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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

地理信息技术概述

地理信息技术与审计

典型应用案例及思路讲解

应用中的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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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信息技术概述

1 什么是地理信息技术
－－解决是什么的问题

2 地理信息技术的常用功能
－－解决怎么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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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么是地理信息技术--基本概念

水系、交通状况

土地利用

地形地貌

林业资源

行政区划

①信息
②地理信息
（空间数据）
特征：
空间特征
（区域性）、
属性特征
（多维性）、
时间特征
（动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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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么是地理信息技术－－组成要素

❖地理信息技术是遥感技术（RS）、地理信息系统（GIS）
和全球定位系统（GPS）的统称，是空间技术、计算机技
术和通讯技术相结合，多学科高度集成的对空间信息进行
采集、处理、和应用的现代信息技术。



地理信息技术
组成要素---3S

遥感
-----RS

地理信息
系统----GIS

全球定位
系统-----GPS

2017/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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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人们在航空器❖ (如飞
机、高空气球)或航天器
(如人造卫星)上利用一定
的技术装备，对地表物
体进行远距离的感知。
遥感技术主要由遥感平台❖ 、传感
器和遥感信息的接收与处理三部

分组成。

遥感（RS）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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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定位系统(GPS)是指利用卫星在全球范围内实时
进行导航和定位的系统。

❖利用GPS定位卫星，在全球范围内实时进行定位、
导航的系统，称为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简称GPS。

❖利用GPS为导航服务已成为一种新兴的行业并基于
地理位置衍生出大量应用。

全球定位系统(GPS)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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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信息系统（GIS）的概念

地理信息系统❖ （GIS）是以数据库为基础，
在计算机软硬件支持下，对地理数据进行输
入、存储、管理、处理、分析和输出的计算
机技术系统。

GIS❖ 的对象是地理实体。地理实体数据的最
根本特点是每一个数据都按统一的地理坐标
进行编码，实现对其定位、定性、定量和拓
扑关系的描述。GIS以地理实体数据作为处
理和操作的主要对象，这是它区别于其他类
型信息系统的根本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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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的组成

文件图表 数据获取 原始数据

存储检索

空间查询
空间分析

数据编辑
投影变换

数据输出

制图、表格

交互展示

结构化数据

空间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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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理信息技术的常用功能

❖2-1  统计分析和展示（可视化）

❖2-2 空间叠加分析（空间分析）

❖2-3 转换连接功能（数据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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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统计分析和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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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空间叠加分析：
相交
交集取反
擦除
裁剪
缓冲区分析
拓扑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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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交

就是计算两个图层对象相交的那一部分，这个是在
审计中最常见的操作应用。

各部门数据的认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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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集取反

从图上很明显可以看出来，就是把两个图层叠加后，

相互有交集的部分去掉，把不相交的部分取出来。

永久基本农田划定－调入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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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除

就是将目标图层与要擦除区域的多边形进行叠加，

只有落在擦除区域外的部分方可保存下来。

占补平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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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剪

就跟“擦除”正好相反，只是取得我们想要的那一块图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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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冲区分析

是在输入要素周围某一指定距离内创建缓冲区多边形。
比如在矿产审计中，距离铁路、高速公路、城市周边可
视范围内，不得建设露天矿山，有具体的规定距离。那
么我们就可以按相应距离设定缓冲区，然后用缓冲区与
现状图进行叠加，如果下面压盖了铁路、公路、居民点
等地块，那就可能是问题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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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扑检查

土地整治项目重复申报、矿业权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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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连接转换功能

❖与SQL Server等关系型数据库的连接

❖与AO等审计分析软件的数据转换

❖与Python、R语言等编程语言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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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信息技术与审计

1 地理信息技术的定位及与审计的相关性
－－解决为什么要用的问题

2 地理信息技术在审计中的应用情况

3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涉及部门及数据
－－解决数据来源及分析思路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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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理信息技术的定位及与审计的相关性

顺应大数据时代的发展趋势❖

行业应用兴起后的必然要求❖

产业发展与审计定位的契合❖

进行审计全覆盖的重要工具❖

推进审计信息化的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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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大数据时代的发展趋势

❖第一 地理信息系统涉及的数量大。

❖第二 地理信息系统涉及的数据种类多。

矢量数据、栅格数据、属性数据，音频、视频等多媒体数据等

❖第三 庞大的地理信息数据蕴含巨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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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应用兴起后的必然要求

目前公众已逐渐接受并熟悉了位置服务❖ 、地图浏览查询、车辆导航
等地理信息服务，地理信息已经创造了巨大的价值。无论是遥感数
据、物联网传感器数据、地图数据还是个人网络活动数据都可以看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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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而复杂的社会自然意义。

另外❖ ，目前各个相关主管部门都在尝试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操作和管
理业务数据，这些将是以后我们审计常遇到的问题，也是我们审计
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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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与审计定位的契合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地理信息产业发展的意见：

❖ 一是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支撑。

❖ 二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保证。

❖ 三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手段。

❖ 四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

❖ 国家审计国家治理理论:

❖ 国家审计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

❖ 国家审计是维护民生权益的有效保障

❖ 要服务科学发展，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服务科学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 要促进改善民生



2:07:32 AM

进行审计全覆盖的重要工具

❖提供覆盖全区域的数据资源

❖对审计关注对象的全方位描述

❖提供全覆盖分析的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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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审计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抓手

一是可以为审计工作提供通用的数据资源❖ 。通过对从被审计单位及
其他单位收集的地理信息数据经过加工、整理和整合后，可以为后
续审计项目提供重要的基础支撑，推进审计机关数据资源建设。

二是可以为审计工作提供必需的信息技术❖ 。审计要发挥“免疫系
统”功能，首先要进行审计“免疫识别”，而审计“免疫识别”离
不开先进的审计技术方法。另外，地理信息技术也将审计人员从传
统审计工作模式中解放出来，可以大大提高审计发现问题的精准度
和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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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理信息技术在审计中的应用情况

❖得到进一步重视与肯定

❖应用的范围越来越广

❖从单一方法向多方法集成应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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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涉及部门及数据

国土部门❖ ：

* ❖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库

* ❖ 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库

* ❖ 卫片执法检查所用遥感影像数据

* ❖ 矿业权管理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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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部门：

❖* 土地开发、整理、复垦项目图斑数据库

❖* 耕地占补平衡数据库

❖* 农用地分等定级数据库，全国耕地质量等别图层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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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部门：主体功能区规划

❖住建部门：

❖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

❖林业部门：林业资源数据库、森林公园

❖农业部门： 耕地地力调查数据库、草地

❖环保部门：自然资源保护区

❖海洋部门：海洋功能区划

❖水利、测绘、项目单位等其他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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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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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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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功能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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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应用案例及思路讲解

1 在土地资源方面的应用

2 在森林资源方面的应用

3 在矿产资源方面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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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土地资源方面的应用

审计思路：

一是通过审计年份耕地和基本农田现状数据与上级下达指标和规划指
标比对，分析某地方有无突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当年耕地及基
本农田约束性指标；
二是统计基本农田现状数据中可调整地类及坡度大于25度耕地的占比
情况，全面分析某地方基本农田的总体结构与质量；
三是引入林业等部门数据，借助遥感影像图、Google Earth地图等
地理信息技术（GIS）手段，关注地方政府耕地保护中的违法违规问
题。

对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责任完成情况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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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数据：

❖ （1）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库（包括所有地类图斑和基本
农田保护数据）；

❖ （2）土地利用规划数据库（包括基本农田规划数据、
土地规划指标数据）；

❖ （3）林业资源数据库（从林业部门获取）；

❖ （4）遥感影像图、Google Earth地图（从互联网获取）
等图形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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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约束性指标的完成情况

❖（1）获取电子数据并进行整理。
❖（2）计算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现状
面积。

❖（3）获取或计算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下达的
耕地和基本农田约束性指标数。

❖（4）最后将前两步计算得出的耕地保有量
和基本农田保护现状面积分别与指标数进
行比较，检查是否完成约束性指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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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耕地和基本农田的总体结构与质量审查

❖（1）建立规划基本农田图层。

❖（2）统计基本农田中可调整地类的情况。

❖（3）统计基本农田中坡度大于25度的耕地的情况。

❖（4）建立可用于比较的外部矢量数据图层。

❖（5）计算并统计基本农田中种植生态公益林、桉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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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虚假划定及违法占用情况的审查

❖借助国土部门提供的遥感影像图、Google Earth地图等数据，将某

地方的基本农田数据与影像图进行对比分析，以快速有效确定虚假
划定及违法占用基本农田疑点图斑。主要操作过程如下：

❖（1）通过坐标转换、几何校正、影像配准等步骤，叠加规划基本
农田分布图和遥感正射影像图

❖（2）通过查看划定基本农田的影像，查找虚假划定及违法占用基
本农田疑点图斑

❖（3）通过Google Earth辅助开展进一步分析。

❖（4）疑点图斑的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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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Earth的辅助运用

2009年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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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Earth的辅助运用

201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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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整治项目的特点和难点：

❖一是项目面积大

❖二是项目分布散

❖三是地形复杂、交通不便

审计思路：

一是通过新的耕地整治项目范围与以往耕地整治项目范围叠加比对，分
析有无重复立项虚报新增耕地问题；

二是查找项目申报图件中的异常现象，分析有无修改历史地类虚报新增
耕地问题；

三是引入水利、林业等部门外部数据，借助遥感影像图等，检查有无违
规占用林地、湖泊开垦耕地。通过上述步骤，实现对土地整治项目管理
和效益的审计分析。

对土地整治实施情况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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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数据：

➢开工前项目区土地利用现状图

➢开工前项目区遥感影像图

➢规划设计图（批复最终调整数据）

➢竣工后项目区遥感影像图

➢竣工后项目区数据、项目区坡度图

➢其他数据，如相关城市规划、其他涉农项目建设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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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对重复立项、重复占补情况的审查

❖（1）从各种渠道获得项目区域和新增耕地的图件资料，并
进行整理整合。

❖（2）将整理过的新的土地整治项目图层分别与其它老的土
地整治项目图层进行拓扑求交，得到重叠范围的新图层，
打开新图层的属性表后，就可以计算得到重叠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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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对修改历史地类虚报新增耕地问题的分析

❖由于耕地后备资源越来越稀缺，个别地方
在申报土地整治（主要是土地开发）项目
时，有可能会在申报材料中将项目实施前
耕地的地类调整为非耕地，从而获得更多
的新增耕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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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占用林地、湖泊开垦耕地问题分析

提取湖泊水面地类图斑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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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森林资源方面的应用

生态公益林资金审计

审计思路：

❖①分析审计对象特点

❖②获取基础数据资源

❖③利用空间分析技术



2:07:37 AM

主要分析步骤

❖①从总体分析入手，确定重点延伸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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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从操作规程研究入手，找准数据分析切入点。

国家林业局❖ 《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主要技术规定》、《
国家级公益林区划界定办法》、《森林资源二类调查与森
林生态状况调查工作操作细则》
国土资源部❖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07）

林业部门：

有林地、

疏林地、

灌木林地、

未成林地、

苗圃地、

红树林湿地、

无林地

国土部门：

有林地、

灌木林地、其他林地、

果园、

茶园、其他园地、

其他草地、

滩涂、沼泽地

裸地、

1、森林资源档案矢量数据
2、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库
3、卫片执法检查所用遥感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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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从部门数据对比入手，核查疑点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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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37 AM全省疑点问题图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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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结合影像，
抽查重点，现
场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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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水面和零星草地等
比例尺1: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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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3.3公顷
瑶胞居民点

比例尺1: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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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15.2公顷
省国土厅异地占补平衡项目

比例尺1: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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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矿产资源方面的应用

审计重点：

❖关注矿山生产中的安全隐患

❖关注在自然保护区等设置矿权的情况

❖关注矿业权重叠设置的问题

审计数据：

矿业权管理信息系统❖ 、矿产资源规划

土地利用现状数据❖ 、影像数据

主体功能区❖ 、自然保护区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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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数据 定位置 图对比

核性质 算面积 找差异

查审批 定责任

地理信息技术审计应用的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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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中的问题及对策

❖（一）空间分析的思维和意识不强

❖（二）审计对象的信息化水平差异较大

❖（三）审计人员技术能力欠缺

❖（四）审计重点不够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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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空间分析的思维和意识不强

加深对地理信息技术的认识❖

加强对被审计对象的分析❖

制定完善系统的分析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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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计对象的信息化水平差异较大

深入了解行业发展趋势❖

加强对外部数据的运用❖

创新技术手段主动获取❖



2:07:39 AM

Python脚本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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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计人员技术能力欠缺

从纯技术工作中脱离出来❖

探索适合审计人员的应用模式❖

基于行业软件进行二次开发

基于通用软件进行精准应用

基于SQL Server进行数据转换

与专业机构合作、购买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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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行业软件进行二次开发

审计署农业司❖ 、西安特派办 ：

❖《地理信息辅助审计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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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审计厅：

❖《浙江省国土地理信息数据审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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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通用软件进行精准应用

基于互联网的可视化搜索❖

基于❖ kmz交换文件的图层精准叠加

❖“时光倒流”技术的应用

与主管部门数据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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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SQL Server的解决方案

❖基于SQL Server 2008对空间数据的支持，探索
满足不同层次审计人员的需求的数据分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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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专业机构合作 购买社会服务

❖与测绘地理信息局进行合作

❖委托第三方机构出具报告

❖聘请专家或实习生参与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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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审计重点不够突出

突出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特色❖

突出对特定地区重点自然资源的审计❖

坚持问题导向❖

与传统审计方法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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