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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监管”系统二期

徐晓鸣 殷立

15862306371、69820190

2020

公共事业类□     政策类□      信息化工程及维护类√
 设备购置及维护类□   基本建设及维护类□

是√    否□

是□    否√

市立项目√       部门预算项目□
  政府性基金项目□   国有资本收益项目□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互联网+监管”平台建设和对接工作的通知》（国办函〔
2018〕73号）、《江苏省“互联网+监管”系统建设方案》（苏政办发〔2019〕21号）文件精神，加快
推进我市“互联网+监管”系统建设，完成与国家、省“互联网+监管”系统的对接联动任务。8月9日，
市政府召开苏州市“互联网+监管”工作推进会。市政府副秘书长沈志栋主持会议，杨知评副市长作工
作部署并讲话。会议明确苏州市“互联网+监管”系统是深化“放管服”改革的重要环节，市行政审批
局、市大数据管理局、市市场监管局要形成工作“铁三角”，共同推进我市两级“互联网+监管”工作
。一是要求明确“互联网+监管”的定位，制定实施步骤，先实现对监管的监管，再逐步优化提升对监
管对象的监管。二是要从部门自身需求出发，统一部门自有平台建设思路，整合监管系统与业务系统到
一处。三是要积极引入基础数据资源，各版块的数据中心要与市信用基础库、法人库等对接联通，共享
数据，加快开展“互联网+监管”系统建设工作，实现我市监管信息的归集、共享和应用，为苏州市创
新监管方式、提升政府公信力、执行力做出更大贡献。
苏州市“互联网+监管”二期系统是对一期系统应用的有效延伸和多样化补充，一期系统重点在于打造
苏州市“互联网+监管”系统的基本雏形，着力实现涉及监管领域基础数据交换与归集、行政执法监管
与通用执法监管业务系统、连接监管工作人员及面向公众数据开放窗口（工作平台和服务门户）的设
立，基本具备监管业务“输入-处理-输出”的完整框架，为二期系统深化应用提供了数据和业务支撑。
二期系统主要着力打造风险预警、分析评价等，支撑监管向精准化提升。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互联网+监管”系统建设和对接工作的通知》（国办函〔2016〕73号）
2.《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互联网+监管”系统建设方案要点》
3.《国务院办公厅电子政务办公室关于开展“互联网+监管”试点示范工作的通知》（国办电政函〔
2019〕74号）
4.苏政办发〔2019〕21号
5.苏协调办〔2019〕1号
6.《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苏州市“互联网+监管”系统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苏府办〔2019〕114号
7.《关于印发苏州市“互联网+监管”系统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苏协调办〔2019〕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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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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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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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支出资金（万元） 资金到位率（％）

预算执行率（％） 0

1.提升监管履职过程的规范化水平
通过对各部门监管行为的分析和“再监管”，强化监管部门履职过程的规范化和责任意识，提升监管部
门依法行政水平，填补监管漏洞和空白，推进构建新型、标准的监管工作格局。
2.提高辅助决策的支撑能力
运用技术工具，强化监管数据的分析和应用，根据相关专题业务模型和监管预警指标，构建不同维度的
分析图、表，为综合分析评价提供信息服务，为辅助决策提供信息支持。
3.提高发现问题和风险预警能力
多渠道、全方位归集各类监管数据，建立风险预警机制，通过分析建模，开展监管数据分析、预测、研
判，对重点领域建立风险监测和预警预测机制，提高监管的精准性。
4.有效支撑“再监管”
    围绕各部门的监管工作，记录并跟踪日常监管和专项监管，以及监管事项全覆盖、监管过程全留痕
等情况，有效支撑再监管部门对监管全局情况的精准掌握和科学评估。

1.市政府办公室印发《苏州市“互联网+监管”系统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苏府办〔2019〕114号）
2.市政府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苏州市“互联网+监管”系统
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苏协调办〔2019〕8号）
3.国办下发了“互联网+监管”系统监管数据标准规范等4套标准规范，正在征询意见并计划近期下发监
管效能评估评价指标规范、风险评估规范等11套技术标准、业务规范和管理办法。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万元）

合计 110.00

0.00
本项目上年
度市级财政
资金使用情

况

预算安排资金（万元） 财政拨付资金（万元）

0.00

集成对接 15.00

监理费用 3.00

风险预警系统 46.00

分析评价系统 46.00

项目投资总额 上年度资金

合    计* 110.00

上级财政资金

市级财政资金 110.00

下级财政资金

银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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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批复
文件、原
始凭证

15%及其以下
实际中标
额与采购
预算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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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研
究文件、
项目管理
文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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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等

分解目标

项目资金来
源

（万元）

单位自筹

其    他

整体工作按照两个阶段推进：
第一阶段：2020月9月中旬前，完成市直部门监管业务、监管指标调研，初步完成风险预警系统、分析
评价系统主体功能建设，实现与苏州市“互联网+监管”系统一期建设内容对接，初步实现与市相关部
门监管业务系统完成对接，完成与监管数据中心主题库、专题库等库对接。
第二阶段：2020年9月中旬至12月底，系统进入试运行阶段，在完善苏州市“互联网+监管”系统二期建
设内容主体功能的基础上，完成建设专题应用，进一步完善协同监管机制，充分发挥苏州市“互联网+
监管”新系统二期在事中、事后监管和支撑科学决策等方面重要作用。

二期苏州市“互联网+监管”系统建设，初步探索风险预警、分析评价等子系统。

依据国家、省有关标准，对市监管数据中心汇聚的各部门监管数据95%以上数据进行分析评价

指标名称

资金使用合规性

财务制度健全性

资产产权明确性

各级财政应承担
资金到位率

预算执行率

专款专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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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风险事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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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

政府采购
相关制度
文件、中

标
通知书、
合同、协

议等

充分

可行性研
究

方案、专
家

论证报告

合规

项目管理
制度文件
、项目合
同、协议
、备忘录

等

=100%

项目管理
制度文件
、项目合

同、
协议、备
忘录、项
目管理日

志等

健全

可行性研
究文件、
项目管理
文件、项
目合同、
协议等

风险预警系
统;分析评价

系统
=90%

系统建设完成
度

项目相关
文档

风险预警系
统;分析评价

系统
=1个 建设数量

项目相关
文档

风险预警系
统

=6个
系统内包含的

模块个数
项目相关

文档

分析评价系
统

=3个
系统内包含的

模块数量
项目相关

文档

风险预警系
统

≥80%
建设完成后风
险预警提供部
门满意度反馈

项目相关
文档

分析评价系
统

=2次
每半年提供一
次分析报告

系统功能
项目相关

文档

分析评价系
统

=100%

覆盖市监管数
据中心归集的
市级监管行为

比例

系统功
能，项目
相关文档

分解目标

政府采购规范性

可行研究充分性

工程变更合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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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评价功能模
块数量

产  出

与预期质量计划
差距定期检查率

业务运维体系健
全性

投  入

项目验收合格率

结  果

满意度

分析报告频率

覆盖市监管数据
中心归集的市级
监管行为比例



风险预警系
统

≥90%
风险预警模型
有效处理能力

系统功
能，项目
相关文档

集成对接 >95%
与市系统对接

完成度

系统功
能，项目
相关文档

影响力 ≥3个
开发人员配备

数量

会议记录
、项目相
关文档

备注

分解目标

预警处理率

填报单位负责人（签名）： 填报人： 填报日期：

与市系统对接完
成度

结  果

开发人员数量

根据市政府推进智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苏州市“互联网+监管”系统建
设实施方案>的通知》（苏协调办[2019]8号）文件中“6.建设部门风险预警应用系统”需求，市各监管
职能部门是建设部门监管风险预警系统，实现风险线索接收、风险分析研判、风险统计展示、风险模型
管理、风险处置反馈等功能的责任人。根据“8.建设监管系统工作界面”的表述，我局只是代建“互联
网+监管”系统相关工作界面，接入预警信息，展示我市“互联网+监管”的整体情况。因此：1.此项目
的风险预警并不是主要为部门服务，仅是在部门风险预警失效时可作为备份或补充，建议预警采纳率不
纳入绩效指标；2.“互联网+监管”主要作用是规范和再监管各部门监管行为，我局仅是信息系统代建
单位，并无监管职能，后期系统的使用和各部门的上线运行情况不应纳入我局的考核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