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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目的 /意义]测绘信息服务正由原来简单的地理要素和空间信息的查询，向智能化辅助决策型的综

合信息知识服务系统发展，由通用管理功能向专业功能方向发展，服务于人们的生活、工作，带来巨大效益

和便利。中国测绘服务业发展迅速，已被国家列为鼓励发展的战略性行业，受到国家政策的大力鼓励与支持，

研究中国测绘服务业发展政策并分析国家发布的测绘服务业政策，将对未来政策的落地实施与改进有着重大

意义。[方法 /过程]笔者分析中国七大地区土地测绘行业政策，采用文本量化分析方法，从行业整体关注度、

基本设施、行业监管等 7个维度对各地土地测绘政策进行比较、分析，辨识行业发展障碍并提出解决对策。

[结果/结论]通过关键词的分析，得出重要结论： 渊1冤 由于资源分布、经济基础、技术人才等原因致使各地

土地测绘政策关注度与实施成果有较大差异； 渊2冤 东部地区在政策关注度与政策实施成果方面均较西部地区

有较大优势。因此在未来的行业发展规划中，政府应从管理体制、市场机制、基建设施、人才培养、成果管

理5个方面进行改善，以促进测绘行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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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Significanc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nalyze topographic mapping industry's policies of

seven main areas of China and to recognize the development obstacles. [Method/Process] Methods of textual

analysis were employed to quantify and study the policies from seven dimensions such as attention to the whole

industry, basic infrastructure and industry supervision. [Results/Conclusion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keywords, we

draw the conclusion: 1) the policy attention and policy effect differ greatly because of resource distribution,

economic foundation, technologies and talented people; 2) The eastern areas take a significant advantage over the

western areas in both policy attention and policy effect. Based on the findings, a set of strategic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for the government: management system, market system, basic infrastructure, human resources training,

and achievements management for the industry's healthy development.

topographic mapping; industrial policy; textual analysis; development proposal; remote sensing

1 引 言

野智慧地球冶 时代的来临袁 促使土地空间信息成为

重要的国家战略资源遥 野智慧地球冶 最早于美国诞生袁
由 野数字地球冶 [1]理念发展而来袁 它要求把传感器设备

接入网络并应用到人们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袁 建立物联

网袁 实现数字地球与人类社会尧 物质世界的整合袁 使

人们能够更精确地管理各种生产活动和生活行为袁 从

而达到 野智慧冶 状态[2]遥 美国政府较早地部署了物联网

经济刺激计划袁 先后批准投资 110 亿美元推进 野智慧

电网冶 建设尧 190 亿美元推进 野智慧医疗冶 建设等袁 将

其视为未来 IT 产业发展的方向与美国经济复苏的希望[3]遥
美国这一战略举措也引起了中国尧 日本尧 欧盟等国家

与地区的广泛关注袁 各国的相关政策相继出台[4]遥 世界

范围内对 野智慧地球冶 的关注和数字地球尧 物联网尧
云计算技术的重视袁 促使人类社会快速向 野智慧地球冶
时代迈进遥 这种背景下袁 作为 野智慧地球冶 实现的基

础袁 土地空间信息成为重要战略资源袁 成为国民经济

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袁 对政府管理尧 经济发展尧 民

众生活等诸多方面均有重要影响[5]遥
目前中国地理信息产业现已形成了测绘服务业尧

卫星导航定位尧 航空航天遥感尧 地理信息系统尧 地图

出版等相关产业袁 其应用从早期集中在国土尧 航天尧
军事等方面的政府应用袁 发展到企业领域的自来水尧
电力和电信尧 物流尧 交通尧 航海尧 监控等方面的应用袁
并日渐深入百姓生活袁 在位置搜索尧 车载导航尧 移动

目标监控尧 便携式移动导航尧 智能通信等方面袁 为大

众的衣尧 食尧 住尧 行等日常生活提供了便捷的服务袁
正在成为现代服务业中新的经济增长点遥 随着互联网

时代的变革袁 云计算尧 大数据尧 物联网等智能化技术

的发展对测绘科学不断渗透袁 测绘服务产业的产业结构尧
产品内容及服务范围发生了重大变化袁 野互联网 + 测绘冶
将成为地理信息服务业新常态遥 野互联网 + 测绘冶 将

逐步实现测绘数据从信息服务到知识服务的转变袁 最

终全面实现测绘手段和成果应用的进一步转型升级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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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智能测绘尧 泛在测绘与知识服务为一体的新一代测

绘体系遥
测绘服务业的发展影响和制约着社会土地空间信

息的提供袁 其健康发展成为国家智慧化建设的重要保

障遥 然而袁 中国测绘服务业在发展过程中仍面临着服

务保障层次低尧 服务效果差尧 服务模式陈旧等传统障

碍袁 且面临着新技术的挑战[6]遥 这些问题的妥善解决袁
将会有利于中国测绘信息服务质量的提高以及服务应

用的推广袁 将会为中国智慧化建设目标的实现奠定重

要基础遥 2007 年国家测绘局发布 叶国家测绘局关于加

快推进测绘信息化发展的若干意见曳袁 提出加快增强测

绘服务能力尧 促进地理信息产业发展遥
政策文本是指因政策活动而产生的记录文献袁 历

来是政策研究的重要工具和载体[7]遥 裴雷等指出随着计

算机方法的引入应用袁 政策文本分析所能处理的素材量

和处理精度得到了大幅提升袁 并引入了新的方法和理

念遥 政策文本数据主要包括文本型数据 渊Textual Data冤尧
数据文本 渊Text as Data冤尧 文本数据空间 渊Text Uni-

verse冤 等袁 研究者利用这些数据使用定量方法可以获

知政策立场尧 政策倾向尧 政策价值尧 政策情感等深层

政策内涵以及广义的政策比较分析[8]遥 政策文本量化分

析是近年来政策科学中较为活跃的研究方法[9,10]袁 它强

调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尧 方法定量地区揭示政府政策的

相关规律遥 通过对政策的文本共词尧 关键词尧 文件数

等数据的数据分析与可视化袁 政策文本量化分析为解

决政策演进研究中政策环境分析尧 政策主体辨识尧 政

策过程制定尧 政策趋势预测尧 政策策略选择等课题提

供了科学尧 可靠的途径与工具[11-13]遥
笔者在分析中国测绘服务业的发展现状的基础上袁

基于文本量化分析视角袁 展开对测绘服务业的发展政

策研究袁 并辨识当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提出相应对

策建议袁 旨在为测绘服务业的未来发展规划及相关研

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遥

2 测绘服务业管理现状

中国测绘服务业起步较早袁 长期的积累已形成了

较具规模的产业基础遥 近几年袁 受物联网尧 云计算尧
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影响袁 测绘服务业的产业产值尧
产业规模尧 产业分布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遥 由于国家

和地方政府对信息服务业的关注和扶植袁 2018 年中国

测绘服务业的产业产值已达 1 万亿元袁 近几年年均增

长 40%左右[14]遥 与中国其他传统行业相比袁 测绘服务

业总体上维持了一个较为稳健且增长率较高的增长水

平遥 2014要2018 年袁 测绘服务业的市场规模也实现了

较大增长遥 测绘服务业的法人单位数量从 2014 年的

5 316 个增长到 2018 年的 12 398 个袁 增长了 133.220 4%袁
与此同时袁 测绘服务业从业人口从 16.01 万人增长到了

31.06 万人遥 这几年间袁 中国信息服务业的整体发展态

势良好袁 从业人口至 2018 年已经达 4 101.4 万袁 而测

绘服务业从业人口比例基本比较稳定袁 占信息服务业

总的从业人口的 0.75%遥
在行业管理方面袁 自测绘行业诞生至今袁 其行政

管理体制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袁 大致可以分

为起步发展尧 恢复完善尧 职能转变和科学发展观四大

阶段袁 如表 1 所示遥
可以看出袁 2006 年的 叶全国基础测绘中长期规划

纲要曳 把测绘业引领到科学发展阶段袁 但由于不同时

期行业管理结构的差异袁 各阶段的政策制定主体尧 政

策适用范围均发生了变化袁 因而在政策分析中应考虑

不同时期政策制定的背景袁 关注不同时期行业管理体

制对政策制定造成的影响遥

3 样本选择及分析维度确定

3.1 政策样本选择

在测绘服务产业政策的研究中引入量化分析袁 将

发挥其潜在模式保持尧 目标实现尧 政策整合 3 种作用袁
这对测绘服务产业政策过程的科学化有积极意义遥 笔

者选取北大法宝数据库收录的袁 与测绘服务业相关的

政策文本作为分析对象袁 借助关键词出现的频率来衡

量各地政府对于测绘服务业发展的关注程度袁 并根据

其发展的实际情况袁 衡量政策文本的有效性遥 采用信

DOI院 10.13998/j.cnki.issn1002-1248.20-0127

研究论文

30



2021年第 33卷第 3期

时间 阶段 事件 

1956 年 1 月，批准成立国家测绘总局 

1964 年 3 月后，各省、自治区测绘管理机构统一命名规则，并形成总局与各省、自治区双重领导的管理

体制 
1949—1973 年 起步发展阶段 

1969 年 11 月，国家测绘总局被撤销合并到总参测绘局 

1973 年 3 月，国家测绘总局恢复，地方各级测绘体制相继成立测绘局（处） 

1982 年，中央国家机关进行机构改革，国家恩惠总局归口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管理，改称国家测绘局 1973—1989 年 恢复完善阶段 

1988 年，国家测绘局“三定”方案规定：国家测绘局归国务院下属，归口建设部 

1992 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规定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国测绘工作，有关部门职

责由国务院分配 
1989—2006 年 职能转变阶段 

2002 年 8 月 29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

的修订，明确了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的主管地位 

2006 年至今 科学发展阶段 
2006 年，国家颁布《2006-2020 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和《全国基础测绘中长期规划纲要》 

2007 年，《国家测绘局关于加快推进测绘信息化发展的若干意见》，全面迈向科学发展轨道的关键时期
[15]

 

 

表 1 测绘服务业管理体制发展历程

Table 1 Development history of management system of surveying service industries

息服务业公共政策指数来衡量一个地区信息服务业政

策环境优化程度的相对水平袁 用政策强度指数来衡量

政府部门对信息服务业发展的重视程度和工作强度遥
通过对全国 31 个省尧 市尧 自治区信息服务业公共政策

指数的研究袁 发现七大区域信息服务业在公共政策环

境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袁 如华北地区信息服务业的公共

政策指数为 79.19袁 并不位于各地区前列袁 但其政策强

度为 81.53袁 却是七大地区的首位曰 相反的袁 华南地区

公共政策指数为 78.91袁 处于一般水平袁 但政策强度指

数为 80.98袁 却是全国第二位袁 由此可见该地区对于产

业政策的落实和关注程度较其他地区更高袁 对于信息

服务业的推动作用也更强遥
在各类政策文件中袁 既有不少中央颁布的法律法

规和规章制度袁 也有大量地方性扶持政策遥 以 野测绘冶
为关键词检索词袁 在北大法宝数据库中袁 检索结果显

示院 截至 2019 年 6 月袁 中国 34 个省尧 直辖市尧 自治

区共颁布 1 540 部测绘服务业相关政策袁 去除失效文

本袁 仍有 1 368 部现行有效政策文件遥 目前中国通常划

分为七大地理分区院 华东地区 渊上海市尧 江苏省尧 浙

江省尧 安徽省尧 江西省尧 山东省尧 福建省尧 台湾省冤尧
华南地区 渊广东省尧 广西壮族自治区尧 海南省尧 香港

特别行政区尧 澳门特别行政区冤尧 华北地区 渊北京市尧
天津市尧 山西省尧 河北省尧 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冤尧 华中

地区 渊河南省尧 湖北省尧 湖南省冤尧 西南地区 渊重庆

市尧 四川省尧 贵州省尧 云南省尧 西藏自治区冤尧 西北地

区 渊陕西省尧 甘肃省尧 青海省尧 宁夏回族自治区尧 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尧 内蒙古自治区西部阿拉善盟冤尧 东北

地区 渊黑龙江省尧 吉林省尧 辽宁省尧 内蒙古东部冤遥 对

现行地理区域划分统计院 华东地区文本数为 418 篇袁
居七大地区之首曰 华南尧 华北尧 西北尧 华中尧 西南分

别以 223尧 211尧 190尧 121尧 113 篇居于二尧 三尧 四尧
五尧 六位曰 东北地区测绘服务业共有 92 部政策文件袁
总数居于末位遥 将各地区政策文本数量除以全部政策

数量袁 得到各地理分区政策文本数量占比 渊表 2冤袁 华

政策文本数 华东 华南 华北 西北 华中 西南 东北 

总数/篇 418 223 211 190 121 113 92 

占比/% 30.56 16.3 15.42 13.89 8.85 8.26 6.725 

 

表 2 七大地理分区测绘服务业相关政策文本数量统计表

Table 2 Statistical table of relevant policy texts of surveying service industries in seven geographical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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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地区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袁 居于首位袁 由此可以看出

该地区对于测绘服务业整体关注程度要高于其他地区遥
中国颁布的测绘服务业相关地方性政策文本袁 分

为地方性法规尧 地方政府规章和地方规范性文件三大

类袁 在已颁布的 929 篇政策文本中地方规范性文件有

666 篇袁 占总数的 71.69%袁 地方性法规文本有 117 篇袁
占总数的 12.59%袁 地方政府规章为 146 篇袁 占总数的

15.72%遥
3.2 分析维度确定

笔者采用关键词分词技术来确定测绘服务业政策

文本分析的分析维度院 首先袁 将地方政府政策文本的

标题进行分词处理袁 去除其中无关词汇袁 将剩余词语

作为关键词曰 其次袁 参考行业政策分析的相关研究成

果袁 结合政策年度尧 对象尧 措施等特征袁 来对关键词

进行主题分类袁 以此来确定政策文本的分析维度[16]遥
笔者使用字符串匹配方法进行分词处理袁 这种方

法又叫做机械分词方法袁 是按照一定的策略将待分析

的汉字串与一个 野充分大的冶 机器词典中的词条进行

匹配袁 若在词典中找到某个字符串袁 则匹配成功 渊识
别出一个词冤遥 它算法简单袁 易于理解和实现袁 并且切

分速度较快袁 成为了目前最流行的分词方法[17]遥 使用

字符串匹配方法中的双向最大匹配算法进行分词后发

现袁 可以将关键词划分为以下 7 个维度 渊表 3冤袁 可较

全面地概括政策发展的特点袁 能够有效区分不同地区尧
不同时期测绘服务业政策的特征遥

4 频数统计分析

4.1 七大地区统计结果分析

将所有七大地区的政策文本进行 7 个维度的关键词

量化分析袁 统计关键词的词频可得到如下结果 渊表 4冤遥
全国各区域政策文本中关键词出现的频数袁 可以

表示当地政府部门对于测绘服务业的关注程度遥 笔者

通过观察对比发现袁 政府对于测绘服务业的关注程度

与该产业的发展程度并不呈现严格的一致性院 有些地

区的政府部门对于测绘服务业关注程度较大袁 然而该

产业发展程度并不高曰 相反袁 有些地区政府部门对该产

业关注程度一般袁 但其发展程度却较高袁 结果详见表 5遥
通过统计表可以看出院 华中地区对于测绘服务业

的整体关注程度较高袁 其发展水平却居于七大区域的

地域 整体关注度/次 基本措施/次 行业监管/次 人才管理/次 成果管理/次 市场监管/次 产业数字化/次 

华东 25 964 6 412 5 575 2 301 3 911 1 284 616 

华南  8 025 1 747 2 351   869 1 286   290 166 

华中  8 879 2 379 2 027   708 1 252   423 226 

华北 10 379 2 394 2 122   866 1 388   485 244 

西北  8 442 2 184 1 993   773 1 217   560 271 

西南  8 053 1 837 1 577   731 1 188   317 159 

东北  7 946 1 716 1 478   776   905   749 143 

 

表 4 七大地区测绘服务业相关政策文本关键词词频统计表地域

Table 4 Keyword frequency statistics of relevant policy texts of surveying service industries in seven geographical regions

关键词类别 关键词 

行业整体关注 测绘、产品、成果 

编制、规划、促进、推进、完善、贯彻 基本措施 

落实、实施、保障、职能、职责 

评审、评估、监管、监督、标准、规范、 行业监管 

基准、制度、法律、法制、整顿、整改、调整 

表彰、奖励、处罚、通报、人才、教育、 人才管理 

培训、考核、考试、资格、资质 

成果管理 保密、公开、备案、档案、归档、更新、质量 

市场监督 投标、招标、市场、秩序 

产业数字化 互联网、网站、数码、数据库 

 

表 3 政策分析关键词表

Table 3 Key words of policy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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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 整体关注度/次 基本措施/次 成果管理/次 市场监管/次 产值/亿元 

华东 25 964 6 412 3 911 1 284 42.47 

华南  8 025 1 747 1 286   290 11.52 

华中  8 879 2 379 1 252   423  9.12 

华北 10 379 2 394 1 388   485 21.67 

西北  8 442 2 184 1 217   560  6.41 

西南  8 053 1 837 1 188   317 15.62 

东北  7 946 1 716   905   749 13.63 

 

表 5 七大地区政府部门测绘服务业关注程度与产业发展状况对比

Table 5 Comparison of the concern degre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surveying service industries of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n seven regions

* 注院 经济数据来源 2018 年中国统计年鉴

第六位袁 华北地区关注程度与华中地区相接近袁 但其

测绘服务业的产值却居于全国第二位曰 尤其与华中地

区产生对比的是西南地区袁 其关注程度居于全国末位袁
但是行业的产值却超过华中地区遥 产生这种差异现象

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遥
渊1冤 各地域地理信息资源储量存在差异遥 如中国

东北地区石油矿产丰富袁 因此政府部门对于此类资源

的勘测和产业发展的扶植力度就较高袁 其政策在落实

方面也相对容易袁 而中国华中地区矿产资源储量相对

较为贫瘠袁 故而即使政府对于测绘服务业的关注程度

很高袁 这种关注转变为产值的难度也较大遥
渊2冤 各地经济基础不同袁 政策落实能力存在差异遥

通过信息服务业发展的整体情况不难看出袁 华南地区

因其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尧 先期政策的前瞻性等原因袁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袁 信息服务业的发展程度也位于各

区域的前列袁 因此在落实政府部门的政策方面也存在

许多优势袁 相对其他地区更容易将政府建议落实到实

处袁 相对而言袁 西北地区在政策落实方面也相对滞后遥
渊3冤 各地人才尧 技术等专业性条件差异导致产业

发展速度不一致遥 测绘服务业作为一类专业性较强的

信息服务业袁 其发展所需要素不局限于政策扶植力度尧
经济条件尧 资源储量等袁 专业性人才和技术也极大程

度上影响着产业的发展遥 东部沿海地区本身开放程度

较高袁 相对边远地区更易于吸收高新技术和尖端人才袁
也更容易吸收各类投资袁 存在较大的发展优势遥

渊4冤 实际操作部门是否将政府建议落到实处袁 有

效地推动产业发展也是另一原因遥 政策文本中关于测

绘服务业的关键词出现频数只能理论上反映政府部门

对于产业发展的关注程度袁 然而真正推动产业发展的

各地的实际措施袁 如果仅颁布相关政策规章却不实际

落实袁 那么测绘服务业也不会产生实质上的发展[18]遥
4.2 东西部地域对比分析

如表 6 所示袁 经统计发现袁 东部地区平均产值为

6.11 亿元袁 总产值为 36.64 亿元袁 而西部地区平均产值

则为 3.13 亿元袁 总产值为 18.80 亿元袁 差距较大遥 东

部地区在政策关注方面袁 无论是整体关注还是其他各

个方面普遍较西部地区要高出许多遥 通过数据比较分

析袁 可以看出东西部地区在政策关注方面的共同点在

于东西部地区政策关注均在基础设施和市场管理方面

最有体现袁 而在成果管理和产业数字化方面则较为缺

失遥 而另一方面袁 政策整体关注程度高的地区普遍在

政策关注各个方面程度都较高袁 而整体关注程度低的

地区则相对来说不太关注如人才管理尧 成果管理等其

他政策方面遥 而从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有一些省份其

政策关注程度和产业规模与其他省份比较起来呈现出

不一致的情况遥 这种情况的出现说明了政策关注程度

只是影响产业规模的一个因素遥
在政策因素以外还存在其他众多影响产业规模及

发展的因素袁 比如院 各地域地理信息资源储量存在差

郝 杰，肖 源，钱明辉，宗一君

中国测绘服务业发展政策研究：基于文本量化分析的视角

33



2021年第 33卷第 3期

表 6 东西部测绘服务业政策关注对比表

Table 6 Comparison of policy concerns of surveying service industrie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地区 省份 
整体关注 

/次 

基本措施 

/次 

行业管理 

/次 

人才管理 

/次 

成果管理 

/次 

市场管理 

/次 

产业数字化 

/次 

产业产值 

/亿元 

上海 1 877   195   232 136 264  16  10     1.451 9 

江苏 5 172 1 177 1 076 411 779 474 102  9.65 

浙江 5 196 1 740 1 195 416 700 365 103  9.41 

山东 5 871 1 502 1 188 402 886 168 167  6.28 

广东 4 675 1 124 1 712 613 836 148 104  6.13 

北京 1 723 483   420 251 258  85  47     3.731 2 

平均值   4 085.67   1 036.83 970.50    371.50    620.50    209.33     88.83  6.11 

东 

部 

地 

区 

总值  24 514.00   6 221.00 5 823.00  2 229.00  3 723.00  1 256.00    533.00 36.64 

地区 省份 
整体关注 

/次 

基本措施 

/次 

行业管理 

/次 

人才管理 

/次 

成果管理 

/次 

市场管理 

/次 

产业数字化 

/次 

产业产值 

/亿元 

四川  2 634   534  501 164  329 137  96  5.42 

重庆  1 241   521  485 354  328  47  35  1.50 

贵州  1 881   379  342 105  290  99  17  1.68 

云南  1 528   323  169  61  150  27  11  7.00 

西藏    769    80   80  47   91   7   0  0.03 

陕西    956   310  319 129  152 160  61  3.17 

平均值 1 501.50      357.83     316.00   143.33     223.33     79.50     36.67  3.13 

西 

部 

地 

区 

总值 9 009 2 147 1 896 860 1 340 477 220 18.80 

 

异遥 如江苏尧 浙江地理区域广阔袁 河湖较多袁 矿产资

源已发现的有 133 种查明资源储量的有 67 种曰 而浙江

也同样拥有丰富的土地和矿产资源[19]遥 因此政府对于

此类资源的勘测和产业发展的扶植力度就较高袁 其政

策在落实方面也相对容易袁 而山东和广东矿产资源储

量相对较为贫瘠袁 故而即使政府对于测绘服务业的关

注程度很高袁 这种关注变为产值的难度也较大曰 各地

经济基础不同袁 落实政策的能力存在差异遥 东部地区

属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袁 上海尧 北京尧 广东尧 江

苏尧 浙江尧 山东等省市都是中国经济水平最高的省市袁
信息服务业的发展程度也较高袁 因此在落实政府部门

的政策方面也存在许多优势袁 相对其他地区更容易将

政府建议落实到实处袁 能够将高度的政策关注转化实

际的生产力袁 创造相对较高的产值曰 各地人才尧 技术

等专业性条件差异导致产业发展速度不一致遥 江苏尧
广东尧 浙江等地本身开放程度较高袁 经济发展水平也

较高袁 更易于吸收高新技术和尖端人才袁 也更容易吸

收各类投资袁 存在较大优势[20]遥

5 对策建议

测绘服务业作为信息服务业中发展相对成熟的产

业之一袁 由其衍生出来的地理信息系统早已应用到生

活尧 生产中的方方面面袁 但是不能否认袁 在其发展过

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袁 例如管理体制不完善尧 市场结

构不规范尧 产业链结合不紧尧 高端人才较缺乏尧 产业

基础差距大等[21]遥 笔者基于政策文本尧 文献内容分析袁
针对制约着产业发展的问题从管理体制尧 市场机制尧
基建设施尧 人才培养 4 个视角分别提出相应的对策建

议袁 为测绘服务业规划部门提供参考遥
渊1冤 深化管理体制改革袁 完善管理部门职能遥 科

学的管理体制是测绘服务业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遥 国

* 注院 经济数据来源 2018 年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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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应针对不断变化的信息服务业袁 尤其是测绘服务业

发展情况袁 不断升级产业管理模式袁 将职能转变落到

实处袁 为产业发展提供实际推动力遥 考虑东西部经济

差异袁 在制定各地测绘服务业相关政策法规时袁 相关

部门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袁 将本地地理资源尧 地理环

境尧 经济基础尧 信息服务业发展状况等因素考虑在内袁
为本地区 野量身定做冶 出合适的发展规划尧 发展建议袁
切实推进产业发展[22]遥

渊2冤 规范行业市场环境袁 发挥市场调节作用遥 公

正的市场环境是测绘服务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遥 政

府应协助建立公平尧 公开有秩序的市场袁 各地测绘服

务业主管部门也应当加强企业的监管力度袁 对相关技

术人员实行严格的审查和考核袁 保证测绘服务业从源

头到产品的高质量袁 有效提高产业发展的规范性遥 与

此同时袁 政府部门应适当放宽一些市场准入制度袁 充

分发挥市场本身的资源配置功能袁 在相关部门正确合

理指导的基础上袁 形成能够更加主动自我调节的产业

市场[23]遥
渊3冤 不断加大财政投入袁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遥 信

息技术基础设施是测绘服务业健康发展的基础遥 国家

应加大财政投入袁 测绘部门应当明确每一笔投入费用

的去向袁 设置专人负责资金使用的规划袁 实行费用的

专项管理袁 切实把这些资金用到实处袁 真正推动产业

的发展遥 并且在此基础上积极推动产业和实业的合作袁
以此来获取更多的资金支持遥 中国在进行测绘相关系

统建设和更新时袁 也应该考虑到数据更新的问题袁 加

大技术和资金投入袁 建设成较为完善的基础信息系统袁
解除后顾之忧[24]遥

渊4冤 产学研进一步结合袁 培养高端实用人才遥 人

才是测绘服务业健康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遥 政府应颁布

相关激励政策鼓励海归人才尧 研究专家等专业人员参

与产业建设袁 或扶持有测绘研究基础的大学重点发展

相关专业袁 培养相关人才等袁 通过采取这些政策培养

一批测绘业高精尖人才遥 通过加强 野产尧 学尧 研冶 之

间的合作袁 能够加快产业成果向产品的转化袁 大大缩

短 野技术-成果-商业化产品冶 的周期袁 在最短的时间

内将研究成果转化成具有商业价值的产品袁 从而获取

商业利润再次促进科学研究的开展和产业的发展[25]遥
测绘服务业的健康发展是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和

智慧化建设的重要基础袁 是高质量地理信息提供的关

键遥 中国测绘服务业虽发展速度较快袁 但仍存在基础

设施薄弱尧 地区发展不均衡尧 核心竞争力不足尧 产业

发展环境不完善袁 产业政策不明晰等问题遥 中国测绘

服务业应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基础上袁 提高测绘信息服

务的共享性与开放性袁 与智慧城市建设紧密结合袁 提

高测绘服务水平袁 从而使其在国家智慧化建设中发挥

重要的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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