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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概况

市规划局，所有“一书三证”，业务下放
宁波市，市区16个规划分局，业务统筹
成立了，城乡规划督察中心 “流程统筹、平台统筹”



实施概况

规划系统云计算中心

规划资源数据中心

业务协同平台 空间信息服务平台 公众服务平台

规划编制管理信息化应用体系 规划审批管理信息化应用体系

规划监督监测信息化应用体系 公众规划服务信息化应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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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概况

局领导：

缺乏便捷有效的手段，全面地了

解全局规划业务情况，掌控全市规

划实施情况

业务处室：

事权下放后，难以监督分局

业务办理的规范性、合法性

督察中心：

机构已经成立，但缺乏开展规划

督察业务的管理应用系统和辅助工

具

迫切需要形成规划监督监测机制

分局：

分局内部进行监督以及督察业

务的办理需要应用系统支持。

放管服，如何做好“事中事后监
管与服务”



实施概况

15.1月 15.6月 15.12月 16.6月 16.12月

四大系统建设

试
用

上
线
试
运
行数据建设完善

硬件资源建设

方
案
编
制

需
求
调
研

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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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启
动

论
证

完
善

项目协调推进

验
收

• 领导正式汇报10余次、业务处

室沟通交流50余次

• 项目进度安排200余份

• 需求、策划、设计文档70余份

• 项目建设内容全部完成，去年底

通过专家组验收，达到国内同行

业领先水平，在全国具有积极的

示范意义。

• 16个分局已培训推广使用，运行

情况良好。

培
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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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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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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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创新

项目成果 项目创新

一、监督业务成果

二、监测指标成果

三、系统建设成果

一、全方位多层级的监控

二、规划全生命周期

三、大数据技术支撑多维指标

建模

四、BPM技术将督察业务纳

入全局一体化管理

五、移动互联技术让规划被“

掌控”



一、监督业务成果

发现违法 处置违法 关联信用体系

图斑核实

规划监督
检查

信访

建设违法
处置

许可违法
处置

信用登记



一、监督业务成果

一、图斑数据核实



一、监督业务成果

二、规划监督检查

《宁波市建设工程规划监督管理规定》



一、监督业务成果

三、信访



一、监督业务成果

四、违法处置（建设违法）



一、监督业务成果

五、违法处置（许可违法）



一、监督业务成果

六、信用登记



二、监测指标成果

涉及6 大业务处室 33 类监管指标



二、监测指标成果

面向市局各业务处室、分局领导，及时发现审批过程中的异常行为。

综管处5大业务处室 技术处 工程处 测管处 法规处

选址（非市政）

条件

用地

方案（非市政）

工程（非市政）

选址（市政）

方案（市政）

工程（市政）

验线 核实

7类主要业务

监控点 指标 流程 时间



三、系统建设成果



三、系统建设成果



集中监控

集中监控是全局的综合性监控，主要面向市局领导、甚至市领导，重点从宏观角度监控全市的土地资源情况和全局的

业务管理效能。

资源监控 效能监控

集中监控

项
目
分

布

和
进

展

审
批
规
范
性
监

控

项
目
超
期
监

控

项
目
流
转
监

控

空
间
数
据
入
库
监

控

项
目
结
案
监

控

用
地
构
成
监

控

用
地
总
量
监

控

控
规
覆
盖
率
监

控

用
地
年
、
季
、
月

报

发
证
监

控

新
接
件
监

控



集中监控

用地总量 用地结构

控规覆盖率 发证情况

领导驾驶舱



集中监控



三、系统建设成果



分工监控

分工监控是面向业务处室，对他们职能范围内所负责的业务，在分局的运行情况进行监控。



三、系统建设成果



监督（督察）体系

图斑
识别

信息
完善

区县
核实

违法
图斑

违法
处置

信访

施工现场
规划检查

影像
处理

辅助
工具 督察系统

督察信息化体系

• 规划监督管理

• 图斑数据核实

• 信访（简易、常规）

• 违法处置（建设违法、许可违法）

• 信用登记

督察系统

督察系统框架 5大业务流程

类似于“规管”的系统框架

图文结合——更形象直观

督察导向——更专业细化

用户同源——更方便集成

信用
登记



督察体系-图斑识别

图斑
识别

信息
完善

区县
核实

违法
图斑

违法
处置

信访

中间规划
检查

影像
处理

辅助
工具 督察系统

督察信息化体系

信用
登记



督察体系-辅助工具

• 图斑数据核实——辅助工具分析变化图斑

• 图斑分析——获取图斑地块审批信息

• 信息完善——补全“一书三证”信息

• 辅助手段——初步判断是否违法、生成报表等

图斑
识别

信息
完善

区县
核实

违法
图斑

违法
处置

信访

中间规划
检查

影像
处理

辅助
工具 督察系统

督察信息化体系

信用
登记



督察体系-督察系统

• 图斑数据——确认违法图斑，一键发起违法处置，可自动生成违法处置项目



督察体系-督察系统

• 违法处置

违法处置业务：

 违法处置（建设违法）

 违法处置（许可违法）



督察体系-督察系统

• 规划监管

规划监督管理业务：

 建设工程规划验线（初验）

 建设工程规划验线（复验）

 建设工程规划验线（市政）

 施工现场规划检查

 建设工程规划核实



督察体系-督察系统

• 信访

信访业务：

 信访（简易）

 信访（常规）



督察体系-督察系统

• 信用登记



三、系统建设成果



掌控规划

“掌控规划”是规划业务在移动互联网上的门
户

方便各级领导随时随地了解

局规划编制信息、规划审批信息、多规融合信
息、监督监察信息、以及办公信息

“掌控规划”随着应用的深入，能够不断扩展，
具有可持续性。

释译
掌：手掌，手机，平板，触手可及
控：监控，掌控，控规，了如指掌
规划：政策、总控专、审批，面面俱到



掌控规划

方便领导随时随地

查看公文
查看法规



掌控规划

规划空间数据的集聚

• 规划编制数据
• 总规（用地）
• 控制性详细规划
• 等等

• 规划审批数据
• 条件
• 选址
• 用地
• 等等

• 多规融合
• 城乡规划一张图
• 环境功能区划
• 基本农田控制线
• 等等

• 基础地理数据
• 基础地形
• 遥感影像
• 等等



掌控规划

项目分布与进展

现状信息一览



掌控规划

规划指标监控
——建设用地批复指标



成果创新

项目成果 项目创新

一、监督业务成果

二、监测指标成果

三、系统建设成果

一、全方位多层级的监控

二、规划全生命周期

三、大数据技术支撑多维指标

建模

四、BPM技术将督察业务纳

入全局一体化管理

五、移动互联技术让规划被“

掌控”



一、全方位多层级的监控



二、规划全生命周期

全生命
周期

编制

审批

监管

反馈

• 建立了规划业务的全流程监管
体系；

• 打通规划编制、规划审批、批

后监管、再反馈到编制及审批

的规划全生命周期。



三、大数据技术支撑多维指标建模



四、BPM技术将督察业务纳入全局一体化管理

基于业务流程管理（BPM）中间件、业

务规划和事件管理中间件、报表基础中间

件，开发具有规划业务特点的权限组件和

业务管理组件。

基于企业服务总线（ESB）中间件建设

服务注册管理组件。

通过上述组件可进行资产复用，服务

资产可用于业务管理、业务审批相关的应

用系统建设。



五、移动互联技术让规划被“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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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与思考



经验与思考

一、监督信息化，推动规划统筹
二、监督信息化，需要顺势而为
三、监督信息化，需要顶层设计
四、大数据监督，需要数据为本



经验与思考
一、监督信息化，推动规划统筹

不敢管 敢管

不想管 想管

想管 管好



经验与思考

二、监督信息化，需要顺势而为

1. 浙江政务服务网

敢管敢管

2. 发改委投资平台

3. 地下空间审批

外部：

内部：

4. 引导日常监管



经验与思考
三、监督信息化，需要顶层设计

规划系统云计算中心

规划资源数据中心

业务协同平台 空间信息服务平台 公众服务平台

规划编制管理信息化应用体系 规划审批管理信息化应用体系

规划监督监测信息化应用体系 公众规划服务信息化应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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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4框架

由于顶层设计的前瞻性与合理性，从而
保证4大应用体系具有，可扩展性与可持
续性

统一的计算中心、数据中心，保证监督
的完整性

底层的业务协同平台（BPM），保证了
监督深度

底层的空间服务平台（共享平台），保
证了“一张图”监管的广度。



经验与思考 四、大数据监督，需要数据为本

大数据技术（数据仓库、数据挖掘、联动分析）

意识到数据质量的重要性（精确性、及时性、一致性、完整性）

数据问题 案例
数据现势性 1. 遥感影像更新及时性：督察中心的遥感影像比数据中心要

新。

数据全面性 1. 总规数据未完整精确入库
2. 控规数据，老三区缺少11个项目；各分局数据未全覆盖，

不精确。
3. 各专项规划数据未入库

数据完整性 1. 建许数据（空间）不全。
2. 选址、用地、建许的项目关联关系没有。
3. 缺少历史地块数据与现状地块的关联性。

数据准确性 1. 控规缺少控规单元数据
2. 许多空间数据缺少发证日期、案卷编号等
3. 审批数据未强制要求入库，很多项目找不到空间数据。

促使下定决心，开展
全面的“数据修补工作
”



经验与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