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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推进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赋能智慧监管是当今新时代实现监管信息化，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本文主要介绍市场监管（卫生健康部分）信息化工程的发展历程、建设思路；对工程经

济和社会效益进行分析，针对网络和数据安全、业务协同和数据共享、数字技术赋能监管服务等暴露出来的问题提

出一些可供参考的对策。通过研究力求对项目建设提供科学指导，使工程项目发挥实效，逐步实现监管现代化能

力建设，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保障和改善民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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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and assumption of market supervision (health part)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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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moting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other digital technologies to empower smart supervision is the 
only way to achieve the informatization of supervision in the new era， and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s and capabilitie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construction ideas of the market 
supervision informatization project （part of the 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 analyzes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of 
the project；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reference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problems exposed in network and 
data security， business collaboration and data sharing， and digital technology empowerment supervision services.  The goal 
of the research is to point out the right and scientific guidance for the project， and make the project really useful and 
helpful for the market supervision.  The final target i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supervision informatization and promote the 
capacity building of supervision modernization， strengthen the modernization level of the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bilities，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services for improving and guaranteeing people’s livelihood.
Key words： Smart supervision； informatization； collaboration and sharing

我国高度重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建设，党中央、国务院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定［1］，并提出了一

系列重要举措和部署，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成为党的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石，成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核心驱动力。推进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数字技术赋能智慧监管是当今新时代实现监管现

代化、信息化，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必经之路，智慧监管将着力通过技术优化提升治理

能力，实现更科学、更精准的决策，更高效地管理；

着力通过模式变革创新治理体系，实现业务流程的

优化与重组，实现组织结构的变革和政府再造，实

现模式与体制创新；着力破解监管力量不足与监管

手段滞后的难题，加快扭转监管力量与监管对象不

匹配的被动局面 ，构建长效智慧监管标本兼治

机制［2］。

市场监管信息化工程是《“十三五”国家政务信

息化工程》［3］的 6 项协同共建纵横联动业务系统之

一，是实现食品安全、药品管理、信用信息、安全生

产、商务流通、产品追溯、卫生监督、职业卫生健康

等市场监管与服务政务行为协同联动，提高放管并

重，事前、事中、事后监管能力的重要工程，是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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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现智慧监管，形成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格局

的重要依托，对于数字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具有

重要意义。市场监管信息化工程主要由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牵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农业农村部、

海关总署和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同参与建设，各部门

根据自身监管和服务职能，建设满足监管和服务的

信息系统，通过数据共享、业务协同实现跨部门、跨

地区之间的监管一体化。其中，卫生健康部分主要

围绕食品安全、卫生监督、职业卫生健康等三方面

监管和服务开展，着力提高卫生健康在事中和事后

监管中的重要作用，推动构建全链条、全过程一体

化的智慧市场监管体系。本文主要针对市场监管

（卫生健康部分）信息化工程（以下简称“工程”）总

体设计思路深入探索与研究。

1　政策背景和依据

1. 1　工程项目发展历程

“十三五”期间，国务院机构改革将国家工商行

政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等行政管理部门职能整合，组

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

员会改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职能由卫生与计划

生育向大健康转变［4］。“十二五”期间规划的食品安

全监管信息化工程不再单独设立，纳入《“十三五”

国家政务信息化工程建设规划》，原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建设任

务分别由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承担。2022 年 3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批复

《市场监管信息化工程框架方案》，市场监管信息化

工程正式立项，各相关建设部门分别启动可行性研

究报告编制工作。

1. 2　政策背景和依据

按照“十三五”、“十四五”国家政务信息化工程

规划要求，结合卫生健康系统食品安全、卫生监督、

职业卫生健康和药品供求监管和服务目标，工程总

体设计和建设思路，坚持以需求和问题为导向，强

化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农业农村部、海关总

署协同共享，最终实现智慧监管的目标。

在遵照“十三五”建设规划要求的基础上，工程

顶层设计充分吸纳“十四五”规划理念，确定了市场

监管工程后续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和概算以

及最终建设的总体工程定位、设计原则、建设理念

和整体框架。主要包括：一是工程定位。充分利

旧，业务协同。不代替各部委原有业务信息系统，

主要是完善现有市场监管机制，基于国家“十二

五”、“十三五”政务信息化工程建设内容进一步深

化，更多地考虑跨部门、跨地区之间监管业务协同

和信息共享，强化数字政府建设，提升政务服务水

平和能力。二是设计原则。纵向整合，横向共享。

按照“大平台、大数据、大系统”的整体思路，横向重

点考虑与其他部门间的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关系，

纵向要以部门为单位高度整合打包涉及市场监管

业务条线的相关项目及资源，原则上一个部门统筹

建设一个工程项目。三是大数据驱动下的智慧监

管理念。构建包括数据采集分析、风险动态监测、

监管策略制订、监测预警推送、效果评估与结果公

式、驱动监管动作等内容，以“大数据+监管事项清

单”为核心的监管闭环系统，实现指挥调度、执法反

馈、信用公式、动态监测科学、精准、快速服务于监

管决策和执法，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开透明服务。四

是整体业务框架。由市场监管总局牵头，国家卫生

健康委、农业农村部、海关总署和国家知识产权局

共同参与建设，构建市场监管大数据平台，促进政

务服务、科学决策、实时监测、风险预警、精准执法

等监管业务能力提升，实现健全市场机制，优化营

商环境，加强市场监管和维护市场秩序的目标。

2　建设总体思路

工程作为市场监管信息化工程的重要内容和

组成部分，必须保持与市场监管信息化工程目标、

原则、定位的一致，通过食品安全、卫生监督和职业

卫生健康三方面的监管业务系统建设，与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农业农村部、海关总署业务协同和

数据共享，建成跨部门、跨层级监管和服务体系，提

高监管信息化水平，推动监管现代化能力建设，提

升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水平，保障和改善民生。

2. 1　工程定位

从卫生健康法定监管职责出发，以提高食品安

全、卫生监督和职业健康等卫生健康领域涉及市场

监管职责工作效能，构建卫生健康、市场监管、农业

和海关等部门联动高效执法，综合协同管理网络，

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着力点。通过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融合应用，建设形成跨部门信

息共享、上下联动、业务协同的国家政务服务体系，

提高食品安全、卫生监督和职业卫生监管和服务能

力，促进多部门合力解决社会突出问题，提升百姓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5］。

2. 2　建设目标

通过工程建设，进一步完善形成跨部门、跨层

级市场监管与服务体系，实现国家卫健委食品安

全、卫生监督和职业卫生健康等业务与市场监管总

局、农业农村部、海关总署等相关监管部门协同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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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提高商事服务便捷化程度，促进更加健全有效

的市场机制形成，提升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和服务

能力。

2. 3　业务框架

按照利旧原则，以全民健康保障信息平台为基

础，整合特殊食品、食品追溯、食品企业监管、进口

食品、食品抽检监测、药品监管、卫生监督、职业健

康企业信用监管、行政许可等信息，深化金质、金

人、金关、金农、药品监管、企业信用库、法人库等各

相关部门已建信息系统融合应用，建设完善食品安

全风险研判支撑、卫生健康监督综合监管信息管理

与统一执法、企业职业健康综合监管与服务等三大

业务系统，构建与市场监管总局、农业农村部、海关

总署在“双随机、一公开”、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食

品安全风险评估、食品安全监管与追溯、卫生监督执

法、职业病危害防治等方面业务的协同监管、数据共

享新场景、新模式和新业态，提升食品安全监管与风

险评估预警、卫生监督精准执法、企业职业卫生防

治、药品供求平衡管理等业务能力，实现健全市场机

制、严守安全底线、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公平的

业务目标，实现宽松便利的市场准入、公平有序的市

场竞争和安全放心的市场消费政务目标。

2. 4　与其他共建工程项目关系

按照现有工程项目必须充分结合各参与部门

之间的业务协同和数据共享，实现统一的监管和综

合决策的要求，按照市场监管事前监管、事中监管

和事后监管的一体化流程体系，卫生健康工程分别

在三阶段监管中与其他相关部门形成协同监管、数

据共享的态势。在市场准入平台（事前监管）中，主

要建设统一市场准入、统一许可/备案、证照衔接、

多证合一和电子证照等准入审批系统，卫生健康部

分主要涉及“三新”食品审批程序建设；在市场监管

平台（事中监管）中，重点是针对食品、药品、农产

品、特种设备、工业产品等进行过程监管和一体化

监管，卫生健康部分主要是参与职业健康综合监

管、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食品安全标准和风险

评估监管，向事后监管提供监测告警、风险动态、等

级管理和主动触发等功能；在综合执法平台（事后

监管）中，重点实现“双随机、一公开”，跨区域、跨层

级、跨部门的综合执法监管，国家卫健委部分主要

参与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督管理执法、食品安全抽

检处罚、职业卫生执法等监管内容，向事中监管提

供多部门联合行政检查、执法信息，最终通过形成

事前、事中和事后一体化监管，多部门综合执法监

督体系，构建市场监管大数据中心，推动实现精准

监管和科学决策。

2. 5　工程总体设计

主要分为平台框架、网络架构、标准规范体系

以及网络和数据安全防护体系四大部分。

2. 5. 1　平台框架

按照“统筹协调、集约整合、协同共享、安全可

靠”的建设思路，构建包含食品安全、卫生监督、职

业卫生健康和药品供求数据的信息资源池，形成大

数据支撑体系；通过国家政务外网和互联网，构建

纵向国家 -省 -市 -区县四级，横向与各相关部门联动

的网络体系；基于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建设涵盖食

品安全风险研判支撑系统、卫生健康监督综合监管

与统一执法系统、企业职业健康综合监管与服务、

应用综合支撑系统和数据共享系统（含数据资源目

录）等四个业务应用系统，构建业务应用融合场景，

支撑整体市场监管政务目标。

2. 5. 2　网络架构

按照“物理分离，逻辑统一”的建设原则，以全

民健康信息化工程建设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业务

分中心、卫生监督业务分中心和拟建的职业健康业

务应用三大数据分中心为基础物理支撑，将核心网

络分为互联网接入区和电子政务外网接入区，各数

据分中心通过电子政务外网与各相关部委进行数据

交换和共享，各层级卫生管理部门、医疗机构、公共卫

生管理部门在互联网上通过建立虚拟专用网络通道

实现数据传输，在互联网区和电子政务外网区设置数

据库区、应用服务区、存储区、数据综合分析区、测试

系统区和安全管理区，网络间通过网闸等安全手段实

现数据交互，最终形成统一的网络体系。

2. 5. 3　标准规范体系

按照《电子政务标准体系》《电子政务标准化指

南》《电子政务相关标准》等国家颁布的电子政务信

息化标准要求，我们在遵照国家统一基础标准规范

的同时，结合市场监管信息化工程（国家卫生健康

委部分）实际业务综合协同和数据共享需求，制定 4
大类 13 小类的标准，主要包括：数据类标准、共享

文档类规范、系统功能规范、业务流程规范和接口

规范等应用规范；资源数据类标准、资源整合类标

准等应用支持规范；物理安全规范、系统安全规范、

网络安全规范等应用安全规范；信息化管理规范、

业务管理规范等管理类规范。

2. 5. 4　网络和数据安全体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

保护法》等相关网络和数据安全法律法规要求，按

照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第三级标准实施该工程，

强化区域边界、通信网络和计算环境安全，构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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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和数据安全技术、管理和运维三位一体的综合防

护体系［6］。

3　经济和社会效益

3. 1　经济效益

通过工程项目建设落地，减轻食源性疾病、职

业疾病、药品使用患者等疾病负担；提高“双随机、

一公开”卫生监督行政管理、突发食品安全事件处

置、职业病企业监管等行政管理效率；节约监管人

力、医疗和行业运行等资源成本；充分利旧，减少重

复建设，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能耗浪费。

3. 2　社会效益

降低食品安全隐患，加强食品安全监管，提升

工作服务水平，提升我国食品安全国际影响力；形

成卫生监督综合监管与统一执法的社会生态，构建

“不能违、不敢违、不愿违”的透明治理模式新格局；

预防和消除职业病危害，防治职业病，保护劳动者

健康及其相关权益，促进经济社会良性发展；稳步

促进市场主体自律和社会监督，构建市场监管新格

局，提升监管效能，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

4　建议与展望

4. 1　推动数字技术赋能监管服务

持续加强市场监管信息化建设，全面实现电子

化监管，在此基础上与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

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将现有电子信息主动转化为数

字信息，构建数字化信息资源池；通过云计算、物联

网、人工智能技术构建大数据分析模型、数据挖掘

智能模型、基于空间分布的地理信息模型等，加快

信息化向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转型赋能；同时，

推动科研成果转化成为工程项目核心技术，将市场

监管相关科研课题项目成果与实际市场监管需求

相结合，不断优化、完善和丰富科研成果内容，建设

符合市场监管需求，解决市场监管问题的成果转化

技术应用场景，推动智慧监管发展。

4. 2　落实业务协同和数据共享

通过部委间签订共享协议、建立部门沟通机

制、建立数据资源目录和共享系统等方式，实现各

部委之间数据共享和业务“深度”协同；建立数据共

享管理和激励的相关制度和机制，保障数据共享部

门、个人合法权益。

4. 3　保障数据和网络安全

严格按照国家网络和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

等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要求，通过“软硬结合”

的建设理念和思路，做好系统架构设计，将底层设

备、基础支撑层中间件性能与应用层的业务信息系

统融合匹配，在安全可靠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体系中

最大化发挥底层支撑作用，上层应用业务场景系统

高效、合理、科学分配资源，提高系统效能，提高综

合决策支撑能力。

5　展望

市场监管（卫生健康部分）信息化工程是提升业

务协同、综合决策市场监管水平的重要抓手，必须抓

住这一契机，做好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坚持以问题

和需求为导向，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建

设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卫生健康业务应用系

统，推动与各相关部门的数据共享，形成全国上下市

场监管综合决策、执法监督“一盘棋”的事业新局面，

推动数字政府建设，推动健康中国战略实施，进一步

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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