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时空信息云平台和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的深度融合，协同互动至关重要

集约化建设是大势所趋，融合协同至关重要。

时空大数据是城市大数据时空精细化展开的重要基础，时空化的大数据是城市大数据重要
的组织方式。

时空信息云平台必须找准定位，有所为，有所不为。



2、以平台推动政府部门数据互通任重而道远

 历史建设基础不一、业务管理、保密安全等限制性要求，住建委、规划、国土等重要空间数据

消费和贡献的部门很难数据互通。

偏自然的基础时空数据 综合性基础时空数据（房屋、土地权属等）

 目前各类数据的质量、标准以及时效性不同，人口、法人基础性等政务数据集成整合只是初步

阶段。

线下人工融合 线上自动挂接（支撑专业部门OA系统） 长效



3、基础时空数据自身瓶颈与应用需求的矛盾仍然突出

安全保密方面的有些的要求导致与实际应用需求存在很大冲突，应用无法深入

 碎片化生产和管理模式形成不了有效规模优势，“一张图”数据完整、协调性方面的瑕

疵降低了测绘部门的话语权。

新型测绘数据种类越来越多，但面向应用深入研究数据的合理组织和服务引擎技术的基础

性研究太少。 视觉表达—信息管理—信息分析



4、需要建立有效的平台运维长效机制和推广服务激励机制

从市场来讲，平台是产业链的上游，必须发展好下游产业，让下游产业依托平台做好

终端用户的业务应用，通过业务应用形成数据自然汇聚和再利用，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完整

的生态系统。这些需要从政府层面建立相关政策和激励举措，培育下游产业，营造市场机

制，推动平台应用的推广和深化。

同时平台今后的运维也需要从政府公益和市场机制两方面考虑，建立长效的保障机制。



5、集权和放权要有机结合

①做好顶层设计，避免形成新的孤岛；

②书同文、车同轨、标准规范必须集权推行；

③ 越是基础性底层的东西越需要统筹建设，尤其是基础性地理数据；

④ 管理要开放，制定好政策、培育市场，打好台子让别人唱戏；

⑤技术要开放，形成良好生态体系，上支撑各级应用，下融入各类智慧城市基础设施。



技术探讨



①传统电子地图：“城市一张底图”；

②增加各类新型测绘数据，组织好各类数据内在关系，让底图更丰富，表现更丰满；

③建立和其他政务部门数据的智能汇聚，动态关联，让这张地图成为“城市管理一张活图”（支撑信息时空化组织）；

④整理、清洗、支持大数据挖掘、分析，提升数据延伸价值（在时空化组织上的关联等深层信息挖掘）。

三个问题：

数据层次和边界：以用为导向，以掌控定边界；公共空间（滚雪球）、私有空间和专业空间；公共空间数据“+”

数据汇集管理的有所为、有所不为：平台在智慧城市的定位决定

“为” 的手段和方式：自主生产、共建（数据层面）、共享（业务层面）

1、时空大数据的内容确定



考虑的维度内容：

1、数据的作用：前端表现数据、后端辅助分析数据；

2、数据的更新：数据是对象状态的反应，数据同步变化的能力；

3、数据的层次：表象数据、规律性数据；或者原始数据和再生数据；

4、数据的耦合：时空容载格子数据和容载内容数据的关联关系的表达:位置关联、实体关联、抽象关联；

5、数据的检索：多维度、多种类数据的快速检索模型；

6、分布式数据：垂直体系下的分布和横向体系的分布。

2、时空大数据的组织技术



1、去标准化：标准化让技术简单，但事务性复杂度却成倍增加；

2、适合中国国情：地址编码不规则，应用部门均有各自寻址方法；

3、匹配算法：内插机制、单双号不同侧、两级编码（弄、巷等情况）等；

4、地址匹配通俗化：地名甚至俗称也能纳入广义的地址；

控制库+匹配引擎+自主优化模型（机器学习）

3、地名地址匹配引擎的智能化



不同于网站，协同性，服务支撑性，包括壳和资源：

壳：

1、外部协同性

与智慧城市其他设施的协同

内部多级管理部门的协同

2、内部管理

应用审计管理

服务调度管理

3、稳定性

4、壳与服务资源

服务资源：

1、丰富度：简单到复杂，基础

到综合等

2、聚合能力：分布聚合、服务

套接

3、数据和服务的耦合性



5、大数据挖掘技术

大数据挖掘概念泛滥：不等于统计分析，数据到数据，数据到规律；

大数据挖掘的是规律和结构：目的是预测，基础是关联性分析，核心是关联关系；

大数据挖掘特点：无样本（全样本），分析模型AI（自主进化）；

大数据挖掘产品产品关键点：挖掘技术和问题专业脱离，各司其职。



谢 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