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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GIS的农村土地流转信息系统的研究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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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立农地流转信息系统( RLCIS)可以实现对农地流转的自动化管理、智能查询与统计分析, 并辅

助相关主体进行决策。在农地流转管理的业务流程建模基础上明确了系统设计的目标和运作流程。根据

其运作流程,设计出农地流转信息系统的总体结构, 并进一步明确了系统的建立过程和具有的主要功能。

最终设计出可供县级土地主管部门使用的农村土地流转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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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Management Info rmat ion Sy stem of Rur al Land Cir culat ion ( RLCIS) is useful to automat ion

administ ration, intelligent inquire, stat ist ics analysis, and the policy decision to some subjects. Based on the

w orkflow modeling of RLCIS, the purpose and pr ocess of system design are def ined and the overall frame

w ork of RLCIS is then designed. The development pro cess of RLCIS and its main functions are presented.

Last ly, the RLCIS o f county land department is desig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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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地流转在我国主要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

移[ 1]。2007年 10月 1日新的5物权法6的正式实施,

明确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与此同时农业

部出台了5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管理办法6。近

期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5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

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6, 该文件提出农民

可以以/ 转包、入股0等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

权。上述法规使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管理呈现出新

的特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价值日益凸现, 因此

对农村土地的管理必然要由以往注重实物变为/权属

与实物0并重。由于农地流转对于改善农村产业结

构、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优化土地资源

配置和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 , 有

必要进一步加强农地流转的研究并把地理信息系统

( GIS)等新技术应用于农地流转工作之中。

GIS以空间数据、属性数据为基础, 通过数据空

间分析,适时提供多种空间的和动态的有用信息, 用

于综合研究、城镇建设、资源开发、区域发展规划、环

境保护、灾害防治、投资环境评价和决策管理等方

面 [ 3-9]。随着国土大面积调查工作的全面展开和地籍

管理工作的日趋细化, 各种野外调查数据, 不同比例

尺图件资料急剧增加。面对如此数量巨大、来源多

样、变更频繁的信息,传统的管理方法已经愈来愈不

能满足现代化农地管理的需要。因此 GIS 技术应用

于农地管理势在必行。农地流转的关键在于土地承

包经营权属生成与变更管理,同时还包括地理位置、

地块分割与合并、面积等空间数据和农地质量、等级

等属性数据的变化。

本研究应用 GIS组件式开发技术结合可视化编

程语言,设计出基于 GIS 的农地流转管理信息系统,

实现了农地流转动态的管理与监测,对区域农地流转

的规律性和趋势进行了综合评判,从而在实现土地承

包经营权属与流转合同管理的同时,为农地管理部门

提供决策依据。



1  农村土地流转业务流程模型

工作流技术在农地流转管理信息系统中实现的

关键是对业务流程的合理分析和抽象, 并以适当的软

件技术来表现和实现。工作流模型是整个系统的基

础和起点,也是系统成败的关键[ 10] 。借鉴一般的土

地管理信息系统工作流建模基本方法, 并结合农地流

转管理的自身特点, 农村土地流转信息系统的工作流

模型主要由 4部分组成, 即分别是过程模型、功能模

型、组织模型和信息模型。

过程模型用来定义工作流的过程逻辑,包括组成

工作流的所有活动以及活动之间的依赖关系。功能

模型所描述的是任务以及这些任务所要达到的目标。

它借鉴了传统的任务组织方式,将系统或流程进行功

能分解,将任务分解成许多子任务,从而形成了一个

层次结构。组织模型用来描述流程参与人员的组成

关系, 包括几种不同形式的组织元素以及每种组织元

素内部的层次关系。

信息模型用来定义工作流执行过程中需要用到

的数据,为工作流的执行提供了/信息0支持。在实践

中,可以采用一种自顶向下、逐层细化的方法来详细

定义工作流。首先是建模的准备阶段,包括收集业务

过程数据、分析和设计业务系统的组成框架等, 即业

务流程建模(图 1)。

图 1  农地流转管理业务流程

2  农村土地流转信息系统的设计开发

2. 1  系统建设目标

农村土地流转信息系统面向的用户是县、乡级农

业主管部门。

根据用户业务需求, 确定系统的设计目标为: ( 1)

能够利用数据库实现用户对权属证书、土地承包经营

权流转合同的管理与信息存储; ( 2) 系统要有良好的

用户界面,能通过简单、方便的操作实现系统的功能;

( 3) 实现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关的仲裁管理; ( 4) 直

接服务于农地资源管理, 具备对农地资源信息进行存

贮、查询、更新、制图和统计等功能。

2. 2  系统工作流程

农地流转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

属管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管理以及土地承包

经营权入股与抵押管理等。由于农地流转行为主要

是权属等的变化,在地理表面上并不能得到体现, 只

有当土地利用现状图斑变更时,地理表面上才有所反

映,因此应用 RS手段进行农地流转的动态监测与管

理存在较大的不便。建立基于 GIS 的农地流转综合

管理信息系统,可以实现农地流转管理与决策的智能

化和科学化的要求,并使用户对农地流转分布特点和

趋势有直观的认知。结合农地流转的基本特点与过

程,应用地理信息系统建立属性数据与空间数据的连

119第 4 期       赵留军等:基于 GIS 的农村土地流转信息系统的研究与开发



接,这里提出了农村土地流转信息系统的运作流程如

图 2所示[ 12] 。

图 2 农村土地流转信息系统的运作流程

2. 3  系统总体设计结构

根据系统的运作流程,借鉴目前一些比较成熟的

土地信息系统设计的基本思想,设计出农村土地流转

信息系统。(1) 基础资料收集子系统。空间数据收集

分析与编码、属性数据收集分析与编码、农地流转数据

收集分析与编码; ( 2) 数据库子系统。数据编辑、建立

索引表、数据表、视图; ( 3) 农地流转分析子系统。地

理分布分析、专家调查分析、农地流转趋势预测分析;

( 4) 应用子系统。权属管理、合同管理、仲裁管理、查

询与统计分析、图形输出; ( 5) 系统辅助管理子系统。

数据库管理、用户管理、软件管理、帮助管理。

3  农村土地流转数据库的设计与建立

农地流转数据库的建立是研究农地流转规律和

进行科学管理的前提条件,也是必要条件。数据库主

要表现在农地实体类型和空间位置的确立以及独立

地块属性数据的确立和农地实体基本关系的确立。

农地流转数据主要包括地理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 首

先应完成土地利用现状数据的收集与整理及数据库

的建立。

土地利用现状数据中包含了土地的空间信息(座

落、形状、面积和拓扑关系)、用途、产权状态以及地貌

类型等信息。

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库的空间数据来源为各种类

型的专题图件,如地形图、地质图、土壤图、植被图、气

候图和水文图等。将上述专题图件有选择地叠加于

土地利用现状图件之上, 可以更加直观、丰富地反应

土地利用现状的基本信息。属性数据主要来源于土

地利用现状的调查成果。

GIS软件通过自身提供的空间分析工具 (如

SQL 查询)可实现图斑查询和区域查询等一些操作,

但是对于农地流转一些特殊功能,需要使用自带的二

次开发功能或者是用面向对象的编程语言(如 Visual

basic)等编程实现。在已有的 GIS 软件环境的基础

上,结合土地分析数学模型开发农地流转专用的分析

模型, 可以实现对土地利用状况、权属状态、土地类型

等的查询和检索
[ 12]
。

4  信息系统的实现和功能

系统利用 VisualBasic 语言, 结合 MapInfo 控件

进行业务管理模块、统计分析模型和用户界面的开

发,系统建立过程如图 3所示。

图 3  农村土地流转信息系统的建立

  图 4为农村土地流转信息系统系统主界面。系

统实现的功能主要有数据输入与编辑功能、图属互查

功能、权属与合同管理功能、仲裁管理功能、空间统计

分析功能、辅助决策功能、用户权限管理以及土地斑

块图形信息与土地流转前后信息的热链接( H ot link)

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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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农村土地流转信息系统主界面

3  结语

农地流转具有数据量多、准确性要求高、手续繁

杂和变更频繁等特点,因此传统的手工管理是无法满

足需求的。基于 GIS 技术建立的农村土地流转信息

系统虽然不能完全取代手工作业, 但可以有效地管理

农地流转中的权属与变更等信息, 通过图形与属性信

息直观地反应区域农地流转的规律性和趋势,并能够

对农地流转实施动态的监测和管理,可以实现对农地

流转的智能分析, 并辅助相关主体进行决策。目前,

我国的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正在进一步的完善之中,网

络技术特别是和 GIS 结合的 WebGIS 技术参与到土

地利用管理中, 是农地管理发展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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