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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大数据创新巡视工作方法的建议1 

 

王绍源
2
 

 

“大数据”具有海量性、多样性、快速性、价值性等特征。一方

面，巡视工作面临着数据搜集难、信息未联通、管理技术不成熟的挑

战；另一方面，在巡视工作中运用大数据有利于发挥巡视的震慑作用、

提振反腐信心、引领巡视工作重心、科学预测和研判巡视对象。 

当下，巡视工作如何顺应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已经成为当前需要

迫切解决的问题。只有乘势而上，探索大数据时代巡视工作方式的创

新，这对于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具有重要意义。 

一、大数据时代巡视工作面临的“三大挑战” 

（一）基础数据搜集尚存局限性 

目前，在巡视工作实践中，基础数据的获取方法显得薄弱且缺少

针对性，解决基础数据搜集的局限性问题成为大数据时代巡视工作的

首要挑战。 

（二）数据信息尚未联通共享 

从当前实践来看，数据库的建设还不完整，各政府部门之间的数

据库之间还没有实现互相联通共享，“信息孤岛”现象依旧存在。数

据显示，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已经建立有三千多个数据库，掌握着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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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的社会信息，而二者互通的部分不超过 30%，现在的数据呈现出

碎片化和数据孤岛。 

（三）现有数据管理技术尚不成熟 

第一，在对数据的去伪存真、识别定义、关联交叉等方面缺乏专

业化培训和指导；第二，在以直观、简洁、交互这种可视化的方式呈

现数据处理的方式上也有着较强的专业要求；第三，专业数据管理人

才和 IT 设备建设方面相对薄弱。 

二、运用大数据创新巡视方式的“三条路径” 

（一）开创大数据下的“精微”巡视工作模式 

负责信访的巡视专员以单个信访件的搜集、登记、批转进行常规

处理的模式绝对是一项耗时费力的工作。而利用好大数据这把“利

剑”，建立“精微”巡视工作模式是一项全新的方法尝试。 

第一，在巡视组长的负责和指导下，负责信访的巡视专员可以改

用标准化的表格将每天的信访件进行汇总归纳，并按照信访问题、举

报对象等进行数据分析。巡视组根据数据分析比对，按照举报量的排

名能够发现突显出一些重点的部门和对象，再根据各种不作为、权钱

交易、渎职、贪污受贿等线索进行统计，巡视组可以依据这些线索进

行迅速分析、整合、呈报，并针对性地调查处理。 

第二，确立“数据采集→数据整理→数据分析→疑点生成”工作

流程。在巡视工作中要坚持数据先行，通过政府官网进行设计发放标

准化、规范化的表格采集信息数据，尤其注重国土规划、工程建设、

能源行业，以及“管材”、“管物”环节等这些腐败易发、高发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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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采集，然后根据客观数据进行顺藤摸瓜，追查项目背后相关官员

的贪污腐败问题。 

如果说根据大数据发现问题的环节是“傻瓜式”的，那么，跟踪

问题环节则是“智能式”的。巡视组工作人员只要掌握了与大数据“对

话”的诀窍，就找到“异常点”，再通过佐证材料找到利益关联人，

发挥大数据的重要价值。 

（二）借鉴国外经验建立大数据研究中心 

依据西方国家政府利用大数据进行行政监管的经验（例如，英国

政府的“政府在线服务系统”、美国《联邦大数据研究于开发战略计

划》等），建议由山西省纪委监委牵头设置具有一定行政级别或相关

归属部门管理的大数据研究中心，建立一个包括各级党员干部的身

份、财产、主要社会关系等信息的大数据库，保证基础数据信息的完

整性、全覆盖性、联通性。在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可以通过从现有

党员干部中遴选或公务员招录的方式，建设和充实一批具有计算机、

统计学、情报学等与大数据分析相关的专业知识团队，同时可以和大

数据研究相关的科研院所进行合作，在数据分析方式和数据处理工具

上可以聘请政治立场坚定、党性强的专家学者作为研究中心的顾问，

参与到巡视工作的数据挖掘环节中。把大数据研究中心的“硬件”与

专业数据人才队伍建设的“软件”两者相结合，一定能使巡视工作取

得更大进展。   

（三）建立健全大数据预警机制 

借鉴突发事件预警级别的划分标准，大数据研究中心应当对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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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举报的官员建立个人数据库，按照被举报官员的严重程度实行预

警级别划分管理模式，在具体设置上可以分为四个级别，即Ⅰ级（一

般）、Ⅱ级（轻度）、Ⅲ级（较重）和Ⅳ级（严重）。根据预警级别的

轻重缓急，采用不同的颜色进行标识，例如：蓝色代表Ⅰ级、黄色代

表Ⅱ级、橙色代表Ⅲ级、红色代表Ⅳ级。一旦公职人员的相关数据“触

线”，在开展巡视工作就应当对其进行重点关注和审查，及时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总结经验。 

根据预警级别的划分管理模式和干部管理权限，各级纪检监察部

门依据不同事件等级进行区别对待：对出现违规违纪苗头的一般级别

官员采取谈心谈话的活动，做到及时提醒和批评教育，防止这类官员

进一步错误演化；对于轻度级别的官员，可以采取诫勉谈话形式，旨

在及时制止其违法违纪活动；对于较重级别的官员，立即采取双规措

施，及时制止事态的恶性发展；对于严重级别的官员，要及时采取应

急措施，予以依法打击，重建党委政府形象。 

综上所述，利用大数据创新巡视工作方法，有利于增强巡视工作

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是更好地发现问题、形成震慑的必由之路。这对

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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