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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中国东南一隅的福建省福州
市，近年来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连续六
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此举办。立足
区域发展实际，福州市检察机关在法律
监督中树立数字思维，构建“业务主导、
数 据 整 合 、重 在 治 理 ”的 数 字 检 察 体
系。检察官在办案中，通过汇总筛选案
件信息建立数字模型，开展数据比对碰
撞，让共性关联的数据“说话”，提升法
律监督水平和办案质效——数字思维
已成为检察官办案的一种思想自觉和
行动自觉。

10 月 16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
全国检察机关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竞
赛结果。福州市检察院参评的两个法
律监督模型分别获二等奖和三等奖。

“从个案办理到类案监督，我们要抢抓
数字化变革契机，为检察工作注入新动
能，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护航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福州市检察院检
察长傅建飞表示。

构建监督模型破解案源瓶颈

“近五年涉税案件少了，是什么原
因导致的？”今年 4 月，福州市检察院第
四检察部检察官在统计汇总工作数据
时，产生了这样的疑惑，随即查询了税

务部门近五年移送公安机关的涉税违
法线索，发现与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
案件数之间存在较大数据差。

5 月，福州市检察院构建起“行刑
衔接”涉税领域立案监督模型，短时间
内排查出涉税问题线索数百条。在此
基础上，福州市检察机关坚持“纵向一
体化、横向一盘棋”原则，市区（县）两级
检察院成立涉税法律监督工作小组，积
极开展线索核查和法律监督。

2022 年 1 月，福州某公司虚开增值
税专用发票涉税金额巨大，该线索由税
务机关移送公安机关后未被立案。福
州市检察院“行刑衔接”涉税领域立案
监督模型排查发现该线索后，自动推送
给福州市马尾区检察院。该院立即调
查核实，并报请福州市检察院涉税监督
工作组研判。今年 6 月，马尾区检察院
监督马尾区公安局立案侦查，并依法介
入侦查引导固定证据、追赃挽损。

“行刑衔接”涉税领域立案监督模
型应用以来，截至 11 月上旬，福州市检
察机关共监督立案涉税案件 11 件，监
督撤案 5 件，督促税务机关和公安机关
开展案件自查 200 余件，移送审查起诉
10 件 16 人，追赃挽损 3400 余万元。“过
去，开展立案监督最大的瓶颈就是缺少
线索。想不到数字模型推送的线索不

仅数量多，精确度还很高，让我们办案
事半功倍。”福州市检察院第四检察部
主任张晓兰感慨。

在全国检察机关大数据法律监督模
型竞赛中，“行刑衔接”涉税领域立案监
督模型斩获二等奖。为强化溯源治理，福
州市检察院还与福州市公安局、税务局
会签涉税案件相关工作办法和协作框架
协议，规范涉税案件线索收集、立案、审
查程序，畅通线索移送渠道。“数字检察
赋能法律监督，推动解决涉税案件行刑
衔接中的深层次、系统性、源头性问题，
更好地实现了高质效办案目标。”福州
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郑龙清说。

以点带面赋能社会治理

“传统办案模式下，对零散个案的
监督难以发现深层次、系统性、源头性
的社会治理问题，更难进一步提升犯罪
预防和治理成效。为此，我们建立‘以
个案为突破点，以模型为牵引线，以监
督为融合面，以治理为综合体’的数字
检察模式来取代旧的办案模式。”福州
市检察院副检察长余深画告诉记者。

今年 3月，福州市检察院在开展“护
河爱水、清洁家园”公益诉讼专项行动
中，接到不少群众反映闽江流域非法捕

捞问题，但因线索较为分散，单个投诉举
报难以查处。能否通过大数据把犯罪线
索“拼”出来？福州市检察院着手建立涵
盖时间、空间、事件、频率等要素的闽江
流域非法捕捞监督模型，通过多维数据
碰撞并结合影像电子地图，把投诉问题
发生的时间、地点、频率等数据要素整合
在可视化地图中，并标注异常问题和分
级预警信息。利用该模型，检察官对同
一个区域的多个相关联异常问题进行分
析研判，就能确定监督方向。

今年 5 月，闽江流域非法捕捞监督
模型推送了一条某段河道经常有人撒
网捕鱼的线索。检察官将相关数据与
行政处罚和执法数据进行碰撞，确认存
在监管漏洞，依法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
前检察建议。据了解，该模型运行以
来，福州市检察机关共审查起诉涉非法
捕捞案件 38 件，办理刑事立案监督案
件 5 件、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32
件，通过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推动
职能部门加强渔船排查管控、渔民普法
教育、非法渔具查处、内河区域巡逻等，
促进了行业长效治理。

一域突破全市共享

据福州市检察院检察技术信息部

主任黄殷颖介绍，在某基层检察院或业
务条线应用数字监督模型取得一定办
案成效或初步治理实效后，福州市检察
院就将其上升为全市检察机关专项行
动进行部署。“我们聚焦平安建设难点、
对照执法司法弱点、紧盯百姓生活堵
点、瞄准基层治理痛点，力求一域突破、
全市共享。”

今年 3 月，闽清县检察院建立并应
用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违规发放监督模
型，发现违规领取补贴 83 人。随后，该
院牵头闽清县民政局、农业农村局以及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违规发放的乡镇，召
开诉前圆桌磋商会议，制发检察建议和
磋商意见书，督促各部门合力规范耕地
地力保护补贴发放工作。

5 月，福州市检察院总结闽清县检
察院上述做法，发布案例指引，部署惠
民资金监管情况排查监督专项行动，指
导两级检察院全面排查包括地力保护
补贴在内的多项惠民资金发放情况，开
展检察融合监督，推进专项治理。“检察
机关在推动增强审计刚性的同时，也促
进规范了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审核
工作，有力保障了惠农政策落实到位。”
闽清县审计局局长刘强表示。

2022 年 10 月，福州市检察院依托
行政检察与民事检察衔接机制，研发了

建设工程领域违法分发包、转包挂靠类
案监督模型。该模型依据类案梳理定
位关键字段，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算法规则，可以通过自动高效筛查、
智能精准推送，挖掘民事审判中隐藏的
建筑工程领域行政违法检察监督线索。

截至今年 11 月上旬，建设工程领
域违法分发包、转包挂靠类案监督模型
已精准推送建筑工程领域违法挂靠等
线索 100 余条。福州市检察机关据此
发出个案检察建议 6 件、类案检察建议
3 件，督促职能部门对 5 家公司立案调
查，对 2 家公司和 1 名公司法定代表人
作出行政处罚。

一年多以来，福州市两级检察院共
建立法律监督模型 26 个，发现案件线
索 1659 条，开展检察融合监督 328 件，
会同相关部门着力解决涉税案件遗罪
漏案、建筑工程违法分包、私人影院违
规经营、人身侵害案件司法救助等社会
治理难题。

“福州市检察机关紧紧抓住数字化
改革的有利时机，以数字赋能法律监督
开拓助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新路
径，让我们切实感受到‘数字+检察’的
澎湃力量。”福州市人大代表、新中冠智
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根茂告
诉记者。

法律监督模型让关联数据“说话”
福建福州：数字思维成为检察官办案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本报记者 张仁平 通讯员 郭三维 薛文洪

“通过监督模型筛查发现，在这一
批次提请减刑的人员中，有 7 人可能存
在考核期内借卡消费但没有被处理的
情况。”11 月 12 日，福州市鼓山地区检
察院驻福建省某监狱检察室检察官助
理向检察室负责人汇报。据了解，自
不当减刑与民警失渎职衔接监督模型
投入使用后，运用该模型发现存在重
大违规但仍被提请减刑案件线索已成
为该院的工作常态。

“检察官，黄某因为财产刑判决未
履 行 完 毕 ，在 服 刑 期 间 被 限 制 消 费 。
但他为了能多消费又能减刑，就让家
人把钱打进同监室张某的狱内消费卡
里。”在 2022 年一次日常巡查中，鼓山
地区检察院驻福建省某监狱检察室接
到服刑人员举报。检察官进一步调查
发现，监狱中存在财产刑未履行完毕

人员“借卡消费”后仍正常获取减刑奖
励的情况。根据相关规定，财产刑未
履行完毕的服刑人员，在监狱内消费
应当受到限制。部分服刑人员为逃避
财产刑履行，又想正常获取减刑奖励，
就让亲友将钱款汇入其他服刑人员账
户，再借用其账户消费。

2022 年 6 月，鼓山地区检察院根据
个案要素特征举一反三，研发不当减
刑与民警失渎职衔接监督模型，归纳
提炼服刑人员“借卡消费”行为的操作
逻辑，再通过采集相关汇款记录，筛查
出特定时间内同一汇款账号向不同服
刑人员账户汇款的异常信息，与减刑
案件信息碰撞后生成“借卡消费”后不
当减刑的案件线索。

针对该模型筛查出的线索，驻监狱
检察室检察官向公安机关查询服刑人

员家庭情况，确认汇款人和收款人之间
的社会关系，进一步查实 27 名服刑人
员存在“借卡消费”后不当减刑问题，监
督监狱及时纠正。同时，该院通过制发
检察建议，推动监管单位加强狱内汇款
账户管理，协调银行建立服刑人员钱款
汇入白名单机制，每名服刑人员仅允许
其 3名亲友向狱内账户汇款。

“培育激发一线检察人员的数字
意识，让他们能从日常办案、典型案例
中分析、梳理、提炼类案规律，发现背
后的治理漏洞，是做好数字检察工作
的关键。”鼓山地区检察院检察长吴诗
疆表示。

推动建立服刑人员钱款汇入白名单机制

文稿统筹：本报记者张仁平 通
讯员郭 三 维 薛 文 洪 李 扬 郑 细
君 陈沁 吴祯董 林擎凌 蔡小勤

随着“叮咚”一声提示音，一条新的公
益诉讼案件线索被推送到公益诉讼检察
部门与案管部门共享的专用电脑上，刑事
检 察 与 公 益 诉 讼 检 察 衔 接 程 序 立 即 启
动。这是福州市晋安区检察院公益诉讼
检察部门的工作日常。

11 月 10 日，陶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件线索进入检察官视野。晋安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大队反映，接到
郑某等 11 名农民工投诉，称其于 2021 年 3
月至 6月被陶某拖欠工资共 18万余元。劳
动监察大队多次通知陶某整改，陶某均不
予配合。晋安区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
门检察官立即着手调查核实。

“这样的线索以前很容易被遗漏，即使
有心挖掘也非一日之功。现在通过我们研
发的刑事检察与公益诉讼衔接法律监督模
型，线索同步移送实现了真正的‘秒级响
应’。”晋安区检察院代检察长江伟说。

为充分挖掘刑事案件中的公益诉讼
案件线索，破解部门工作衔接难题，2022
年 8 月，晋安区检察院创设数字化方法，由
检察官总结出刑事案件与公益诉讼衔接
关键字“赋星规则”，在大数据技术加持下
完成刑事检察与公益诉讼衔接法律监督
模型构建。模型采用“分罪名基础赋星+
关键词组合赋星”的评估规则，可以智能
筛查起诉意见书等刑事案件文书中与公
益诉讼高度契合的案件线索。

今年 4 月，公安机关将马某等 6 人非
法经营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晋安
区检察院案管部门导入起诉意见书后，刑

事检察与公益诉讼衔接法律监督模型将该案智能标识为“食品药
品安全领域”的“三星”信息，推送至公益诉讼线索资源储备库。公
益诉讼检察部门检察官立即查阅卷宗，并与刑检部门承办人一起
讯问犯罪嫌疑人，查明马某等人 2018 年 4 月以来从事生猪屠宰活
动，将未经检验检疫的猪肉运至农产品店、菜市场销售给不特定人
群，危害食品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5 月，晋安区检察院依法向相关职能部门制发诉前检察建议，
建议加强生猪屠宰监督管理，从源头上防范类似案件发生。职能
部门高度重视，加大普法宣传力度，畅通举报投诉渠道，并在全区
开展农村食品销售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以猪肉及其
制品为监督重点抽检 45 批次，督促农贸市场经营者和食品销售商
强化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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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立案套牌农用拖拉机交通
肇事案 1 件，移送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
件罪线索并督促公安机关立案 1 件，开
展司法救助 2 人，办理民事支持起诉案
件 1 人。”11 月 13 日，福建省闽清县检
察院检察官向记者介绍了该院运用涉

“农用拖拉机”违法犯罪类案监督模型
推动类案治理的成效。

2022 年 3 月，池某夫妇在一起交通
事故中受伤，一人左腿截肢，一人左腿
粉碎性骨折，花费治疗、护理费用数十
万元。而肇事者卢某家徒四壁，无赔
偿能力，且其肇事时驾驶的农用拖拉
机车牌系伪造，无保险。

2022 年 8 月，闽清县检察院以涉嫌
交通肇事罪依法对卢某提起公诉。该
案引发了办案检察官的思考，类似农
用拖拉机交通肇事案近年来在农村地

区屡见不鲜，引发许多悲剧，为何会存
在农用拖拉机伪造车牌、不上保险的
情况？

带着疑问，检察官在办案的同时
开展细致调查，发现卢某案件中的肇
事车辆自 2015 年至 2022 年案发前频
繁上路使用，一直未被有关执法部门
发 现 。 由 于 牌 照 管 理 未 实 现 全 国 联
网，牌照登记与违章事故处理分属不
同部门管辖，外省号牌无法被迅速核
实真伪等，闽清县悬挂外省假套牌的
农用拖拉机不在少数。今年 3 月，闽
清县检察院创建涉“农用拖拉机”违
法犯罪类案监督模型，针对大数据碰
撞、比对及分析结果开展检察融合监
督。

数据显示，2019 年至今年 9 月，闽
清县共发生驾驶农用拖拉机交通违章

169 人次，其中涉及伪造、变造车牌的
农用拖拉机 62 辆。对大数据筛查出的
线索，在依法开展监督的同时，闽清县
检察院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 2 份、公
益诉讼诉前磋商意见书 3 份，督促公安
机关及时核实违章农用拖拉机牌证真
伪，依法处理悬挂伪造、变造号牌的农
用拖拉机。

同时，闽清县检察院还与交通、农
机、公安等部门建立农用拖拉机协同
治理机制，凝聚监管合力，共同维护乡
村道路交通安全。

“推进数字检察，切入口很关键。
我 院 立 足 自 身 区 位 特 色 ，坚 持‘ 小 切
口’建模思路，将高质效办案、服务保
障大局、增进民生福祉有机融合，走出
一条山区小院数字检察发展之路。”闽
清县检察院检察长陈绍雨介绍。

创建类案监督模型 协同治理农用拖拉机乱象

“我们运用法律监督模型，发现保险
代理恶意退保 15 人，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
2 件。在治罪的同时促进治理，这是数字
检察带来的实效。”日前，由福州市台江区
检察院参与研发的法律监督模型，在福建
省检察机关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竞赛中
获奖，该院检察官激动地表示。

2022 年 4 月，台江区检察院在审查福
建某人寿保险公司申请立案监督的敲诈
勒索案时发现，涉案保险代理捏造保单违
规事实和虚假证据，向原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反复投诉举报，迫使福建某人寿
保险公司支付超高额退保金，利益遭受重
大损失。“现在一些不良保险代理恶意投
诉、恶意退保，很多公司都很头痛啊。”福
建某人寿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的一句牢骚
话，让办案检察官上了心：类似犯罪行为
很可能不是个例，是否存在大量类似行为
甚至黑色产业链条？

带着这样的疑问，检察官深入走访调
查，发现不良保险代理活动猖獗，福建有 4
家保险公司近年来因不良代理损失超亿
元。“一些客户不愿配合、保险业务员内外
勾结、各部门和企业之间线索难串联等原
因，让这类案件很难被发现、侦破。”检察
官抽丝剥茧，发现此类案件都会在原银行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保险公司留下数据
痕迹，如果能建立数字模型进行碰撞、比
对，就可以发现犯罪线索。

为此，台江区检察院研究建立了恶意
退保“黑产”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向金融
监管部门及各保险公司调取相关数据，通
过数据匹配、碰撞，深挖不良代理及保险公司“内鬼”。该模型运
行以来，台江区检察院向公安机关发出线索移送函 11 份，公安机
关立案侦查 2 件，均为团伙犯罪案件。目前，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
办理中。

以案件线索发现为契机，台江区检察院充分发挥一体化办案
职能，刑事检察、行政检察、民事检察、公益诉讼检察开展融合监
督，协助保险公司追缴代理费、堵塞管理漏洞，与金融监管部门会
签相关会议纪要，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合力维护保险行业市场
秩序。

“在办案中发现问题，再通过大数据模型排查线索，进而开展
融合监督，协同相关各方促进社会治理，这是我们一直在尝试的
大数据监督新路径。”台江区检察院检察长陈永标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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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检察机关选派人员赴福州大学城学
习大数据科技。▲

福州市检察院举办“数字检察如何焕发检
察新青春”师徒研学沙龙。

福建省闽侯县
检察院“党建领航
数字平台”亮相数
字中国建设峰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