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得见，用得好，管得住

上海数慧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多规合一信息平台建设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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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1：展示不友好

1、面向市长汇报，平台有哪些数据，哪些功能，领导  

没听懂！

2、陪同领导考察，现场看到一个地方，说这里的规划

怎么样？无人知晓，平台没什么用！

3、业务人员使用系统办公，打开看全是图层，想看的

找不到，不想看的在上面，目录不人性化！



困境2：推广应用难

1、经常会有人问：听说平台已经部署，大家都在用，

用的情况怎么样？

2、某牵头单位领导讲：其他单位不配合，难协调，流

程再造我们单位无法梳理，系统怎么推？

3、某经办人员抱怨：又是业务系统，又是多规系统，

这么多系统，都不知道怎么用了！



困境3：长期运维烦

1、某数据工程人员说：其他部门更新了数据，我如何知

道？新提交的数据如何导入平台？数据更新如何保障？

2、某系统工程人员说：多规冲突检查、项目合规审查都

是功能，真正用的时候规则都会改，后台能配置吗？

3、某信息中心领导说：那么多部门和系统需要使用我们

多规系统的内容，服务能够安全、高效的共享吗？

总之，多规信息平台建设需要进入新阶段，关注从建到用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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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平台建设新阶段

多规合一信息平台建设从建到用，重点实现3点：



如何理解“看”

与其说“看”，不如用“说” 更贴切！  人“看”系统  系统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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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张图 -> 一张图+一本账
p 看全市台账和空间分布 p 看某区台账和空间分布 p 看某区某一类型台账和空间分布



3、PC端 -> 领导、公众用图大屏端

大理市“多规合一”海东展馆



信息平台建设新阶段

多规合一信息平台建设从建到用，重点实现3点：



如何理解“用”

“用”=“解决业务问题”

• 实现数据共享，打破信息孤岛

，解决获取数据难的问题；

数据层面

• 辅助规划编制协同审查，提升

规划编制科学性，从源头解决

多规矛盾打架的问题；

• 辅助业务协同审批，真正落实

放管服，解决项目落地难、审

批程序长的问题；

业务层面 • 辅助会议决策，一键生成合规

审查报告，解决部门依法打架

的问题；

• 辅助项目选址，解决算命先生

式的审批问题 。             

决策支持层面



数据共享，打破部门信息孤岛



如何理解“用”

“用”=“解决业务问题”

• 实现数据共享，打破信息孤岛

，解决获取数据难的问题；

数据层面

• 辅助规划编制协同审查，提升

规划编制科学性，从源头解决

多规矛盾打架的问题；

• 辅助业务协同审批，真正落实

放管服，解决项目落地难、审

批程序长的问题；

业务层面 • 辅助会议决策，一键生成合规

审查报告，解决部门依法打架

的问题；

• 辅助项目选址，解决算命先生

式的审批问题 。             

决策支持层面



编制协同与业务协同

项目生成 项目审批

前期策划阶段 用地阶段 工程阶段 施工阶段 竣工验收阶段

规划编制

规划编制阶段

规划 落地 项目



前期
数据收集整理

中期
规划评审

后期
成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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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规划编制各做各的，互不参考

1、编制协同，重在建立一个口子进、一个口子出的协同机制

之前



1、编制协同，重在建立一个口子进、一个口子出的协同机制

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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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在线协查

一个口子出

1. 编制项目立项
2. 底板数据申请
3. 部门协同审查
4. 数据提取分发

一个口子进

1. 成果入库申请
2. 成果更新入库
3. 成果版本管理

多规合一编制协同平台

一套图 一套管控体系

规划设计单位
多规管理部门
规划修编部门 环保局

规划局

国土局

多规协调
联席会

其他部门

初步审查
协同审查

会商审查

1、编制协同，重在建立一个口子进、一个口子出的协同机制



编制协同与业务协同

项目生成 项目审批

前期策划阶段 用地阶段 工程阶段 施工阶段 竣工验收阶段

规划编制

规划编制阶段

规划 落地 项目

项目生成是指建设项目未进入审批阶段的前期策划、准入及评估的协调管理工作。



业务协同——项目生成

以往

决策靠会议协商

各部门各自为政，缺乏高效统筹

人走程序跑断腿



通过平台一键式完成合规性审查，实现各部门在线协同预审

协同预审

现在

业务协同——项目生成



编制协同与业务协同

项目生成 项目审批

前期策划阶段 用地阶段 工程阶段 施工阶段 竣工验收阶段

规划编制

规划编制阶段

规划 落地 项目

项目审批是指政府机关或授权单位，按照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及有关文件，对项目进行具有限制性管理的行为。



业务协同——项目审批

    万里长征审批一张图

以往



业务协同——项目审批

五阶段并联
审批模式

技术审查并联
审批模式

全阶段优化
审批模式

p 权责事项不改变

p 技术审查集中进行

p 用地证之前的审批

业务统一收件、并

联审批、统一发件

p 用地证之后的业务

维持原状

p 全业务流程不改造

p 通过信息化使业务

由线下变为线上，

形成一棵树，达成

共享目标

再造 再造优化

改革现有
审批模式

p 改变现有的审批

模式，寻找改革

突破。

改革

国内目前业务流程再造四种模式



如何理解“用”

“用”=“解决业务问题”

• 实现数据共享，打破信息孤岛

，解决获取数据难的问题；

数据层面

• 辅助规划编制协同审查，提升

规划编制科学性，从源头解决

多规矛盾打架的问题；

• 辅助业务协同审批，真正落实

放管服，解决项目落地难、审

批程序长的问题；

业务层面 • 辅助会议决策，一键生成合规

审查报告，解决部门依法打架

的问题；

• 辅助项目选址，解决算命先生

式的审批问题 。             

决策支持层面



会议辅助决策——为规委会项目审查决策提供项目体检报告



项目辅助选址，改变算命先生式审批

p 基本条件 p 高级条件

ü 中小学用地

ü 20000-200000m2

用地性质、用地面积

ü 加气站100米之外

ü 加油站100米之外

周边设施

• 与易燃易爆场所间的距离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
火规范》GB50016的有关规定。

• 校园及校内建筑与污染源的距
离应符合对各类污染源实施控
制的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ü 特殊医疗用地1000米之外

ü 娱乐康体用地200米之外

ü 二类工业用地500米之外

ü 供燃气用地100米之外

ü 加油加气站用地100米之外

周边用地

• 中小学校建设应远离殡仪馆、医院的太平
间、传染病院等建筑；

• 学校周界外25m范围内已有邻里建筑处的
噪声级不应超过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
隔声设计规范》GB50118有关规定的限
值。

ü 建设用地规模控制线之内

ü 生态控制线之外

ü 永久基本农田控制线之外

控制线要求

案例：中小学用地选址

• “多规合一”管控体系规定



项目辅助选址，改变算命先生式审批
案例：中小学用地选址



独立而分散的应用和数据

业务系统 多规合一系统

统一的应用和数据的集成

一个系统

如何推广

——淮安经验2，让业务人员在一台电脑、一个界面办公



信息平台建设新阶段

多规合一信息平台建设从建到用，重点实现3点：



如何理解“管”

      如何用现在的系统满足复杂多变的现实和未来！

01

管架构

稳固、开放

02

管服务

共享、监管

03

管安全

监控、处置

05

管规则

组装、可视

06

管数据

更新、持续

07

管运维

设施、性能

04

管配置

人、权、物

基础支撑牢 后台可视化 机制可落地



1、管架构：稳固、开放——SOA架构



2、管服务：共享、监管——综合服务框架

采用企业服务总线（ESB）技术，建立多规综合服务框架，汇集多规合一信息平台

的相关服务，并向联合审批系统以及各部门业务系统进行对接，打通部门之间的数

据和应用链路，以统一标准的服务提供给各部门异构业务系统进行应用。 



3、管安全：监控、处置——自动化监控平台，系统“鹰眼”

“数慧自动化监控平台”旨在洞察

业务系统运行状态，预测资源发展

趋势，发现潜在风险，变“事后处

理”为“事前防控”。



如何理解“管”

      如何用现在的系统满足复杂多变的现实和未来！

01

管架构

稳固、开放

02

管服务

共享、监管

03

管安全

监控、处置

05

管规则

组装、可视

06

管数据

更新、持续

07

管运维

设施、性能

04

管配置

人、权、物

基础支撑牢 后台可视化 机制可落地



4、管配置，人、权、物——运维管理系统

提供多种坐标转换参数模板，实现多坐标自由转换

用户按单位、角色、职位多种管理与认证

按单位、角色、职位等进行配置数据和系统功能权限

实现本地、异地以及wmf等各种类型数据服务的集成与管理



5、管规则：组装、可视——模型管理引擎

采用算子、规则、模型的方式实现规则的编写，组装、配置和复用，

提升多规管控规则的灵活应变。 



如何理解“管”

      如何用现在的系统满足复杂多变的现实和未来！

01

管架构

稳固、开放

02

管服务

共享、监管

03

管安全

监控、处置

05

管规则

组装、可视

06

管数据

更新、持续

07

管运维

设施、性能

04

管配置

人、权、物

基础支撑牢 后台可视化 机制可落地



6、管数据：更新、持续——流程+工具



7、管运维：设施、性能——集群部署

     多规合一平台由多台服务器组

成，WEB应用、ORACLE数据库及

其GIS服务器做成集群模式，可保

证平台的高可用性，避免出现服务

应用的单点故障。



平台建设新阶段——看得见、用得好、管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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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建设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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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内容：1191

“1191”工程

1套标准规范 1个多规数据库 6个应用平台 1套综合服务框架

依托“多规合一”现有工作成果，基于统一的信息化标准规范，建立“多规合一”信息

平台，提供集“多规合一”信息共享、项目实施管理、空间信息管理、统一运维为一体的信

息化支撑应用，推动“多规合一”一张图关于空间规模、边界管控、建设工程项目等内容的

有序落地；结合“多规合一”综合服务框架，实现多部门业务系统与多规信息平台的技术对

接，实现多规从“静态合一”向“动态合一”的可持续发展。



标准名称 建设内容

“多规合一”成果数
据提交标准

明确多规涉及到的各个部门必须提交的数据，并且规定提交成果的文件格式、命名规范、
空间坐标、必要图层、必要要素、必要指标及其数据结构、必填字段及值域范围等。

“多规合一”过程库
数据标准 明确规定多规合一过程库中图层划分、数据结构、属性要求及数据字典等内容。

“多规合一”成果
数据库标准

明确多规合一成果数据库的设计规范，项目元数据及具体图层要求、要素要求、指标要
求及其数据结构。

“多规合一”数据
共享规范

针对多规数据共享需求，制定多规数据共享数据目录规范，确保各委办局可依照数据共
享目录完成数据的申请和获取。

“多规合一”系统
接口规范 满足多规合一信息平台与各部门业务系统对接，制定系统接口规范。

“多规合一”信息平
台运行管理办法 明确本平台运行管理的任务、程序和责任，保障平台有效运行。



集中管理

多规合一成果数据库

多规合一 专项规划 建设项目

外部接入

环保发改国土
规划 ……

各部门数据库
（规划、审批、现状）

现状数据库

电子
地图 影像 三维

数据







应
用
层

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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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仓库

功能对接

多
规
合
一
信
息
化
标
准
体
系

基础地理
数据库

建设项目
联合审批系统

各委办局业务系统

建设项目联合审
批系统业务库

各委办局
业务数据库

数据对接

多规数据
服务

多规管控
服务

综
合
服
务
框
架

ESB

综合台账系统

规划冲突检测系统 成果联动更新系统

空间信息展示系统

数据同步
空间
数据
同步
ETL

数据集市

模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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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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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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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查询
服务

统计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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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成果
协查

项目合规
审查

流程对接

规划协查系统

项目生成系统

统一运维支撑平台

系统注册

系统配置

系
统
管
理

字典管理

专题管理

数
据
管
理

服务管理

移动就绪

布局管理

工具管理

功
能
管
理

容器管理 组织管理

日志管理

安
全
管
理

权限管理

设备管理

检测算子

编辑算子

算子
管理

注册算子

检索算子

检测算子

编辑算子

检测算子

编辑算子

标准
管理

字段管理图层管理

字典管理

检测算子

编辑算子

模板
管理

发布模板创建模板

编辑模板

数慧多规合一信息平台总体技术解决方案

…… ……

……



总结

p 真正要数据“动”起来：通过信息化手段支撑“多规合一”数据库更新管理，

做到数据库不但看得到，而且要权威。

p 真正要业务“用”起来：通过信息化手段辅助“多规合一”工作长期化，实现

审批增速提效、决策科学智能、服务阳光规范。

p 真正要系统“联”起来：通过综合服务框架打破信息孤岛，实现多规平台、业

务系统、政务服务审批系统的数据互联互通、流程无缝对接。

多规合一信息平台建设应该进入从建到用的新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