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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土调查办发〔2020〕1号

浙江省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领导小组
办公室关于开展浙江省第三次全国
国土调查统一时点更新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根据《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

开展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统一时点更新调查的通知》（国土

调查办发〔2019〕24号）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就开展我省

第三次国土调查（以下简称“三调”）统一时点更新和2019

年度土地变更调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任务

各县级调查单元要以2019年12月31日为统一时点，通过

比对“三调”统一时点与“三调”初始调查底图采用的正射

影像图，内业提取“三调”初始时点以来各类土地的变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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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形成“三调”统一时点更新调查底图；以实地现状认定

地类为原则，实地调查“三调”初始时点和统一时点间每一

块变化土地的地类、范围、权属和面积等实际情况；对按“三

调”《实施方案》和《技术规程》等明确需要举证的图斑逐

一实地拍照举证；在县级“三调”初始数据库基础上，形成

“三调”统一时点更新数据增量包。

2019

结合“三调”成果更新工作，严格按照“三调”和土地

变更调查的有关技术要求，提取2019年度内每一块土地的利

用变化信息，重点查清2019年度内耕地、建设用地和农用地

变为未利用地的情况，逐级汇总统计形成2019年度土地变更

调查成果，满足土地日常管理需要。

二、工作要求

2020年1月底前，各地要按照《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统一

时点更新暨2019年度土地变更调查实施方案》，制定本地区

的实施方案，落实调查队伍和人员，开展技术培训，收集有

关资料，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2020年4月20日前，县级调查单元完成县级“三调”统一

时点更新调查内业预判和外业调举证工作，并将经县级自查

和市级核查合格的成果分批次提交省三调办。

2020年4月底前，省三调办组织对统一时点更新成果核查

并将核查结果反馈给各县（市、区），各县（市、区）整改

合格后将最终成果提交全国三调办。



3

1．根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统一时点更新暨 2019 年

度土地变更调查实施方案》，全国三调办将下发新增建设用

地管理信息和新增耕地用地管理信息，辅助地方开展调查。

各地要根据本地区土地管理各类项目实际实施情况，及时补

充完善部综合信息监管平台报备的各类用地管理信息，补充

备案截止日期为 2020年 1月 31日。

2．统一时点更新成果质量检查必须到位,县级三调办组

织对本地区“三调”统一时点更新成果进行 100%全面自检，

确保成果的完整性、规范性、真实性和准确性；同时，利用

全国统一的数据库质量检查软件检查统一时点增量数据的规

范性，市级三调办要充分发挥检查把关作用。

三、保障措施

各地要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安排质量、进度、安全三方

面工作。“三调”工作跨度时间长，调查任务重，各地要继

续加强领导，做好调查处（科）室、基层国土所、作业单位

的统筹安排，继续保持组织力度不减、人员设备不减、工作

信心不减、方式方法不减。

各地要加强三调工作人身安全保障，我省春季往往多雨，

地质灾害易发多发，对外业举证造成困难，存在人身安全隐

患。各地要进一步增强安全意识，做好应急预案，确保三调

外业安全顺利推进。

强化三调数据保密管理，各地针对三调数据量大、精度



4

高、链条长、环节多以及作业单位多和人员广泛的特点，要

组织并指导县级开展保密自查自纠，对照国土调查办发

〔2019〕16号要求，对数据成果的制作、流通、保管、销毁

等各个环节进行全面系统排查处。重点是参与“三调”工作

的各部门、各单位、各调查人员特别是临聘外协人员，要加

强管理，切实防止三调失泄密事件发生。请各地于2月3日前

以市为单位将全面自查自纠情况以书面形式报省三调办。

2020年3月，各市要开展对县级三调办履职情况的检查，

并根据县级三调统一时点更新实施方案，检查县级三调统一

时点更新各工作步骤是否落实到位。检查情况请3月30日前以

书面形式报省三调办。

附件：浙江省第三次国土调查统一时点更新暨2019年度

土地变更调查实施方案

浙江省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

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 1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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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浙江省第三次国土调查统一时点更新

暨 2019 年度土地变更调查实施方案

依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第三次全省土地调查的

通知》（浙政发〔2018〕4 号），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

领导小组办公室《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统一时点更新暨 2019

年度土地变更调查实施方案》，为确保全省第三次国土调查

（以下简称“三调”）统一时点更新工作和 2019年度土地变更

调查与遥感监测工作顺利实施（以下简称“年度变更调查”），

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三调”统一时点更新的主要目标是在“三调”初始调查成

果基础上，通过全面内外业补充调查，将“三调”成果反映的

国土空间利用状况更新到 2019年 12月 31日统一时点上，满

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于国土利用基础数据的需要。

2019 年度变更调查主要目标是在“三调”统一时点调查成

果基础上，比对近两年年度遥感监测成果和相关管理备案信

息，掌握 2019年度耕地和建设用地等重要地类的利用变化情

况，满足当前土地管理工作的需要。

二、统一时点调查工作任务

“三调”统一时点更新的主要任务是：按照国家统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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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卫星遥感、互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统筹利用现有资料，

以最新的正射影像图为基础，提取地类变化信息，开展实地

调查举证，全面掌握“三调”初始时点和统一时点间的地类、

面积和权属变化情况,更新“三调”数据库。

全国三调办将下发新增建设用地管理信息和新增耕地用

地管理信息，辅助地方开展调查。各地根据本地区土地管理

各类项目实际实施情况，及时补充完善部综合信息监管平台

报备的各类用地管理信息，补充备案截止日期为 2020年 1月

31日。

县级在开展统一时点更新前，对照确权登记资料（审批

书、登记卡、土地使用权或所有权证、宗地图）核实图斑权

属性质属性标注，根据核实结果对图斑权属信息进行修正。

县级在开展统一时点更新前，对三调初始调查数据库进

行接边，确保不同行政区两侧重要地物的贯通性、保证同名

地物的一致性以及地类、权属等属性信息的一致性，满足三

调成果汇总质量检查要求，保障三次调查成果应用。

县级人民政府要对统一时点更新调查成果的真实性负

责。各县级调查单元以 2019年 12月 31日为统一时点，通过

比对“三调”统一时点与“三调”初始调查底图采用的正射影像

图，在国家下发的“三调”统一时点更新遥感监测成果基础上，



7

内业提取“三调”初始时点以来各类土地的变化情况，形成“三

调”统一时点更新调查底图；以实地现状认定地类为原则，实

地调查“三调”初始时点和统一时点间内每一块变化土地的地

类、范围、权属和面积等实际情况；对按“三调”《实施方案》

和《技术规程》等明确需要举证的图斑逐一实地拍照举证；

在县级“三调”初始数据库基础上，形成“三调”统一时点更新

数据增量包。

县级“三调”初始数据库采用地方提交的复核数据库（即

初始数据库各项差错率达到评价合格要求，并已按国家内业

核查意见修改完善后，经省级检查通过的数据库）。对全国三

调办复核检查发现的错误图斑，“互联网+”和外业核查确认的

错误图斑未修改到位的，以及其他方式发现的调查错误图斑

（以下简称初始调查问题图斑），一并纳入统一时点更新工作

进行整改，并随“三调”统一时点同步更新。

市级三调办负责督促本区域各县级调查单元落实好县级

自查工作，并对本区域各县级调查单元成果进行全面检查，

同时协助省级做好抽样图斑的核查工作。做好全市范围内三

调涉密数据保密检查工作。

省三调办对各县级调查单元的“三调”统一时点更新成果

进行全面检查，重点检查地方变化图斑提取的彻底性、准确

性，图斑更新的及时性、正确性，以及更新数据的真实性，

对内业核查发现的疑似错误图斑反馈地方整改。同时，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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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互联网+”在线核查和重点疑问图斑的外业抽查，确保

“三调”成果的现势性。

将通过国家检查的县级调查数据库进行梳理，整合其他

自然资源调查及相关管理数据，开展数据库缩编等工作，最

终形成 2019年 12月 31日统一时点的“三调”省级数据库，在

此基础上汇总“三调”数据成果。

三、工作程序和方法

1．

县级调查界线如果发生变化需要调整，必须依据相关主

管部门的批准文件，报全国三调办批准后调整。省三调办根

据国家下发的控制界线和控制面积，统一计算全省各县控制

面积，下发各地使用。

2．

各地须进一步核实国有与集体土地的范围，对于在三调

初始调查阶段将国有土地图斑的权属性质标注为集体土地所

有权性质，或者把集体土地图斑的权属性质标注为国有土地

所有权或使用权性质的错误，必须全部修正。

对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地块，图斑权属性质属性应标

注为 20（国有土地使用权）。除依集体土地所有权证或者享

有集体所有权的事实被依法确认的外，对未取得国有土地使

用权的林地、草地、河流水面、滩涂及其它土地，图斑权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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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属性应标注为 10（国有土地所有权）。

3．

市级负责组织其辖区范围内县级调查单位间的数据接边

工作，省级负责组织全省市级行政界线两侧各县级调查单位

间的数据接边工作。

数据接边以三调初始调查数据库为基础开展，主要内容

是依据遥感影像辅助实地调查，对不同行政区界线两侧公路、

铁路和河流等重要地物进行接边，确保重要地物的贯通性；

对影像反映明显的地物界线进行接边，保证同名地物界线一

致；对地类、权属等属性信息进行接边，保证水库、河流、

湖泊、交通等重要地物调查信息的一致性。

当行政界线两侧明显地物接边误差小于图上 0.6mm、不

明显地物接边误差小于图上 2.0mm 时，双方各改一半接边；

否则双方应实地核实接边。

接边后的数据成果以整库方式提交，全国三调办检查合

格后下发地方作为统一时点更新初始数据库。行政界线调整、

零米线更新工作与接边工作一并完成。

1．

全国三调办组织采集 2019年年底亚米级卫星遥感数据，

加工制作分县（市、区）正射影像图，下发地方使用。省三

调办收集全省 2019年度地理国情监测成果数据等相关资料，

下发各地，作为县级内业预判的指引。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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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三调办在正射影像图基础上，内业提取“三调”初始

调查时点以来的疑似建设变化图斑和推填土图斑，制作分县

（市、区）的“三调”统一时点更新遥感监测成果，下发地方

辅助开展“三调”统一时点更新工作。

县级调查单元以全国三调办下发的“三调”统一时点更新

调查底图为基础，比对“三调”统一时点影像与三调初始调查

影像，参考新增耕地用地管理信息、省级下发相关资料，内

业补充提取“三调”初始调查时点以来的各类土地利用变化图

斑。重点是三调初始库是耕地，统一时点更新影像特征为种

植园用地、林地、草地和坑塘水面的图斑，以及园、林、草

之间发生变化的图斑，农用地变化为未利用地的图斑。对于

三调初始调查前即为设施农用地，但初始调查阶段没有调查、

举证，无法确定用途是否改变的图斑，应纳入外业调查图斑，

开展外业调查、举证工作。

县级完成图斑提取后，将补充提取的图斑提交省三调办，

省三调办组织人员，依据省级《统一时点更新核查方案》，对

县级提取的图斑开展全面检查。

1．

县级通过内业比对，检查国家提取的遥感监测图斑和地

方补充提取的各类土地变化图斑在“三调”初始调查时是否已

经调查上图，将未调查上图的图斑作为县级外业调查图斑，

套合“三调”统一时点正射影像图，叠加自然资源管理相关数

据，制作县级外业调查数据，开展外业实地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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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县级调查单元按照以实地现状认定地类的原则，对县级

外业调查数据中所有的县级外业调查图斑以及自然资源管理

涉及的地块，实地逐图斑核实确认图斑地类，并标注信息，

调绘图斑边界，记录土地权属等相关属性信息；对影像未能

反映的新增地物进行补测。“三调”统一时点更新的地类调查

认定要求应与“三调”《实施方案》《技术规程》《补充通知》《技

术问答》以及全国三调办对地方调查问题的答复等保持一致。

“三调”统一时点更新的变化图斑涉及的图斑属性标注和单独

图层，应按照“三调”初始调查相关要求完成。对“三调”初始

调查所有单独图层涉及的图斑，如在统一时点时已发生变化

的，应按实地现状对调查数据予以更新，同时在单独图层删

除相应范围。外业调查时应询问了解耕地 2019年度种植利用

状况，对耕地种植属性进行更新。

县级三调办对初始调查问题图斑和初始调查后的实地变

化图斑，均须赴实地进行踏勘，按照实地现状对此类图斑进

行修改。对初始调查问题图斑认定结果地方存在异议的，应

在统一时点更新成果上报时，同步提交全国三调办反馈的初

始调查问题图斑列表，在“情况说明”字段中详细说明未按照

问题图斑国家确认结果修改的原因。

3．

县级调查单元在开展外业调查的同时，应使用带卫星定

位和方向传感器的设备，利用“互联网+”举证软件，对需举证

的图斑地块拍摄包含图斑实地卫星定位坐标、拍摄方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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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时间、实地照片及举证说明等综合信息的加密举证数据

包，上传至统一举证平台。

对于全国三调办下发的疑似建筑物和推填土遥感监测图

斑，在“三调”初始调查时未调查上图的，调查时要逐图斑拍

照举证。按建设用地调查的图斑，如依据遥感影像特征能够

准确认定为建设用地的，如住宅小区、规模化工厂、水工建

筑、农村宅基地、机场、火车站、港口码头、公路、广场、

桥梁、运动场、停车场、学校等，可不举证；按建设用地调

查的图斑，如果举证照片不足以确认为建设用地的，还须拍

摄内部照片；按设施农用地调查的图斑，须拍摄建筑物内、

外部照片或能反映用途的建、构筑物照片，其中依据影像特

征能够准确认定的打谷场等可不举证；国家下发的疑似建筑

物的图斑，实地不是建设用地或设施农用地的，须拍摄举证

照片。对于在备案的新增耕地项目之外，统一时点更新调查

新增的耕地，必须实地举证。对于在初始调查阶段没有开展

外业调查、举证的设施农用地图斑，必须实地举证。

对于“三调”初始数据库的农用地图斑更新为其他草地、

盐碱地、沼泽地、沙地、裸土地、裸岩石砾地等未利用地的，

水田更新为旱地等耕地内部二级类变化的，无论遥感影像是

否支持，必须实地举证。省级三调办会对此类情况进行审核，

了解变化原因、分布及面积，说明省级核实情况及汇总面积，

形成专题报告，连同相关部门证明材料，报全国三调办。对

于其他变化更新图斑，如果遥感影像不能准确判断地方更新

地类正确的，应按照《关于进一步做好近阶段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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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调查办发〔2019〕18号）关于优化举证方式的要求，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举证方式全部予以举证。

此外，城镇村庄集中连片范围内的图斑（不含抽查选中

的图斑）、军用土地的图斑、遥感影像能够准确判断地方更新

地类的图斑等参照“三调”初始调查的相关要求可不举证。人

类难以到达区域的图斑按照《关于优化特殊地区举证方式的

通知》（国土调查办发〔2019〕22号）的有关要求开展举证。

暂时举证困难的图斑，如果地方确定“三调”统一时点更新地

类的正确性，可采取承诺举证。

对于采用类型举证、承诺举证、高清影像举证或因降雪

等天气或其他自然灾害原因实际无法开展补充举证的，必须

在举证信息表的类举标注字段，填写“类型举证” “承诺举

证”“高清影像举证”“积雪覆盖”“按规程无需举证”或“无法到

达”等情况，未填写相关情况的视为未举证。同时，采用类型

举证方式进行举证的，所有类举的图斑均需挂接类举照片，

不符合类型举证要求的（如影像特征不一致、举证区域非集

中连片等），不得采用类型举证方式进行举证。

对于初始调查时因疫情、天气及自然灾害等原因未能举

证的图斑，以及承诺举证的图斑，要核实疫情、灾情是否解

除，具备举证条件的，要及时补充举证；疫情、灾情仍未解

除的，继续承诺举证或说明。

县级调查单元充分利用地籍调查和不动产登记成果，开

展“三调”统一时点更新城镇村庄内部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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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调查和不动产登记中发生变化的图斑，要按照《实施方

案》和《工作分类》的要求，补充开展变化调查。对于地籍

调查和不动产登记资料覆盖不完整或数据现势性不强的，县

级三调办应协调辖区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了解城镇内部

拆建情况，涉及地类变化的要及时予以更新。

县级调查单元根据日常确权登记工作掌握的权属变化情

况开展“三调”统一时点权属更新，对权属界线发生变化的，

按照集体土地所有权和不动产调查相关规定，开展权属界线

补充调查。

全国三调办制定“三调”统一时点数据更新技术要求，明

确“三调”数据库变更方法、标准及相关质量要求。县级调查

单元按照要求，采用增量更新的方式，开展统一时点数据库

更新工作。

1．

（1）县级采用“三调”数据库变更软件，以“三调”初始数

据库为基础，将发生变化的信息逐块录入并变更“三调”初始

数据库，生成“三调”初始数据库与统一时点之间的增量变化

信息及相关变更统计报表。

（2）县级采用国家统一下发的“三调”数据库质量检查软

件，将增量变化信息导入该软件生成县级统一时点更新数据

包，并利用“三调”数据库质量检查软件开展统一时点更新数

据包与“三调”初始数据库的校核与数据质量检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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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县级统一时点更新数据包成果经省级检查、国家最

终质量检查通过并确认后，各级三调办组织开展本级“三调”

数据库统一时点更新工作。

2．

“三调”统一时点数据库更新工作，应以各地复核阶段上

报的最终版“三调”初始数据库及统计报表为基准，且初始数

据库必须经过全国三调办组织的国家级数据库质量检查。

县级统一时点更新数据包必须完全通过质检软件检查，

确保数据成果无错误。

各级三调办要按照《实施方案》《技术规程》《国家级核

查方案》的要求，严格执行分阶段和分级检查的检查制度，

认真做好“三调”统一时点更新成果检查与核查。

1．

县级三调办组织对本地区“三调”统一时点更新成果进行

100%全面自检，确保成果的完整性、规范性、真实性和准确

性；同时，利用全国统一的数据库质量检查软件检查统一时

点增量数据的规范性。

2．

市级三调办要充分发挥检查把关作用，负责对本区域各

县级调查单元成果进行全面检查，重心前移，确保成果质量。

3．

省三调办负责组织做好本区域“三调”统一时点更新成果

的核查把关，对各县级调查单元的“三调”统一时点更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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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全面核查。

对县级补充提取的图斑，省级开展全面检查，重点检查

各县级调查单元统一时点更新影像与三调初始库中耕、园、

林、草、坑塘水面之间的变化图斑是否提取到位，对存在明

显漏提的，责成县级限期补充完整。对照国家下发的统一时

点更新卫星遥感影像、举证照片和新增耕地用地管理信息，

内业逐图斑检查地方调查的正确性，对内业核查发现的疑似

错误图斑，反馈地方整改；对耕地降级、农用地到未利用地

等重点疑问图斑，开展“互联网+”在线核查和外业抽查；依据

最新卫星影像抽样核查非增量更新数据（包含一定数量和比

例的设施农用地图斑）的真实性，对抽样评价差错率超过国

家要求的，要求地方全面整改，并追究相应责任，确保全省

三调成果的整体质量；同时，利用全国统一的数据库质量检

查软件检查各县级单位的统一时点增量数据的规范性。

四、同步开展 2019 年度土地变更调查

为满足土地管理工作的需要，充分利用“三调”统一时点

更新调查成果，掌握 2019年度耕地、建设用地等重要地类的

面积和权属变化情况。

重点查清 2019年度内耕地和建设用地的变化情况。耕地

变化包括年内土地整治项目验收合格的新增耕地，因建设占

用、生态退耕等原因减少的耕地。建设用地变化包括年内实

际建设的新增建设用地，因增减挂钩、土地复垦等减少的土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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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在 2018 年度土地变更调查和统一时点更新的基础

上，开展 2019年度变更调查工作。

1．

将全国三调办下发的疑似新增建筑物和推填土图斑与

2018 年度和 2017 年度的已经变更的遥感监测图斑（变更为

建设用地或设施农用地）套合，筛选出未套合上的图斑，利

用“三调”统一时点调查成果进行内业比对，确定 2019年度新

增建设用地和设施农用地图斑。同时，对已经审批或供应（包

括增减挂钩项目建新区和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建新区）的建

设用地地块、已经备案的设施农用地地块进行实地调查核实，

对于已经建设完成和动工的，按照 2019年度新增建设用地和

设施农用地图斑调查。

将全国三调办下发的疑似拆除建筑物图斑与“三调”统一

时点外业调查成果进行内业比对，确定 2019年度建设用地和

设施农用地的减少图斑，按统一时点实地现状调查。同时，

对增减挂钩拆旧区的图斑以及督察、执法和环保的拆除图斑

进行实地调查核实，对于实地已经拆除的，按照实地现状调

查。

2．

收集 2019年度各类土地整治项目（增减挂钩和工矿废弃

地复垦）验收资料，利用“三调”统一时点外业调查成果，确

定 2019 年度新增耕地图斑、耕地二级类调整图斑。对 2019

年度新增建设用地和设施农用地占用耕地的图斑，按照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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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图斑调查。对经国家级验收合格的新一轮退耕还林地块

图斑，经与“三调”统一时点调查成果比对后，确定是否为耕

地减少图斑。

五、成果汇总

统一时点调查成果汇总包括国土调查成果汇总和专项调

查成果汇总，汇总内容主要包括数据汇总、图件编制、文字

报告编写和成果分析等。汇总要求遵照《实施方案》相关内

容。

六、主要成果

统一时点主要成果按照《实施方案》要求形成整套国土

调查成果资料，应包括影像、图形、权属、文字报告等。统

一时点成果上报按照《关于明确三调县级调查成果报送要求

的通知》（国土调查办发〔2018〕22号）要求的内容和目录

组织结构提交，其中国土调查矢量数据包括统一时点更新数

据包（含增量信息与统计报表，由“三调”数据库质检软件打

包生成）；“互联网+”举证成果为 DB 格式，统一时点所有举

证的图斑放置在统一时点举证（TYSDJZ）属性表中；举证信

息表为MDB格式；初始调查问题图斑列表为 EXCEL格式。

2019年度县级耕地、建设用地变化统计表，农用地变为

未利用地统计表。

七、进度安排

2019年 8月 1日至 2020年 1月 31日，全国三调办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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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覆盖全国的卫星影像，制作正射影像图，提取年度新增

建设变化信息并陆续发地方。

2020 年 2 月 15 日前，各县完成权属调查成果修正和行

政界线（含零米线）调整工作，各市完成辖区内县级调查单

元数据接边，将成果报送省三调办，2月 28日前，省三调办

组织完成市级接边。

2020年 2月 17日和 2月 28日，县级分两批完成图斑补

充提取工作（见附表 1），并向省三调办报送补充提取图斑成

果，省三调办组织人员对县级图斑提取成果开展全面检查。

2020年 3月 10日至 4月 20日，县级调查单元完成县级

“三调”统一时点更新调查工作，分批（见附表 2）向省三调办

报送“三调”统一时点更新数据增量包。

2020 年 4 月 30 日前，省三调办组织完成省级检查和整

改工作，向全国三调办报送省级检查合格的县级“三调”统一

时点更新数据。

2020年 5月 30日前，县级调查单元完成 2019年度变更

调查工作，向省三调办报送变更调查数据增量包。省级对变

更调查成果开展核查。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省级三调办配合全国三调办组织

县级调查单元完成“三调”成果整改和完善工作。

2020年 7月 31日前，全国三调办组织完成“三调”数据更

新入库及数据汇总分析工作，做好汇报准备。省级三调办向

全国三调办汇交 2019年度变更调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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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实施保障

“三调”统一时点更新及 2019年度土地变更调查工作应按

照“全省统一领导、部门分工协作、地方分级负责、各方共同

参与”的形式组织实施。各地要加强土地调查成果和涉密基础

测绘成果数据的管理，确保调查成果和涉密基础测绘成果数

据的安全保密，凡涉及保密数据使用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做好安全保密工作。

省三调办负责全省“三调”统一时点更新和土地变更调查

工作的组织实施，具体包括制定省级实施方案、开展宣传工

作、组织技术培训，实施技术指导、开展成果核查、做好预

检验收、建立省级“三调”数据库和管理系统、负责省级数据

汇总分析、编制省级相关成果等工作。

各地应参照国家、省组织模式，健全国土调查及土地变

更调查工作机制，扎实做好本地区“三调”统一时点更新及年

度土地变更调查工作。具体包括制定实施方案和细则、开展

宣传工作、确定承担单位、核实调查底图和行政界线、组织

具体调查工作、开展调查数据库和管理系统建设、成果汇总

等。

1．

省三调办组织制定全省统一时点更新及年度变更调查实

施方案，明确全省统一时点工作要求和工作流程。制定全省

统一时点更新及年度变更调查省级成果核查方案，明确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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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目标、流程、内容、方法和责任追究等，落实省、市、

县三级职责。

2．

省三调办进一步加强对市、县三调办和技术队伍的技术

指导，通过电话、微信群、座谈、实地督导等方式，对调查

中遇到的重大技术问题及时进行研究解答。

1．

各地采取切实的保证措施，严格检查验收制度，包括：

分阶段成果检查制度，每一阶段成果需经检查合格后方可转

入下一阶段，避免将错误带入下阶段工作；分级检查验收制

度，调查结束后逐级汇总上报调查成果，省、地市级分级负

责检查验收。县级国土调查成果由地市级自然资源部门负责

组织预检，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验收。同时，为加强

成果质量检查力度，省级对县级成果进行全面的内业检查，

并对重点地区、重点地类进行外业抽查核实，确保“三调”的

数据、图件与实地三者一致。

2．

各市自 2月 7日起，每周向省三调办上报本行政区范围

内三调统一时点工作进展和工作推进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省

三调办将根据各地工作进展和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工作指

导和督导。

3．

“三调”统一时点更新工作对数据真实性实行分级目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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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制，各级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对虚报、瞒报

国土调查数据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有关规定，追究相关当事人法律责任，

并对相关领导追究相应的行政责任。为保证调查成果客观、

真实和准确，避免主观人为干扰和弄虚作假，所有调查过程

成果应全部留档，确保全过程可溯源检查。

“三调”统一时点更新和 2019 年度土地变更调查工作经

费，按分级保障原则，由同级财政予以保障。根据国土调查

任务和计划安排，列入相应年度的财政预算，按时拨付，确

保足额到位，保障“三调”和土地变更调查工作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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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浙江省三调统一时点更新调查自提图斑上报时间计划表

1
2020年 2月 17日

之前

桐庐县、淳安县、海曙区、江北区、北仑区、

镇海区、鄞州区、奉化区、宁海县、余姚市、

慈溪市、鹿城区、龙湾区、瓯海区、永嘉县、

平阳县、苍南县、泰顺县、乐清市、南湖区、

秀洲区、海盐县、海宁市、平湖市、吴兴区、

越城区、上虞区、金东区、武义县、柯城区、

衢江区、常山县、开化县、龙游县、江山市、

定海区、普陀区、岱山县、椒江区、路桥区、

温岭市、玉环市、青田县、缙云县、遂昌县、

松阳县、云和县（47个）

2
2020年 2月 28日

之前

上城区、下城区、江干区、拱墅区、西湖区、

滨江区、萧山区、余杭区、建德市、富阳区、

临安区、象山县、洞头区、文成县、瑞安市、

嘉善县、桐乡市、南浔区、德清县、长兴县、

安吉县、柯桥区、新昌县、诸暨市、嵊州市、

婺城区、浦江县、磐安县、兰溪市、义乌市、

东阳市、永康市、嵊泗县、黄岩区、三门县、

天台县、仙居县、临海市、莲都区、庆元县、

景宁畲族自治县、龙泉市（4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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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浙江省三调统一时点更新调查成果上报时间计划表

1
2020年 3月 10日

之前

海曙区、北仑区、江北区、镇海区、鄞州区、

鹿城区、龙湾区、瓯海区、南湖区、秀洲区、

海宁市、平湖市、金东区、武义县、柯城区、

路桥区、普陀区、岱山县、椒江区、玉环市

（20个）

2
2020年 3月 19日

之前

上城区、下城区、拱墅区、滨江区、奉化区、

宁海县、慈溪市、平阳县、永嘉县、泰顺县、

苍南县、乐清市、海盐县、上虞区、定海区、

嵊泗县、衢江区、龙游县、常山县、江山市、

青田县、遂昌县、松阳县、云和县、温岭市

（25个）

3
2020年 3月 30日

之前

江干区、西湖区、富阳区、桐庐县、余姚市、

洞头区、文成县、瑞安市、吴兴区、南浔区、

德清县、越城区、柯桥区、新昌县、嵊州市、

浦江县、磐安县、兰溪市、开化县、天台县、

仙居县、缙云县、景宁畲族自治县（23个）

4
2020年 4月 15日

之前

萧山区、余杭区、建德市、淳安县、嘉善县、

桐乡市、安吉县、诸暨市、婺城区、义乌市、

永康市、黄岩区、三门县、莲都区、庆元县、

龙泉市（16个）

5
2020年 4月 20日

之前

东阳市、临安区、象山县、长兴县、临海市

（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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