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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村不动产及不动产权籍调查概述

1.1 农村不动产的相关概念

不动产指的是一些无法移动的、附着于土地之上的一些

个人资产。不动产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主要包括了房产建筑、

地区的产权等，不动产是资产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农村

不动产，顾名思义指的就是农村范围内的一些不动资产，常见

的农村不动产主要包括了房屋建筑、农耕地、农作物、池塘、林

地等土地的使用权。

1.2 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的相关概念

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是贯彻和落实国家相关农村发展战

略的重要方式。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的目的就是为了规范化

当前农村不动产的相关管理，将不动产进行有序的登记。通过

对农村不动产权籍的调查，人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完善当前

不动产数据库，将不动产的所在地、价格、用途、年限等相关信

息进行登记，利用大数据分析以及软件工程的相关技术，实现

数据的价值化，从而帮助人们更加科学有效地进行相关经济

发展、社会服务、法律援助等方面的工作，促进社会的和谐

发展。

2 当前中国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测绘的

现状与问题

2.1 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测绘缺乏统一的标准

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来看，中国国土广袤，覆盖的区域较

多，民族种类较多，部分省份和区域人们实行的是地区自治的

政策。与此同时，结合各个地方政府所颁布的土地条例以及不

动产的管理标准，各地之间有着显著的区别。这就导致了当前

中国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测绘缺乏较为统一的标准。在此基

础之上，在实际的不动产管理的过程中，涉及较多的部门，这

些部门在进行不动产的管理时存在着信息不互通的问题，这

就进一步阻碍了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测绘的顺利进行。

2.2 不动产权籍调查测绘的数据源种类较多

当前的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测绘要求实行一体化的调

查，从而确保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测绘的有效性和统一性。但

是，结合当前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测绘的现状来看，当前的农

村不动产权籍调查测绘的数据源种类较多，进行测绘的机构

也比较多，每个机构都有各自的多源异构数据，如外业实测数

据、正射影像数据、已有的房产和地籍等电子数据、档案数据

等。在此基础之上，结合实际的不动产的品类来看，不同类型

的不动产其在调查测绘方面的要求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也

是当前贯彻和落实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测绘的一个重要问

题。

2.3 不动产登记信息与内容的差异

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在不动产信息登记的方面

也有了一定的改进，新的不动产登记证书新增了单元号的登

记，不动产的单元号按照一定的编写规则进行登记。当前的不

动产登记单元号是由 7层 28位层次码所组成的，在进行不动

产的信息登记时，人们必须建立宗地与其定着物的关联关系，

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当前不动产登记相关工作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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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相关工作的工作量。

2.4 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测绘工作的业务分化

问题

在当前实际的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测绘的工作开展中，

农村不动产的相关信息的登记、存储等工作存在着部门性的

分化问题。例如，不动产的地籍与房产的相关数据是分开进行

登记的。在实际的应用中，由于地籍与房产的测绘调查的范

围、项目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相关的数据是无法互通使

用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测绘相

关工作的效率，也阻碍了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测绘一体化的

发展。

2.5 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测绘软件工具的多样

化问题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在工程测绘等方面的软件也

随之不断发展和完善。但是，考虑实际地区分布和使用等原

因，各地各区域以及各部门之间采用的测绘软件可能都存在

着差异性。不同的测绘软件其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的参数、参

考标准等方面都有着一定的区别，并且随着测绘软件的更新

换代，相关的测绘数据结构等也存在着丢失和乱码的风险。

3 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测绘的相关技术

和思路
本文从测绘的技术思路方面入手，探究不动产权系统的

技术路线。

3.1 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测绘系统技术流程

根据中国现行的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测绘的相关规定和

政策来看，不动产的测绘以及信息的登记主要包括了不动产

的土地数据、房屋数据以及不动产成果输出等方面的内容。在

进行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测绘的系统技术设计时，主要体现

为以下的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在系统的输入方面，设计笔

录输入与电脑输入 2种模式；其次，在系统内部的运行中，还

需要设计相关不动产的历史调查数据库；然后，人们需要借助

系统导出相应的软件图，并且系统内需要相应的修改设计；最

后，利用软件设定将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测绘的结果进行输

出，列出详细的数据和信息。

3.2 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测绘系统的技术路线

结合实际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测绘的需求，人们在进行

相关测绘技术和系统的设计工作中，就需要充分考虑一体化

的建设。在实际的设计中，人们可以采用 C/S 架构，以

AutoCAD 为图形平台，应用使用关系数据库进行综合开发。

软件在功能设计上将实现灵活性和开放性，软件将独立完成

从数据生产到成果输出，又要全面利用测绘业务单位已有的

数据成果，即无缝地导入、转换第三方数字测图软件的成果，

又要与不动产统一登记系统关联对接，实现从业务流程、到外

业采集、再到内业数据生产的一体化，保证农村房地调查成果

的一致性、管理的统一性。

3.3 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测绘系统的功能设计

为了促进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测绘相关工作的顺利开

展，进一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人们

在进行相关测绘系统的设计工作时，就需要与实际的农村不

动产权籍调查测绘工作相互结合，系统需要完全的服务与农

村不动产权籍调查测绘工作的开展，实现测绘数据信息的一

体化建设。

系统功能设计紧紧围绕不动产权籍实际调查工作，实现

汇集土地数据采集、房屋数据计算、不动产成果输出于一体软

件功能。

3.3.1 图形编辑和信息定义

提供定制化的宗地、房屋、围墙、篱笆栅栏、图斑等地物符

号，可生成及编辑地籍图，构建宗地、房屋、围墙及附属的拓扑

关系。为实现不动产调查大项目的多人分工合作，系统功能设

计将实现调查信息和图形紧密结合，图和信息可联动编辑，并

支持图和调查信息的合并。房产信息可以直接在地籍图上进

行定义，考虑到现状的复杂性，系统在功能设计阶段考虑到了

一宗地多自然幢、一自然幢包含多房屋的情况，以及房屋轮廓

多层异构，阳台及房屋半算、全算等情况下的功能实现。

3.3.2 质量检查和图属互查

图形质量检查功能，可以检查宗地、房屋、围墙等符号的

拓扑关系，对界址点、线类型及位置拓扑检查。依据关键字快

速精准地锁定房、地的图表等信息，或以表查图、以图查表的

方式，实现关联性查询定位。

4 结语

综上所述，结合当前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测绘所存在的

实际现状和问题，人们需要进一步的提升农村不动产权籍调

查测绘的相关技术与方法，更快速和便捷的获取农村不动产

权籍调查测绘的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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