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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与决策研究
2023 年第 47 期（总第 203 期） 

广西深入推进“互联网+监管”面临的
问题与对策 

“互联网+监管”是国务院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

全面促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部署，是强化事中事后监

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通过提升监管的规范化、

精准化和智能化水平，“互联网+监管”为政府数据分析、数

据管理和数字政府建设提供重要支撑。我区作为全国“互联

网+监管”试点省份之一，积极开展监管事项梳理、系统建

设、应用推广和数据归集共享等工作，推动“互联网+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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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持续提升，监管事项认领率、省级检查实施清单认领率

等多项指标排名位居全国前列。但对标先进省份，我区仍需

在体制机制、数据互通共享、系统应用拓展等方面持续发力，

不断提升跨部门综合监管、非现场监管的智慧化水平。 

一、广西“互联网+监管”建设成效初步显现 

（一）建成运行广西“互联网+监管”系统，汇聚数据

日趋丰富。广西“互联网+监管”系统是我区建设的一体化

在线监管平台，承担着全区 38 个区级监管部门、14 个设区

市及下辖县区的“互联网+监管”业务。系统按照“11223”

架构进行建设1，于 2019 年正式上线并支撑完成了国家“互

联网+监管”建设试点、省级政府“互联网+监管”能力第三

方评估等考核任务。系统归集的监管行为、执法人员、监管

对象、投诉举报、“双随机、一公开”等各类监管数据日益

丰富，截至 2023 年 11 月，已汇聚全区监管数据超 1.48 亿条，

并向国家系统推送监管数据达 4555 万条。 

（二）全面梳理监管事项清单，清单认领率、完成率不

断提升。通过督办、指导相结合，强化监管事项清单梳理力

度2，全面清理“僵尸事项”，推动监管事项认领率和检查实

施清单完成率实现多重突破。截至 2023 年 11 月，自治区级

监管事项认领率和检查实施清单完成率分别为 99.91%、

96.27%；市级监管事项认领率和检查实施清单完成率分别为

                                                              
1 “11223”架构即 1 张清单（覆盖本地区省、市、县三级的监管事项目录清单）、1 个监管数据中心、2 个

系统界面（面向社会公众的服务界面、面向政府部门的工作界面）、2 个支撑体系（标准规范体系、安全运

维体系）、3 个应用系统（行政执法监管系统、风险预警系统、分析评价系统）。 
2 监管事项清单包含目录清单和检查实施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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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20%、99.49%。国家“互联网+监管”系统显示，我区在

2023 年 11 月的省级、市级、县级的检查实施清单编制率分

别达 95.3%、97.1%、97.5%，在全国排名分别为第 9 名、第

11 名、第 6 名。 

（三）持续推动“互联网+监管”系统与各部门监管系

统对接，数据共享更加广泛。一是完成与国家非现场监管系

统对接。我区成为第一批完成国家非现场监管系统对接的省

份，对接速度排全国前 8，已对接资源覆盖企业安全生产、

燃气预警、重大项目监管等重点监管领域。二是与各部门监

管系统实现初步对接。目前，“互联网+监管”系统已对接广

西“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平台、广西行政综合执法监督管

理平台等 8 个行业部门监管系统，对接内容涵盖单点登录、

监管事项数据、风险预警模型、行政处罚数据等。 

（四）探索开展“证照分离”审管联动、联合监管等成

效初显。一是依托广西“互联网+监管”系统上线运行“证

照分离”审管联动功能。通过数据对比绑定和数据分析技术，

对办理“证照分离”事项的企业主体的进行风险预警，实现

“证照分离”事中事后监管，事中事后监管的精准程度和预

见能力明显提升。目前自治区级“证照分离”办件事项与监

管事项关联绑定率达 73.43%，设区市达 75.70%。二是探索

开展跨部门联合监管。贵港市探索建立联合监管机制，依托

广西“互联网+监管”系统联合监管平台，由发起部门将风

险信息抄告抄送相关部门进行协查协办、联合处置，实现“进

一次门，查多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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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设完善“一网通管”体系，监管效能评估排名

全国前列。依托“互联网+监管”系统，我区加快完善“一

网通管”政府监管体系，构建了科学化监管效能评估体系，

通过以评促建，形成监管事项“一张清单”、监管业务“一

张网”、监管数据“一张图”3 个基础设施，以及数据沉淀和

应用开发 2 个能力业务基础，全面推动“互联网+监管”能

力提升。国家“互联网+监管”监管效能评估系统数据显示，

截至 2023 年 11 月，我区监管效能指标总体排名位于全国前

列。在 22 项数据类指标中，6 项指标排名前 5 名，6 项指标

排名第 6—10 名，3 项指标排名第 11—15 名。 

二、广西“互联网+监管”面临四方面问题 

（一）监管体制机制尚不完善 

一是监管部门之间协调力度不够。由于各监管部门之间

没有管理隶属关系，各业务“条块之间”的职能协调矛盾客

观存在，而自治区层面统筹协调力度不够，导致监管力量分

散，开展综合监管时职责边界模糊、责任不清，难以发挥“互

联网+监管”整体性优势。二是监管标准规范尚未统一。各

地区、各行业的监管部门在实施监管时存在着不同的法规标

准和管理方式，监管事项目录名称和执法流程不一致，法律

法规梳理不彻底，导致监管数据存在重复或缺漏，全区 46

万余个监管事项中的一部分事项与“互联网+监管”的监管

事项仍存在不统一，给跨区域联合监管带来不利影响。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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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效能考评指标有待优化。由于行业监管业务与监管效能

指标体系融合程度不高、督办反馈机制不完善等，导致全区

监管效能评估与实际存在偏差。例如部分地市无力推动广西

“互联网+监管”系统与各专业监管系统的数据打通、数据

互认等工作，导致考核指标偏低。 

（二）监管数据共享开放不够 

一是“互联网+监管”各业务系统对接不足。目前我区

行业主管部门的专业监管系统与广西“互联网+监管”系统

尚未完成数据对接、数据互认，未能形成业务一张网。例如

各行业监管部门普遍使用的广西“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系

统与广西“互联网+监管”系统未完成数据对接，导致存在

监管数据二次录入问题。二是监管数据未能及时回流到本

地。行业主管部门的专业监管系统与广西“互联网+监管”

系统的数据回流机制不完善，数据未留存在本地，导致监管

人员在开展执法时需同时使用多个系统开展监管，联合监管

数据重复录入问题突出。三是监管数据汇聚应用不畅通。目

前我区监管数据管理未能形成统一的数据出入口，数据和系

统依然存在壁垒。当监管事项涉及跨部门、跨业务系统时，

往往需要多次协调、重复提交数据，严重影响监管时效。 

（三）系统功能应用有待深化 

一是“互联网+监督”系统与其他监管执法系统的定位

有待明晰。目前，我区基层执法人员主要以使用行业主管部

门的专业监管系统为主，为满足考核要求才使用“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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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系统，导致“互联网+监管”系统存在感较低，未能

形成行业监管系统与“互联网+监管”系统的协同合力。二

是“互联网+监管”系统使用体验不佳。对于基层监管工作

人员来说，监管系统存在操作流程设计不合理、执法监管术

语难理解等问题。由于系统使用门槛偏高，基层人员难以充

分掌握，导致监管工作中“互联网+监管”的使用率较低。

三是监管应用与业务脱节。广西“互联网+监管”审管联动

的审管事项绑定功能不完善，当无监管事项可绑定时缺少智

能提示。此外，非现场检查技术应用不足；包容审慎监管、

柔性监管的监管应用范围有待进一步扩大；移动端缺乏智慧

监管等应用，距离实现掌上监管智慧化还有一定差距。 

（四）系统支撑保障水平偏低 

一方面，“互联网+监管”相关系统的建设运维资金保障

不足。“互联网+监管”建设政策扶持力度较弱，同时受疫情

影响，各地市可用财政资金有限，严重影响“互联网+监管”

相关系统的建设进度。如广西行政执法综合管理监督平台项

目建设经费曾存在很大缺口，相关保障资金迟迟缺位。另一

方面，“互联网+监管”系统使用培训力度不够。目前 14 个

设区市虽然均已开展了“互联网+监管”培训，但培训指导

力度依然不足，基层人员利用信息化手段开展监管存在困

难。一些工作人员对“互联网+监管”工作的重要性在思想

上缺乏足够重视，疏于掌握平台功能和系统操作流程，导致

无法充分发挥平台对监管工作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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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策建议 

（一）完善体制机制，健全标准规范和考评体系。 

一是强化顶层设计，理顺体制机制。推动出台我区跨部

门综合监管实施和推广相关文件，进一步明确各监管部门的

业务管理、职责分工、协同方式等。在部分领域开展跨部门

综合监管试点，完善协同监管机制，不断推动实现综合监管

事项通、业务通、数据通、体验通、管理通，实现全区重点

监管领域数据“一张图”。二是系统梳理监管法律，完善监

管标准规范。建设完善全区统一监管法律法规库，参考国家

标准，使用统一编码规则对我区监管相关的法律、法规、规

章、规范性文件等进行系统性、结构化梳理，实现监管事项

与法律法规库关联。建立健全监管法律法规动态管理制度，

根据法律法规立改废释和监管部门机构职能变化情况，及时

动态调整监管事项清单。三是优化绩效考评指标，发挥以评

促建作用。充分梳理各部门、各地市在监管领域的共性与非

共性问题，结合数字政府建设要求、行业监管与地市情况，

动态优化考评指标体系。加大面向地市的指标解读和指导培

训力度，完善相应反馈机制，通过考核切实提升监管能力。 

（二）深化系统对接，畅通监管数据共享回流通道。 

一是加快推动监管系统对接。持续推进广西“互联网+

监管”系统与全区各监管业务系统对接，明确对应的监管事

项，以一体化在线监管提升监管协同化、精准化、数字化水

平。加强“互联网+监管”系统与广西“双随机、一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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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平台全面对接，实现数据汇聚和共享互认。二是有序推

进监管数据回流。通过收集各地市监管系统清单，摸清未对

接系统或未建立数据回流机制的单位情况，明确数据回流和

交换规则，依托自治区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推动垂管系统汇

聚的数据向地市回流，实现数据共享。三是持续推动监管数

据汇聚应用。积极打通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管业务数据壁垒，

依法有序共享监管数据资源，对监管数据按照统一的数据标

准进行数据治理，同步汇聚至“互联网＋监管”系统的监管

数据中心。强化跨部门综合监管业务场景的审批数据、监管

数据和信用数据共享联动，确保数据汇聚和应用规范有序。 

（三）升级系统功能，打造高效易用智能工作平台。 

一是强化“互联网+监管”系统与其他监管系统的衔接

联动。以“综合监管一件事”等场景建设为突破口，加强“互

联网+监管”行政执法监管系统、风险预警系统与其他监管

系统对接，不断提高“互联网+监管”系统的使用频率。依

托“桂通办”平台、“互联网+监管”平台的逻辑对接，加强

审批与监管之间的衔接联动，明确审批部门与监管部门联合

行动的职责分工，实现审管衔接。二是持续优化“互联网+

监管”系统功能。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

联感知等技术升级“互联网+监管”系统，充分调研使用人

员需求，优化“互联网+监管”系统操作逻辑，升级监管事

项管理系统，规范事项表述，不断提升平台易用性水平。整

合建设跨部门综合监管平台，支撑全区跨部门综合监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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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依托现有监管系统，建立健全符合行业监管需要的“互

联网+信用”智慧监管模式，构建跨部门联合监管执法和监

测预警模型，探索开展以部门协同远程监管、移动监管、预

警防控等为特征的非现场监管，提升工地泥头车运输监管、

危化品车辆运输监管等场景的智慧化监管水平。三是提升移

动端监管应用水平。拓展移动端应用，推动“智桂通”与广

西“互联网＋监管”系统对接。整合我区行业领域监管类移

动端应用，在“智桂通”上建设综合监管应用专区，形成综

合监管统一平台服务，提升监管工作效能。 

（四）强化支撑保障，提高监管人员数字思维能力。 

一是加强资金保障力度。自治区层面统筹规划“互联网

+监管”系统对接集成与推广经费，增加专项资金用于广西

“互联网+监管”系统的功能升级，在硬件设施和软件复用

上提供相应支持，推动解决各地市监管部门在资金、人员配

备等方面的困难。二是强化数字化思维培训。定期开展全区

性大规模、全覆盖的“互联网+监管”平台使用培训，在培

训中融入大数据思维、协同执法等理念，提供监管业务统一

答疑平台，不断提升监管人员数字思维和平台应用能力。以

结果为导向，可将培训考核结果纳入相关人员绩效考核体

系，实现培训提质增效。 

 

（执笔人：杨武松、甘铮、农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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