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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发展分析报告 

 

一、行业简介 

监测领域包含地理国情监测、资源生态环境监测、灾害

监测、土地利用动态监测、城镇建设管理监测、农林水利监

测、地面沉降监测、矿山监测等，属于测绘地理信息行业的

重要部分。测绘地理信息行业是一项以现代测绘技术、计算

机技术、通讯技术等前沿技术相结合发展的综合性行业，依

托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NSS）、遥

感（RS）三大地理信息技术，与地理信息系统行业、卫星定

位与导航行业、航天航空遥感行业、传统测绘行业等相关行

业相辅相成，为智慧城市、智能交通、智能建设、应急管理、

低碳生活等提供多元化、全方位的地理信息数据支持和服务，

是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的重要力量。 

测绘地理信息行业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主要经历了

4 个发展阶段。测绘模拟解析时代，该阶段受到技术、设备

等的发展制约，主要应用于国防和国家基础设施建设；2D 时

代，GIS+互联网的更新时代，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及 GPS，

GIS+MS 系统等测绘技术的不断应用，测绘地理信息行业向

商务物流、汽车导航、电子商务、地理信息等领域扩展；3D

时代，“3S”+互联网的数字行业升级时代，以 GPS+GNSS+RS

的“3S”技术为核心，伴随互联网、空间地理信息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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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传感器等软硬件的深度融合，测绘地理信息行业不断升

级，应用于数字地球、数字城市、实时导航、城市管理等领

域；4D 时代，空间信息+“3S”+数字通信的智慧测绘演变时

代，随着数字通信技术、移动物联网时代、云计算平台、智

能化数据处理体系等先进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升级和完善，推

动了测绘行业从数字测绘地理信息时代向信息化、智能化测

绘地理信息时代发展，也推动了测绘行业向测绘产业的演变，

测绘服务领域也不断向智慧城市、智能交通、地理信息服务、

应急管理、物联网生活等延伸和发展。 

二、行业发展现状 

目前测绘地理信息行业处于 4D 时代，国家政策的支持

和现代化科学技术与测绘行业的深度融合，促进了测绘地理

信息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1）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发布的

《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3）》中表明，2022 年我

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 7787 亿元，较 2021 年同比增长

3.5%；从业单位数量达到 19.3 万家，同比增长 17.9%；从业

人数达到 398.1 万人，同比下降 0.2%。 

（2）产业区域发展不断优化。测绘地理信息行业从业单

位的区域分布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从业单位数量 8.76 万家，

占比 45.3%，东北地区从业单位数量较低，为 1.07 万家，占

比 5.5%，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从业单位数量相当，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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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万家和 5.30 万家，占比分别为 21.8%和 27.4%。目前，

测绘地理信息行业从业单位、百强企业、最具活力中小企业

的区城分布中东部地区企业数量、规模、活力总体最高，但

东部地区企业数量占比有所下降，中西部地区市场活跃度不

断增强，区域差距有所缩小。 

（3）产业创新不断提升。企业持续增加研发投入，国内

上市挂牌企业和百强企业研发投入保持较高的增长率，总研

发投入占营收总额的比例超过 10%。全国各省级 2021 年度

科学技术奖中，包含 59 个地理信息相关项目获奖，其中农

林、交通、电力、城市管理、生态环境、气象、住建、自然

资源、防灾减灾、矿业、国土空间等地理信息技术应用相关

项目获奖 29 个。2022 年以来，测绘地理信息行业的国际标

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数量快速增长，仅 2022

年发布的团体标准就达到 122 项，是 2021 年发布数量的 2

倍。此外，测绘地理信息行业与 IT、AI 等新技术的深度融

合，促进了新平台、新产品、新装备的不断升级。 

（4）人才队伍不断壮大。随着我国测绘地理信息行业的

蓬勃发展，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人才需求也日益增加。目前

全国开设测绘地理信息类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有 280 多所，

具有测绘地理信息类硕士点的院校 60 多所，具有测绘地理

信息类博士点的院校将近 20 所，每年培养的测绘地理信息

类本科和硕士、博士毕业生总数约 4 万多人、测绘职业技术



 4  

人员约 2 万多人，已经占据全国测绘地理信息行业就业岗位

的绝大多数，我国已成为测绘地理信息高等教育和测绘地理

信息人才就业的大国。 

三、行业发展趋势 

测绘地理信息行业未来的发展将以国家政策为导向，以

AI、大模型技术为创新驱动，以服务多领域多行业为目的，

持续进行事业转型升级，产业高质量发展。 

（1）国家给予政策支持和战略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当前，全球数字化发展日益加快，时空信息、定位导航服

务成为重要的新型基础设施”。庞大的数据要素市场，有力

激发了地理信息市场的活力，同时也加快了数字中国建设和

数字经济发展。此外，为加快推进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

级和产业发展，激活测绘地理信息数据要素潜能，更好支撑

高质量发展，自然资源部发布了《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快测绘

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自然

资发〔2023〕158 号）。《意见》中表明测绘地理信息是重要

的战略性数据资源和新型生产要素，要强化测绘地理信息数

据要素保障，加快建立新型基础测绘体系，推进行业和企业

数据供给；要拓宽测绘地理信息赋能应用，支撑自然资源管

理、赋能政府管理决策、助力数字经济发展、服务百姓美好

生活；要构建测绘地理信息新安全格局，加强地理信息安全

监管，积极应对新技术新业态风险挑战；要优化事业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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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环境，健全技术标准体系，促进地理信息产业发展。 

（2）深入走向多领域信息化需求。随着各个领域产业数

字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信息化需求不断扩大，测绘地理信息

行业已经从最初的服务于国防和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逐渐覆

盖多行业多领域，包括自然资源领域、城市治理领域、智慧

监测领域、农业农村领域、水利水电领域、文物文化领域等，

并且基于卫星导航技术、卫星遥感技术、GIS 技术、即时测

绘、无人机等地理信息技术，也保障了现代军事的有力发展。

多行业多领域强烈的信息化需求，一方面促进着测绘地理信

息行业高质量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表面测绘地理信息市场蕴

藏着巨大潜力。 

（3）国际战略地位稳步提升。当前的数字化时代，地理

信息技术成为各国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世界多国都开始加

大测绘地理信息产业投资重点布局。美国 2022 年发布的新

版关键和新兴技术清单中涉及量子遥感、地球遥感、用于局

部和广域成像的传感器、弹性定位等；欧盟成功通过了伽利

略二代导航卫星系统概念，正在加紧研发；澳大利亚拨款 11.6

亿美元建立自主可控的对地观测系统，以实现从火箭、发射

台到卫星和数据处理全链条自主可控；日本将在 2023-2024

年发射 7 颗导航卫星，在不依赖 GPS 的情况下运行；印度在

国家层面组建地理信息数据促进和发展委员会，同时对空间

基础设施进行建设更新和顶层设计优化。中国一方面促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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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信息技术加快融合创新，利用 AI、大模型等新技术推动地

理信息技术变革，实现内部一体化发展；另一方面，依托“一

带一路”战略，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打造“一代一路”国

际市场，凸显地理信息国际地位。 

（4）人才需求加大，行业门槛提升。测绘地理信息行业

作为一个新兴的高新技术产业，是构建数字中国、加快信息

化建设的重要部分，专业的测绘地理信息类人才是提高测绘

地理信息生产力和高新技术持续发展的保障。随着智能化数

字化测绘时代的到来，对测绘地理信息类人才的专业知识、

行业素养也有了更高的要求，行业准入门槛也有所提升。为

了满足测绘地理信息科技创新的要求，未来的测绘地理信息

类人才将是除具备基本操作和基础应用能力外，还具备多行

业多领域交叉知识的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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