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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技术赋能法律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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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法律监督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数字革命时代，以大数据法律监督为核心的数字检

察的快速发展，正在推动法治监督治理体系的重塑变革。文章首先分析了新时代法律监督对能动检察的内在

需要，以及新型公益诉讼检察在社会综合治理中的创新作用，探讨了“数字检察”的大数据赋能法律监督、

监督促进国家治理的核心要义与重塑作用。在总结国内外各类大数据赋能法律监督实践经验和面临挑战的基

础上，提出利用新型大数据赋能法律监督的对策建议：在健全高效工作推进机制基础上，建立具有检察特色

的大数据共享机制，增强可持续的数字检察科技供给能力，形成统一开放的大数据法律监督发展模式。

关键词    法律监督，数字检察，检察大数据，时空大数据，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成品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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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1]，

法律监督是国家法治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

二十大报告指出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

一道防线，要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完善公益

诉讼制度。2021 年 6 月党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加

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要求运用

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推进检察机关与其他行政司法

部门的跨部门大数据协同办案。2021 年 7 月召开的政

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会，强调不断完善法律监督

体系、提升法律监督能力、增强法律监督质效。新时

代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

等有更高要求。检察机关提供的法治产品、检察产品

都相对不足，法律执行和实施仍是亟待补齐的短板，

法律监督职能作用发挥还不够充分，必须通过供给侧

改革解决这些问题[2]。

本文首先探讨了法律监督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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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分析了数字检察的大数据赋能法律监督、监督

促进国家治理的核心要义；在总结典型大数据赋能法

律监督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利用时空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新型大数据技术赋能法律监督的对策建议。

1 法律监督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

检察机关积极能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培育发展公益诉讼检察等新型业务类型，以高

质效的法律监督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

1.1 法律监督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法律监督是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专司监督国家法

律实施情况的职责，是一切检察活动的统一[3]，已经

延伸到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① 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是法律监督工作的责任。检察机关全面充分发展“四

大检察”“十大业务”①，不断优化拓展法律监督职

能，涉及的社会治理领域更加广泛，与社会治理的融

合更加密切，肩负着更多社会治理的责任。② 法律监

督在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检察机

关是执法活动的参与者，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

案，有利于找准、破解、预防社会治理层面隐蔽性、

深层次、“老大难”等问题。③ 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更好地体现法律监督价值。通过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促进执法司法突出问题、社会治理薄弱地带、公共利

益短板弱项等难点、痛点的系统治理，充分发挥法律

监督的功能价值，实现监督者和被监督者的共赢发

展，凝聚社会治理共识。

法律监督实质上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预防问

题的治理过程，当前法律监督存在“被动性、碎片

化、浅层次”等质效短板[4]。

1.2 能动检察是法律监督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

然要求
新时代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因此，要

把握新时代法治规律，立足检察权自身特点，深化能

动司法检察工作，推动我国检察制度的高质量发展。

① 能动检察是法律监督的应有之义。法律监督是检察

权的根本属性，能动是法律监督属性的根本体现。检

察机关须以能动作为的姿态，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积

极回应社会生活丰富多样的社会治理需求。② 能动

检察体现了法律监督的检察自觉。能动检察要求检察

机关要敢于站在时代发展的潮头，依法能动履职，发

挥检察自觉，做推进时代法治进步的积极践行者。③ 

能动检察是推动检察制度高质效发展的关键所在。能

动检察立足高质效法律监督，面对全领域社会治理问

题，要求检察官具备审查、调查、侦查等综合业务与

科技能力，推动诉源治理，助推提升国家治理效能。

1.3 公益诉讼检察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检察智慧
公益诉讼检察是检察机关在社会治理层面发挥能动

作用的新型窗口，是守护公共利益、保障社会利益的中

国方案。① 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公益诉讼检察的本

质要求。公益诉讼检察监督行政机关等在特定领域的不

作为、违法作为等行为，以及其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行

为，是监督促进治理的典型体现。② 行政公益诉讼检

察通过一种协作式法律监督，对行政机关开展行政公益

诉讼。行政公益诉讼检察体现了“起诉人”和“监督

者”的双重角色，以法律为支撑更加专业，以案件为载

体更加客观，以共赢为目的更加务实。③ 民事公益诉

讼检察是撬动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通过民事赔偿责

任，找到社会治理突破口。公益诉讼检察以点带面，推

动矛盾的化解，通过诉讼撬动相关行业、领域问题的解

决，实现双赢、多赢、共赢。

2 数字检察推动法律监督促进国家治理现代
化的作用

当今世界，信息技术创新日新月异，数字化、网

① “四大检察”：刑事检察、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和公益诉讼检察；“十大业务”：普通刑事犯罪检察业务、重大刑事犯罪检察业务、
职务犯罪检察业务、经济金融犯罪检察业务、刑事执行和司法人员职务犯罪检察业务、民事检察业务、行政检察业务、公益诉
讼检察业务、未成年人检察业务、控告申诉检察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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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化、智能化深入发展[5]。数字革命成为时代变革的

关键变量。数字检察是未来检察工作的重要模式，也

是新时代检察改革和战略转型的重点任务。

2.1 数字检察的核心要义与作用
数字检察统筹数字化技术、数字化思维、数字化

认知，培育数字能力和方法，构建检察数字治理机制

体系，通过检察大数据能动运用，打开价值创造新空

间，运用数字赋能深化法律监督。① 数字检察推动高

质效法律监督，促进国家治理从技术理性飞跃到制度

理性。数字检察注重数字技术，更强调数字意识、思

维和认知，利用数字赋能对法律监督运行机制和监督

手段进行颠覆性创新。② 数字检察推动法律监督从被

动监督提升到能动检察。充分激发“大数据”对法律

监督工作的放大、叠加、倍增等作用，破解线索发现

难、工作碎片化、实效不明显等难题，更加精准、有

力、高效践行能动检察。③ 数字检察实现个案办理到

类案办理的新跨越。类案监督旨在发现法律监督共性

问题，达到“办理一案、监督一批、治理一片”的社

会治理效能。④ 数字检察是法律监督推动系统治理的

有效途径。以类案监督为治理场景，全面激发法律监

督内生动力，推动法律监督与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

实现传统检察职能到新时代法律监督的价值重塑。

2.2 大数据法律监督赋能数字检察的作用
大数据法律监督以人工智能等新型信息技术为手

段，以大数据平台为依托，以数据驱动代替经验驱动

的方式进行能动监督，持续从数据中获取有价值的

法律监督方向，形成大数据法律监督的基本范式[6]。    

① 大数据提升法律监督质效，更好地助力数字检察

维护公平正义。运用大数据的筛查、比对、碰撞，清

晰展现隐藏在数据背后的违法犯罪线索，发现深层次

的监督线索，能动发挥法律监督的“利器”作用。       

② 运用大数据促进诉源治理，提升数字检察参与国家

治理效能。个案形成的检察建议的深度、说服力往往

有限。大数据法律监督深入剖析案件反映的倾向性、

普遍性问题，发出堵漏建制的社会治理检察建议。   

③ 运用大数据加强精准、精细管理，推动提高检察管

理科学化水平。科学管理是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指

挥棒。检察管理需要充分运用好大数据，更好地释放

检察生产力、战斗力。

2.3 检察大数据赋能大数据法律监督的作用
检察大数据是大数据法律监督的基石，具有大数

据的通用特征，也具备检察特色。① 检察大数据是数

字检察的战略支撑点，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数据中

心。检务案源数据分为检察内部和外部两类数据。内

部数据主要包括：全国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公益损害与诉讼违法举报中心

等数据。外部数据主要包括：行政管理执法数据、监

测数据、互联网数据、社会团体/公众数据等。② 大数

据法律监督平台提高了检察官的大数据运用能力。目

前，大数据法律监督平台主要指利用内部和外部政法

数据，综合数据、算法、模型、算力、业务等要素，

形成具有数据计算、知识集成、逻辑推理、智能分析

等功能或功能组合的分析系统[6]。大数据法律监督平

台尚处于探索发展初期，建设标准不统一、复用性不

强、推广度不高，导致“个案—类案”促进社会治理

的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

2.4 时空大数据赋能法律监督的作用
社会治理对时间和空间有着较高的依赖程度[7]，时

空大数据正逐渐成为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核心驱动力。① 时空特征是检务大数据信息的内在属

性。时空大数据以空间和时间为基本参照，挖掘分析大

数据在时间、空间、对象之间的关联关系，表达和计算

大数据之间的复杂关系和动态演化规律。检察办案涉及

的多元、多维度、多模态大数据多以电子数据形式呈

现，隐含的犯罪时间、犯罪空间信息作为案件的基本

信息和犯罪构成要素[8]，在法律监督和案件办理过程中

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② 时空大数据技术按统一时

空基准聚合检务大数据，提高了大数据法律监督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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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按统一的时空量度描述和规制检务大数据，实现法

律监督多维数据在时空流中的智能聚合分析，及时发现

社会治理问题线索及其共性规律。对于检务大数据中存

在的非时空数据或时空特征不全或明显的数据，需进

行时空挖掘和转换。③ 时空大数据技术统一的时空框

架，赋能检务大数据法律监督。通过统一时空框架[9]，

对检务时空大数据进行时空异常检测，发现与被监督对

象在空间相邻、连续出现、属性有显著差异的时空异常

对象；挖掘分析数据中存在的有价值的频繁模式、周期

模式、共现模式、关联模式[10]等，发现个案线索；利用

被监督对象在空间和时间相似度，聚类分析具有相似行

为的时空对象，发现类案线索。

3 大数据技术赋能法律监督实践经验

大数据法律监督在国外尚处于关键技术研发阶

段，但在国内已取得了蓬勃发展，具有丰富的实践经

验。以大数据赋能法律监督为核心的数字检察监督办

案，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3.1 大数据法律监督国际应用情况
国外检察机关的监督多是司法监督，代表国家追

诉刑事犯罪，可对司法中法院审判和判决执行等具体

活动的监督，但不能对国家法律的执行与实施实行专

门的普遍监督[11]。

国外司法大数据多为大型公司主导，关注于关

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美国 IBM 公司以知识产权案件

和相关立法为主要内容的司法和法律文件为基础，

构建了法律知识图谱。美国 Premonition 公司构建诉

讼数据库，进行多角度案件分析和审查，预测案件

结果。

3.2 我国法律监督工作进入数字时代
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是检察大数据归集、清洗、

集成、加工、分析的“底座”。数字检察的重点就是

通过构建大数据数字监督模型，进行检察大数据的二

次应用、关联分析和融合应用，促进监督办案模式创

新。首届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大赛的成功举办，标志

我国检察履职进入数字时代。① 大数据法律监督在与

检察业务紧密融合过程中快速发展，助力社会治理现

代化。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源于检察机关“在监督中

办案、在办案中监督”的实践需要，已经涵盖了“四

大检察”“十大业务”（图 1）。在公益诉讼检察的

图 1    大数据法律监督在各类检察业务应用情况（2022 年 6 月）
Figure 1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legal supervision in main procuratorial services (June 2022)

综合检察：监督模型包括了两种及以上的“十大业务”类型，或检察管理、案件管理等其他综合类检察业务
Comprehensive procuratorial work: Including two or more types of “ten major procuratorial works”, or other comprehensive 
procuratorial works such as procuratorial management and cas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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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重心从扩大案源向提质增效转换过程中，大数据

法律监督模型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② 大数据法律

监督推动社会治理呈现区域性差异。获奖模型中，华

东地区以 34.78% 居首，其他地区占比均低于 20%，呈

现出区域分布的不均衡性（图 2）。获奖模型数量占

比与各区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呈现出一定

的线性相关关系（图 3），即人均 GDP 越高，获奖模

型数量也相对越多。这进一步表明，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更多更优质的大数据法律监督手段来

保障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3.3 时空大数据技术赋能法律监督实践经验
成品油领域违法行为隐蔽性极强，已形成十分

成熟且利益巨大的完整黑色产业链，成为社会治理

的重点灰色地带。据报道，2020  年全国汽柴油表

观消费量为 2.52 亿吨，估计全年汽柴油实际消费量

为 3.47 亿吨，其中隐性资源供应近 1 亿吨，年偷逃消

费税 1 000 亿元以上。① 成品油涉税法律监督，利用物

流行为数据错位监督偷逃税，运用时空大数据技术发

现隐藏的案件线索。利用统一时空框架平台构建的成

品油大数据法律监督平台系统（图 4），以危化品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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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地区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数占比情况（2022 年 6 月）
Figure 2    Proportion of big data legal supervision models in different regions (June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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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行轨迹信息为突破口，分析危化品车辆的电子运

单、路线轨迹等数据，核算车辆装卸油品位置和货物总

量，计算出各加油站的销售总额及应纳税税额，与税

务部门纳税监管数据进行聚合分析后，精准锁定偷逃

税款违法行为线索以利征缴。② 实现“个案—类案—

诉源”法律监督成效，推动成品油行业系统治理。在

办理浙江省嵊州市某民营加油站“个案”中，核算其

卸货量约 6 240 吨，后查实其销售量为 5 750 吨，准确率

达 92%，其偷逃税费共计 328 余万元。在北京地区进行

异地“类案”推广应用，运行仅 2 个月，已推动挽回税

收损失超 1.2 亿元。后续将逐渐延伸到全产业链条上下

游，促进系统化、体系化的诉源治理。③ 利用时空大

数据技术，打通物流、票流、现金流等时空信息流，赋

能法律监督，是数字思维促进社会治理的新跨越。该模

型可拓展到黑自流安全生产、矿产资源非法开采等方

面，延伸到社会治理深层次领域。

4 大数据技术赋能法律监督面临的挑战

大数据技术赋能法律监督，本质是科技创新驱动

检察法律监督事业的高质量发展，面临着诸多问题与

挑战。

4.1 法律监督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检察科技供给不足
检察机关顺应新科技发展，推动科技强检，进行

了电子检务工程建设，积极发展智慧检务。① 推动法

律监督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检务科技机制不健全。

大数据法律监督是体系性、全方位的监督，需要更

高、更广、更深、更先进的检务科技支撑。当前，检

务科技多关注于鉴定、审查、协助等技术，以及信息

化工程规划、建设，缺乏体系性、系统性的科研组织

与攻关供给能力。② 支撑法律监督服务社会治理的检

务科技手段碎片化、难以迭代深入发展。各类辅助办

案系统良莠不齐，快检数据分散、缺乏认证；科技手

段缺乏统一标准、规范与设计，造成了重复建设、资

源浪费、兼容性差、不可持续等问题。③ 利用科技赋

能法律监督的意识和能力不足。部分基层检察人员对

检察科技的认识不够，过分重视“硬件”建设，轻视

科技思维的培养。检察人员多是法学科班出身，缺乏

专门的检察科技人才，以致在应对新型突发案件时科

图 4    成品油大数据法律监督平台系统
Figure 4    Platform of refined oil big data legal supervis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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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储备略显不足。

4.2 法律监督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数据共享机制
不完善
数字时代，数据是法律监督的生产资料。监督对

象数据可获得性直接影响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履职的可

能性。① 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共享机制不全、渠

道不畅、深度不足。打破跨部门数据壁垒，加强司法

机关办案数据、行政机关执法数据、社会公共数据的

衔接共享，有助于破解当前法律监督的瓶颈问题。通

过数据分析发现治理漏洞，促进社会治理水平提升。   

② 法律监督数据共享的管理规范、方式、方法、经

验不足。法律监督涉及的数据共享范围、相关责任部

门、职责权限缺乏相关的管理规范。部分检察机关在

数据管理和数据共享方面能力尚有不足。③ 数据安全

风险的增高，阻碍了数据共享推进。随着各行各业越

来越重视数据保密性及数据安全性，致使人工智能研

究私有化，这对数据共享形成挑战。

5 大数据技术赋能法律监督的对策建议

深入推动数字检察是新时代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

督工作的关键。数字赋能法律监督，监督促进社会治

理。数字检察是一次重大颠覆性创新，急需增强时空大

数据、人工智能[12]等为代表的新型数字科技供给能力。

（1）建立健全高质效的大数据法律监督数字检

察工作推进机制。数字检察是法律监督模式的重塑变

革，是个复杂系统。① 数字检察的系统性、整体性、

协同性，决定其必须是“一把手”工程。成立由各级

检察机关“一把手”担任组长的改革领导小组，靠前

指挥，成立跨部门、跨层级、跨地域的工作专班，凝

聚力量，高效协同，一体推进数字检察工作。② 创新

实战、实效机制，成立专业的实施机构。由其负责统

筹全国数字检察发展大局，设计指导数字检察发展规

划，复制推广数字检察法律监督经验。③ 深入推进以

“案-件比”为代表的科学有效的激励评价机制，强有

力推进数字检察工作的高效精准实施。

（2）建立检察特色的大数据共享机制。立足检察

法律监督使命，发挥社会治理共赢理念。① 坚持“欲

取先予”原则②。在数字中国大数据全局中与各行各

业一起共享数据发展红利，推进数据共享。② 创新法

律监督形式，推动灵活多样的数据共享模式。发展上

下监督、第三方监督、错位监督等多样化特色监督方

式，推动一体化共享、第三方共享、错位共享等数据

共享模式。③ 组建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工作专班

机制，构建具有检察特色的大数据共享机制，建设全

量动态的检察大数据。

（3）建立可持续的大数据法律监督数字检察科技

供给机制。① 成立由检察、科研院校等组成的科技与

检察相结合的专业化数字检察应用研究型联合实验室

等科研实体。由科研实体总领数字检察科技发展，推

进体系化[13]、建制化的大数据法律监督与各行业、各

领域自然科学的深入融合与应用，培养数字检察科技

人才。② 推动数字检察科技侧改革，创新数字检察科

研攻关组织模式。突破大数据法律监督领域的理论、

方法、技术、应用等各个环节的瓶颈问题，推动数字

检察的可持续深入发展。

（4）建立统一开放的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发展机

制。① 建设开放的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的产生与发展

机制，充分发挥各级检察机关履行检察职能过程中的

检察智慧和检察担当。② 构建统一时空大数据法律监

督平台机制，推动检察机关大数据法律监督工作的标

准统一、数据统一、模式统一、应用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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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egal supervis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In the era of digital revolutio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procuratorial work with big data legal supervision as the core promotes to reshape the legal supervision and governance 
system. In this study, the inherent need of legal supervision for active prosecution in the new era, and the innovative role of new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n comprehensive social governance, are firstly analyzed. Then, the core meaning and reshaping role of big-data-enabling-legal-
supervision and supervision-promoting-national-governance of digital prosecution are discussed. After summarizing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s 
and challenges of big data enabling legal supervision worldwide, several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enabling legal supervision by 
using new big data technologies are proposed, that is, on the basis of improving the efficient work promotion mechanism, to establish a big data 
sharing mechanism with procuratorial characteristics, to enhance the supply capacity of sustainable digital procurator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o form a unified and open mode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legal supervision.

Keywords    legal supervision, digital procuratorate, procuratorate big data, spatial-temporal big data, big data legal supervision model, tax of 
refined 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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