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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地价应用信息系统软件简介

一、软件系统开发背景

基准地价应用信息系统研发项目属于自选项目，自 2012 年起，由我公司组

织实施具体的研发工作。

1.数据基础建设

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在行政事务处理过程中，业务数据日渐增长，同时，与地

价管理业务相关的基础数据采集、分析、应用等一系列管理的需求逐步增多。因

此，需要对地价管理业务有关的基础数据及衍生数据进行规范、系统的存储与管

理，从而能够在源头上对行政管理的效率和质量提供有力保障。

2.技术体系运行配套

各市县在开展周期性的土地价格基础调查和地价体系更新完善工作，为城市

城市地价体系建设质量的提升打开了新的局面。而随着地价管理相关的数据信息

量快速增长，对管理手段的配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在技术体系运行配套上

适时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办法。

3.行政管理效率

由于市场交易数据定期采集分析工作的滞后，地价体系得不到底层数据支持，

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基准地价显著滞后于市场发展；在建设用地出让等业务工作

中，依据地价体系进行快速辅助估值、评判估价机构估值结果合理性等工作缺乏

辅助技术手段，使得一部分工作仍然停留在人工手工处理的状态，效率、质量都

强差人意。为提高行政管理效率，需要配合周期性开展的定级估价成果动态更新

工作，配套开展地价管理与应用信息系统开发工作。

二、软件系统简介

通过运用 GIS 技术，实现应城市地价管理需求产生的属性信息与空间信息的

规范化管理及无缝关联；完善估价机构管理、委托估价业务技术数据管理、市场

交易数据实时查询、地价自助评估和评估结果合理性判别；将网格地地价建模、

更新及应用功能引入系统研发进程，可以在 2 分钟内实现局部或全域网格地价

（全域约 5700 个网格）及模型（全域约 120 个）的动态、实时更新；行政管理

人员在业务工作中可减少手工处理业务和查找历史业务档案的时间，降低失误率，

在对应权限下与地价有关的基础数据与地价成果信息可实时检索查询，且通过内

置功能模块实现高效的基础数据分析工作；通过网络信息传输技术能满足各领域

用户日常对成果公示、查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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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统技术思路

系统开发设计思路及开发流程图如下：

技术思路图

开发流程图

四、系统适用范围

我公司已具备充足的业绩积累和项目组织经验，已完成包括土地定级和基准

地价更新、城镇地价动态监测体系构建及信息系统研发及数据建库等大型项目工

作。在技术实施效果方面，公司在广州还拥有可直接为项目工作售后服务的相关

技术力量，以作为项目质量保障的专家及技术支撑团队发挥作用，包括经验丰富

的科研单位与企业实体（如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广州大学等高校），研发技术

日趋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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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研发的基准地价应用信息系统已取得软件著作权，该系统的应用，将

可以满足国土资源部、地产投资者、开发者、使用者等对土地价格的宏观和微观

管理等多方面、多层次的需求。

五、软件系统具体功能简介

在功能模块上，基准地价应用信息系统由“基准地价应用”、“成果图查看”、

“基准地价成果管理”、“用户权限管理”四个模块组成。

1. 基准地价应用

可进行基准地价成果查询，查询基准地价成果各用途的基准价格，也可以以

某宗地为单元查询其所在地块的基准地价。通过内置的评估计算工具，同时可以

对上述提到的宗地单元自行开展地价评估工作。在已有地价监测成果或基准地价

成果的基础上，可以以季度或者年度为单位查询地价水平的变化趋势。

2. 成果图查看

对已经入库的各用途基准地价成果，包括级别成果、区片成果、路线价成果、

监测点成果、网格点成果进行浏览和查询。

3. 基准地价成果管理

对基准地价的属地、评估基准日、修正公式、数据库成果进行增减和修改操

作。

4. 用户权限管理

对系统操作用户进行添加删除、修改等操作，并根据不同部门人员级别权限，

进行不同级别的浏览操作设定。

六、软件系统运行环境及要求

基准地价应用信息系统作为当前地价管理体系配套，开发架构选用 B/S 架构

（即“浏览器/服务器”架构）。研发团队在符合国家土地、房地产法律法规与相

关技术规程、规范基础上，对系统架构、功能模块、数据标准进行合理设计；采

用 ASP.NET、C#、HTML、JavaScript、Css 等开发语言，在统一的编码规范下进

行程序代码编写，并用 Microsoft VisualStudio 2008 工具进行系统编码的调试；

在适当的平台、浏览器和测试脚本，对系统功能与性能方面进行测试。

七、应用情况

根据用户使用报告，南宁市地价管理及应用信息系统的应用不仅能满足规范

基础业务数据标准和提高日常地价管理业务效率的需要，而且也使地价管理工作

中网格地价更新的动态化、常态化成为可能。该系统拓展了基础业务数据的应用

空间，帮助行政管理人员提高了行政工作的效率和质量。目前系统运用效果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