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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摸清自然资源底数，划清产权边界，是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改革的基础。2019 年，太湖被自然资源部选择作为首批由中央政府直接行使自然资源所有权的重要河湖，

启动统一确权登记工作。国家选择将太湖作为首批由中央政府行使所有权开展统一确权登记的重要河湖，

必将促进太湖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改革和太湖治理保护再上新台阶。

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

太湖区域地处长江经济带战略沿线，位于长三角核心区域，是我国产业最集中、人口最密集、经济最

发达的地区之一，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全国大局。2017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江苏时再次强调要

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省委、省政府按照习近平

总书记对江苏工作的要求，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制定了打好太湖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江

苏省自然资源厅将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列为重大改革事项，切实增强高质量完成此项工作的责任意识和

紧迫意识，全力以赴、不折不扣地完成自然资源部确定的目标任务。

在自然资源部指导下，2019 年 10 月，江苏省自然资源厅会同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在宜兴召开了太湖自

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推进会，更加深刻领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内涵，把配合开展登记工作当成

应尽的责任，科学制定计划，明确工作内容、完成时限和责任主体，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争取工作走在前

列、探索取得成果。

以严格规范为准则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要做到规范化和标准化。在工作中，我们严格

按照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操作指南（试行）》，制定了《太湖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技术方案》

和《太湖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实施方案》，对资料收集整理、底图编制、预划登记单元、通告、地籍调

查、登记审核、公告等多个工作步骤都做到规范化和标准化。



项目启动前，会同省水利厅、省生态环境厅、省林业局等有关单位召开了座谈会，赴水利部太湖流域

管理局就太湖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进行调研，明确太湖登记中各部门职责，统一相关技术标准和规

范。项目实施中，坚持做到资料交接有清单，数据保密有协议，权属调查有确认，争议调处有记录。针对

资料收集难度大、耗时长的问题，采取省市县三级联动方式，明确各级资料收集内容、时限，同步开展资

料收集工作。为确保确权登记内容核实到位，采取对自然资源、林业、水利、生态环境逐部门核实确认的

方法，确保核实工作落到实处，使工作流程既规范标准又科学高效。

以化解难题为突破

太湖烟波浩渺，岛屿众多，星罗棋布。2338 平方千米的太湖水域中有大小岛屿 51 座，其中有居民岛

屿 9座。最大的西山岛面积约 83平方千米，是我国淡水湖泊中最大的岛屿，也是苏州吴中区金庭镇政府驻

地。由于在以往自然资源确权登记试点中并未涉及水流登记单元中的岛屿划界问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

借鉴，所以在太湖内岛屿是否划入登记单元的问题上争议很大。为科学划定太湖登记单元界线，在广泛征

求涉及县（区）自然资源、水利、生态环境等部门意见的基础上，本着标准统一、便于实施的原则，参照

河湖水利管理范围划定方法，确立了以太湖设计洪水位线为准，将岛屿的设计洪水位线以下部分划入太湖

登记单元的技术标准，从而破解了太湖岛屿登记单元划界这一难题，同时也为长江、淮河等大江大河同类

问题的处理提供参考。

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是一项法定登记行为，必须遵循资源公有、物权法定的原则，妥善处理登记中

可能遇到的争议和难题。对于自然资源类型和划分存在重叠重复、部分自然资源存在重复统计和权利交叉、

登记范围和登记单元确定存在差异、权利主体存在不确定性等一些问题和难点，按照尊重历史、客观公正、

真实准确的原则，通过部门会商、协商调解等渠道，有效化解争议，力求做到维护国家利益，保护群众权

益，促进社会和谐。

以科技创新为支撑

在太湖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中，必须全面增强科技对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的支撑力度，

提高工作的效率和质量。把太湖水流自然资源三维登记模式作为技术创新的重点，争取成为项目中的亮点。

在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江苏省水利厅等部门的协作下，探索利用 DEM、水下地形、高分辨率遥感

影像等数据，构建了三维地表模型、太湖水体模型；根据自然资源管理需求，构建了太湖登记单元三维空

间模型；探索采用三维登记方式记录自然资源的空间范围和权属界址的方法，优化展现自然资源的立体空

间分布特性。目前，已基本完成以太湖自然资源三维数据库为基础，具有自然资源三维形态展示、权属空

间展示、信息查询、统计分析功能的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成果管理软件的开发，提高了自然资源信息化管理

水平。同时，积极探索地理空间信息数据库、国土云、水利和海洋信息数据库等的融合利用，开展时空大

数据存储管理、智能综合、增量级联更新、自然语言理解、信息安全等关键技术研究，挖掘自然资源登记

数据库的价值。

以成果经验为应用

江苏跨江滨海，河湖众多，水网密布，开展水流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对于水资源的合理开发、有

效保护和监管尤为重要。2016年，原国土资源部在徐州开展了以水流为主要登记单元的全要素自然资源统

一确权登记，形成的《水流产权权籍调查方案（试行）》和登记系统建设经验，也在此次太湖确权登记中

得到了应用。



2019年 12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江苏省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总体工作方案》，明确 2020年到

2022年将完成总长 2170千米的 12条河流和总面积 5131平方千米的 6处湖泊的确权登记任务。为紧密衔

接国家正在江苏开展的长江干流、太湖登记工作，江苏启动了连接并调节长江、太湖两大水系水量的望虞

河的登记；与自然资源部开展的淮河干流中游登记工作同步，将苏北灌溉总渠、淮河入海水道这两条淮河

入海通道的确权登记工作纳入 2020年的工作任务。

以“党建+业务”促提升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为巩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强化党建

引领，促进党建业务融合，高质量完成太湖确权登记工作，苏、浙两省主管部门党组织结合工作实际，开

展了跨省支部结对共建活动，通过交流党建经验，及时商讨工作中的问题，形成环太湖地区联动、协同推

进的工作格局。

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党组批准由厅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省不动产登记中心（项目支撑单位）和江苏兰

德数码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承担单位）成立太湖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项目联合党支部。联合党支部成立

以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得以充分体现。联合党支部共同讨论太湖登记中的登记单

元划定、自然资源权属争议等突出问题的解决办法，促成了党建共强、思想共进、力量共聚、事业共兴的

局面。

碧波三万六千顷，鱼米之乡桑基田。按照省委、省政府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服务经济发展的要求，我

们将努力高质量完成太湖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让太湖这颗明珠更加璀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