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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测绘地理信息行业发展综述 

 

2014 年，全国测绘地理信息行业干部职工紧紧围绕改革发

展大局，牢牢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

求真务实、开拓进取，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取得新发展。测绘

服务总值保持稳定增长，测绘资质单位数和从业人员数持续增加，

测绘地理信息行业整体发展势头良好。 

一、测绘地理信息行业迎来全新发展机遇 

（一）从国家层面看，2014 年，国家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

总基调，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扩大开放，实施创新驱动，坚持走

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道路，加快转方式、

调结构、促发展。1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促进地理信息产业发展的意见》，对加快产业大发展、大繁荣具

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之后，国家又相继出台了《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加强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管理的指导意见》《国家新型城

镇化规划（2014-2020 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

展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与测绘地理信息产业发展相关的政策，

为测绘地理信息事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二）从国家局层面看，2014 年，国家局全面深入贯彻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狠抓《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地理信息

产业发展的意见》的贯彻落实，注重顶层设计，突出问题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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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创新驱动，积极推进测绘地理信息领域各项改革发展工作。

联合发展改革委出台《国家地理信息产业发展规划（2014-2020

年）》，提出产业发展总体要求、重点领域，明确主要任务和政策

措施；修订并印发《测绘资质管理规定》和《测绘资质分级标准》，

将倾斜航摄、地面移动测量、地理信息软件开发、地理信息监理

等新型服务业态纳入测绘资质管理；出台《关于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推广应用的若干意见》。指导筹建了我国首支支持地理信息企

业发展的中地信地理信息股权投资基金，以支持企业发展。 

（三）从地方政府层面看，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测绘

地理信息管理体制不断完善，重庆市测绘地理信息局正式挂牌并

增设地理国情监测处，湖南省国土资源厅（测绘地理信息局）在

已有基础测绘处、测绘行业管理处的基础上新增地理信息处，河

南、河北、江西、云南等地管理体制建设也取得新进展。地方政

府积极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地理信息产业发展的意见》，

截至 2014 年末，已有 17 个省（区）政府出台促进地理信息产业

发展的政策文件。黑龙江、湖北、山东等 13 个省区已经建成或

正在启动地理信息产业园（基地）建设。天津、河北、安徽、湖

南、广西、甘肃、山西等地正在筹建地理信息产业园区或北斗产

业园。 

二、测绘地理信息行业发展成效显著 

（一）测绘服务总值稳定增长，总量逼近 70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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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测绘地理信息行业①完成的服务总值持续增长，达到

696.02 亿元，比上年增加 79.13 亿元，同比增长 12.8%；其中测

绘资质单位完成服务总值 679.91 亿元，同比增长 12.1%。第三次

全国经济普查、不动产统一登记、地下空间测绘等一系列国家重

大项目和工作的启动；国产系列遥感卫星发射应用、北斗卫星导

航定位系统产业化进程的加快；测绘地理信息社会化应用力度的

加大以及测绘地理信息转型升级，新型测绘地理信息服务需求不

断增加，都是推动服务总值的持续增长的有利因素。 

                                                        
①测绘地理信息行业的统计数据范围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及

其所属单位，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及其所属单位，全国所有测绘资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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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业人员数量持续增加，总数接近 35 万人 

2014 年末，测绘地理信息行业从业人员 34.91 万人，比上年

末净增加 1.72 万人，同比增长 5.2%；其中测绘资质单位从业人

员达到 34.55 万人，比上年末净增加 1.69 万人，同比增长 5.1%。

测绘资质单位从业人员数占全行业的 99.0%。资质单位是吸纳就

业的主要力量，测绘资质单位中事业单位年末从业人员 11.40 万

人、企业 23.15 万人，占资质单位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分别为

33.0%、67.0%，企业所占比重上升 0.7 个百分点。 

 

（三）深化改革效果显现，劳动生产率逐步提高 

2014 年，国家局着力推进新型基础测绘改革、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和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地方多省区分别在深化地理信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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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共享、推进民用遥感卫星统筹利用、促进地理信息产业发展、

加快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应用、加强测绘成果管理等方面取得明显

进展，测绘地理信息行业产业转型升级全面加速，劳动生产率进

一步提高，2014 年测绘地理信息行业劳动生产率（人均测绘服

务总值）为 21.23 万元，同比增加 1.97 万元，增长 10.2%，增速

提高了 2.9 个百分点；其中测绘资质单位劳动生产率为 20.97 万

元，同比增加 1.26 万元，增长 6.4%，增速提高了 1.2 个百分点。 

 

三、测绘地理信息行业发展呈现的特点 

（一）仍保持较快发展，增速有所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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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测绘地理信息行业整体发展仍保持稳定增长，但

与上年相比，测绘服务总值和从业人员数量增速有所放缓。测绘

服务总值增速回落 1.2 个百分点，其中测绘资质单位完成服务总

值增速回落 2.3个百分点；从业人员数量增速回落 2.4个百分点，

其中测绘资质单位从业人员数量增速回落 2.7 个百分点。我国经

济发展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

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受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的影响，与社会

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测绘地理信息行业整体发展平稳趋缓。 

（二）测绘资质单位数量不断增加，结构进一步优化 

2014 年末，全国测绘资质单位总数达到 1451314510 家，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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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末增加 473470 家。其中甲级单位 822821 家，比上年末增加

3837 家；乙级单位 25422540 家，比上年末增加 182180 家；丙

级单位 4959 家，比上年末增加 294 家；丁级单位 6190 家，比上

年末减少 41 家。丁级单位近年来首次出现减少，主要由于 2014

年全国开展了新一轮的测绘资质复审换证工作，部分单位因不符

合规定被依法注销测绘资质，其中大部分为丁级单位。甲、乙、

丙、丁级测绘资质单位占资质单位总数的比重分别为 5.7%、

17.5%、34.2%、42.7%，甲乙级资质单位总数的比重同比有所增

长，增长 0.8 个百分点，实力较强的资质单位比重逐渐增加，结

构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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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甲级资质单位持续稳居市场主体地位 

2014 年末，甲级测绘资质单位共有 822821 家，仅占资质单

位总数的 5.7%，但完成的服务总值却达到了 360.98 亿元，占全

部资质单位服务总值的比重高达 53.1%，比重进一步提高，提高

了 2.1 个百分点。甲级单位凭借其在人员素质、技术力量、产业

规模等方面的优势，依旧牢牢占据着测绘地理信息市场的主体地

位。同时测绘地理信息行业的龙头企业均为甲级单位，其中 26

家单位的服务总值在 2 亿元以上（见表 2），比上年增加 2 家，

合计完成服务总值 91.29 亿元，占甲级单位完成服务总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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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占全部资质单位服务总值的 13.4%。 

 

表 1  2014 年各等级测绘资质单位经济运行情况比较 

 

资质

等级 

单位数 测绘服务总值 年末从业人员 

数量 
（家） 

所占比重 
（%） 

数量 
（亿元） 

所占比重 
（%） 

数量 
（人） 

所占比重 
（%） 

甲级 822821 5.7% 360.98 53.1% 108884 31.5% 

乙级 25422540 17.5% 170.98 25.1% 106974 31.0% 

丙级 4959 34.2% 96.73 14.2% 77440 22.4% 

丁级 6190 42.7% 51.21 7.5% 52213 15.1% 

 

 

 

 

 

 

 

表 2  2014 年完成测绘服务总值在 2 亿元以上的资质单位 

 

序号 单位名称 完成测绘服务总值（万元） 

1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113867.0 

2 高德软件有限公司 91350.5 

3 中国地图出版社 48103.5 

4 厦门亿力吉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2726.0 

5 武汉市测绘研究院 42658.3 

6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8902.0 

7 天津市测绘院 34706.1 

8 山东省国土测绘院 33866.4 

9 福州市勘测院 32076.0 

10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31297.4 

11 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29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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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大连九成测绘信息有限公司 28095.8 

13 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8000.0 

14 铁道第三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27907.0 

15 西安煤航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27755.6 

16 
青岛市勘察测绘研究院（青岛市基础地理信息与遥
感中心） 

27193.4 

17 深圳市凯立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5883.9 

18 正元地理信息有限责任公司 25338.8 

19 北京城建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25300.0 

20 广东省国土资源测绘院 25125.2 

21 北京超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3622.9 

22 长江空间信息技术工程有限公司（武汉） 23000.0 

23 武汉科岛地理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22500.0 

24 上海市测绘院 21796.4 

25 北京东方道迩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1044.8 

26 山东正元数字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21000.0 

（四）企业是测绘资质单位的主要力量，民营企业发展较快 

从单位性质来看， 2014 年末测绘资质单位中企业

1036710366 家，占资质单位总数的 71.4%，比上年提高 1.8 个百

分点；企业年末从业人员 231465 人，占资质单位从业人员总数

的 67.0%，比上年提高 0.7 个百分点；企业完成服务总值 437.79

亿元，占资质单位服务总值的 64.4%，人均服务总值达到 20.29

万元，企业在测绘地理信息行业发展中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2014 年末，资质单位中的民营企业共 70427041 家，比上年

增加 662661 家，占资质单位总数的 48.5%，比上年提高 3.1 个百

分点；完成服务总值 208.46 亿元，比上年增加 38.15 亿元，占所

有资质单位完成服务总值的 30.7%，比上年提高 2.6 个百分点；

人均服务总值为 17.64 万元，比上年增加 1.43 万元。从数据中可

以看出，民营企业发展较快，但总体发展水平仍较低，其主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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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民营企业大多集中在丙丁级资质单位，民营企业想取得较高

水平的发展，除了自身不断增强实力外，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也

是必不可少的。 

（五）主营测绘地理信息业务的资质单位②是行业发展的中

坚力量 

2014 年，主营测绘地理信息业务的资质单位共 8268 家，占

资质单位总数的 57.0%；完成服务总值 454.85 亿元，增长 15.9%，

占全行业完成服务总值的 65.4%，比上年提高 1.8 个百分点；人

均服务总值达到 24.18 万元。主营业务为测绘地理信息的资质单

位最能代表行业的发展情况，是测绘地理信息领域各项改革发展

工作积极推进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地理信息产业发展的意

见》贯彻落实的最直接受益对象。 

 

（六）测绘资质单位区域③间发展不平衡依然存在 

从人均测绘服务总值来看（见图 7），2014 年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 20.97 万元的省份共有 9 个，其中东部地区 6 个、中部 1 个、

西部 2 个。从年末资质单位数量来看（见图 8），2014 年末超过

600 家的省份共有 8 个，分别为四川、河南、山东、河北、江苏、

云南、湖北、广东，其中东部 4 个、中部 2 个、西部 2 个。从年

末从业人员数量来看（见图 9），2014 年末大于 16000 人的省份

共有 7 个，分别为四川、北京、河南、湖北、山东、广东、河北，

其中东部 4 个、中部 2 个、西部 1 个。虽然从人均测绘服务总值、

                                                        
②
主营测绘地理信息业务的资质单位包括完全从事测绘地理信息业务的测绘资质单位和从事多种业务但以

测绘地理信息业务为主的测绘资质单位。 
③区域划分具体见图 6，东部地区指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

南十一省（市）；中部地区指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八省；西部地区指内蒙

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十二个省（区、市）；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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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资质单位数量和年末从业人员数量的比较可以看出，东部地

区整体发展均优于中西部地区，但从服务总值和人均服务总值增

速来看，中部地区增速最快，分别增长 15.8%和 10%。 

 
图 6  区域划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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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2014年末各省测绘资质单位数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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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2014年末各省资质单位从业人员数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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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促进测绘地理信息行业发展的建议 

根据以上对 2014 年测绘地理信息行业发展总体情况和特点

的分析，就促进测绘地理信息行业发展提出如下建议。 

(一)大力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 

认真落实《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全面深化改革的实施意见》，

加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改革力度，逐步完善市县级管理机构的

行政职能，放权给市场、基层、社会组织和事业单位。积极推行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高互联网地图安全监管能力，加大行政执

法力度，创新工作方式，加强日常监督检查。做好测绘地理信息

信用信息采集和管理，推进信用信息共享和结果应用，提高测绘

资质单位业务能力，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充分利用企业单位对

市场更敏感、竞争意识更强烈、管理更灵活等特点，鼓励其引进、

消化和吸收现代测绘技术、积极参与市场竞争，率先实现产业结

构调整和发展转型升级。 

（二）狠抓重大政策措施的落实 

面对全国经济发展下行压力加大，增速放缓的局面，只有大

力调整产业结构，培育新的增长点，才能增强产业发展的后劲。

国家把地理信息产业定位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一定要紧抓机遇，

采取各种措施，推动产业发展。要贯彻落实好《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促进地理信息产业发展的意见》和《国家地理信息产业发展规

划（2014-2020 年）》，制定具体实施办法，积极争取各部门和各

级政府对产业发展更多更大的关心支持，把产业发展的各项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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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落到实处，大力培育扶持龙头企业，引导中小企业协调快速

发展。稳定人才队伍，优化人才结构，充分发挥技术带头人和注

册测绘师的作用。分析发展形势，研究发展战略，谋划行业发展，

积极争取有关重大项目进国家、地方规划。 

（三）积极促进融合发展 

树立“大测绘”观，以更加开放、务实、包容的理念，充分

利用系统上下、行业内外、政府市场、军队地方、国内国际等方

面的资源，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形成优势

互补、利益共享，聚力发展、借力发展、抱团发展的良好局面。

积极鼓励产业单位参与大数据、物联网、智能交通、现代物流、

文化创意等新型服务业态的融合发展，引导其进一步强化机遇意

识、风险意识和创新思维、融合思维，深入研究行业政策、市场

需求和发展趋势，抓住有利时机，推动跨产品类别、跨业务范围、

跨行业领域的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转型升级，为经济发展方

式的转变发挥好重要支撑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