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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层面

国务院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举措，要求进一步简政放权、

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

行政审批改革要求

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

积极推进行政审批规范化建设

进一步健全行政审批服务体系，加强政府监管

深化审批公开，推行“阳光审批”

“十三五规划”：提出

“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核心理

念。

围绕创新发展、协调发

展以及共享应用开启新

一轮的信息化建设。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和《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印发“互联网+政务服务”技术体系建设指南的通知》等文件要求进一步推进“互

联网+政务服务”，提升政务服务智慧化水平。 

行政审批改革要求



2、市级层面

根据国务院深化行政审批改革具体要求，武汉市委市政府强力推进综合行政审批

3.0改革，要求继续优化行政审批服务事项和流程，提出“一个窗口、一个机构、一张

网络”的审批模式，实行并联审批制度，推进全市审批服务“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

改革，推广“互联网+审批”新模式。

行政审批改革要求



2012年以来，武汉市以大力推进政务服务体系建设为突破口，从提高行政效能，优

化审批流程入手，按照“减程序、减时限、减费用”的要求，在区级政务服务中心运行

基础上，建立了市级政务服务中心——武汉市民之家，提出了“1+8”的行政服务集中模

式，即1个市民之家，8个中心城区政务中心。武汉市民之家采用“一站式”、“集中

审批”的模式，入驻单位统一行政审批，数据联网，集中共享。

行政审批改革要求



3、局级层面

围绕“放管服”改革要求，全面推进行政审批3.0改革，我局按照武汉市行政服务

集中模式，提出了“1+N+1”行政审批模式，即1个驻市民之家窗口，N个区级政务中心

（行政审批局）窗口，1个集中服务中心。将行政审批项目按照细化分类划分为了标准

化和非标准化2大类，标准化的行政审批事项统一由我局入驻市民之家工作人员集中办

理，非标准化的项目由我局集中服务中心提供一站式服务。

行政审批改革要求



我局国土规划集中服务中心构建了国土规划“一站式、保姆式”综合服务体系，将

国土规划行政审批工作人员与技术服务单位工作人员引入集中服务中心进行统一管理，

行政审批和技术服务事项集中办理、统一监督，形成以行政审批、项目指导、服务监管

为主要内容的“一主两辅”国土规划服务模式。

提出落实市级层面并联审批、强化审批服务监管、“互联网+政务服务”、“网上

办”、容缺审批等具体工作任务。

　　

行政审批改革要求



国家 省市 局内 信息化要
求

政府治理能力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五全目标

“放管服”要求

互联网+政务服务

智慧政务

创新驱动发展

市权下放

多规合一

跨部门协同审批

智慧城市

行政审批3.0

“三个办”要求

国土规划体系建设：编制、实施、监管

放下去管得住

规划实施信息化支撑

审批、办公管理业务的整合

远程移动办公

提升公众服务能力

行业发展趋势



现有流程面临的挑战

市、区系统流程相互独立，市权放下去，系统无法提供有效的手段，对区级业务进行调
度和管理，系统流程未能反映市、区之间的业务协同联动。

内部行政审批与外部政务服务系统之间流程相对分离，内部行政审批管理难以快速、高
效的支撑来自互联网+政务的公众政务诉求

国土规划业务与市、区两级级政务中心，以及其他委办局之间的协作越来越频繁，内部
一个部门管审批，外部一个窗口服务，系统流程和数据交换困难。

审批发证流程相对成熟稳定，前期孵化、指导、技术服务、决策等管理过程未纳入流程
管理，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留痕管理实现困难。

  2

3

4

1

现有流程固化，可复用程度低，每次业务的变革带来大量的系统调整，难以快速响应业
务需求变化和技术变革  5
对流程的运行状态、运行效率难以实施全面、实时的监控管理。  6

……



流程管理发展历程

？

第一次浪潮
—流程改进

第二次浪潮
—流程再造

第三次浪潮

—业务流程管理

第四次浪潮

—智慧流程管理



智慧流程管理以业务流程为基础，数据为导向，规则作驱动，将业务规则应用于广泛的

数据中，并结合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技术，形成所需的洞察。智慧流程使开发人员能够更加

迅速地响应需求变化，更加准确地掌控流程运行情况；使用户能够获得更加移动化、个性化的

流程服务；辅助管理者做出更加准确的决策。

智慧流程管理

通过持续的流程监控和分析来优化业务操作

通过强大的协作能力来加快任务完成

通过规则设置来轻松应对管理变化

通过业务流程的移动扩展来实现个性化的流程服务

无缝 Seamless
Interconnected and ubiquitous:

Enabling a unified customer experience 

洞察 Insightful
Targeted and relevant: 
Raising the bar on customer interactions

迅捷 Instant
At Internet speed: 
Because competitors are only a click away



1、流程建模阶段：可视化业务流程建模，推荐流程模型（片段），简化建模难度

2、流程仿真阶段：即时仿真测试，以便评估上线效果

3、流程监控阶段：随时监控各流程服务状态、各流程运行情况

4、流程优化阶段：可设置优化指标，优化流程瓶颈

流程智能贯穿流程管理的生命周期



武汉市国土规划智慧流程实践02
平台架构重构

业务流程重塑

业务规则重析

系统服务重组

数据重整



平台架构重构

按照SOA架构，重构国土规划电子政务平台架构，由传统的多层结构，重构为“大数据、

微应用”、“云平台、慧服务”的体系结构。



平台架构重构

为应对云化、移动化、智能化所带来的挑战，建立“统一架构、分级应用、随

需调度、分布服务”的电子政务基础构架，平台引入SOA（面向服务架构），指导业

务驱动IT。

文
档

数据
湖

业务主管

窗口人
员

监管人员
审定人员

经办人员

组件式的隔离架构 SOA一体化架构



p从基于工作流的流程定制到基于业务领域模型的流程设计

业务流程重塑

现状：流程定制技术，将业务流程和管理审批规则
全部放在定制的流程上，流程被固化在系统中，无法
随需求的变化迅速改变

目标：基于业务领域模型的流程设计，以业务流程
为基础、数据为导向，规则驱动，可迅速响应需求变
化



业务流程重塑

将我局现有108项系统流程，优化调整为“111N”模式，即1个全局项目流程，国土、

规划、不动产、测绘11个业务管理环节，N项综合管理流程。



流程的覆盖范围   纵向全生命周期  横向全业务领域

业务流程重塑

全
生
命
周
期

全
业
务
领
域

  业务领域全覆盖

管理
决策

技术
服务

行政
审批

孵化
指导



业务规则重析

引入面向规则的ODM（运营决策管理），将规则从流程中分离出去，数据触发规则、

规则驱动流程。业务流程转化为系统的流程模板，相对固定。业务规则进入规则管理中心，

可动态变化。简化流程、细化规则，维护便捷，以确保快速应对需求的变化

分离

调用规则服务
并可复用到其他应用中



建立包含3大类107项业务规则的逻辑化业务规则库，实现BPM与ODM 融

合，系统流程适应性更高，落实业务标准更加高效。

业务规则重析



Ø 智能路由

面对国土规划业务全生命周期管理中，流程周期长、流程
间关系复杂、缺少可预定义流程的情况，通过在特定锚点加入
规则，实现流程智能路由。

业务规则重析

极其复杂的工作流程

引入了规则的智能流程



Ø 标准化审批

通过梳理业务流程类规则，将极其复杂的工作流程转换为可灵活变化的系统流程，在流程特
定环节加挂相应规则，实现基于规则的标准化审批、指标约束和案例式引导。

确保全市域的国土规划业务流程按照统一的业务规则，“同标准、无差别”的执行和落地。

业务规则重析

市区一套审批流
程，根据规则判
断下步审批人员



业务规则重析

Ø 智能监管 

建立的业务规则库，促进审批管理系统与业务监管系统的无缝桥接。

基于规则库，扩展业务监管规则，通过系统的实时监控，在被触发时，实现审批的约
束、提醒与限制，以及动态的监管预警。维护统一的规则库，实现审批与监管的联动。



Ø 智能运营调度

通过规则充分协调资源配置，达到人与人、人与系统、系统与系统之间的相互协作，
实现业务流程动态负载、智能调度、资源分配和跨区流转。

业务规则重析

资源 人员

流程跨区流转

发起协审



Ø 跨流程、跨业务领域的消息通讯

通过梳理业务决策类规则，在核心环节中加入智能决策点，提供信访情况、
法人诚信、相关公文等跨流程的消息通讯，实现多部门、多维度的综合管理。

业务规则重析

信访情况告知，业务处
室判断是退件、暂停还

是发送至下一环节

法人诚信证明，判断是
否受理



系统服务重组

通过SOMA（面向服务的建模

与架构）方法，将系统流程以原子服

务的形式部署到ESB企业服务总线，

并组合应用，以提供跨领域跨系统的

流程集成和协同。

服务重组



系统服务重组

  移动化

流程移动化使得流程可以方便快捷的接入任何移动设备，
同时将复杂的流程分析任务交付云端处理，通过移动终端随
时随地了解流程动态，洞察业务流程质量。

  云端化    

通过流程云部署，提供软件即服务，推动内部多流程联动、
公众与政府服务流程无缝对接、政府部门异构流程协同的一体
化管理，实现流程协作中的资源分配、流程进度等流程信息实
时共享。

p基于云计算和移动互联的流程扩展与融合



数据重整

引入内容管理和语义分析技术，对平台历史数据进行大数据关联重组，实现以项目为

核心的信息关联管理，加强审批、公文、会议、信访等多种政务资源的融合和智能推荐。

立项、可
研阶段

（政府投资类）

土地供应
阶段

设计方案
审核阶段

初步设计
阶段

（政府投资类）

竣工验收
阶段

信访情
况

技术服
务成果

相关会
议

相关公
文

申请资
料

法人诚
信

审批成
果

Ø 基于大数据的资源智能推荐



数据重整

业务流程优化

数据挖掘技术

阻滞节点 互为前置
潜在可并
行环节

Ø 基于大数据的流程优化

利用数据挖掘技术，深入挖掘业务数据和流程日志，对流程进行全面剖析，识别
例如阻滞节点、互为前置、潜在可并行环节等风险点，不断优化流程以提升业务流程
质量。



应用成效03



应用效果

（一）构建全市统一行政审批信息系统，实现全市域范围、全业务口径网上审批

根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求，引入

云计算与虚拟化技术，按照市、区、乡

三级一体化模式，建立统一架构、分级

应用、集中管理、分布服务的行政审批

平台，实现包含11类业务审批、20项

支撑全市域范围的市区一体化并联审批

和跨区流转、全业务口径的网上运行，

为全市国土规划业务审批管理提供基础

平台支持和技术保障。



应用效果

证照共享

市级并联审批



应用效果

对平台历史数据进行大数据关联重组，建立一图、一表、一库、一流程的管理模式，

建立政务运营管理系统，实现以项目为核心的信息关联管理，加强审批成果、技术服务成果、

公文、会议、信访等多种政务资源的融合，支撑国土资源全内容信息服务、全生命周期管控。

。

（二）实施数据重组，大数据促进政务资源聚合服务



应用效果

政务运营管理系统



应用效果

（三）贯穿内部管理与网上服务，落实“互联网+”政务服务

按照“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改革要求，构建了“统一身份认证、统一办事入口、统一服务

流程、统一进度查询、统一结果反馈”的“五统一”国土规划网上服务大厅。打通内部行政审批和外

部公众服务之间的流程和数据，实现内外一体化的网上申报、网上查询等政务服务。



应用效果

充分应用移动互联网技术，搭建跨平台移动开发框架，开发手机端、平板端移动APP，对

接我局综合门户、行政审批系统、一张图系统和公文管理系统，进一步推进我局平台移动化升

级，工作模式创新效果明显。

（四）全面移动化转型，微应用支撑扁平化社交化管理



应用效果

开发了国土规划微信公众号，为公众提供业务查询、业务办理等多种互联网+政务服务，

支撑政务扁平化、社交化管理模式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