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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我国实施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与用途管制的背景下ꎬ对新时期我国自然资源权籍数据管理的新

要求进行了分析ꎬ借鉴 ＬＡＤＭ 的理论成果构建了适应我国国情的自然资源权籍数据模型ꎬ并展示了自然资源权

籍的管理与应用实例ꎬ以期为我国自然资源综合管理制度的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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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年 ３ 月自然资源部正式成立ꎬ打破了我国各类自然资源长期以来分散管理的格局ꎬ实现了将所

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职责整合到一个机构统一行使ꎬ为推进自然资源产权与监管制度奠定了基础[１] . 相

应的ꎬ针对新时期我国自然资源权籍管理与登记的新要求ꎬ构建适应我国国情的自然资源权籍数据模型ꎬ
也是自然资源综合管理制度改革的关键. 从世界范围来看ꎬ很多国家都以土地为基础ꎬ基于地籍或土地登

记系统开展自然资源的管理工作. 一方面是因为森林、水、矿产等自然资源边界存在不确定性ꎬ而土地空

间位置具有稳定性ꎬ可以为自然资源的位置确定提供标尺ꎻ另一方面ꎬ土地作为各类自然资源的基础载体

可以实现全域覆盖ꎬ利用土地的位置信息可识别其唯一性ꎬ为自然资源管理提供参照. 因此ꎬ本文以地籍

管理为基础研究自然资源的权籍数据管理ꎬ并加以扩展和延伸. 目前ꎬ国内外关于自然资源权籍数据管理

的研究主要以地籍为主[２－５]ꎬ也诞生了 ＣＣＤＭ(地籍领域核心模型) [６]、ＬＡＤＭ(土地管理领域模型) [７]等国

际标准模型ꎬ许多国家也为森林[８－９]、水流[１０－１１]、矿产[１２－１３]等一些重要资源建立了专门的数据管理系统来

对其进行利用与监管ꎬ但很少从自然资源权籍数据统一集中管理的角度开展研究. 在研究模型上ꎬ国内外

已针对 ＬＡＤＭ 积累了较多的研究成果[１４－１５]ꎬ其由主体、客体、ＲＲＲ(权利、限制和责任)所构成的核心框架

有着较高的通用性和可扩展性ꎬ能够为各类土地管理业务的标准化工作提供支撑. 本文将 ＬＡＤＭ 改进为

符合我国国情的自然资源权籍模型ꎬ将其应用到自然资源权籍数据管理中ꎬ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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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新时期我国自然资源权籍数据管理的新要求

１.１　 使用统一的分类体系

目前正在开展的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简称“三调”)基于全面支撑自然资源管理的视角ꎬ除了客观反

映土地利用现状外ꎬ还强化了土地的自然资源本底属性ꎬ加强了各类资源之间的调查衔接ꎬ为解决自然资

源所有者不明确、空间规划冲突等问题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调”成果作为基础底图能够助益于自然资源

单元边界更加清晰、合理的判定.
１.２　 建立自然资源与不动产登记一体化的数据库体系

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在不动产登记的基础上开展ꎬ应在不动产数据库标准的基础上ꎬ参考国家森林资源

调查技术规程、水资源调查规程以及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技术规程等来制定相关的数据库标准ꎬ使用统一

的数据平台、空间参考与数据规范ꎬ最终形成不动产与自然资源一体化的权籍数据库和管理系统.
１.３　 立足自然资源保护与监管目标ꎬ补充完善权籍数据库

自然资源管理的过程是人口、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过程ꎬ强化资源数据整合、加强国土空间

用途管制是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重要路径. 因此ꎬ«自然资源登记簿»中就包含了对公

共管制信息的记载要求ꎬ记载的内容具体包括用途管制要求、生态红线要求和特殊保护要求等. 将自然资

源的管制信息补充添加到权籍数据库中ꎬ既是满足自然资源的登记需求ꎬ也能更好地实现自然资源权籍在

产权管理、空间规划、资产评估和生态保护上的应用.
１.４　 实现矿业权与地表权利的数据关联

在不动产与自然资源权籍二维管理的现状下ꎬ要解决矿业权与地表权利范围交叉重叠的问题ꎬ可以将

矿业权与地表权利用不同的图层分开存储ꎬ在地表权利的产权数据中关联相应的矿业权数据ꎬ并增加重叠

部分的矿产资源面积等相关属性描述. 未来ꎬ不动产与自然资源权籍将逐步发展为三维化管理ꎬ三维权籍

可以在垂直方向上对权利空间范围进行明确划分ꎬ明晰和界定三维产权单元的空间位置和权属状况ꎬ强化

资源的空间特征ꎬ可以更好地解决国土空间立体化利用的问题[１６] .

２　 基于 ＬＡＤＭ 的自然资源权籍模型构建

２.１　 ＬＡＤＭ 概述

ＬＡＤＭ(Ｌ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Ｄｏｍａｉｎ Ｍｏｄｅｌꎬ土地管理领域模型)是在“地籍 ２０１４”和“人—地”关系模型的

基础上ꎬ由国际标准化组织(ＩＳＯ)２１１ 技术委员会(ＴＣ２１１)提出来的. 从基础理论层面上来讲ꎬ它是属于概念

框架ꎬ能够实现土地管理领域的数据共享ꎬ并促进不同的学者和国家之间在土地管理领域内沟通和交流. 它
包含 ＬＡ＿Ｐａｒｔｙ(权利人组)、ＬＡ＿ＲＲＲ(权利、责任、限制)、ＬＡ＿ＢＡＵｎｉｔ(基本管理单元)、ＬＡ＿ＳｐａｔｉａｌＵｎｉｔ(空
间单元)４ 个核心类[１５] . ＬＡＤＭ 通过 ＲＲＲ(权利、责任、限制)类描述土地的权利ꎬ覆盖信息更为全面ꎬ并采

用空间单元对地籍对象进行表达和描述ꎬ包括地籍中所有二维和三维的空间地籍对象ꎬ可以对宗地、建筑

物、附着物等登记单元进行表达. 因此ꎬ我国自然资源权籍模型的构建可以借鉴其主要的设计思想和模型

框架ꎬ同时也是对 ＬＡＤＭ 普适性和扩展性的验证[１７] .
２.２　 自然资源权籍模型对象

自然资源种类多样ꎬ数据内容更加丰富ꎬ管理机制更加复杂ꎬ因此需在传统地籍对象的基础上增加新

的权籍对象ꎬ并进行对象关系的重组ꎬ以此来满足自然资源权籍的实际应用需求. 首先ꎬ自然资源权利的

主体、客体和权利(包括权利、限制和责任)是权籍模型中的核心内容ꎬ也是最主要的权籍对象. 此外ꎬ还应

包括行政区划、基础地理、土地利用、资源调查等空间对象以及法律文档、项目信息等非空间对象. 自然资

源权籍空间对象概念模型如图 １ 所示ꎬ非空间对象概念模型如图 ２ 所示.
２.２.１　 权利人对象

权利人对象表达的是自然资源权利的主体ꎬ同时也是限制主体和责任主体ꎬ是自然资源权籍数据的核

心内容ꎬ具体表现为权籍模型中的关系表. 我国自然资源所有权主体必须是国家或集体ꎬ用益物权主体可

以是个人或其他非自然人.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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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自然资源权籍空间对象概念模型

Ｆｉｇ １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ｓ

图 ２　 自然资源权籍非空间对象概念模型

Ｆｉｇ ２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ｎｏｎ￣ｓｐａｔｉ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ｓ

２.２.２　 权属空间对象

权属空间对象是由界址点、界址线组成的封闭单元ꎬ表达的是自然资源权利客体ꎬ也是自然资源登记

的最小单元. 根据自然资源的管理特性和分布特性ꎬ权属空间对象可以分为所有权单元、用益物权单元和

矿产单元. 所有权单元表达的是自然资源的归属ꎬ是自然资源的基本管理单元. 用益物权单元则是由所有

权单元派生的可以在不同的团体、个人之间流转的产权单元. 矿产资源由于其空间位置的特殊性ꎬ作为独

立的空间对象存储在权籍模型中ꎬ并与地表的用益物权单元相关联.
２.２.３　 权利相关对象

(１)权利信息:表达自然资源单元的权属信息、资源资产信息和空间位置信息等ꎬ以关系表的形式存

储在自然资源权籍模型中. 除了所有权和用益物权信息外ꎬ还应包括抵押权、地役权等他项权利信息ꎬ其
中抵押权仅能建立在自然资源用益物权的基础上ꎬ其对应的空间对象要素是自然资源用益物权单元.

(２)限制信息:表达自然资源的公共管制信息ꎬ以关系表的形式存储在自然资源权籍模型中ꎬ主要包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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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三部分内容:一是来源于各类国土空间规划的用途管制要求ꎬ二是面向生态环境质量安全与功能保障要

求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范围ꎬ三是政府部门针对特定资源、特定利用场景所规定的特殊保护要求.
(３)责任信息:表达使用自然资源时的纳税信息ꎬ即权利人在取得某种自然资源的使用权时ꎬ需根据

法律规定缴纳的税费信息ꎬ其对应的空间对象要素为自然资源用益物权单元ꎬ并以关系表的形式存储在自

然资源权籍模型中.
２.３　 自然资源权籍模型构建

２.３.１　 权利人类模型

自然资源的权利人类(ＮＲ＿Ｐａｒｔｙ)对应 ＬＡＤＭ 框架中的 ＬＡ＿Ｐａｒｔｙ 这一概念ꎬ包括自然人和非自然人ꎬ
可以是单个权利人ꎬ也可以是由多个权利人组成的权利人组来表述共同共有ꎬ权利人组可以单独由多个自

然人或非自然人构成ꎬ也可以由自然人和非自然人共同构成. 相较于不动产登记ꎬ自然资源登记增加了国

家自然资源所有权的登记ꎬ其所有权人是全民ꎬ所有权代表行使主体则是地方政府以及自然保护区、风景

名胜区、森林公园的管理处或管委会等ꎬ这种权利主体属于非自然人的一种. 模型中权利人通过自然资源

单元号与对应的自然资源空间单元和权属信息相关联(图 ３) .

图 ３　 权利人类模型

Ｆｉｇ ３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ｏｂｌｉｇｅｅ

２.３.２　 自然资源空间单元类模型

自然资源权籍模型中的客体实体为自然资源空间单元(ＮＲ＿ＳｐａｔｉａｌＵｎｉｔ)ꎬ即对应 ＬＡＤＭ 框架中的 ＬＡ＿
ＳｐａｔｉａｌＵｎｉｔ 这一概念ꎬ为了体现 ＬＡＤＭ 中分别建立空间单元和基本管理单元的思想ꎬ在模型中引入所有权

单元(ＮＲ＿ＢＡＵｎｉｔ)来体现 ＬＡＤＭ 框架中的 ＬＡ＿ＢＡＵｎｉｔ 这一概念. 自然资源单元在空间上表现为一组由界

址线组成的闭合图形ꎬ具有面积、形状、位置等空间信息. 根据自然资源登记单元的划分原则ꎬ自然资源空

间单元包括森林、草原、水流等一般登记单元以及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等独立登记单元. 由于不同的资

源类型和不同的登记单元记载的资源资产信息不同ꎬ因此需存储在不同的关系表中. 最后ꎬ用自然资源单

元总表来汇总所有自然资源单元的主要信息ꎬ通过自然资源单元号从不同类型的自然资源单元表中获取

所有登记单元的资源资产信息. 矿产资源因其空间位置的特殊性ꎬ其空间单元应独立存储ꎬ并与地表的所

有权单元关联ꎬ见图 ４.
２.３.３　 权利、限制和责任类模型

自然资源的权利、限制和责任类(ＮＲ＿ＲＲＲ)对应 ＬＡＤＭ 框架中的 ＬＡ＿ＲＲＲ 这一概念. 与不动产登记

有所不同ꎬ自然资源需要登记的权利内容细化为权利、限制和责任三个方面ꎬ登记的权利类型包括所有权、
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等. 其中ꎬ所有权登记集体所有权、不同层级政府代表行使所有权以及分离出的委托

管理权. 抵押权和地役权不是权利的子类而是一个单独的类ꎬ地役权建立在所有权或用益物权的基础上ꎬ
以自然资源所有权单元或用益物权单元为基本权利单元ꎬ抵押权则只能以自然资源用益物权为基础ꎬ以自

然资源用益物权单元为基本权利单元. 此外ꎬ所有的权利、限制和责任信息都是以法律文档为产权证明

的ꎬ因此都与法律文档关联ꎬ见图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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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权利、限制和责任类模型

Ｆｉｇ ５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ｒｉｇｈｔꎬ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图 ４　 自然资源空间单元类模型

Ｆｉｇ ４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ｕｎ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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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自然资源权籍模型的实证研究

３.１　 自然资源权籍模型的物理实现

首先在 ＡｒｃＣａｔａｌｏｇ 中创建 Ｇｅｏｄａｔａｂａｓｅ(以下简称 ＧＤＢ)数据库ꎬ设定空间参考ꎬ根据前文梳理的自然

资源权籍对象要素ꎬ在 ＧＤＢ 中添加要素数据集、要素类、关系表等ꎬ完成自然资源权籍数据库的构建ꎬ数据

库存储方式如图 ６ 所示.

图 ６　 自然资源权籍数据库存储方式

Ｆｉｇ ６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ｍｏｄ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ｉｇｈｔ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图 ７　 自然资源权籍数据库核心要素表关系

Ｆｉｇ ７　 Ｔａｂｌ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ｃｏｒ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ｉｇｈｔ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对于构建完成的自然资源权籍数据库中的数据要素编辑属性字段ꎬ添加自然资源单元类型、自然资源

单元面积、权利类型、权利人等属性信息ꎬ并在适当的字段上建立索引ꎬ核心要素表关系如图 ７ 所示. 随后

导入已有的行政区划数据、现状数据、资源调查数据、登记单元数据以及规划管制数据等ꎬ此外还需添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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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数据作为自然资源管理的基础参考数据.
３.２　 自然资源权籍的管理与应用实证

本文基于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的自然资源权籍相关数据成果ꎬ通过具体展示自然资源权籍数据管理

及应用实际ꎬ来验证本文所提出的自然资源权籍模型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３.２.１　 权籍数据库创建

根据前文设计的自然资源权籍数据库存储结构ꎬ创建 Ｇｅｏ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数据库ꎬ添加金坛区的行政单位级

别信息和行政代码信息ꎬ随后逐步导入金坛区土地利用现状数据、资源调查类数据、登记单元数据、不动产

权籍数据等ꎬ设置源数据与目标图层以及源字段与目标字段的对应关系. 建库完成后ꎬ选择需要进行自然

资源登记单元编号的行政区及自然资源类型ꎬ根据空间位置按照“弓字型”进行排序编号. 见图 ８.

图 ８　 自然资源权籍数据库创建

Ｆｉｇ ８　 Ｃｒｅａｔ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ｉｇｈｔ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３.２.２　 信息查询

根据日常管理的需要ꎬ可以使用查询定位的功能来获得指定自然资源单元的相关信息. 选择查询的

自然资源类型ꎬ输入自然资源单元号、名称、坐落等查询条件ꎬ系统根据输入的内容自动进行查询检索ꎬ将
对应的自然资源单元定位到视图窗口的中心并高亮显示该单元ꎬ同时也能够对选中的自然资源单元查看

其权籍调查表. 见图 ９.

图 ９　 自然资源信息查询

Ｆｉｇ ９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３.２.３　 权籍登记

自然资源登记是自然资源登记机构依据自然资源管理需求或申请人的登记申请受理登记业务ꎬ并对

提交的材料进行调查、审核、公告、登簿的过程ꎬ登记类型分为自然资源权利的首次登记和变更登记. 在登

记业务办理过程中ꎬ可将自然资源单元号、坐落等作为自然资源查询条件ꎬ从权籍数据库中获取权利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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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自然资源单元信息等ꎬ受理人核实所选自然资源单元的基本信息是否正确ꎬ补充更正详细信息ꎬ受理信

息经过审批、公告后登簿ꎬ业务办结后更正或补充的自然资源信息实时更新至权籍数据库中. 登记完成后

通过接口服务实现自然资源登记数据的智能归档ꎬ形成一体化的登记成果数据ꎬ并将自然资源登记成果数

据传送给水利、农业、林业、财政、税务等部门ꎬ实现数据的协同与共享.

４　 结论

结合目前我国自然资源权籍数据管理中存在的问题ꎬ以及新时期自然资源管理方式的改变对数据组

织方式的新要求ꎬ本文首先分析了国际标准模型 ＬＡＤＭ 对我国自然资源权籍模型构建的启发性和适用

性ꎬ并参照其核心理论ꎬ在我国地籍模型结构设计的基础上ꎬ研究了自然资源权籍模型的核心内容、其内在

的逻辑关系以及模型的物理实现ꎬ构建了一套适应我国自然资源综合管理需求的自然资源权籍模型ꎬ并通

过权籍数据的管理与应用实例验证了模型的可行性和实用性ꎬ以期为我国自然资源管理制度的改革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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