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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6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

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22〕14 号），指出创新政府

治理理念和方式，大力推行智慧监管，提升市场监管

能力，形成数字治理新格局，是建设服务型政府，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在网

络强国战略、大数据战略的时代背景下，将数字技术

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服务，坚持数据赋能，积极推进

政府治理流程优化、模式创新和履职能力提升，是构

建数字政府、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信息时

代下，我国劳动关系和劳动风险均呈现多样性、复杂

性、紧急性等新特征，因此，如何借用信息化、数字

化新技术、新方法，构建基于劳动关系用工风险的监

测系统平台已成为政府部门加强数字治理、构建数字

政府的重要内容和要求。

数字化平台特点

2020 年 7 月，北京市基于劳动用工风险的数字化

监控系统正式投入使用。该数字化监控系统平台将社

会舆情、产业分析、企业信息、工作流程、关联数据

处理等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以劳动用工风险为基础，

风险预测、动态管理、联动处置为一体的数字化治理

体系。该风险监测系统具有以下特点 ：

一是业务处理数据化。数字化方式推动劳动关系

领域的业务高效运作，实现业务推进线上化、实时化、

高效化。

二是数据展示全景化。线上整合企业风险信息、

工商社保信息、预警信息、裁员处置信息、行业指数、

行业相关政策等多维数据，进行全景化、结构化、实

时化呈现。

三是流程推进智能化。根据线上整合的各类数据、

信息等进行预警评测，并实时启动不同等级的预警处

置方案，反馈不同的责任部门，实现风险监测处置工

作一体化、智能化、专业化。

数字治理特色

提升治理的科学性——建立预测指标体系。决策

科学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的也是标志之一。如果

掌握的信息不充分、不真实，决策自然不精准甚至发

生失误。因此，数字政府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区

块链等信息技术，掌握大量第一手信息或数据，为决

策制定提供了全面、系统、有效的依据，提升了决策

的科学性。 

北京市基于劳动用工风险监测的预警监控平台，

通过建立系统、全面的监测指标，实时监测反馈企业

用工风险指数，形成科学有效的前端预警机制，提升

全市企业用工风险预判和决策科学化水平。

一是构建完善的监测指标体系。在该系统平台中，

经济运行、行业景气度、失业率和岗位流失率、企业

经济效益等指标是一级宏观指标 ；企业停工停产（含

关停并转、疏解重整）、破产裁员、工资支付、社会

保险缴纳、群体性欠薪欠保举报案件、群体性劳动仲

裁案件、群众来电来访等相关工作指标，以及舆情社

情反映等是二级监测指标。

二是建立前端预警机制。北京市人社部门依托大

数据分析应用、基层业务工作信息报送和实地调研等

多种方式，建立前端预警机制，设立监测数据信息台

账，准确掌握本行业、本地区劳动关系动态变化和风

险情况，这改变了以往单靠调研、走访等线下的传统

方式，大大提高了风险监测和劳动风险治理的预见

性、全面性、系统性，提高劳动关系风险监测科学化

水平。

提升治理的精准化——建立分级分类处理机制。

当前，数字政府建设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尤

其在复杂的内外部环境压力下，防范劳动风险、减少

基于劳动用工风险的
数字化治理研究
——以北京市劳动用工风险监测预警平台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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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裁员数量，不仅关系国家的发展，更关系老百姓

的生产生活。劳动用工风险监测系统平台不仅是数字

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更是有效化解劳动用工风险的

治理举措。

建立分级分类处理机制，提升治理精准化。北京

市在劳动用工风险监测系统平台中设置了可以同时反

映宏观经济形势和微观企业经营状况的指标体系，实

时动态监测和预判，并精准聚焦风险企业和行业。并

在系统中设定三个风险等级预警识别机制，以及对应

的分类处置机制（上表）。规定风险填报表单和上报

反馈流程，明确方案处理流程和内容，及时妥善化解

风险隐患。依据不同行业、领域的风险点，做好对重

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群体劳动关系运行状况的动

态监测和反馈。一旦发现被监测企业存在风险隐患，

人社部门可以立即联系、指导和帮助企业及时妥善处

理。通过预警风险跟踪管理，确保企业用工风险系数

降低或消除。

提升治理的协同化——形成联动处置一体化。强

化点控，点面结合，动态监控，协同联动。数字化系

统平台把各类数据、信息等汇聚成一个规模庞大的信

息网络体系，统筹推进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

合，提升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

协同管理水平。政府各部门互联互动、数据共享，不

仅打破了信息壁垒，更大大提高了治理水平。

北京市依托基于劳动关系的用工监测系统，形成

联动处置一体化机制，提升了治理协同化。

一是动态监测，根据劳动关系风险监测情况，运

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定期对劳动关系运行状

况、影响因素、重大风险及发展趋势开展分析研判，

形成监测分析报告，第一时间通报相关部门，实现信

息传达的实时性、动态性和一致性。

二是联动处置，建立了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商研

判制度，定期对劳动关系风险进行会商研判。依托监

测系统动态监测企业舆情，实时跟踪风险数值，形成

预警机制。一旦达到警戒值，立即反馈与报告相关部

门，启动协同联动处置，从而形成风险监测、预警与

报告、处理与反馈的完整闭环。

三是通过线上风险实时监控与线下核实处置相结

合，动态监控、协同联动，大大提高了风险处置效率，

降低或化解了劳动用工风险。

万物互联、智能物联，数字政府、智慧监管已成

为当前政府治理的发展方向。积极构建数字政府和服

务型政府，不仅是党和国家的战略决策，更是坚持履

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的具体措施。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已经开启，政府各部门应

当主动顺应数字化转型趋势，持续不断提升数字治理

思维、数字治理技能和数字治理素养，不断改革突破，

创新发展，全面开创数字政府建设新局面，共同助力

我国政府数字化治理水平迈上一个新台阶。

（作者单位：北京市人社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北京劳动用工风险分级预警和分类处置内容表

名称 /类别 一级预警 二级预警 三级预警

识别

①企业一次性集中解除劳动合同人数超
过200人的；
②群体性事件或集体停工频发，且可能
出现跨区域或向全国蔓延的；
③舆情等级为一级或舆情影响特别重大
的

①企业集中解除劳动合同人数超
过 50 人以上或者不足 50 人但占
企业职工总数20%以上的；
②已经或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或
集体停工；
③舆情等级为二级及以上的

①企业集中解除劳动关系裁减人数
超过 20人以上或者裁减不足 20人
但占企业职工总数百分之十以上的；
②存在发生小规模群体性事件或集
体停工的隐患；
③舆情等级为三级及以下的

处置

①由区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向市协调劳动
关系三方报告，经市协调劳动关系三方
研究确定并通过市劳动关系风险监控平
台发出；
②由市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协调相关部门
和相关区共同化解处置；
③处置信息应及时向市委、市政府报告，
并视情向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报告

①原则上由区协调劳动关系三方
研判会商后，通过市劳动关系风
险监控平台发出；
②及时协调组织所在区的相关部
门开展化解处置工作；
③相关处置信息应及时报告市级
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办公室，并视
情向所在区党委、政府报告

①由区协调劳动关系三方研判会商
后，通过市劳动关系风险监控平台发
出；
②及时协调组织相关科室开展化解
处置工作；
③相关处置信息应及时报告市级协
调劳动关系三方办公室

流程

①对监测发现的劳动关系风险隐患，各区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根据分析研判结果，及时填报《北京市劳动关系领域风
险防控预警信息情况表》，向市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委员会办公室报告；
②根据分级分类风险识别和处置机制，采取不同的执行方案，有效化解风险；
③向企业下发《劳动关系风险预警通知书》，进行预警处置，并持续关注，直至风险解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