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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背景下的不动产登记信息服务研究
王继涛

（襄阳市不动产登记局，湖北 襄阳 441000）

1 加大不动产登记信息的共享力度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不动产登记工作在开展的过程

中，其整体的服务体系也在不断进行更新和优化。同时服务策略

也在向标准化方向发展，最大限度提高了不动产登记服务的水

平和质量。目前在以不动产登记制度为导向的不动产登记信息

服务工作开展的过程中，不动产登记信息可以向有关部门进行

共享，以便于为相关部门工作的开展提供有效地参考依据。比如

目前房产部门、民政部门、公安部门以及税务部门等在开展工作

的过程中，都可能会涉及相关的不动产登记信息。同时相关权利

人在行使自己权利的过程中，需要相关的不动产登记信息，或者

相关人在处理相关问题的时候也会用到不动产登记的信息，在

合法需求的前提条件下他们都可以对不动产登记信息进行查

询。不动产登记业务在开展的过程中，其审核环节涉及的步骤比

较多，工作流程比较复杂。不仅要开展相应的身份审查工作，而

且还要对当事人的税费缴纳情况进行严格审查。

以前在开展不动产登记服务工作的时候，群众需要积极主动

地到相关登记单位进行信息的登记，而登记单位只是被动的在

自己岗位上等待群众来办理相关登记事宜。中间可能由于群众

对于办理的流程不清楚导致群众多次跑腿，各环节之间的工作

并没有得到有效衔接，大大降低了不动产登记信息服务的效率。

不过在“互联网+”模式的背景下，各部门之间信息的共享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有效简化不动产登记的步骤和流程。在开展服务工

作的过程中各个部门能够进行相互协调相互合作，在一定程度

上方便了人民群众业务的办理，大大提高了不动产信息登记服

务的质量和效率。在具体实践的过程中，不动产登记信息服务要

实现信息的共享必须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1）进行信息共享目录的建立。由于不动产登记信息在服务
过程中面对的服务对象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登记单位可以在合

理合法的范围内，针对不动产登记信息建立有效的信息共享目

录。同时还要针对以下内容进行有效明确：①对信息共享的责任
主体进行有效明确；②对不动产登记信息的更新周期以及共享的
相关内容进行有效明确。不同单位和不同部门对于不动产登记

信息有合法需求的时候，可以在共享目录上查找自己所需要的

信息，最大限度地发挥不动产登记信息的价值。

（2）对城市数据资源进行统筹整合。随着城市化建设步伐的
不断加快，目前部分城市在建设的过程中已经开启了智慧城市

模式，政府部门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可以有效实现数据交流，针

对城市的基础信息建立相应的数据库。例如城市的人口信息、公

民的证照信息、城市的地理信息以及公民的信用信息等。目前数

据库的有效应用在实际工作开展的过程中已经收到了明显的成

效，它有效地促进信息在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之间的协同共享使

用[1]。当然在智慧城市的背景下，为了促进不动产登记信息服务
的效率，不动产登记部门也可以将自身所持有的不动产登记信

息加入到智慧城市共享信息系统里面，从而进一步加快不动产

信息共享模式的有效实现。

（3）在相关平台上实现信息的共享交换。要想有效实现信息
的共享和交换，一方面要发挥信息部门的作用，在相关部门的领

导下通过政务网络平台实现各相关单位的信息共享共换，这也

是不动产登记信息服务工作发展的主要趋势。

2 对不动产信息平台进行不断优化和完善
在“互联网+”的背景下，随着不动产登记信息服务体系的不

断完善和优化，其在不动产登记部门工作开展过程中应用也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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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不动产登记信息服务工作的水平得不到有效提升。 为了有效提高人们对于不动产登记信息服务工作的满意度，本文针
对以上问题对互联网+背景下的不动产登记信息服务策略进行了有效探究， 以期为不动产登记部门工作的开展提供有效
的参考依据。
关键词：互联网+；不动产登记；信息服务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44（2021）19-0301-02

研究园地

301



大 科 技
2021年 5月

来越成熟。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不动产登记信息服务体系不仅

要促进信息共享向多元化方向发展，而且要保障政务协调工作

更加细致更加全面，实现复杂信息的有效联动。在传统不动产登

记信息服务系统中原本属于机密的一些信息，像社会的建设内

容、市场发展主要趋势以及民生的相关服务等一些机密信息也

会在信息平台上逐渐公开透明化，实现机密信息有效共享，为人

民群众提供更好的服务。当然为了促进以上内容的有效实现，不

动产登记部门首先要做的就是对自身的信息平台进行优化和完

善。其具体需要通过以下几个步骤完成：①促进信息平台向一云
多端结构方向发展。一云多端结构的建立首先要确定一个云框

架，然后以此为基础将信息平台以五层结构的形式展示出来[2]。
每一层都对应着不同的功能，第一层是基础设施，第二层是数据

仓库，第三层是平台服务，第四层是应用软件，第五层是多端展

现。这样的信息平台让人看起来一目了然，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大

大丰富了信息平台的功能，为不动产登记信息服务工作的有效

开展奠定良好的基础；②对网络区域进行有效划分。信息网络区
域的划分要根据信息服务的联网情况，结合实际的应用模式对

现有的网络区域针对级别、区域和层次方面进行科学合理的划

分，并将每个区域的业务进行有效明确。第一区域主要进行核心

信息的交换，第二区域主要开展核心业务，第三区域主要开展外

网业务，第四区域主要开展政务，第五区域主要是互联网。并且

根据不同区域的不同业务和功能制定相应的防护措施，确保网

络连接的紧密性和平稳性，从而有效优化和完善信息平台。

3 对不动产登记信息的服务措施进行不断创新
（1）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不动产登记信息服务模式。为了

给人民群众信息登记提供更加便捷的条件，不动产登记单位可

以将部分职能窗口移动到网络平台上，实现线上异地业务的办

理。同时还要不断优化不动产登记信息服务系统的联网功能，避

免系统在运行的过程中出现相关问题，从而影响业务的办理。同

时不动产登记单位还要对信息服务的途径进行有效创新，不断

开发新的服务模式，从而促进不动产登记信息服务价值的有效

发挥。

（2）加强综合受理模式的有效构建。在以前传统的不动产登
记信息服务模式中，一个部门会设立十几个窗口，这样不仅浪费

了一定的人力和物力，而且也没有最大限度发挥出窗口的功能[3]。
因此不动产登记单位可以将窗口的功能进行有效综合，以综合

受理模式来开展申报、缴费和受理业务的办理，并依托网络平台

的优势对相关信息进行及时推送。同时在后台还可以针对不同

的业务进行分类，并利用相关的措施进行有效处理，最后通过一

个窗口将这些业务进行综合办理，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窗

口功能的有效发挥，并且提高了窗口业务的办理效率。此外还可

以利用互联网平台的优势，加强不动产登记信息各服务窗口工

作人员的交流，实现信息的有效共享，促便他们在服务工作开展

的过程中能够进行协同合作，并对实际的工作模式进行不断创

新和改进，进而有效提高不动产登记信息服务的质量。

（3）不断提升和丰富用户的体验。为了给人民群众节省办理

业务的时间，提高业务办理的效率和质量，不动产登记信息服务

可以开启业务办理预约服务功能，让人民群众按照自己的时间

进行合理规划。人们可以通过 APP、公众号、门户网站来进行相
关业务的预约办理事宜，让人们的业务办理的更加方便、快捷。

同时还可以开启不动产登记信息的移动服务模式，让公众可以

通过网络平台对相关信息进行查询，建立相应的服务公众号，结

合相关的城市服务功能给人们提供更加全面细致的微服务。人

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手机号来进行账号的登录，并在自己的登录

页面查看自己办理相关业务的详细情况，随时关注业务的办理

进度，从而在移动服务的过程中让人们享受更好地体验。

（4）对办理服务渠道进行有效拓展。在开展不动产登记信息
服务工作的过程中申请人可以在线上进行业务的预约，然后服

务工作人员开展业务的处理，最后申请人在接到通知后领取结

果。当然人们也可以利用自己的身份证原件在自动服务终端进

行结果的领取。此外，服务工作人员也可以将其办理结果以文件

的形式快递给申请人，申请人在进行身份验证之后即可拿到自

己的文件。大力推广电子证照，不断扩大、完善电子证照的使用

场景，实现“申请、登记、交费、领证”的登记全流程网上办理，让

“互联网+”不动产登记像网购一样方便。
（5）对服务产品进行不断完善和更新。不动产登记部门也可

以适度的公开一些在信息共享目录中的相关信息，不过信息的

公开要遵循政府出台的有关于数据公开方面的具体标准。同时

也可以发挥大数据和计算机技术的优势，提供一些人们特别关

注的又具有实用价值的一些信息，从而有效增强服务产品的价值。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互联网+”的背景下，开展不动产登记信息服

务工作一方面需要加强不动产登记信息的共享力度，另一方面

还需要对不动产信息平台进行不断优化和完善。同时还需要对

不动产登记信息的服务措施进行不断创新，这样才能在一定程

度上促进不动产登记信息服务工作质量的不断提升。当然在此

过程中不动产登记部门需要对云技术和大数据技术进行充分利

用，促进各项信息资源的有效整合，从而实现业务联动和数据

共享的目的，大大提高人民群众对于不动产登记信息服务的满

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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