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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识数字化监管



如何认识数字化监管

大力推行智慧监管，提升市场监管能力：以数字化手段提升监管精准化水平、以一体化

在线监管提升监管协同化水平、以新型监管技术提升监管智能化水平。

加快推进数字机关建设，提升政务运行效能：提升辅助决策能力、提升行政执行能力、

提升行政监督水平。

“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   国发〔2022〕14号



《交通运输部关于加强公路水运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全面提高质量安全监督行政

执法效能”，通过智慧检测技术，促进行业监管精准化，行政执法规范化。

◆提高监管效能：通过检测数据采集与分析，对交通工程的全面覆盖和实时反馈

◆精准化监管：对交通工程的精准采集和智能分析，智能制定检查方向

◆提升公信力：对交通工程的规范管理和有力执行，增强责任主体自律

监管业务系统物联网检测 其他

数据管控服务
外部数据
网关服务

上级部门职
责要求

IDC集成/运维 政务网/私有化部署

检测数据挖
掘分析 其他

执法业务系统 移动端检查APP

风险预警机制 工程项目驾
驶舱

定制化报表
工具

智慧监管

智慧检测
服务架构

如何认识数字化监管——交通运输部



如何认识数字化监管——数字化监管的要求

平台 

支撑

整体 

协同

数据 

驱动

以人民为中心，整体协同，线上
线下融合、一站式服务

集约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数据资源
体系、高效协同的业务应 用体系支
撑（突出大系统、大平台、大数据的
理念）

关注数据的价值；创新业务应
用场景，数据驱动业务整合

过  去 现  在

整体协同

平台支撑

数据驱动

以部门为中心；数据孤岛；服

务碎片化

业务单一、系统独立；数据共

享难

强调技术的作用；信息孤岛、

数据烟囱成为难题

监管数据和行政执法信息归集共享和有

效利用，强化监管数据治理，推动跨地

区、跨部门、跨层级协同监管

集约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数据资源体

系、高效协同的业务应用体系支撑

关注数据的价值；创新业务应用场

景，数据驱动业务整合



如何认识数字化监管——数字化监管的核心

以数据为核心

监管对象

监管过程

监管结果

全面掌握和分析

以网络为平台 以技术为支撑

监管资源

监管服务

监管协作

有效整合和共享

监管模式

监管手段

监管效能

高速创新和提升

数
字
化
监
管



如何认识智慧检测



如何认识智慧检测

交通工程智慧检测是指在新一代检测技术（无损检测、快速检测）及以人工智能、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为首

的数字化技术的支撑和引领下，全面达成检测数据采集智能化、便捷化，检测流程在线闭环化、云端化，检测结

果出具精准化、即时化的升级，成为交通工程建设质量的有力支撑，是行业规范化发展的数据平台底座，同时催

生现代试验检测技术应用场景多元化。

底座
大数据平台、物理网关

核心

物联网、移动互联网

目标
即时化、便携化、精准化

有效连接和共享 自动采集、分析、判定 创新优化 ，规范行业管理模式

检测设备

检测服务

检测协作

检测流程审批

检测数据

检测结果

检测决策

检测方法

检测场景

检测效率



如何认识智慧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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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识智慧检测

以即时化、便携化、精准化为目标，实现对检测方法、检测场景、检测效率的创新优化 ，

规范行业管理模式

◆检测数据报表规范化管理

◆检测数据接口、存储、传输、处理标准化

检测数据采集标准化

Webservers接口标准化管理

⚫ 促进不同厂商设备公用

检测结果报表出具规范化

通过平台化对行业检测

参数的原始记录与检测

报告模板格式进行规范

化管理
检测数据管理规范化

数据元标准

⚫ 促进检测数据一体化存储

⚫ 促进检测业务一体化管理

检测数据共享机制

检测数据中台规范化

⚫ 基于检测数据元标准实现检测数

据的多源融合

⚫ 基于大数据平台实现检测数据服

务机制



基础设施层

应用支撑层

数据应用 宏观数据分析 微观数据分析 数据查询与预警 数据上报与导出 参建企业画像

智慧质监

质量监督

中间质量检查

交工核验

竣工鉴定

工地试验室备
案检查

安全监管

平安工地

安全检查

建设市场

建设市场检查

建设程序预警

行政执法
（行政处罚
共109项）

综合行
政执法
子系统

PC端 移动端 监控大屏

信用积分管
理

积分信息

信用管理记录

执法局用户 市县质监单位用户 建设单位用户 第三方检测单位用户

信
息
化
标
准
规
范
体
系
及
管
理
办
法

信
息
安
全
保
障
体
系

通信网络

数据共享与对接

物联网检测设备 移动端网页端录入 Excel文件 网络通信数据

质监单位

建设单位

第三方检测单位

其他数据对接

数据汇集 数据治理 数据可视化

项目信

息库

参建单
位信息

库

检查指

标库

检查数

据库

执法信

息库

数据交
换平台

身份认证 电子签章 地理信息 报表服务 风险预警

违法转送

违法行为获取应
用
层

数
据
层

 用户层：执法局、建设单位、第三方检测机构

 展现层：PC端、APP

 业务层：行政执法、执法监督、质量管理、安

全管理、分析研判、基础信息管理

 应用层：根据业务层划分

 支撑层：应用支撑平台组件

 数据资源池：基础数据库、质监业务数据库

 运行环境层：交通专网、互联网（省厅门户）

 基础支撑层：硬件设备

 系统保障体系：信息化标准、数据规范、信息

管理制度等

如何认识智慧检测----面向政府监督



如何认识智慧检测----面向政府监督

政府监督：数据标准化、格式规范化、分析智能化，提升政府监督效率



2

43

1
检查规范化
人员考勤与检查队伍稳定性分析

检查标准规范化、检查指标规范化等

监管画像化
通过质量指数计算出具各类型数据分析

报告，提升数据可用性，为领导决策提

供依据。

数据可视化
检查指标可视化统计分析，为质量监

管的均衡性、针对性、稳定性提供数

据支撑

流程数字化
质量监管线上监管

数据采集 数据存储 数据分析与预警 数据报告

主要工作

标准数据

质量监
管数据
中心

质量监管
数据中心

如何认识智慧检测----面向建设管理



如何认识智慧检测----面向建设管理

建设管理：检测标准化、格式规范化、分析智能化，提升建设管理效率



如何认识智慧检测

以大数据平台、物理网关为底座，实现对检测设备、检测服务、检测协作、检测流程审批的有效

连接和共享

◆检测运营数据驱动，试验检测业务的全要素、全流程数字化

样品登记 试验数据获取

报告打印

报告签发

互联网服务器

高精度采集器
检测软件

自动获取方式的采集流程人员设备权限与管理

主要特征

➢ 流程电子化

➢ 过程可追溯

➢ 数据可视化

➢ 高度可拓展

监管平台

工地智能平台

数据汇聚



如何认识智慧检测----面向工程项目

工程项目：检测数据标准化、业务规范化、分析智能化，提升工程项目管理效率



针对现场质量问题的智慧检测：

现场质量问题精准化、智慧化检查管家与应用技术

如何认识智慧检测----面向工程现场



数字化监管下
智慧检测的应用展望



数字化监管下智慧检测的应用展望

01

提高监管执法效

率和质量

02 03

提高监管创新能

力和水平

赋能建设管理数

字化价值挖掘



数字化监管下智慧检测的应用展望

1、提高监管效率和质量：实现对监管对象、监管过程、监管结果的全面掌握和分析，

有效预防和解决监管风险和问题；实现对监管数据、监管依据、监管措施的有效记录和公开，

增强社会公众的信任和参与。

GPS定位

质量汇集数据汇集

检查清单化

检查通过、整改、处罚

检查对象名录库

分类抽查

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

1、执法计划

制定

2、执法检查执行

3、现场执法 5、信用记分、行政处罚

5、质量问题记录



数字化监管下智慧检测的应用展望

2、提高监管创新能力和水平：基于检测数据，深化数据价值挖掘与决策分析，实

现对监管模式、监管手段、监管效果的不断优化和改进，适应新形势下的新需求和新挑战。

工程监管指挥体系

⚫工程项目、参建单位的差异

化监管

⚫工程结构耐久性评价机制

⚫全省质量一张图

⚫检查监督智能决策

协同监管

• 利用云计算技术对智慧检测

资源进行集中管理和调度，

实现跨区域、跨部门、跨行

业的协同监管

1
2

数据治理

•检测数据一体化管理（区块链、公

示机制）

•检测数据中台建设，与工程实体一

起成为运营交付对象（数据资产）

4

3

预防风险

•执法风险：通过检测数据预测模

型，降低整改闭环周期

•安全风险：通过结构物检测数据

结构化管理，保障工程安全

3



精准掌握整治方向，提高交通建设工程

耐久水平

 全面性分析

是否覆盖所有检测指标？

 均衡性分析

指标抽查频率是否合理？

 针对性分析

对于指标合格率较低指标制定检查计划

精准监管

基于智慧检测数据的价值挖掘

数字化监管下智慧检测的应用展望

3、赋能建设管理数字化价值挖掘



◆通过智慧检测定位质量问题与工程部位，减少和消除工程质量隐患

◆为工程耐久性评价提供数据支撑

◆促进施工过程的实体工程的精细化管理与溯源

工程质量耐久性评价 新基建精细化管理 质量监督智慧化管理

数字化监管下智慧检测的应用展望

3、赋能建设管理数字化价值挖掘



数字化监管下智慧检测的应用展望

行政监管部门

数字化是提升监管效率的重

要举措和抓手。数字化转型

能够实现数据溯源功能，有

利于监管部门开展事中事后

监管，通过报告溯源查询过

程数据和原始数据，为数字

化监管提供依据和抓手。

企业和公众

数字化意味着更加值得信任和

便利的检测结果。通过数字化

转型，企业与公众不仅能够获

得检验检测机构为服务方提供

的检验检测报告，还可获得相

应的数据分析服务。

检验检测机构

数字化是提升工作效率和竞

争力的必由之路。通过智能

化数据采集技术，能够追溯

数据产生的环境、设备、人

员、方法条件，减少人为干

预，提升数据的可信度。



数字化监管下智慧检测的应用展望

挑战一

技术：智慧检测技术涉及多种专

业领域，目前还存在标准不统一、

数据不互通等问题，需强化技术

协同研发。

挑战二

管理：智慧检测技术需要与传统的

监管模式和管理体制相适应，目前

监管执法职责仍需继续完善。

挑战三

安全：智慧检测技术需要保障数

据的安全性和可信性，目前还存

在数据泄露、数据篡改、数据误

用等问题，考虑是否引入CA认

证机制。

挑战四

法律：智慧检测技术在行业监管、

政府监督领域，缺乏明确的上位

法支撑。如采用智慧检测系统产

生的检测报告与电子档案的关系

如何处理。

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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