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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储备土地电子储备化管理作为城市规划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亟待加强和完善。本文以佛山

市南海区土地储备中心储备土地电子信息化管理为例,通过建立精确化数据台账、建设储备土地信息化

管理系统平台、强化储备土地档案电子化及落实储备土地优化提质行动等途径,推动储备土地管理向更

加规范、高效、透明的方向发展,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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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Research on Electronic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Reserve Land 
--Taking Nanhai District of Foshan City as an example 

Fuhua Zhang 

Nanhai District Land Reserve Center, Foshan City 

[Abstract] Electronic reserve management of reserved land,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urgently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and improved. This article takes the electronic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reserved land in Nanhai District Land Reserve Center, Foshan City as an example. Through 

establishing a precise data ledger, building a reserved l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platform, 

strengthening the electronic management of reserved land archives, and implementing actions to optimize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reserved land, it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reserved land management towards a more 

standardized, efficient, and transparent direction,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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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储备土地管理成为城市规划与发

展的重要环节。目前,我国储备土地管理已初步形成体系,各级

政府在土地储备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以确保土地资源的合理

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储备土地管理仍面临

诸多挑战。现状下,储备土地的管理往往涉及多个部门,协调难

度大,且信息化程度不高,导致管理效率低下。同时,由于缺乏统

一的标准和规范,各地在储备土地的管理上存在差异,影响了土

地市场的公平性和透明度。 

1 储备土地目前管理的现状 

1.1储备土地库存量大,管理无序 

土地储备制度在我国执行已接近30年,多年来地块整体收

储分割出让后形成大量的边角地。边角地单宗面积较小、形状

不规则、分布零散,在短期内难以用作经营性用途使用。以佛山

市南海区为例,库存储备土地总量近5万亩,其中边角地多达

9953亩,占比19.9%。规划调整造成暂时无法开发建设的储备地

也不在少数,南海区储备库内有约3919亩,占比7.8%,该部分储

备土地通常单宗面积较大,现状为水库山林地,从现状、规划和

生态环境保护角度考虑,暂时都不适合开发建设,因此对于政府

来说,实际上也是暂时难以利用。还有部分是实际已在使用但未

办理出库的储备土地,如千灯湖、听音湖等公园绿化地及现状道

路、桥梁等多达18891亩,占比37.8%。三项合计约32763亩,占储

备地总量65.5%,上述储备总量大、分布零散,给储备地管理带来

巨大的挑战,违法侵占储备土地、在储备土地上倾倒垃圾及危险

废弃物等现象层出不穷,在安全生产、环保、消防、卫生等方面

也存在相当大的管护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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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储备土地管理手段单一,信息化程度不高 

各地土地储备机构根据《储备土地管理办法》的规定对储

备地采用自行管理、委托管理或者探索市场化运作模式管理,

但从实行效果来看均不是很理想。在当前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时

代背景下,许多土地储备机构已经开始尝试探索建立电子信息

管理系统,用于记录和追踪储备土地的各类信息。这些系统通常

包括地块位置信息、权属状况、规划用途、宗地红线等关键数

据,为储备土地管理和决策提供了一定的数据支持。然而,目前

的管理系统还存在数据更新不及时、信息共享不充分等问题,

有待进一步完善。以佛山市南海区为例,区土地储备中心一直沿

用区属及镇街属2种不同的管护模式,其中镇街储备土地由镇街

自行管护,区属储备土地经历了区土地储备中心自行管护、委托

区公资办管护及委托属地镇街(区直部门)管护等模式。经过多

年的探索完善,目前储备土地管护情况总体平稳,管护形式也从

之前的粗放、分散逐步转变为精细、集中。但由于库存储备土

地体量大、分布散、历史遗留问题多、管护信息不对称、储备

地管理电子信息化程度不高等原因,导致储备土地管护及临时

利用暴露的问题和短板也日益突显。为此,有必要从储备土地管

护电子化作为切入点,逐一击破管护盲点、难点,逐步扭转被动

局面, 终堵住风险点,实现资产安全完整及增值促发展的目标,

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1.3储备土地档案资料不规范,使用效率不高 

当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储备土地档案管理规范,各地土地

储备机构根据各自实际情况分别制订地方性的储备土地档案制

度。由于各地储备土地实际情况千差万别,档案资料质量也参差

不齐,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导致储备土地档案要素混乱、归档

程序不清、管理无序、电子化管理程度不高、资源共享难于实

现,从而进一步影响土地储备工作的正常开展。如佛山市南海区

土地储备中心自2003年成立以来至2021年,收回土地和供应土

地共累积了约3500份纸质档案,一直以来档案由业务经办人整

理归档,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规范,缺少收地档案与供地档案之间

的关联挂接[1]。 

2 储备土地电子化管理的趋势 

2.1储备地电子化管理的必要性 

储备土地电子信息化管理,是指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对

储备土地进行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管理。这种管理方式

不仅能够提高储备土地信息的透明度和准确性,还能大幅提升

管理效率,减少人为错误,为科学决策提供有力支持。随着电子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电子信息化管理已经渗透到各行各业,为

各类管理流程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储备土地管理作为国家资

源管理的重要环节,其管理效率与准确性直接关系到国土资源

的合理配置与利用。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传统的储备土地纸

质档案管理方式已经无法满足现代储备土地管理的需求。实施

储备土地的电子信息化管理,对于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高土地

利用效率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信息化手段,可以实现对土地储备

情况的实时监控和动态管理,为政府部门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同时,这也有助于减少人为因素导致的错误和延误,提升管理效

能,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城市规划和经济发展。因此,推进储备土

地的电子信息化管理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2]。 

2.2储备地电子化管理的发展方向 

未来,储备土地的电子信息化管理将朝着更加智能化、集成

化的大数据方向发展。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储备土

地信息管理系统将能够实现更加精准的规划功能分析、地块实

时现状分析(如地上建构筑情况、地下埋藏物情况、土壤污染状

况及地质灾害等级情况等)及与拟引入项目要素匹配程度等级

预判等功能。此外,随着物联网技术的普及,储备土地信息的实

时更新和监控将成为可能,进一步提高储备土地管理的时效性

和准确性,有效遏制储备土地被擅自侵占问题。同时我们在储备

土地电子信息化发展过程中也要设法加强储备土地数据安全和

隐私保护,确保储备土地信息的保密性和完整性；要努力推动跨

区域、跨部门的信息共享与协同,打破信息孤岛,提升储备土地

管理的效率。 

3 储备土地电子化管理的工作探索 

3.1对库存储备土地进行全面盘查清点,进行精确台账管理 

储备土地电子化管理是在掌握储备土地基础数据的前提下

进行的信息化管理和资源共享,为此需对辖区内储备土地现状,

含储备土地物理现状、储备土地管护现状及储备土地临时利用

现状进行全面梳理摸查,掌握第一手资料。如,佛山市南海区土

地储备中心自2021年开始,顺应大数据、精技术信息化形势发展

的要求,独立组建储备土地电子信息化职能部门,抽调技术骨干

对储备土地档案台账、储备地原始数据、系统信息、平台建设

进行梳理、分析、整合,并进行持续的投入进行数据分析整理。

在掌握大数据基础上,建立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储备土地台

账、储备土地供应台账、储备土地临时利用台账、储备土地管

理巡查台账及储备土地资金台账,实现台账数据精确、数据间无

缝对接,快速修正,确保台账数据准确无误,能按不同需求、不同

口径快速提供不同形式的土地储备、储备地供应及成本审算等

数据。 

3.2建设储备土地信息化管理系统平台,实现信息资源快速

共享 

实现储备土地电子信息化管理,首先需要构建一个完善的

储备土地信息管理系统。这个系统应该能够实时更新储备土地

信息,包括储备土地位置、面积、使用状况等,同时还要具备

强大的数据分析功能,以便政府部门能够根据这些数据做出

合理的储备土地利用规划。此外,储备土地电子信息化管理还

需要建立一套标准化的数据录入和更新流程。确保所有储备

土地信息的录入都是准确无误的,同时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及

时进行调整和更新。这样不仅可以保证数据的真实性,还能为

后续的规划和管理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在实施储备土地电

子信息化管理的过程中,还需要加强人员的培训和技术支持。

通过培训,提升管理人员对信息系统的操作能力,确保他们能

够熟练地使用系统进行日常管理。同时,也要建立一支专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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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持团队,负责系统的维护和升级,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各

种技术问题。 

佛山市南海区土地储备中心在储备土地信息化平台建设中

先行先试,实现储备土地规划利用实时联动,极大提高工作效率,

提高储备土地资源管理水平及储备土地资源的科学合理利用。

如：2017年完成南海区储备土地空间分析与管理系统项目开发

建设,实现储备数据数图联动管理效果；2019年完成南海区国土

资源电子政务综合管理平台项目储备土地模块的开发建设,实

现储备地实时监控；2022年完成储备土地数据PC端及和手机APP

展示软件项目开发,利用软件展示储备土地实时情况,便于储备

土地管理和开发利用,促进储备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目前,正

在开展在“南海自然资源分局电子政务综合管理平台”上建立

储备土地管护及临时利用子版块,将前期梳理摸查数据录入

子版块,并逐步将储备土地巡查、临时利用及现状变化、临时

利用审批等纳入系统管理,与镇街、管护单位实现实时共享和

相互监督。 

3.3加强储备土地档案管理统筹水平,实现档案电子化 

档案管理工作是一项系统化、复杂化的工作,储备土地档案

管理工作也不例外,为加强储备土地档案管理统筹水平,首先要

求各土地储备机构高度重视储备土地档案管理,专门成立储备

土地档案管理工作领导机构,明确业务部门、信息化管理部门及

档案管理部门的工作职责,制定可操作性的档案管理体系制度；

然后要加大储备土地档案管理工作的人力和资金投入,加大储

备土地档案信息化人才培养和配备,不断提高储备土地档案信

息化工作人员的综合业务水平,尤其是要加强大数据、电子软

件、系统开发建设等技术学习教育投入,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土地

档案管理的现实需要。如佛山市南海区2021年就开始着手储备

土地档案电子信息化建设工作,2022年完成了土地储备、储备土

地供应档案电子化项目。该项目对区土地储备中心自成立以来

的纸质土地储备、储备土地供应档案进行全面梳理,聘请技术人

员对档案按标准化要求进行整理入库,制作电子化档案,并将电

子化档案与业务系统实时共享,该项工作不但能规范档案管理

还对信息资材共享、工作效率提升起到质的提升。现产生新的

档案资料实时电子化,并录入系统实时共享[3]。 

3.4落实储备土地优化提质行动,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 

目前,各地土地储备机构的储备地库存量较大,可利用率不

高,储备土地管理成为各地土地储备机构亟需解决的问题。储备

土地管理工作涉及方方面面,如规划调整、临时利用、巡查维护

等,这些工作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为此,优化提质

库存储备土地显得尤为重要。如,佛山市南海区土地储备中心针

对历年储备土地普查数据披露,南海区储备存量库内存在大量

低效、暂时不可利用的储备地,开展低效储备土地批量处置专项

行动,该行动我们也称之为储备土地“瘦身”计划。该“瘦身”

计划是对梳理出的边角零星储备地及未供已用储备地,根据土

地利用现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实际使用需求等情况,分步将

划拨条件成熟的储备地划拨给相关用地单位。目前“瘦身”得

到上级部门的批复同意,且已完成桂城街道及西樵镇约9000亩

储备土地“瘦身”出库整理,效果很好。 

4 结束语 

储备土地电子信息化管理是土地资源管理现代化的必然趋

势。通过实施电子信息化管理,我们可以更加科学、高效地管理

储备土地资源,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未来,随着

技术的不断进步,我们有理由相信,储备土地电子信息化管理将

会更加智能化、自动化,为储备土地资源管理带来更多的便利和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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