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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借助大数据技术手段，提高空间治理问题的动态精准识别能力

• 构建可感知、能学习、善治理、自适应的智慧规划监测评估预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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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感知
全地域、全时段、全要素、全维度感知。

p全地域（全国、区域、市域、主城（区县）、街道/乡镇、社区/村、组团、片区、交通小

区、网格、地块）——宏、中、微观

p全时段（分、时、日、周、月、年）

p全要素（人、地、车、公共服务设施、交通基础设施、……）、

p全维度（以交通为例：交通设施规划建设、交通系统运行、人民感受、政府行为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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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学习
借助机器学习、认知计算、大数据分析手段，为科学决策提供可信赖的支持。

p多源数据融合

p自动发现问题并预警

p未来预测

p政策、方案、措施效果模拟仿真评价

p自动推荐方案生产

p自动化决策

p……
信息化、
数据化

大数据辅
助决策

智能化自
动化决策

数据->信息->知识->决策过程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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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治理
多方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

p政策引导及需求管理

p科学规划

p有序实施

p精细管理

p有效监管

p高效运营（运营企业）

p公众配合（公众积极配合，调整自身行为。）

治理

企业

市民
政府

多方参与的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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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适应
人机参与，形成闭环，自我优化。
动态监测需求变化趋势，评价现状和目标的偏离度、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匹配度，自动识别问题区
域，模拟情景预测，评估实施效果并反馈。

动态发现
问题

辅助成因
分析

情景模拟
预测

实施效果
评估

方案措施

人机互动闭环工作模式（以交规划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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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全市交通数据汇集、共享、应用的基础平台及面向交通规划、建设和管理

的综合决策支撑平台

赋能：落实国家和重庆大数据智能化发展战略，推动大数据在城市规划和交通领

域应用

推动数
据高效
聚集

加强数
据处理
加工

促进数
据顺畅
融通

推进数
据开放
共享

深度挖
掘数据
价值

交通综合信息平台总体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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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共享

数据
融通

数据
加工

数据
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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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集相关政府部门、社会企业数据，整

合形成重庆最完整的交通数据资源库，每

天处理数据20亿条。
p 手机信令数据
p 视频卡口数据
p 车辆RFID数据
p 营运车辆GPS数据（出租、公交、两客一危）
p 网约车数据
p 高速公路通行数据
p 公交IC卡数据
p 轨道AFC数据
p 气象数据
p 基础地理测绘类数据
p 空间规划数据
p 交通设施数据、
p 居民出行调查数据、
p 交通项目审批数据、
p 互联网开放数据、
p ……

视频卡

口

公安交
管局

交通局

出租

车GPS

高速公

路车辆

OD数据
“两客一

危”车辆

GPS

轨道集
团

轨道AFC数

据

公交集
团

公交车

辆GPS数

据

公交IC

卡数据

重庆
移动

重庆
联通

手机

信令

手机

信令

手机

信令

重庆
电信

城投
金卡

RFID

数据
空间规

划数据

规资局

基础地

理测绘

信息

调查数

据（三

调）

社会
企业

项目审

批数据

车辆

OBD

线圈检

测器

气象局气象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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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数据（静态数据）

归一化

空间化

属性化

逻辑化

对非空间数据开展空间化处理，在统一坐标体系下，实现所有空间
数据一张图管理。

对多渠道来源、多版本、多阶段的数据，相互比对、相互校核，确
定唯一的要素对象，避免多义性。

增加对象属性，让空间数据可分析、可统计。

建立数据之间的逻辑关联，包括映射关系、拓扑关系，让空间数据可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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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行数据（动态数据）
   自主研发各类模型，将接入的各类数据处理成城市运行监测指标。

停留点识
别模型

活动点识
别模型

职住识别
模型

手机信令
…

地图匹配
模型

车速计算
模型

多源车速
融合

车辆GPS数据
…

停留及
OD识别 活动点 轨迹修复

车辆RFID
…

路径选择
模型

时间反推
模型 …

IC卡数据

模型1 模型2 …
…….

人口

车速

客流

车流量

出行量

……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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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数据分析模型技术体系
面向未来预测、模拟评价、监测评估预警等，建立交通大数据模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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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数据分析评估指标体系
基于大数据分析，对空间规划实施情况、建设时序协同性、供需匹配度、出行品质与空

间质量、交通可达性、政府投资项目绩效，建立大数据分析评估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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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统一平台内不同数据的融合。
• 规避个体隐私，基于时-空关系对不同类型数据进行关联，对空间单元进行多维度画像，实现

静态与动态、不同类型数据之间的融合。

p设施&设施

p设施&运行数据

p运行数据&运行数据

路
段

（
区

段
）

节
点

路
段

（
区

段
）

路段（区段）

区域、区划

地块

地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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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的产生：
Ø 空间关系：包含、邻近(距离)

Ø 时-空轨迹关联：e.g. 车辆与路段

Ø 网络可达关系：时间可达、距离可达，e.g.高速公路3小时可达城市

Ø 基于统一空间对象的指标关联

公交站点及所属公交线路 公交站点及所属路段 高速公路可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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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统一空间对象的指标关联：
n 示例：划分交通中区（一个街道分为2~4个交通中区），融合地面公交、轨道、道路等多种设

施数据及对应的运行数据，实现交通供给、交通需求、交通运行指标关联。

公共交通分担率指标居住人口密度指标公交站5分钟步行范围用地覆盖率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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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图谱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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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围绕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审批、实施、监测评估预警，提供大数据智能化决

策支持，提供全过程能力链接。

规划和自然资源业务

规
划
编
制

规
划
审
批

实
施
计
划

土
地
征
转

项
目
建
设

督
查
核
实

监
测
评
估

土
地
供
应

方
案
审
查

权
属
登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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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分析应用现状 规划和管理人员的期望
ü 依托集群，分析人员编程要求极高 ü 无需编写代码，人人可操作

ü 大量的非空间数据（动态运行数据） ü 界面友好，基于地图的空间化查询

ü 数据类别多，系统分散建设、格式众多、存储
位置不一，数据组织逻辑复杂

ü 一站式访问所有想要的数据

ü 定制的单元、定制的指标 ü 支持任意自定义范围的分析，探索式分析

ü 数据量非常大，空间化查询效率非常低 ü 快速分析出结果，不用等

ü 查询结果仍然是数据表，结果数据的可视化工
作量非常大

ü 所见即所得，数据快速可视化（专题地图、图表）

• 大数据分析应用支撑规划面临的挑战

门槛太高、使用不便，用户不多，大规模应用推广面临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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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计算和存储技术，实现海量数据的离线、在线分析

基于数据仓库技术，实现多源（元）数据融合与联机分析

基于新一代地图服务技术，实现数据即时发布与个性化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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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数据仓库部署建设
Ø 交通数据的汇集、管理和应用

Ø GEO-ETL

Ø 数据抽取

数据资源门户

Ø 数据的可视化共享管理，包

括数据资源展示、数据资源

查询、流程管理等功能

交通大数据综合查询分析系统

Ø 数据查询

Ø 地图渲染，在线制图

Ø 数据分享

Ø 数据导出

数据安全管控

Ø 数据安全的统一管控，包括

统一身份认证、权限管理、

流量监控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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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资源 存储资源 网络资源

Hadoop大数据平台（HDFS、Spark、Hbase…） Oracle存储引擎

操作系统 Vmware虚拟化

安全
运维
管理
支撑

大数据挖掘分析
SPSS Modeler

软硬件基础设施云（Paas）：提供安全、高效、可扩展的大数据分析软硬件支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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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数据

手机
信令

道路

交通

指标

卡口

...

交通数据

汇聚

数据整合区 数据治理区

数据安全管理

原始库

接入库

清洗
转换

数据清洗 数据编目

资源目录

元数据

质量评估

清洗规则

数据溯源(原始库<-标准库<-指标库<-模型库)

统一元数据

...

数据质量管理

数据整合

空间匹配

空间关联

数据校验

数据分析

...

融合库

集市库

挖掘
分析

数据开放

  政府

  企业

   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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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 流程化 自动化

数据来源类型

空间对应关系

数据更新频率

专题指标分析

...

数据

采集

数据

清洗

空间化

数据

存储

时空

指标

数据可
视化

自动化采集

离线、在线处理

任务调度控制

任务运行监测

...

通过GEO-ETL工具实现数据清洗标准化、构建过程流程化、调度与运行监测自动化



P25

集成了350类数据资源，支持元数据查询、数据在线查询、接口访问。
• 人口数据
• 道路运行数据
• 车辆运行数据
• 轨道运行数据
• 公交运行数据
• 交通设施数据
• 用地数据
• 居民出行数据
• ……

数据资源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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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门户，实现全部数据一站式查询分析
• 实现地图化查询，以空间要素（19类点、线、面要素）为入口，支持逐级下钻关联查询
• 自定义空间单元，快速分析
• 高效率的数据分析，超过3000万的轨迹点空间统计响应时间低于2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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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数据可视化，支撑8类专题图（流量图、热力图、迁徙图、期望线图、颜
色分级图、柱状图、格网图、散点图），支持在线地图配置

• 一键式地图发布和分析结果在线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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