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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流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项目工作问题及解决方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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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煤炭地质物测队，江苏 南京 210046 

 

[摘要]近几年，全国多个省、市、县开展了水流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项目，笔者结合项目工作经验，对水流自然资源统一

确权登记项目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的重点难点进行详细分析，为自然资源确权登记项目工作的开展提出贴合的解决方案以及合

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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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multiple provinces, cities, and counties across the country have carried out unified water flow natural 

resource ownership registration projects. Based on project work experience, the author has conducted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key and 

difficult issues encountered in the unified water flow natural resource ownership registration project work, and proposed suitable 

solutions and reasonable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atural resource ownership registration project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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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工作中资料收集及资料处理、登

记单元划定、地籍调查、数据建库及其他阶段等工作重点

的问题进行分析，具体如下： 

1 资料收集及处理问题及解决方案 

1.1 问题分析： 

针对收集的数据资料，在处理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以下

重难点问题。 

（1）基础资料不统一 

自然资源基础数据不统一、不完整，利用难度大。自

然资源基础数据年代不一、精度不一、格式不一、标准不

一，不能互联共享，比如河流、水库的水资源专项调查数

据多数为报告类，矢量数据没有确切的类型、边界、面积、

数量等信息，造成分析和处理资料困难，这是下一步全面

推广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急需解决的问题。 

（2）权属资料精度低 

权属界线交叉、权源证明材料精细度不够。由于先前

集体土地所有权、林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等分散登记，

存在物权交叉与冲突或漏登、错登等情况，且有的只有纸

质数据没有矢量化数据，精细化程度不够，需要开展大量

的互联互通和校对修正工作，给确权工作带来一定难度。 

（3）资料可利用程度参差不齐 

同一类资料多个层面的在时效性与完整性上存在差

异，部分相关资料，由于各级审批权限不同，各级单位掌

握的数据也不同。 

1.2 解决方案： 

针对分水流项目区各类资源的基础数据资料质量情况

不一的问题，将结合河道范围内自然资源确权登记范围内的

实际情况，充分收集和利用各地方自然资源确权数据资料。 

（1）除了提供明确的成果资料的名称外，还明确成

果需反映的信息。 

（2）深入水流项目范围内所涉及的自然资源部门开

展现状调研工作，结合数据清单，明确必选及可选参考资

料，按照数据优先级，有侧重地收集相关资料。通过对数

据现势性和可用性进行分析，明确数据的使用认定优先级，

明确移交及收集的数据范围。 

（3）数据处理 

经过空间图形和不同比例尺数据叠加的处理进行相

对规范化的处理，为下一步工作作好数据资料准备。 

 
图 1  资料处理具体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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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空间图形处理 

空间图形数据的处理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①纸质图形数据处理 

将纸质图件进行整理、扫描，进行矢量化处理形成电

子数据。有坐标格式的数据，将坐标数据展绘成电子数据。

有文字描述的图形，可以根据描述信息大致地将位置矢量

化，再进一步核实确认。 

②数据格式转换 

为了形成统一的数据格式，需要将收集到的数据进行

整理、转换，形成统一的格式。很多软件都有转换功能，

但是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转换后的数据有的会有精度误差，

有的数据属性有丢漏，有的图形也会有丢漏的情况，还有

线型、颜色、符号等不一致的情况。需要进一步处理，形

成最终的、统一的数据格式。
[2]
 

2 水流登记单元划定问题及解决方案 

2.1 问题分析 

实际工作中，水流登记单元划定可能遇到以下问题： 

（1）河道与其他河流湖泊接边问题 

确权登记的河道实际上是与大量河流及湖泊都存在

接边问题，其中部分河流为直接与河道联通，也有部分河

流与河道呈立交型。 

（2）登记单元范围内存在农田问题 

根据前期调研，河道内存在大量农田，需要确认是否

为基本农田。 

（3）江心洲问题 

河道中间存在江心洲，需根据实际情况确认是否需要

规避。
[2]
 

（4）河道管理范围的精度问题 

部分河道管理范围通过图解方式形成的成果，部分河

道管理范围是根据文字描述展绘的，部分河道范围实地已

经发生较多的变化，但是成果数据没有及时更新。 

2.2 解决方案 

（1）基于工作底图，依据三调成果和水资源专项调

查成果，以河道管理范围为基础，结合堤防和水域岸线，

预划登记单元。涉及与国家开展确权登记的登记单元相交

的，依据不重不漏的原则，做好与国家划定登记单元界线

的接边和衔接；与较大湖泊相交的，尽量保证湖泊的完整

性；与重要河道相交的，优先保证重要河道的完整性；与

其他河流相交的，优先保证调查河道的完整性。 

（2）参照三调水工建筑用地图斑范围，河流存在围

垸、圩堤等多道堤坝，临水侧围垸、圩堤背水侧堤脚线外、

河道管理范围内存在合法城镇开发建设项目的，不避让划

定登记单元。堤坝背水侧堤脚线内存在永久基本农田的，

原则上不进行避让。 

（3）关于江心洲的问题应分为几类情况处理，一是

如果相关部门有明确的管理界线，依据相应的管理界线划

定管理单元；二是如果行管部门没有明确的管理界线，可

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如水工堤坝的堤脚可以作为管理范围

的界线；如果没有水工堤坝，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划定，

并进行界线协议书的签订。暂时不能确定的，需由相关部

门协商解决。 

（4）鉴于部分河道管理范围通过图解方式形成的成

果或部分河道管理范围是根据文字描述展绘的，其工作底

图精度较低，登记单元划定时需结合影像数据和实地调查，

本着实事求是原则予以参考，确保登记单元精准落地。部

分河道范围实地已经发生较多的变化，应实地调查和测量，

形成现势性高的登记数据。 

3 地籍调查问题及解决方案 

3.1 问题分析 

地籍调查是自资源确权登记的核心过程之一，往往会

遇到以下重难点问题： 

（1）确权工程仍被占用未取得实际管理权问题 

部分管理用地虽然通过划拨方式取得了国有土地使

用证，但尚未树立边界标识，未取得实际管理权，土地仍

由当地村民进行耕种或修建房屋。 

（2）界线不一致的问题 

在实地调查时，有可能出现数据不一致，已有的图形

数据与实地界线不符。不能判定采用哪条界线作为所有权

界线，未能在调查底图和权属调查表、权属界线协议书、

争议原由书等权属调查成果资料上签字盖章。 

（3）边界协议书和地块认定书不能直接使用的问题 

部分现有的边界协议书和地块认定书均为纸质材料，

其附图都是图解法测量形成的人工手绘图件，边界协议书

附图标示的边界四至无明显标志和界址点坐标，地块认定

书附图标示的集体土地等未标注地块界址标识和界址点

坐标，不能进行“实地放样”，恢复实地界线位置和坐标。

实际调查测量中，相关部门虽参与指界，但不能有效确定

准确界线而未予以确认。 

3.2 解决方案 

（1）积极协调抓紧提供经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发证

的矢量数据，经核实无误后进行使用，若调查核实存在异

议，会同相关权利主体进行现场指界确定权属范围。 

（2）对数据确定边界，依据三条界线数据对相关数

据进行叠加对照数据确定自然资源边界。 

4 数据建库问题及解决方案 

4.1 问题分析 

数据建库是自然资源确权登记的核心工作阶段之一，

根据以往的项目经验，最好是在资料处理应用过程中便开

始建库流程，这样能提前发现资料和数据的问题，数据建

库工作应贯穿项目实施的整个过程。以下是数据建库的重

点难点分析内容： 

（1）数据标准不统一，需要开展数据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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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形成的各类自然资源数据成果，当时也没有统一

的要求和准则，很多信息都是采用各自的测绘基准，各自

的数据内容和格式也都不一样。随着自然资源机构整合的

推进以及“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提出，需要对各

类自然资源数据进行统一管理。各类自然资源数据在采集、

处理、存储、格式、管理、应用与服务等方面遵循的不同

行业的标准规范，在空间参考、数据结构、字段定义等方

面的尚不完全一致。 

实际应用中不同的数据基准不同、表示内容和方法也

不同，甚至不同数据间还存在矛盾的情况，不同数据间的

现势性更不一致，还有各自的属性内容、字段类别、索引

方式、成果格式等都有很大的差异，甚至还有一些错误信

息等。 

（2）与不动产登记成果的衔接 

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数据库需整合不动产登记业务数

据与自然资源确权数据按宗地代码、不动产单元号与使用

权宗地登记发证业务数据建立关联进行管理。自然资源确

权登记包含不动产相关信息，在自然资源登记单元进行确

权登记过程中，需要对登记范围内的不动产进行关联，关

联关系可以通过自然资源登记单元号和不动产单元进行

关联，一个自然资源登记单元号对应多个不动产单元号，

通过一对多的关系进行关联，在数据入库过程中，自然资

源数据和不动产数据都是基于矢量进行登记，在矢量数据

满足条件的基础上通过空间关系进行关联，在自然登记范

围图层叠加不动产相关图层，通过图层叠加分析实现自然

资源数据和不动产数据相互关联。 

4.2 解决方案 

通过对收集的河流、规划、地籍、不动产等数据进行

整合，建立现势性高、覆盖完整、标准统一的水流自然资

源综合数据库，实现地理空间信息与行业专题数据的挂接，

为全面支撑水流自然资源数据管理工作，提供数据基础。 

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成果数据库建设内容主要是水流

专题矢量数据、影像数据、表格数据和文档数据，可划分

为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水流自然资源地籍调查数据、栅格

数据、汇总表格、图件、文字报告和其他资料。 

按照数据库标准，结合建库工具，按照数据库设计模

型，在完成数据收集的基础上，开展数据整合、数据入库

等工作。数据库建设具体如下： 

（1）数据整合 

多部门、多种形式的数据进行整合，主要包括数据分

析、数据选取﹑数据编辑和重构、数据检查等。
[3]
 

①数据分析 

将已有的数据进行整理，对数据基准、数据结构、数

据分类、数据现势性等进行分析整理，根据现有的资料和

河道的实际情况，确定合理的整合方案。 

②数据选取 

根据不同时期的数据、不同版本的数据、不同用途的

数据进行筛选，并按照数据的精度和数据时间顺序进行分

类，和相关部门进行有效的沟通，确定选用数据的内容、

方式和数量。 

③数据整合 

确定好选用的数据后，对数据进行一系列的处理，如

数据提取、数据转换、数据合并等，使空间数据进行融合、

非空间数据进行矢量化、属性数据进行整合，形成比较完

整的数据。 

④数据编辑 

对整合好的数据，进一步进行编辑，包括图形名称、

数据基准、投影方式、字段名称和类型、属性信息完整性

正确性、图形的拓扑关系和元数据的制作等。对于数据的

名称按照数据入库的要求进行修改；数据的基准和投影方

式按照汇交的要求进行转换。字段的名称和类型根据数据

库的要求进行修改，如字段的英文名称、字段的类型、大

小和数据的取位等。属性数据的完善，主要是必填字段的

填写、不同数据格式的规范化处理、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索引的生成、冗余数据的删除等，对于错误的属性信息，

经核实并和相关部门沟通后将正确的属性信息进行完善。

图形的拓扑关系处理，主要是处理图形的空间关系，点线

面的逻辑关系，数据的矢量类型，边界范围要准确。元数

据根据数据的格式、来源、数据基准、数据类型、数据提

供方及其他相关信息等。 

⑤数据组织重构 

数据组织重构主要是按照数据的标准和要求进行正

确的分层命名，数据结构的完整性。 

⑥数据质量检查 

根据数据标准和检查要求，对数据进行质检，确保数

据正确、准确、完整，符合数据成果的要求。 

（2）数据入库 

将整理好的数据按照数据入库要求进行数据建库，首

先进行入库前的检查，将基础数据和建库数据按照软件要

求进行组织和录入，根据软件要求完成数据入库。将数据

成果按照自然资源数据库的要求进行组织、储存。 

5 其他重点问题及解决方案 

针对综合性的项目实施，除了技术方面的重难点，往

往还存在项目实施管理方面的问题： 

5.1 工期风险问题及解决方案 

项目任务繁重，工期时间短，若没有成熟的相关实施

经验，风险相当大。 

解决方案： 

为了解决此风险，主要从项目团队的组织、项目进度

合理安排及控制以及针对特殊情况的集中作业方案几方

面进行解决： 

（1）制定合理的进度安排并进行进度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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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项目实施初期，根据项目建设任务需求及工期要求，

合理制定项目进度，并严格按照进度安排项目任务。 

①项目建设之初根据建设任务需求制定总体进度计

划，明确每一项建设任务的参与人员、起止时间、投入设

备等内容； 

②每月根据项目总体进度计划制定月工作计划，将建

设任务进行细分，每一项具体任务对应具体人员，具体要

求，制定完成后组织项目团队人员召开项目例会，说明每

一项任务的工作要求，确保每个人员对本月的工作及要求

有明确的认知；根据月计划完成情况合理调整下月工作计

划，如果出现项目风险及时反馈相应人员解决； 

③每周根据月度计划制定周计划，每周对本周任务进行

总结与反馈，并根据反馈情况以及项目总体进度安排合理安

排下周进度计划，由项目负责人进行计划的制定与总结。 

（2）集中作业预案 

在实际工作中，可能由于政策的变化、工期的变化等

多种原因造成按照原有工作计划无法满足项目任务要求，

需要进行集中作业，合理的保障措施克服困难。 

5.2 项目实施过程风险问题及解决方案 

任务项目在实施过程中，都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风险，

如何做好风险评估、预测，并做好风险控制措施和手段，

将风险限制在可控范围，将风险影响降至最低，避免影响

项目进度是项目实施过程的关键。 

解决方案： 

（1）建立风险控制机构 

①设置风险管理岗位：通过设立风险管理岗位，可以

进行风险预估、风险研判和规避风险，对整个项目的管理

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 

②项目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并行负责：为项目设定一

个项目负责人和一个技术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主要负责技

术岗位，技术负责人主要负责管理岗位。 

③建立有效的风险控制管理过程 

整个项目的风险管理包括四个阶段：风险识别、风险

评估、风险处理和风险监督。 

 

图 2  项目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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