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市自然资源资产和生态环境保护大数据审计平台 

一、立项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运用大

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大数据时代为实现自然资源一体化

管理、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环和促进政府治理现代化带来了重要手

段。2017 年 9 月，《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规定（试行）》

强调要加强部门联动，建立自然资源资产数据共享平台。 

    2018 年 6 月，武汉市成立了市领导任组长、相关部门负责

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全市自然资源资产和生

态环境保护大数据审计平台共建共享工作方案》，提出要充分运用地

理信息技术，统筹建立全市自然资源资产和生态环境保护大数据审

计平台，实现跨部门的数据汇集和业务系统连通，服务政府决策、

部门协同、审计监督和生态考核。 

二、资金来源 

财政资金 

（一）项目组织实施 

中心抽调多名技术骨干与审计专家成立工作专班，联合环保、

水务等 15 家单位共同推进。项目自 2018 年 2 月启动，9 月编制完

成总体方案通过院士专家评审。2019 年 12 月项目建成并通过了以

李德仁院士为组长专家验收，对项目成果给予高度评价。 

（二）项目成果 

1.建成了大数据审计“一张网”。结合审计实施和部门数据共享需



要，形成覆盖政务内网、政务外网、互联网的“一张网”，基于云基

础设施，整合各部门计算存储资源，实现从“单兵”向“协同”转变，打

破信息孤岛。 

2.建立了自然资源资产和生态环境保护“数据中心”。依托智慧武

汉时空信息云，整合分散在各部门的数据，汇聚 22 大类 66 中类

358 小类 3219 项数据，形成一个可拓展、能延伸的数据中心，包

括基础地理数据库、自然资源数据库、业务基础数据库、审计业务

数据库、社会经济库，数据量达 30TB。 

3.搭建了自然资源大数据审计平台，形成一套“门户、外业核查

APP、大屏幕指挥系统、智慧审计”软件体系。以“数据推送+系统直

连”实现多源异构数据汇聚，基于自然语言识别、机器学习等技术，

建立大数据审计疑点分析模型，实现了“审计对象-审计计划-审计项

目实施-审计结果运用-审计归档”闭环管理，全面支撑了自然资源资

产审计规范化、精准化。 

4.建立了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一套机制”。形成了

数据库建设等标准规范，印发《自然资源资产和生态环境保护大数

据审计平台运维管理制度》，成立大数据分析团队，保障平台的常态

化应用。 

（三）应用效果 

1.探索了地理信息技术在自然资源资产审计中应用模式。通过

建立自然资源一张图，实现跨部门、跨行业、跨系统的数据汇聚融

合，为大数据审计提供多维、全域、可视化空间分析手段，变传统



审计为数字化审计。 

2.建立“一个基础平台，多个部门应用”共享应用模式，促进了自

然资源全空间数据汇集、全业务系统接入，实现了数据常有常新、

系统在线访问，推动“事后监督”向“在线动态监督”转变，创新发展了

审计监督新模式。 

3.构建“数据+业务+规则+模型”审计分析体系，面向各类自然资

源建立多维感知大数据审计分析模型，帮助实现数据深度挖掘，降

低审计工作量，缩短疑点发现时长，提升审计分析研判能力。 

4.搭建“互联网+智慧审计”平台，通过“一个平台、多端应用”，

全面支撑审计全流程闭环管理，提高了内外业一体化工作效率，提

升了审计智能化水平。 

四、整体设计和技术实现 

    平台按照“1 个基础平台、N 个部门应用”的理念，采用云计

算、SOA 架构、云 GIS、LBS 移动开发等技术，建立“5+2”总体框

架，将软件功能模块化、服务化，通过统一的接口规范，实现不同

模块之间接口服务调用，实现数据存储采集、数据传输、数据计

算、数据服务和数据应用，保障各部门数据和业务管理系统的实时

归集和在线接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