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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修从涛

部门数据纳入共享平台
统计分析可为决策服务

在济南高新区统计数据中
心的数据查询记录上，已经有
上百次的数据查询登记。据了
解，该中心已经为高新区的人
才、金融、发改、安监、科技、公
安、地税、民政以及部分园区、
办事处等20多个部门，提供过
数据汇总、数据调取、分析报
告、会议汇报等各种方面的数
据信息服务。

高新区数据地理信息系统
相关负责人燕东磊介绍，数据
地理信息系统已经成为高新区
的一个大数据库，它整合了高
新区内统计、质监、国地税、财
政、工商等各种政府部门数
据，实现各部门数据的互联互
通和共享，通过数据的统计和
分析可以了解到高新区社会
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

数据地理信息系统有多
强大？济南高新区统计数据中
心工作人员为齐鲁晚报记者
进行了演示。以银荷大厦为
例，该系统可以查询到银荷大
厦内入驻企业的全部信息，包
括企业的规模、从属行业、营
业收入及纳税情况，甚至企业
在楼宇的具体位置、从业人员
数量、女性比例等都十分清
楚。

不仅如此，该系统还可以
进行数据分析。工作人员介
绍，如果想了解银荷大厦附近
吃饭的地方多不多，可以统计
出周边任意半径内的餐饮单位
分布情况，这可以为想在银荷
大厦周边布局餐饮的企业提供
相关数据分析支撑。

燕东磊介绍，数据地理信
息系统最重要的功能是可以借
助数据分析模型和数据可视化
技术，及时准确掌握各类企业、
产业的空间动态分布状况，及
时发现解决影响经济社会发展
的不利因素，实现更加高效、快
捷的决策服务。

“假如会展中心到高新万
达之间的某条管道要进行更

换，那么通过我们的系统就可
以统计出周边可能受影响的商
户，以及对交通可能造成的影
响状况，设计出最佳施工方案
和交通换行方案，将施工影响
降到最低。”燕东磊介绍，数据
地理信息系统的分析功能应用
面十分广泛，如通过该系统的
适龄儿童数据，可以测算教育
布局；利用企业分园区数据，可
以进行人才普查工作；利用文
化产业数据，可以推进产业布
局工作……

打破信息壁垒数据孤岛
“可视化”降低解读门槛

数据地理信息系统之所
以有这么强大的功能，负责该
系统建设的高新区科技经济
运行局副局长李世刚介绍，这
得益于高新区各部门信息数
据的互联互通，“济南高新区
数据地理信息共享平台的建
设，打破了部门内部存在较多
的信息壁垒、数据孤岛现象，
避免了对外提供的经济数据
存在‘数出多门’‘数据冲突’
现象；同时经过基层调查队伍
建设，也破解了基层调查力量
薄弱、部门调查机制缺失、原
始数据采集效率和质量不高
等问题。”

据了解，高新区数据地理
信息共享平台目前已经收录的
数据容量超过100G，收录了高
新区3万多家企业数据，采集
绘制了高新区6863栋建筑物
信息并录入建筑物属性信息，
并对其中3000多栋楼宇以及
主要道路及周边设施、绿化进
行了三维建模。

目前该系统能够为各部
门自有的专业系统平台提供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共享，能够
为各园区、办事处提供辖区内
的企业信息、地理信息服务；
能够与财税大数据平台、工商
年度公示系统、安监网格化管
理系统、济南市市场主体事中
事后监管平台实现信息的互
联互通；能够为高新区提供跨
区域、跨行业的综合数据信息
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该系统还

具备综合经济数据可视化发布
功能。“基于地理空间展示分析
企业、经济等各类宏观数据的
空间分布规律；借助专题地
图、统计图形及动画等生动、
直观的方式展示综合经济数
据，诠释数据之间的关系和变
化趋势，降低了统计数据解读
门槛，提升了统计数据阅读的
趣味性，克服了过去经济数据
枯燥、呆板、无味的单一形态，
满足各园区、办事处使用统计
数据的多样化需求，提升了统
计数据的公信力和影响力。”燕
东磊介绍。

向“全数据”方向发展
未来开通社会服务功能

据了解，高新区数据地理
信息系统是以第三次全国经济
普查成果作为数据基础，目前
是以企业数据为核心。根据其
未来发展目标，该系统将由当
前“企业数据”为核心向“全数
据”方向发展，逐步将人口数
据、资源数据、环境数据等纳
入数据地理信息系统，实现系
统由当前“数库”向“智库”方向
发展。

“我们将依托该数据地理
信息系统中数据交换共享平
台、地图数据、基本单位名录
数据，运用GIS、移动采集及
数据可视化等技术，实现对各
园区内建筑物、企业、移动设
备、调查人员的管理维护，实
现对平台管理、移动端采集、
多源数据的融合，创新数据采
集方式。”燕东磊介绍，今年上
半年将建设完成与高新区数
据地理信息系统相匹配的移
动智能信息化采集系统，进一
步强化高新区数据地理信息
系统全数据服务功能，提高基
层综合数据采集能力，将来实
现地理信息技术共享、移动智
能信息采集共用、管委会全数
据平台共建的大融合。

不仅如此，根据发展规划，
未来高新区数据地理信息系统
还将开通社会服务功能，在保
障涉密数据安全的前提下，为
社会大众提供多种类的数据查
询服务。

在济南高新区随意圈一
个范围，就能知道范围内有多
少家企业，企业何时成立，从
属哪个行业，营业收入及纳税
情况怎样，是规上企业、异地
经营企业又或是失信企业，甚
至企业在哪栋楼宇的哪个房
间，有多少名从业人员，女性
占比都可以查到。支持这一大
数据查询服务的正是今年正
式投入使用的济南高新区数
据地理信息系统。

高新区数据地理信息系
统的强大之处，在于整合了高
新区内统计、质监、国地税、财
政、工商等各种政府部门数
据，打破了信息孤岛，实现各
部门数据的互联互通和共享，
不仅可以掌握高新区社会经
济发展的实时动态数据，而且
可以为高新区发展决策提供
更精准的数据服务。

传统地理信息系统拥有
海量数据采集、筛选、存储、
显示等能力，但是在大数据
时代下，需要扭转传统地理
信息系统重视数据管理与
显示，轻视数据分析的状
况，融合大数据分析能力的
统计地理信息系统已成为
一个必然趋势。历时两年多
时间打造的高新区数据地理
信息系统就是一个融合了大
数据分析能力的统计地理信
息系统。

据了解，高新区数据地
理信息系统是以统计地理信
息系统建设为切入点，利用
一张地理综合信息图的N
个图层有机连接各部门行
政记录、基层原始数据采
集、地理信息数据，以企业
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组
织机构代码等)为识别，通过

与建筑物的二三维一体化的
有效关联，逐步实现高新区
各部门信息的有机融合，确
保了企业信息的真实、准确、
全面。

同时，该系统能够实现
单纯数据库所不具备的独特
功能。不仅可以实现任意区
域的各类空间查询，满足对
某类企业、某个产业的分布、
定位等可视化查询需求，实
现对企业定位、产业分布和
数据汇总等功能，还可以实
现图表共有的全库检索和综
合数据分析功能，可以一键
式对“一区两城两谷”、某一
园区或办事处、特定条件的
专题进行数据汇总加工分
析，数据加工后均以表和图
两种方式展现，研究人员可
以直接下载表和图用于撰写
分析报告。

葛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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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刚介绍，高新区数
据地理信息系统实现了经济
数据与地理空间信息的融
合、基层采集数据与部门行
政记录的融合、基层综合调
查队伍网格化融合等，率先
在国内形成地理信息技术
共享、基层信息采集共用、
数据库交换平台共建的新
模式，2016年底荣获国家地
理信息优秀工程银奖称号。

为了实现企业网格化管
理和精准服务，该系统打破
了原有的行政区划界限，利
用独有的地理信息资源将各
单位的调查员(或片管员)分
布在辖区内各个网格中，把
调查员与其所负责的调查小
区或建筑物进行关联，实现

对企业的精细化、网格化管
理。同时将200余名调查员信
息纳入系统数据库进行动态
可视化管理。

拥有200余名调查员的
统计调查体系也为实现系
统数据的真实可靠、及时更
新和全面覆盖提供了坚强
保证。不仅如此，统计调查
体系还完善了以园区、办事
处为维护和责任主体的名
录库管理新体制，与质监、
工商、财政、税务等部门建
立了常态化的基本单位名
录信息定期对接机制。据了
解，数据地理信息系统中的
各类数据可面向各部门和
园区办事处按需共享、授权
使用。

220000余余名名调调查查员员确确保保系系统统及及时时更更新新

高新区全数据发展构想

打打造造““全全数数据据””，，让让决决策策依依据据更更可可靠靠
济南高新区数据地理信息系统将实现各部门信息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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