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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地籍学是土地科学的一门重要学科，是人类认识和运用土地的自然和社会经济属性的产物。
地籍管理作为土地资源管理的基础，是国土资源管理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实施国土资源的宏观调控职能等方面都提供重要的基础保障。
在信息化飞速发展的今天，地籍管理数据库信息系统已成为地籍管理的核心组成部分。
众所周知，GIS所处理的往往是海量的空间数据。
一个地理信息系统工程项目的成功与否，与GIS数据库建设得好坏密切相关。
在这方面，国内已有不少经验教训和失败的例子。
中山大学张新长教授是一位在我国GIS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术型专家，他和他的研究团队结合多
年的教学、科研和工程建设项目的实践经验，以地籍管理数据库信息系统建设为平台，系统总结国内
外已取得的研究成果，紧跟当前最新的研究动态，从全面实用的角度出发，编写了《地籍管理数据库
信息系统研究》一书，非常令人欣喜和鼓舞。
纵观全书，它以地籍管理数据库建设为主线，针对目前我国在地籍管理信息化过程中所面临的诸多问
题，提出了一整套研究思路和方法，内容丰富，结构清晰，特色突出。
该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地籍学的基本概念，现代地籍产权管理和地籍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最新理论
与发展趋势及其在国土规划与管理等方面的应用实例，涉及的主要内容及关键技术是目前GIs地籍数据
库研究与应用的最主要考虑的技术和方法问题之一，尤其是对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的全国第二次土
地大调查工作的顺利实施更具有指导意义。
全书共分七章，各章之间互有关联，又各有侧重，既有理论又有实践。
从理论上讲，该书系统讲解地籍的内涵和功能、地籍空间数据的结构与组织、地籍空间数据管理方式
、地籍管理数据库的设计、城乡一体化地籍管理的技术与方法等；从实践上讲，该书涉及地籍数据入
库质量检查、地籍管理系统的业务管理、地籍宗地变更管理、地籍管理图文一体化、城乡一体化地籍
管理信息系统和地籍管理信息系统软件工程研究等内容。
可以说，该书的成果是对当前国内GIS数据库理论与应用的集大成，是对我国GIS研究领域、教育界、
相关应用行业的一大贡献。
该书不仅可作为国土资源、城市规划和管理等部门的研究和应用人员使用的参考书，也可以作为大专
院校相关专业的教师、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参考资料。
可以相信，该书的出版，将会促进我国GIS的研究、教育和工程应用的发展。
同时，希望作者继续广泛收集国内外的相关资料，跟踪GIS数据库的新方法、新技术、新应用、新动
向，在将来的后续再版中，不断充实该书的内容，完善该书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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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地籍学的基本概念，现代地籍产权管理和地籍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最新理论
与发展趋势及其在国土规划与管理等方面的应用实例，所涉及的各方面主要内容及相关关键技术是目
前GIS地籍数据库研究与应用的最主要考虑的技术和方法问题之一。
全书共分七章，内容包括：绪论；地籍数据入库质量检查；地籍管理系统的业务管理；地籍变更管理
；地籍管理图文一体化；城乡一体化地籍管理信息系统和地籍管理信息系统软件工程。
    本书可供国土资源部门、城市规划和管理等部门的研究和应用人员使用，也可以作为大专院校相关
专业的教师、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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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长，男，1957年生，博士。
曾于1997年10月～1998年10月在英国东伦敦大学作高级访问学者，现为中山大学遥感与地理信息工程
系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客座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前主要从事城市地理信息系统和土地利用时空建模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主持过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内的科研项目20多项；在国内外已公开发表学术论文110余篇，其中
有21篇被SCI或EI收录；已公开出版的8部书中包括著作3部、教材5部，其中有2部获“十一五”国家级
规划教材；先后获国际奖1项、省(部)级各类奖9项。
 
    目前兼任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审专家、广东省科协委员、全国高等学校测绘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中国GIs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测绘学会理事、广东省测绘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测绘学会地图学与地理
信息系统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地理学会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专业委员会委员、中文核心期
刊《测绘学报》、《测绘诵报》和《地理信息世界》等杂志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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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绪论1.3 现代地籍管理和地籍管理信息系统1.3.1 地籍管理模式由于受条件以及技术的限制
，我国的地籍调查工作被人为地划分为农村地籍调查（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和城镇地籍调查，在实施
的过程中大多是将城镇和农村居民点按建成区先圈起来，然后按圈内和圈外分别进行土地利用现状调
查和城镇地籍调查，把圈外的工矿、住宅、公用设施和公用建筑等用地都归为独立工矿用地。
经过应用和实践发现，这种归类划分存在如下缺陷：（1）建成区界线难以统一划定，也很难统一规
范其划界操作，各地实际圈法差异较大；（2）建成区界线经常变动，城乡两次调查的时间先后不一
，两次调查的范围界线难以统一；（3）独立工矿用地包括的范围太杂，获得的资料难以应用和分析
。
但是，随着城市的扩大发展以及城市经济建设的需要，城乡建设逐渐融为一体，尤其对于土地利用密
集、土地产权变更频繁的地区或城市来说，过去的这种地籍管理模式已经逐渐地暴露出各种矛盾。
为满足和适应现代经济发展和信息建设的需要，以及更具体细致地掌握土地利用现状的基础信息，明
晰土地产权关系，全面提升地籍管理的工作水平，切实保证“对内以图管地，对外以证管地”的“现
代地籍”管理模式的实施，建立一个现势性好、准确度高、信息资源完整、管理科学规范且代表现代
先进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城乡一体化现代地籍工程建设已势在必行（曾洪云，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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