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享的内容

如何认识数字政府建设

下一步数字政府建设建议

赛迪在数字政府建设中的作用

数字政府助力疫情防控成效



利用互联网渠道，强化政务公开、舆情引导、回应关切

47
43

4747

42
45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网站 微博 微信

政府网站及政务新媒体发布疫情防控信息情况

渠道开设 发布信息

图表来源：中国软件评测中心（调查数据截止日期：2020年2月5日）

1.网站和政务新媒体成为疫情防控信息发布主平

台。抽查的47个地方几乎所有全部都通过网站和政务新媒

体发布新型肺炎疫情防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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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来源：中国软件评测中心（调查数据截止日期：2020年2月5日）

2.开设专题多维度公开疫情防控信息。85%

的政府网站开设专题，集中发布中央工作部署、每日

疫情通报、疫情防控知识等信息。



3.召开网上新闻发布会。北京、上海、湖北、陕西

等15个省级政府通过网上新闻发布会形式通报本地区疫

情防控工作情况让民众及时了解各地疫情防控形势，引

导舆情、回应关切，提升政府透明度和公信力。

4.发布疫情防控辟谣提醒信息。北京、福建、湖北、

湖南、海南等超过一半省级地方政府自主或联合媒体平台开设

辟谣专栏，集中发布新型肺炎疫情防控相关的辟谣信息，引导

广大网民科学防治疫情，传播权威声音，引导社会舆情。

图北京市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图北京市疫情防控辟谣平台 图海南省疫情防控科学辟谣专栏

利用互联网渠道，强化政务公开、舆情引导、回应关切



应用大数据加强疫情监测与防控

◆ 国办电政办、国家卫健委与中电科应用互联网、大数据工具联合开发推

出“密切接触者测量仪”提高疫情监测防控精准度

◆ 浙江运用“大数据+网格化”手段，精准滚动

摸排所有相关人员，寻找“隐性传染源”

◆ 济南市利用城市大脑汇聚的医疗、交通、公安

等城市动态管理和实时监控数据，为人员追踪、

疫情态势分析、应急资源调度等提供数据支撑、

决策支持

◆ 海淀区政府上线城市大脑疫情防控平台可即时

查看返京人员来源地、是否经由疫区、是否与

确诊病例同过车、驻留时长……



超过70%的地方利用政府网站和多样化的政务新媒体平台提供发热门诊、

救治定点医院查询、行程查询、在线咨询等服务等疫情防控便民服务。

图粤省事小程序发热门诊机构、医疗救治定点
医院查询

图江西赣服通App“附近疫情”查询功能图微信小程序——四川群防快线

创新服务方式，利用多样化渠道提供丰富在线便民服务



积极推进网上办事，探索创新移动办公

1.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鼓励网上办、指尖办。河北、上海、湖北、广

东、四川、贵州等超过一半的省级地方开展网上办、指尖办政务服务办事倡议，

制定业务办理操作说明。

2.推出疫情登记、疫情自主申报等网上公共服务。浙江、广东、四川

等多地利用政务服务平台或移动客户端提供疫情登记、疫情自主申报等公共服务。

图 河北政务服务网网上办、指尖办倡议书 图 广东政务服务网疫情防控服务专区热门服务事项
图甘肃省利用政务钉钉“陇政钉”召开视频会议

3.探索利用第三方应用开展移动办公。甘肃、浙江

等地利用政务钉钉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全国战“疫”过程中，数字政府在支撑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等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但同时也发现政府数字化战“疫”中还存在信息数据质量不高、数据

共享不充分、数据开放不到位、政企协同能力不高等问题。

数字政府建设任重道远！



完善国家行政体制：创新行政管理和服务方式，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

优化政府职责体系：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加强数据有序共享，依法保护个人信息

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政府机构设置更加科学、职能更加优化、权责更加协同

国家文件首次公开提出“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决策部署

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中的几个关键词



核心目标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树立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执政理念，创新行政方式、提高行
政效能，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推进思路

完善国家行政体制实现途经 优化政府职责体系 优化政府组织结构

• 统筹利用行政管理资源
• 扁平化管理主要任务

任务要点

实现手段

• 减少行政执法事项
• 跨领域跨部门综合执法
• 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 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 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

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

• 集约化建设
• 组织管理扁平化

• “互联网+执法”、
• “一网通办”
• 跨地区、跨部门、跨

层级业务协同

• 优化再造政务服务流程
• 一次告知、一窗受理、并联审批
• 政务服务好差评、政务公开

创新行政管理和服务方式，重视运用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高行

政效能。数字政府建设成为最直接、最有效的工具和手段



萌芽期

2001年及以前

“三金”工程
“政府上网”工程

探索期

2002-2010年

“一站两网四库十二金”
工程

巩固期

2011年-2018年

“两网三平台四库
六系统”工程

全面提升期到来

2019年

理论体系初步形成
基础设施基本夯实
创新模式初见成效

中国数字政府建设是动态的，随着环境、时代、技术等因素变化而不断迭代优化。

数字政府的内涵同样伴随着信息化发展而不断变化和丰富。

业务在线化 网络协同化 服务一体化、智能化



新时期数字政府是在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指导下，以5G、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

支撑，以政府服务场景为牵引，以政务数据治理为关键，通过重组政府架构、再造政府流程、优化政府服务，全

面提升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环境保护履职能力，促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的新型政府运行形态（模式）。

◆ 理解一：一种全新的政府运行形态（模式），是一种创新的行政管理和服务方式，涉及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管

理创新、业务创新 、技术创新等系统性、全方位的深刻变革

◆ 理解二：目标是促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



过去：以部门为中心；各自为政；服务碎片化

现在：以人民为中心，整体协同，线上线下融合、一站式服务

过去：业务单一、系统独立；数据不共享

现在：集约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数据资源体系、高效协同的业务应

用体系支撑（突出大系统、大平台、大数据的理念）

过去：强调技术的作用；信息孤岛、数据烟囱

现在：关注数据的价值；数据驱动业务整合、数据创新场景应用

平台
支撑

整体
协同

数据
驱动



判断一

制度：影响数字政府建设成效的

核心要素是制度体系建设，而不

是数字技术

判断二

协同：破除层级、地域、系统、部

门、业务之间的壁垒，是构建人民

满意服务型政府重要保障

判断三

便民：依托实体政府变革，实现

线上线下融合，是建成“24小

时不打烊”数字政府的关键

判断四

智慧：数据成为驱动数字经济创

新发展、构建数字政府的核心资

源

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



制度标准体系
政策法规分散；标准规范缺失、
标准体系不系统；技术标准分
散、数据标准不统一；数据难
共享，业务难协同…

数据资源体系

数据整合共享力度不够；政
务数据质量不高；政务数据
开放及社会化利用不足、政
务数据与社会数据融合共享
机制不完善…数据权属问题

应用支撑体系

统一身份认证核验（认证方式、认证
源）难；电子证照共享度不高、统一
支付渠道建设难度大；社会公共信用
信息互联互通度不高；地理信息数据
不统一；移动政务应用建设管理分散；
新技术应用不充分…

业务应用体系
互联网+政务服务便企利民程度不高；政
府履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治理、
公共服务、环境保护）数字化应用水平有
待提高；办公协同一体化水平不高…



⚫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 对内：促进系统性、协调性变革

⚫ 对外：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 业务融合、技术融合、数据融合

⚫ 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

⚫ 传统运行模式&管理服务创新

⚫ 中央&地方、行业

⚫ 应用发展&安全保障

⚫ 线上&线下

⚫ 服务供给方&服务需求方

⚫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 需求：行政办公 服务公众 机制：分散建设为主 共建共享

⚫ 动力：项目驱动 创新驱动 模式：政府投资为主 政社双轮驱动





政务服务
管理制度

数据资源
管理制度

安全管理
保障制度

运营维护
管理制度

绩效考核
评估制度

制度是实现数字政府规范发展的前提。加快推进配套法律法规制度的“立改废释”



数据共享交换
平台

全国一体化政
务服务平台

互联网+监管
平台

政府网站
集约化平台



推进政务数据跨层级、地域、
部门、系统、业务有序共享

实现网络通、数据通、业务通，

提高行政管理、公共服务水平

加强政务数据与社会
数据融合应用

打破数据割据，构建全社会

数据开放共享体系

加强政务数据资源社
会化开发利用

释放数据红利，促进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

1 2 3



数字政府

建设发展

指引

政务服务

管理标准

基础平台

建设标准

数据资源

标准规范

技术应用标准

……

安全管理标准



利用5G技术提供“秒批”

服务

利用人工智能提供人

性化温情服务

利用区块链技术提高

政府监管效率

运用大数据加强社

会治理、辅助决策



1

2

3

4

理论研究者

决策支撑者

建设参与者

成效评估者



顶层设计

⚫ 数字政府建设总体规划

⚫ 数据开放与共享体系设计

⚫ 一体化政务服务体系设计

⚫ 政府网站集约化建设规划

标准规范

• 数字政府总体标准规范

• 政务数据资源管理标准规范

• 数据开放共享标准规范

• 集约化政府网站管理规范

数据治理

• 数据治理体系规划设计

• 数据治理体系制度研究

• 数据调度流通机制研究

• 数据中台建设研究

评估评价
• 数字政府服务能力评估

• 数据治理成效评估

• 数据质量调查评估

• 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评估

• 互联网+政务服务评估

• 互联网+监管评估

1
2

3 4



公共平台建设

IACDE

中国大数据
产业生态联盟

数字经济
产业联盟

汇集了超过100个行业的
1000名产业分析师和专家，
每年发布1万多个行业报告

入选工信部2018年大数据
产业发展试点示范项目

国内首家大数据&AI生态
共享平台

数据质量实验室

软平台 硬平台 智能产业知识大
数据平台

大数据测试评估公共
服务平台

数智团



研究撰写《数据治理与数据安全》
系统介绍数据治理和数据安全相关知识，对数据产权、数据安全、数据主权等关键问题进行深入
探讨，并提出了数据治理的参考策略

• 参与重要文件起草：“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战略”

《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工业大

数据发展指导意见》等

• 承担国家级重大课题研究：《电信互联网数据安全

保障体系研究》《电子政务开发利用技术支撑研究

和互联网数据安全指数研究》《核心技术产业发展

和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专题研究》《国内外公共信息

资源开放最新进展及对我国的借鉴研究》《互联网

企业数据资源调研研究》等

• 开展工业数据分级分类管理研究

从行业属性、用户需求、安全策略等方面对工业生产经营中
的数据进行管理分级

• 研究编制《数据安全评估指标体系》

涉及管理体系、基础环境、信息系统及设备、数据安全防护
等方面，覆盖数据收集、传输、存储、共享、使用、销毁等
全生命周期各环节

• 开展政务数据治理体系建设研究

探索构建涵盖组织管理、平台建设、数据共享交换、数据开
发利用、系统运维保障等方面的一体化政务数据治理体系

• 组织开展中国大数据发展水平评估、寄递企业实名
收寄信息数据安全防护评估

为工信部、发改委、中央网信办等部委
提供决策支撑

系统开展数字治理领域基础性、前瞻
性、战略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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