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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我国铁路正处在重要的改革和发展时期，为深入推进资产经营，在分析铁路用地管理业务

需求的基础上，依托GIS技术，设计并实现了集中部署、四级应用、C/S和B/S相结合的铁路用地管理信

息系统。阐述系统的设计目标和设计思想，搭建了铁路用地GIS管理平台，实现宗地图自动套界，建立

全路统一的铁路用地空间数据库。铁路用地管理信息系统的实施和应用，实现了铁路用地由静态管理向

动态管理的转变，推动了铁路用地管理向着规范化、标准化方向迈进，在盘活铁路资产、支撑铁路土地

综合开发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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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lway land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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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Railway is in the important period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asset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railway land management business demand and th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 technology, this article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the railway land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which was centralized deployment, with four level application, C/S and B/S combination. The article focused on the 
design objectives and design ideas of the system, set up GIS management platform of the railway land, implemented 
land map automatic bound, established a unified way of railway land spatial database. The implemen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system changed the railway land management from static management to dynamic management, 
promoted the railway land management toward standardization, standardization direction. The system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revitalizing the railway assets and supporting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railway land.
 Keyword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  railway land; map

我国铁路正处在重要的改革和发展时期，国务

院相关文件为铁路改变发展方式、实施市场化改革、

开展土地综合开发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支持，为深入

推进资产经营打下了坚实基础。为适应这一发展需

求，依靠先进的信息技术，研发和实施铁路用地管

理信息系统，服务于铁路用地管理，对改善铁路用

地管理模式，提高管理效率，盘活铁路资产，实施

铁路土地综合开发起到了重要作用。

1 需求分析

1.1 业务架构分析

中国铁路总公司共有铁路用地 54 万 hm2，土地

权属证书近 4 万册，并有 10 万余 km 线路、1 万多

宗独立地块的铁路用地图和不计其数的权属档案资

料。具有资产庞大、覆盖面广、权属情况复杂等特点，

兼具多重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质 [1]。

铁路用地管理业务涵盖中国铁路总公司经营开

发部、铁路局土地房产处、铁路局派出机构（区域

性办公室）及站段 / 土地所四级土地管理部门。2005

年全路撤销铁路分局以后，铁路土地管理结构实现

了统一规范，按照铁路局专业化集中管理进行布局，

铁路局内设土地房产处，下设土地管理科，负责全

局土地管理工作，业务上受铁路总公司经营开发部

领导，并接受省、市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的指导。

在铁路局专业化集中管理前提下，目前，各铁

路局主要有两种管理模式 ：（1）完全由铁路局集约

化管理，铁路局土地房产处下设铁路局派出机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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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性办公室），主要协调铁路内部单位和地方政府各

项事宜，协助土地房产处搞好全局工作 ；铁路局派

出机构（区域性办公室）负责铁路沿线铁路用地的日

常管理和监督，有些铁路局的派出机构（区域性办

公室）又下设了土地管理所 ；（2）铁路局土地房产

处所属的土地管理科通过用地单位（如工务段、车

务段、建筑段）设立的专兼职人员负责土地监察工作，

但土地权属、资产处置管理工作仍然在铁路局。

铁路用地管理信息系统应根据庞大的资产总量

和铁路局不同的管理模式和业务需求进行设计。铁

路用地业务组织结构如图 1 所示。

用地空间数据库管理平台，拓展综合应用，实现铁

路用地业务数据、图形数据的标准化、数字化、图

形可视化和现代化管理。

通过铁路用地管理信息系统，准确反映铁路用

地权属信息和权属变更情况；快速掌握新建、改建铁

路《国有土地使用证》领证进度 ；全程跟踪铁路用

地规划编制、综合开发、资产处置信息 ；及时提供

土地纠纷、违章占地处理情况 ；及时掌握租赁和土

地处置情况，盘活铁路资产，开展资产经营 ；实时

查询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及各类文件 ；安全可靠保

存用地资料、图纸档案等 ；合理、有效地分配铁路

用地资源，实现铁路用地资产保值增值和开发利用。

2.2 总体架构设计 

铁路用地管理信息系统按照集中部署、四级应

用、B/S 与 C/S 相结合的系统架构实现，依托铁路综

合计算机网络，实现铁路用地数据在铁路总公司、铁

路局、铁路局派出机构（区域性办公室）、站段 / 土

地所间的可靠传递。系统总体架构如图 2 所示。

1.2 功能需求分析

铁路用地管理信息系统应以 1 ：500 000 全路概

况图和 1：500、1：1 000、1：2 000 铁路用地图为基础，

构建全路土地地理信息系统（GIS）数据库平台 ；以

土地权属管理为核心，涵盖概况图管理、权属管理、

建设用地管理、规划管理、监察管理、开发利用管理、

综合管理、系统管理等应用功能，以满足建设、权属、

规划、开发利用、监察、资产处置等铁路用地业务

管理需要。

2 系统设计

2.1 设计目标

铁路用地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目标是在全路范

围内建设以 GIS 空间数据库、应用集成平台为重点

的铁路用地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体系，实现以权属管

理功能为核心，以概况图管理、建设用地管理、规

划管理、开发利用管理、监察管理、综合管理、系统

管理等功能为主的四级应用，构建全路统一的铁路

中国铁路总公司
经营开发部

18个铁路局（集团公司）
土地房产处…

铁路局派出机构/
区域性办公室…

土
地
所

土
地
所

…
…

土地管理科

工
务
段

车
务
段

建
筑
段

…
…

图1 铁路用地业务组织结构图 标
准
规
范
及
运
行
维
护
体
系

信
息
安
全
保
障
体
系

概况图
管理

建设用地
管理

权属管理 规划管理

开发利用
管理

监察管理 综合管理 系统管理

铁路综合计算机网络

P
W

M
IS

T
M

IS

外
部
系
统
接
口

铁路用地管理信息系统

应用服务器 数据库服务器 地图服务器 存储设备

图2 系统总体架构

按照集中部署模式，统一配备应用服务器、数

据库服务器、地图服务器、存储设备等硬件及配套

软件，搭建系统运行的基础环境。

在网络和基础环境的支撑下，部署铁路用地管

理信息系统，系统由 8 个功能模块组成，支持用户

全面及时掌握铁路用地现状，管理好、利用好、开

发好既有铁路用地。

系统与铁路工务管理信息系统（PWMIS）、铁路

运输管理信息系统（TMIS）等其他业务系统通过外

部系统接口共享部分基础数据，为系统间数据共享

打下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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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铁路用地管理相关标准规范，建立系统运

行维护体系和信息安全保障体系。

2.3 系统功能设计

为满足用户不同的管理模式和业务需求，铁路

用地管理信息系统由概况图管理、建设用地管理、权

属管理、规划管理、开发利用管理、监察管理、综

合管理以及系统管理 8 个功能模块组成，如图 3 所示。

权属管理是铁路用地管理的核心，也是各项管理的

基础 [2]。

铁路用地图绘制、宗地图绘制、地块划分、查询及

图库关联。 

2.3.4 规划管理

规划管理依据政府土地利用规划和铁路发展前

景对既有铁路用地的利用进行按规划审批、利用、流

转土地资产，打开现状图，并且提供绘图工具在铁

路用地图上进行图形编辑以形成规划图。

2.3.5 开发利用管理

开发利用管理实现铁路用地管理机构对收益管

理、开发经营管理等与土地开发利用相关内容的管

理、铁路用地资产处置的申请、审批以及铁路用地

资产评估。

2.3.6 监察管理

监察管理实现土地监察人员对土地监察活动频

度、广度的管理以及监察中出现的问题和处理结果

的管理。

2.3.7 综合管理

综合管理包括档案管理、法律法规检索、信息

公告和统计报表。

档案管理是对铁路用地部门的人员管理，对所

有用地相关的属性档案和在用地过程中产生的各类

协议、合同、备忘等文档材料和电子档案的管理。

法律法规检索提供铁路用地相关的法律法规检

索，为铁路用地管理人员提供相关法律支持。

信息公告实现对土地管理动态、情况通报、通

知公告信息的发布。

统计报表主要提供 9 本专业台账和 3 本基础台

账的录入，台账总表、统计报表的自动汇总。按年度、

区间线路、车站、独立地块、行政区划、用地单位

等对铁路用地情况和用地类别变化进行定制查询和

统计分析。

2.3.8 系统管理

系统管理实现数据备份、数据清空、数据转录

等属性数据和图形数据的维护以及用户权限、角色

的定义和分配。

2.4 系统技术结构  

系统技术结构如图 4 所示。

（1）系统平台在铁路总公司集中部署，铁路局、

铁路局派出机构（区域性办公室）、站段 / 土地所等

2.3.1 概况图管理

概况图管理的主要功能是导航，在宏观的层面

上展示各个局部（铁路局、车站、线路、区间、独

立地块）在概况图上的相对位置，以及它们的属性

信息和统计信息，并进一步查询到相关模块的信息。

2.3.2 建设用地管理

铁路建设用地是指铁路建设、固定资产移交以

及铁路更新改造等其他建设项目涉及新征（拨）的

用地。铁路建设用地管理实现铁路用地管理机构对

新增固定资产的铁路建设项目的管理、固定资产移

交铁路运输企业以及铁路更新改造等其他建设项目

涉及新征（拨）用地的管理。

2.3.3 权属管理

权属管理实现铁路用地初始登记和变更登记的

信息录入、编辑、查询和历史变动资料记录。实现

图3 系统功能模块

32 RCA2017 .12总第249期

概况图

管理

铁路建设用地管理

权
属

管
理

规
划 管
理

综合
管理

系统

管理

开
发
利
用

管
理

监
察管
理

铁路用地管理
信息系统

巡查登记

来信来访

侵权案件登记

问题库管理

被占用登记

人员管理

法律法规

信息公告

档案管理

统计报表管理

地图基本操作

图查库

库查图

概况图维护更新

初始登记

变更登记

铁路用地图管理

数据维护

用户管理

开发利用管理

资产处置

建设用地登记

竣工接收

年度规划



概况图管理 建设用地 权属管理 规划管理

开发利用管理 监察管理 综合管理 系统管理

 J2EE
开发平台

 MapInfo 地图
开发平台

数据库

系统

信息层：数据库系统、开发平台、开发语言等

Java开发
语言

VB开发
语言

系统平台：计算机平台、操作系统、计算机网络

操作系统

服务器集群
网络

 业务流程
 管理组件

应用系统：业务应用模块

消息管理
引擎

报表管理
引擎

地图服务器 数据库服务器

应用系统访问客户端：各级用户

B/S用户 C/S客户端

铁路综合计算机网

铁路
总公
司经
营开
发部

铁
路
局
土
房
处

区
域
办
公
室

站
段
/
土
地
所

站
段
/
土
地
所

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心机房

客户端 客户端 客户端

客户端

客户端客户端

客户端 客户端

客户端客户端

客户端 权属管理客户端

权属管理客户端权属管理客户端

权属管理客户端

数据库服务器 应用服务器 地图服务器

 图5 系统网络结构

机构不设置服务器，仅设置用户终端，通过广域网

访问在铁路总公司部署

的服务资源。

（2） 信 息 层 和 应

用系统支持平台由数据

库、软件工具、开发 /

运行支撑平台构成。铁

路用地管理信息系统采

用 Oracle 数 据 库， 以

Java、VB、Weblogic 为

开发和运行平台，配置

地图管理引擎，支持地

理信息的采集和发布。

（3）应用系统是系

统核心，由用户业务处

理的各子系统或功能模

块构成。通过应用支持

层的设计和实现，使各应用子系统在统一的结构体

系上，实现对软件、流程、信息的复用，实现全路

用地信息的数据共享，提高系统的扩展性。

（4）应用系统访问客户端是系统接入和输出界

面。根据用户需求，配置系统界面，实现个性化用

户接入和输出。

2.5 网络设计 

铁路用地管理信息系统部署于铁路内部服务网，

依托既有的铁路综合计算机广域网以及 IP 数据网，

实现广域网连通。

铁路用地管理部门接入网络一般采用汇接和直

连两种方式，汇接方式是指土地部门汇接到附近信

息汇集点，再由该信息汇集点通过既有广域网接入

铁路局，直连方式即通过专线直接接入铁路局。系

统网络结构如图 5 所示。

3 关键技术实现

3.1 可配置的底层功能管理

通过研发统一的底层框架，提供灵活的界面配

置、可定义的用户权限管理和可插拔式的底层功能配

置，实现可配置的底层功能管理，满足不同铁路局

对系统的个性化需求，可以快速响应用户要求，提

高系统的自适应性，降低研发成本。

图4 系统技术结构

应用系统支持平台：
地图管理引擎、数据库操作引擎、业务流程管理组件、报表管理引擎、
消息管理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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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铁路用地GIS管理平台

铁路用地具有地理属性，采用 GIS 技术实现铁

路用地信息管理非常必要。（1）在建设铁路用地 GIS

管理平台过程中，利用 GIS 技术，构建了一套 GIS

通用中间件，实现了 GIS 应用的快速搭建，改变了

传统 GIS 应用开发模式，解决了长期以来一直困扰

传统 GIS 应用开发的技术瓶颈问题，避免了 GIS 应

用的大量重复开发，降低了系统的开发费用，缩短

了开发周期 [3]，提高了开发效率；（2）面向应用功能，

利用 GIS 技术实现了全路铁路用地概况图的全面可

视化管理，以 1 ：500、1 ：1 000、1 ：2 000 的铁路

沿线车站、区间、独立地块的航测地图为基础，通

过自动套界，生成铁路用地图、宗地图、地块图和

安全保护区的地理分布图等。基于铁路用地 GIS 管

理平台，整合铁路用地图、各类专题图、属性数据，

通过统一标准和共享机制，实现将遥感影像、土地

利用现状、基本土地等多源数据集中管理，实现全

路“一张图”，实现图属一体化展示、图查数、数查图、

图数联动更新等功能，真正实现“以图管地”[4]。

3.3 全路统一的铁路用地空间数据库

系统参照《铁路用地图绘制管理办法》[5]，规范

铁路用地图标准，建立全路统一的铁路用地图形符

号库，实现铁路用地的标准化管理。

系统依托 GIS 技术，对多比例尺、多源、多时期 [6]

的基础空间数据和铁路用地专题空间数据进行整合

处理和入库，建立全路统一的铁路用地空间数据库。

铁路用地空间数据库包括 ：基础空间数据库、专题

空间数据库和元数据库 , 以车站、区间、独立地块为

管理单元，科学地管理铁路土地管理部门的概况图、

铁路用地图、宗地图、地块图、规划图、建设用地

图和各种铁路用地的业务专题数据（包括图形、视频、

文字和数据资料），实现全路范围内的铁路用地数据

信息的共享和铁路用地管理的全面数字化和图形可

视化。

3.4 宗地图自动套界

既有电子地图导入、地形图绘制、地形图拼接、

宗地图自动生成等是铁路用地图绘制的核心功能模

块，其中，宗地图自动生成是系统最具特色的功能。

系统可以按照界址点的经纬度坐标生成宗地图，也

可以按照铁路支距里程生成宗地图，并且这两个界

桩表的坐标可以互相转换生成。为方便地图矢量化

和转绘，地形图可以分幅绘制，绘制完成后以车站、

区间、独立地块为单元进行拼接，再自动套界生成

宗地图，极大提高了铁路宗地图的成图效率，降低

了制图成本。

4 结束语

截止 2017 年 6 月，各铁路局的基础数据全部

入库，已完成测绘面积 41.7 万 hm2，占总面积的

78.6% ；用地图转绘 38.3 hm2，占总面积的 72.1%，

占已测绘面积的 91.7% ；用地权属资料扫描入库完成

了 25.4 万册，为计划完成的 15.7%。

铁路用地管理信息系统的实施和应用，对铁路

用地管理的标准化、规范化起到积极推动作用，铁

路用地的管理方法、质量、效率都有了明显的改变

和提升，实现了铁路用地由静态管理向动态管理的

转变，推动了铁路用地管理向着规范化、标准化方

向迈进，在盘活铁路资产，支撑铁路土地综合开发

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铁路用地图可以为车、

机、供、电、辆等专业系统提供基础图层，实现信

息共享，系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明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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