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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土地数量固定而人口在不断增长，其对土地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如何
在有限的土地资源条件下，合理配置人类生产、生活所需土地，保证土地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社会经济
持续发展，协调好人地矛盾，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土地管理学科是一门关于土地知识的学科体系，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新兴科学有机结合的产物，
是不同性质的多门学科大交叉形成的边缘科学。
土地管理学科在我国既新又久，说它久，可以追溯到夏、春秋时代，《史记·夏本纪》中有“左准绳
，右规矩”的记载，这是我国最早关于土地调查的记述，夏商周时期的、“井田制”，是我国土地税
制的最早记录；说它新，是因为我国现代土地管理学科的发展也只有20多年的发展历史。
当前我国土地管理学科的主要研究内容应该是依据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要求，能动地协调入地关
系，合理地配置土地资源，组织土地利用，不断地改善土地利用结构和提高利用的综合效益，保障社
会经济持续发展和土地资源的持续利用。
土地管理学科研究的重点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发展、完善。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土地管理学科得到了长足发展。
归纳起来，我国土地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1949年10月至1978年。
新中国成立伊始，国家向苏联派出一批留学生，从苏联引进了土地规划科学；一批土地科技工作者努
力学习苏联经验，同时深入生产实践，在国内最早开始土地资源管理研究与具体工作。
这个阶段，城市土地的大部分已经归国家所有，农村在1953年完成土地改革之后，于1956年基本实现
了土地的集体所有。
在土地公有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土地更多体现的是其自然属性，土地的经济活动基本消失
，土地资源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土地的整治方面。
这一时期，整个学科受苏联土地规划（整理）科学的影响较大，这一时期以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为研
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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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土地信息系统》最显著的特点是：（1）内容深浅适中，适用面广。
（2）强调实践性和前沿性。
（3）编写体系具有开放性和动态性：基础部分相对稳定，实践部分可以根据需要补充和完善。
《土地信息系统》重点介绍了国土信息管理系统中核心的几个应用子系统，对国土信息管理实践工作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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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前面已讲述了矢量结构和栅格数据结构，二者都各有优缺点。
因此，我们希望找到一种能够具有矢量和栅格两种结构特性的一体化数据结构。
设在对一个线性目标数字化采样时，恰好在所经过的栅格内都获取了样点，这样的取样数据，就具有
矢量和栅格双重性质。
一方面，它保留了矢量数据的全部特性，一个目标跟随了所有位置信息，并能建立拓扑关系；另一方
面，它建立了路径栅格与地物的关系，即路程上的任意一点都与目标直接建立了联系。
这样，就可以用填满线性目标路径和充满面状目标空间的表达方法作为栅格一体化数据结构的基础。
每个线性目标除记录原始取样点外，还包括所通过的栅格；每个面状地物除记录它的多边形周边以外
，还包括中间的面栅格。
无论是点状地物、线状地物还是在状地物，均采用面向目标的描述方法，即直接跟随位置描述并进行
拓扑关系说明，因而可以完全保持矢量的特征，建立了位置与地物的联系，使之具有栅格的性质。
这样的数据结构就是矢量栅格一体化的数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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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土地信息系统》是21世纪土地资源管理系列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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