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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大数据发展仍然处于初级阶段，随着人类产生的数

据总量爆发式增长以及技术的不断创新，其内涵、特征也将不

断发生变化。

从时间的维度来看，大数据概念有其时代特征，关键在于

人类进入信息时代各类电子设备，计算机的记录与储存得到

了极大突破，但大数据的时代特征并不代表大数据，仅是现代

的产物，几千年以来，人类的各项活动所产生的数据，无论是

已有的、未被记录的都是最大数据的基础。

从空间维度来看：对于一般企业而言，大数据可以汇聚成

一个小池塘，对于大型企业或国家来说，大数据就是一个湖

泊，而对于整个人类社会而言，大数据就是一片海，孕育不可

预知的资源。

地理信息大数据作为国家信息基础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经济社会信息的重要载体，是各种专业信息共享、交换、

集中、协同的媒介和公共基础，充分利用地理信息大数据为人

类社会提供健康发展势在必行。

本文简要介绍了地理信息大数据产业的情况、应用基础，

并展望了地理信息大数据时代的产业发展。

2 地理信息大数据的价值

地理信息大数据是地理自然与人文环境的采样与记录，

只要使用合适的分析方法就可揭示其蕴含在背后的社会自然

意义。

其中，遥感大数据具有较高的地理定位精度和极佳的响

应能力，能够快速瞄准要拍摄的目标并有效地进行立体成像，

可快速提取地表的水域、农田、城区、建筑等；地理国情大数据

反映了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具有较为稳定的空间范围或边

界、具有或可以明确标识、有独立监测和统计分析意义的重要

地物及其属性。如城市、道路、设施和管理区域等人文要素实

体，湖泊、河流、沼泽、沙漠等自然要素实体，以及高程带、平

原、盆地等自然地理单元；房屋基础数据整合的房屋、出租房、

学校、医院、消防重点企业、重点组织、重点场所等，已经实现

房屋基础的数据的采集、查询、统计、分析、共享[1]。

县级载畜量数据在适度放牧利用并维持草地可持续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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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下，满足承养家畜正常生长、繁殖、生产畜产品需要所

能承养的头数与时间。环境大数据反映了地表植被覆盖状况

和监测生态环境的重要指标，某一地域植物垂直投影面积与

该地域面积之比。植被覆盖度取值为 0~1。
3 大数据利用

利用大数据可实现综合组织及综合业务管理、人口服务

管理、特殊人群管理、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非公有制经济组

织和社会组织服务管理、社会治安防控、矛盾纠纷排查化解、

校园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护路护线联防等相关业务应用，可

根据业务需要进行个性化定制和扩展延伸[2]。

以数据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为抓手，结合电子

地图和可视化数据分析工具，提升政府宏观决策能力。通过综

合分析直观地展示网格化管理的重要指标数据情况。例如，辖

区内人口数、人口业务属性、房屋状况、单位门店状况、事件处

置状况与对比、隐患控制状况与对比、社区绩效考核排名、突

发事件类型对比等宏观统计分析图标。以中国武汉市为例，全

市人口密度由 680 人/km2 增长至 1287人/km2, 各圈层人口密

度均呈增长趋势。其中，三环内人口密度由 6236人/km2 增长

至 11 642 人/km2，主城区内人口密度由 5091 人/km2 增长至

9655 人/km2，都市发展区内人口密度由 1145 人/km2 增长至

2774人/km2。

人口居住与就业空间分布：基于个体职住数据的通勤

分析。

对全市社会参保与事业单位人员信息进行空间化，核查

居住地和就业地。经核查比对，建立个体职住数据，通过网络

路径分析，获取个体职住通勤距离和通勤方向，分析出人员就

业等情况。

公共安全方面，交警数据大脑通过手机轨迹数据、视频轨

迹数据、出租车轨迹数据、公交地铁刷卡数据、时空轨迹数据

等，交通指挥中心可执行应急资源介入、实时调度导航、重大

活动安保、综合研判分析等。

这些只是大数据应用中的星星点点，其中大数据蕴藏的

价值还有待挖掘。

4 结语

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抓好自动化、智能化、社会化、

大众化和时代化，以测绘遥感和地理信息技术为中心的地球

空间信息学，其创新发展的道路十分宽广，前景一片光明！

从当前国家需求和国际高科技发展形势看，建设中国大

数据应用与实践相结合，提高社会生产力迫在眉睫，中国必须

抓住机遇，开创新时代下的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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