来源分为多个部门，如规划局、国土局、房管局等。
在数据利用时如果按照数据来源对数据进行

管理，则不同的数据分类会导致数据重复，如人口

数据可来源于统计局、公安局等部门。因此，应当

按数据性质来进行分类和管理，弱化对数据来源

部门的凸显。同时，为了对数据来源达到可以溯

源的目的，为数据的共享和更新机制奠定基础，在

设计数 据 存 储 模 式 应 为 数 据 加 上 来 源 标 记。再

次，为了数据的规范化管理，应当对数据命名采用

一定的标准化约束。综上所述，笔者设计了以规

划相关数据类别为主、数据来源为辅的数据管理

方式。

三、城乡统筹规划数据管理方式

1． 数据管理方式

以规划相关数据类别为主、数据来源为辅的数

据管理方式按照数据的性质进行分类和使用，以数

据库的形式进行存储，并对数据来源部门进行标

记，对数据按照标准化格式进行命名。其逻辑结构

如图 2 所示。

图 2 规划数据类型与来源映射逻辑图

2． 数据内容

数据分类即按本文第二章第 2 节中所述的数据

性质进行类别划分，并参照本地区的实际情况( 以

广东省增城市为例) 再划分细类。得出的一、二级

目录的具体划分情况见表 1。对二级目录下的数据

类型可进行再次划分，以基础信息数据为例( 广东

省增城市为例) ，可做如图 3 所示的划分。
这种数据目录设置方式具有以下优点:① 能够

包含统筹规划工作所涉及的所有数据;② 数据条目

清晰、区分明显，便于用户熟悉和利用;③ 数据以性

质相似性相聚合，具有与专题类似的形式，又不存

在条目不同时的数据分割与重复，便于进行规划工

作时对某些具体因素作分析;④ 数据目录在靠近末

端时以时间为节点，便于抽取时间持续数据进行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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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趋势分析。

图 3 基础信息分类目录

表 1 规划相关数据一、二级目录表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宏观经济
基础数据

经济统计数据、农经数据、财政预算收
支数据、金融数据、外贸进出口数据、
外经数据库重点企业数据、投资项目
数据、国民经济发展规划计划数据、社
会发展数据、区域主要经济指标库、经
济文献

法人基础数据
企业法人数据、事业单位法人数据、政
府机关法人数据

人口基础数据
农业人口数据、城镇人口数据、常住人
口数据、外来人口数据

自然资源和空间

地理数据［11］

基础信息、国土资源信息、水利资源信
息、环境资源信息、森林资源信息、气
象资源信息

在进行资源目录的具体设置时，可通过分析当

地在进行规划工作时所涉及的数据具体类型进行

合理设置。同时，应理清数据的来源部门，设置数

据来源目录，以便于数据的溯源。

四、数据目录的实现

在创建数据目录时，要实现 3 个功能:

1) 数据溯源。在建立数据目录的过程中，应当

建立数 据 与 数 据 来 源 部 门 的 映 射 关 系，逻 辑 图

如图 2 所示。
2) 为了规范数据末端即每项数据的管理，应当

在数据入库前标准化数据命名［12］。为此，应当对数

据条目和数据来源部门进行标准化编码。标准码

将作为对数据标准化命名的前缀和加载数据时的

数据库搜索字段之一。
3) 由于规划数据涉及的数据较多，为了便于工

作人员查找，应当实现对目录的模糊搜索功能。
1． 数据目录相关数据表设计

为了实现以上功能，笔者设计了如表 2 ～ 表 3
( 为例) 所示数据目录的数据库模式。

表 2 资源数据目录数据库表

字段 类型 能否为空 字段 类型
能否
为空

ID 自动编号 否 父级代码
Varchar
( 32)

否

名称
Varchar
( 50)

否
数据条
目标准

码( 主键)

Varchar
( 64)

否

代码
Varchar
( 32)

否 备注
Varchar
( 255)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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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入库数据元数据表

字段 类型 能否为空 字段 类型
能否
为空

ID 自动编号 否 数据库端口
Varchar
( 16)

否

数据
名称

Varchar
( 50)

否 数据类型
Varchar
( 32)

否

所属节点
代码

Varchar
( 64)

否 数据集
Varchar
( 16)

是

所属部门
代码

Varchar
( 64)

否 数据表
Varchar
( 16)

是

数据库
IP

Varchar
( 16)

否 数据获取时间
Datetime

( 16)
否

表 2 ～ 表 3 中数据条目标准码是数据的标准编

码。代码和父级代码是数据库内部字段，用于在进

行数据加载和检索时的关系建立。
2． 规划数据资源目录的控制逻辑

在将新的数据进行入库时，首先通过数据资源

目录与数据来源目录的控制作用，来达到对规划相

关数据的规范化管理。数据入库前，先获取数据类

型信息，之后通过用户选择获取其所属数据类别节

点代码和所属来源部门代码，通过选择相应的服务

器和数据库，以及输入获取时间来得到相应存储位

置和时间信息。其逻辑流程如图 4 中左侧数据入库

控制流程所示。

图 4 数据入库控制与数据获取流程

对数据进行加载则是一个逆过程。根据数据

资源目录类别表和入库数据元数据表动态生成数

据资源目录，通过选择相应数据类型下的数据节点

获取对应的父级节点即数据类型的节点代码，通过

该代码检索入库数据元数据表获得该数据的存储

信息进而获取相应数据。当需要查看某个部门的

共享数据时，可以通过点击相应部门取得其代码来

检索该部门共享的数据。其逻辑流程如图 4 中右侧

数据获取流程所示。数据入库控制流程及数据获

取流程的程序实现界面如图 5 所示。

五、结束语

城乡规划工作相比于常规的城市规划涉及的

区域范围更广，包含更丰富的数据。本文通过分析

城乡规划工作所涉及的多方面、多部门的空间相关

数据，从数据管理的合理性、数据使用的便利性和

数据分类的条理性出发，结合电子政务体系结构特

征等标准对其涉及的数据进行了梳理和分类，建立

数据的资源目录，以及通过目录对规划相关数据建

立入库前的规范化处理控制流程。

图 5 数据入库控制与数据获取流程实现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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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种方式对规划数据进行整理和分类，有利

于减少在利用数据时由于各数据来源部门间数据

重复造成的遗漏和查找过程的繁琐程度。通过建

立数据类型与数据来源部门之间的映射关系，有利

于数据来源的追溯，有利于对大量的规划相关数据

的综合利用。该过程也是构建城乡统筹规划平台

的前提及城乡规划数据综合利用的保障。由于城

乡规划工作涉及大量多源异构的数据，如何将这些

数据进行融合并以较为合理的方式表达出来是下

一步需要研究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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