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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市 规 划 和 自 然 资 源 局
江 苏 省 自 然 资 源 厅
浙 江 省 自 然 资 源 厅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执行委员会

沪规划资源调〔2023〕366 号

————————————————————

关于印发《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更新暂行办法》的通知

上海市青浦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江苏省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浙江省嘉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根据《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测绘地理信息保障

工作协同方案》（示范区执委会发〔2021〕29 号），为充分发挥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各类地理信息成果资源作用，

在统一数据标准的基础上，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自然资源主

管部门和示范区执委会共同制定了《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



－ 2 －

示范区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更新暂行办法》，明确了区域一体的基

础地理信息数据更新和共享机制。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江苏省自然资源厅

浙江省自然资源厅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

示范区执行委员会

2023 年 9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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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更新暂行办法

第一条 目的

为充分发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以下简称“示

范区”）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对规划建设、社会治理、精细化管理的

支撑作用，推进示范区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等测绘成果一体化，建立

数据动态更新机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结合示范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范围

本办法所称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主要包括示范区大比例尺地形

数据、数字正射影像等基础测绘成果。

第三条 职责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执行委员会（以下简称“示

范区执委会”）发挥协调统筹作用，会同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

（以下简称“两省一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推进建立示范区基础

地理信息更新机制。两省一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指

导各自区域内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的更新工作；苏州市、嘉兴市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各自区域内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更新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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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上海市青浦区、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和浙江省嘉善县（以下

简称“两区一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各自区域内基础地理信

息数据更新工作。

第四条 更新

建立示范区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定期更新机制，更新频次不低于

每年一次。两区一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结合示范区重点区域、重点

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的动态更新。

第五条 标准

示范区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更新应当按照《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

化发展示范区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标准》进行。

第六条 质量

示范区基础地理信息成果质量应满足相关规定的要求。两省一

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示范区执委会加强对示范区基础地理信

息更新数据质量的监督，数据成果需经省级及以上测绘产品质检机

构检验，确保数据更新质量。

第七条 保管

测绘成果经示范区执委会会同两省一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商

定由上海市测绘院进行保管,并按照测绘成果管理相关要求向两省

一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汇交测绘成果副本。保管单位每年应将数据

的存储、传输、处理、提供、安全等日常管理情况汇总报送至示范

区执委会和两省一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数据的保管须按照国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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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执行。保管单位每年一月将上一年度地

理信息数据的更新情况，抄送两省一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第八条 共享

建立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共享机制。示范区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成

果由两省一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共享成果，两区一县通过签订共建

共建协议后共享使用示范区范围内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成果。

第九条 资金保障

两区一县人民政府依据本办法要求落实经费，为示范区的基础

地理信息数据持续更新提供资金保障。两省一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加大对示范区支持力度，优先支持地理信息试点项目在示范区落

地。示范区执委会结合重点区域建设、重大项目推进，协调做好资

金保障工作。

第十条 发布

示范区执委会会同两省一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每年组织编制

示范区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成果目录，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向社会

统一发布。

第十一条 解释

本办法由示范区执委会、两省一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解

释。

第十二条 附则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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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上海市测绘院，江苏省测绘工程院，浙江省测绘科学技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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