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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政府：当好数字化转型发展领跑者

——2021年数字政府服务能力评估指标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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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国内加快推进数字政府建设

国家“推进数字政府建设”
决策部署

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 ：推进数字政

府建设，加强数据有序共享，依法保护个

人信息。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数字社会、数

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

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十四五”规划纲要》进一步强调，提

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将数字技术广泛应

用于政府管理服务，推动政府治理流程再

造和模式优化，不断提高决策科学性和服

务效率。

《2020年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

（数字政府助力可持续发展十年行动）

数据显示：更多国家和城市正在推行数字政

府战略。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中，有151个

国家制定了数字化转型战略，有145个国家

设有首席信息官或类似职位。

2020年10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2019数

字政府指数（DGI）》报告。数据显示：OECD 29个成员国和

4个合作伙伴国家都设立了领导和协调数字政府决策的机构，

70%的国家成立了数字化项目协调机构，88%的国家制定数字

政府标准化标准，79%的国家制定了服务可用性标准，67%的

国家制定了数据开放标准等。



地方数字政府建设已呈全面铺开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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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7月底：

⚫23个省级（占比71.9%）地方

政府明确组建了政务数据统筹

管理机构

⚫16个省级（占比50.0%）政府

已出台并公开数字政府建设相

关规划计划、工作方案等指导

性文件

⚫浙江、广东等省份制定发布数

字政府建设“十四五”规划

湖北

◆ 多地成立数据管理机构、出台数字政府规划方案推进本地数字政府建设



◆ 2020年评估结果显示，省级和重点城市数字政府服务能力持续向好发展

数字政府建设成效日益显著

数字政府服务能力组别之间的变动：

⚫优秀级：由15个上升至18个，其中3

个良好级升至优秀级

⚫良好级：18个，其中2个发展级升至

良好级

⚫发展级：18个，其中2个起步级升至

发展级

⚫起步级：减少至10个



数字政府建设成效日益显著

◆ 移动政务服务建设成为各地数字政府建设关注重点

移动政务
服务调查
对象

省级移动政
务服务App
（ios版本）

省级移动政务
服务App

（android版本）

省级移动政务
服务支付宝
小程序

省级移动政务
服务微信
小程序

27 32 24 25

关注移动政务服务应用的获取

便捷性、注册登录便捷性、功

能便捷性以及应用性能等

使用便捷度

重点关注住房保障、社会保障、交通出行、

司法公证、公用事业等14个服务领域的100

余项高频服务事项掌上办的实现程度，包括

在线办理、查询、缴费、预约等功能。

内容实用度
关注数据安全、程序安全、系

统安全和业务安全的防范能力

以及个人信息的收集、主体权

利和传输过程中的隐私保护。

安全保障度

7月28日，2021
（第六届）中国大
数据产业生态大会
上 发布《省级移
动政务服务能力调
查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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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个省级政府均通过App或小程序提

供移动政务服务，包括27个App(ios)、

32个App （安卓）、24个支付宝小

程序、25个微信小程序。

移动政务服务进入广泛建设阶段，
服务渠道丰富多样

➢ 广东利用数字政府集约化建设规模效应，推出“粤省事”、“粤

商通”、“粤省心”等“粤系列”移动政务服务应用；

➢ 浙里办App汇聚3600余项依申请政务服务事项、40件多部门联

办“一件事”、以及800余项便民惠企应用；

➢ “皖事通”App全国首推“政务服务地图”，快捷获知政务服务

事项“去哪办”“怎么办”“就近办”等关键信息，为企业和群

众办事带来极大便利。

领先地区先行先试，不断探索移动政务服务创新实践

➢ 2个优秀等级

➢ 4个良好等级

➢ 17个发展等级

➢ 9个起步等级

移动政务服务综合发展等级分布不平衡

➢ “冀时办”、“三晋通”、“蒙速办”、“辽事

通”、“随申办”、“闵政通”、“渝快办”、

“多彩宝”、“秦务员”等13个App（安卓）的安

全风险指标得满分。

➢ 小程序在个人信息保护政策披露、个人信息授权同

意、个人信息维护等3个方面有待完善。

App安全风险防范有力，小程序个人信息
保护力度有待加强

数字政府建设成效日益显著

◆ 省级移动政务服务建设调查评估发现

➢ 平均得分指数：App（ios）0.6、App（安卓）0.57、支

付宝小程序（0.33）、微信小程序（0.31）；

➢ 不追求应用渠道的多样性，应聚焦于内容的实用性，更多

高频事项“掌上办”，避免出现指尖上的形式主义问题。

App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小程序
的发展水平



更加重视技术、平台、数

据、业务全面深度融合

强化多维深度融合

坚持安全发展并重

更加重视网络安全、数据

安全体系建设

更加重视普惠、便捷、智

能公共服务供给

坚持普惠个性统一

重视释放数据价值

将数据作为驱动数字政

府建设的核心要素

将制度规则体系作为数

字政府建设的压舱石

重视制度规则体系建设

持续系统创新

将创新作为引领数字政

府建设的源动力坚持人民中心

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贯

彻数字政府建设全过程

数字政府发展趋势逐渐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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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范围（对象）

数字政府
服务能力

➢ 省级政府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含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

➢ 副省级、省会城市政府
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人
民政府

数据采集来源：省级、重点城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地方政府开设的面向企业群众提供信息服务的互联网服务渠道，包括政
府门户网站（含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政务新媒体渠道（包括App、政务微信、小程序等）、部门网站、专项业务类网站等渠道。



2021年数字政府服务能力评估维度

服务支撑度

服务成熟度

社会满意度

服务保障度

2020年
数字政府
服务能力
评估

基础保障度

服务成熟度

社会满意度治理精准度

数据支撑度 2021年
数字政府
服务能力
评估



2021年数字政府服务能力评估指标框架

数字政府服务能力评估指标包括：6（5+1）个一级指标，17个二级指标，45个三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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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政府服务能力评估关注重点

实现评估内容向综合服务能力评估转变
不仅关注数字政府政务服务能力、公共服务能力、数据服务能力，而且
还关注政府在市场监管、社会治理、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治理能力数字
化发展水平

持续关注数字政府一体化服务建设
关注各类互联网服务渠道和平台集约化建设、数据共享互联融通；
数字政府提供的服务流程优化情况；数字政府提供的跨地区、跨
部门、跨层级业务协同能力等

持续关注数据资源共享开放与开发利用建设
持续性重点关注支撑数字政府综合服务能力提升的数据质量、
数据共享、数据开放与数据应用等

持续聚焦各地数字政府服务创新实践
结合最新发展趋势，关注各地区各部门创新实践。



一级指标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估内容

基础

保障

度

组织

保障

领导机制

评估各地数字政府建设领导机制设置情况：

1.是否成立专门的数字政府建设领导小组或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

2.是否明确小组统筹领导本地数字政府建设具体工作机制等。

管理机构

评估各地数字政府建设推进机构建设情况：
1.是否成立相关工作推进机构（如数字办、大数据局、数据资源管理局、政务

服务管理局等）；

2.是否明确工作职责，具体协调、指导、监督数字政府建设情况。

制度

保障

规划设计

评估各地数字政府建设规划方案制定情况：

1.制定发布本地数字政府建设规划（整体规划、工作方案、指导意见）情况；

2.制定发布本地数字政府建设相关年度计划（工作要点等）情况。

制度标准

评估各地数字政府建设相关制度标准规范建设情况：

1.制定发布本地数字政府建设相关标准规范（如，基础设施、数据资源、政务

服务管理、安全管理、技术应用等）情况；

2.制定发布本地数字政府建设相关管理制度、考核评价制度等情况。
基础

设施

保障

政务云平台 评估各地集约建设政务云平台和数据中心体系情况。

政务系统迁移 评估各地政务信息系统云迁移整合情况。

应用

支撑

搜索功能 评估各地数字政府互联网渠道提供的搜索引擎功能完备性、实用性情况。

身份认证
评估各地数字政府各服务渠道（网站、政务服务平台、“两微一端”等）实

现统一注册、统一身份认证以及统一用户空间建设情况。

统一互动 评估各地统一互动渠道（统一热线、统一网上咨询等）建设情况。

办事系统
评估各地数字政府各服务渠道（网站、政务服务平台、政务App）实现办事统

一申报、统一查询、统一咨询投诉等功能情况。

线上支付 评估各地政务服务涉及行政事业性收费事项实现统一在线支付功能情况。

◆ 关注各地数字政府建设

领导机制、统筹协调机

制建立完善情况

◆ 关注数字政府顶层设计、

制度规范体系建设情况

◆ 关注数字政府建设基础

设施、应用支撑体系完

备度情况

主要依据：

✓ 《“十四五” 规划纲要》

✓ 部分地方数字政府规划

评估指标具体考察内容关注点



评估指标具体考察内容关注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估内容

数据

支撑

度

清单目录

数据资源

目录

评估各地支撑数字政府的公共（政务）数据资源目录建设及更

新运维情况。

数据资源

库

评估各地支撑数字政府运行的人口、法人、空间地理等基础信

息资源库、主题库及专题库建设与维护情况。

数据共享

共享平台 评估各地支撑数字政府的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建设情况。

共享利用
评估各地支撑数字政府的政务数据共享清单、数据供需对接清

单建设情况等。

数据同源 数据同源

评估各地数字政府不同服务渠道间政务数据同源情况：

1.网站与政务新媒体渠道之间的动态、政策类信息同步更新情

况；

2.政府门户网站、政务服务平台与部门网站服务数据是否同源；

3.政府门户网站、政务服务平台与政务App、政务微信、小程

序等新媒体渠道间办事资源是否一致。

数据安全

数据安全

体系

评估各地在政务数据采集、共享、流通、存储、应用方面的安

全保障制度建设情况。

隐私保护

评估各地在政务数据采集、共享、流通、存储、应用方面的个

人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情况。

◆ 关注数据资源普查、数据库

建设

◆ 关注数据共享共用情况

◆ 关注数据安全保护情况

主要依据：

✓ 《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实

施方案》

✓ 《“十四五” 规划纲要》

✓ 《数据安全法》

✓ 《个人信息保护法》

✓ 部分地方数字政府建设规划



评估指标具体考察内容关注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估内容

服务

成熟

度

政务服务

成熟度

服务覆盖度
网站政务服务事项覆盖层级、覆盖部门、目录建设以及常用查询服务的建

设情况

网办深度
评估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材料预审、材料核验等网办深度的

程度

服务准确性
评估网站提供的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的基本要素、申请材料、办理流程、

表格下载、收费标准等要素信息的准确性
服务集成度 评估专题服务、一件事服务的覆盖程度情况

移动政务服务
评估各地利用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App、小程序、政务微信等）提供掌

上服务、指尖服务情况

服务智能化
评估各地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面向个人、企业主动推送服务、智

能提醒服务、智能互动（客服）服务提供情况

公共服务

成熟度

数字化战疫 评估各地数字化战疫专题服务提供情况

医疗服务
评估各地基于政府部门主导的网上预约挂号、电子病历互联互通、远程医

疗等网上医疗服务的建设情况
教育服务 评估各地基于政府部门主导的教育资源共享平台、远程教学等的建设情况

交通服务
评估各地基于政府部门主导的交通拥堵实时数据、公共交通实时预报等服

务提供情况
社保服务 评估各地社保异地办理、社保多元化服务渠道建设情况

就业服务
评估各地基于公共数据建设就业服务信息服务平台、网上职业技能培训开

展情况
公共资源

交易服务
评估各地公共资源交易数字化服务水平

数据服务

成熟度

数据开放 评估各地数据开放平台建设情况以及数据开放度情况
开放数据质量 评估各地开放数据资源准确性、完整性、时效性、全面性、多样性情况：
数据加工运营 评估各地方公共数据资源加工运营平台准备及加工运营机构建设情况
数据交易流通 评估各地方公共数据资产交易平台及交易机构建设情况
数据利用 评估各地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情况

◆ 关注政务服务普遍性、网办深度、一体

化、便捷化和智能化程度

◆ 关注公共服务领域数字化水平

◆ 关注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效果

主要依据：

✓ 《国务院关于在线政务服务的若干规定》

✓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在线

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

“跨省通办”的指导意见》

✓ 《公共信息资源开放试点工作方案》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

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

✓ 《“十四五”规划纲要》）



评估指标具体考察内容关注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估内容

治理

精准

度

社会治理

网格化

管理

评估各地利用数字化手段开展基层（社区）网格化

管理情况。

公共安全

评估各地利用数字化手段开展公共安全领域治理情

况，如雪亮工程、应急管理系统建设、危险源监测

等。

市场监管

市场主体

监管

评估各地对市场主体利用数字化手段进行监管情况，

主要考察市场主体信用体系（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建设、市场监管大数据平台建设情况等。

市场产品

监管

评估各地对市场产品利用数字化手段进行监管情况，

如食品全程数字化监管、药品全程追溯、医疗器械

保健食品化妆品追溯等。

生态环境

治理
——

评估各地利用数字化手段开展生态环境治理情况，

如施工工地扬尘及渣土车道路遗撒监管、空气质量

实时监测、水域水质查询、污染源上报、互联网+

垃圾分类回收等。

◆ 关注社会治理（基层网格化管

理、社会公共安全）领域数字

化水平

◆ 关注市场监管（市场主体、市

场产品）领域领域数字化水平

◆ 关注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数字

化水平

主要依据：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

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建设的意见》

✓ 《“十四五” 规划纲要》

✓ 部分地方数字政府建设规划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估内容

社会

满意

度

政务服务

好差评

好差评渠道建设
评估各地依托政府网站（政务服务平台）、移动端

提供政务服务好差评渠道建设情况。

好差评效果

评估各地公开的政务服务好差评用户评价效果以及

差评整改反馈情况：

1.评估本地提供的政务服务用户评价满意度效果；

2.针对差评结果本地开展的整改反馈情况。

数据服务

满意度

评价功能
评估各地数据开放平台用户满意度评价功能建设情

况。

评价效果

评估各地数据开放平台使用（平台功能、开放数据

质量等）、数据开发利用成果使用（质量）满意度

情况。

咨询投诉答复

满意度

咨询投诉答复

评估各地利用政府网站（政务服务平台）、移动端

渠道答复公众、企业咨询投诉情况以及答复满意度

评价功能建设情况：

1.开设咨询投诉渠道情况；

2.提供答复满意度评价功能情况。

答复效果评价
评估各地公众、企业对各类咨询投诉答复内容的满

意度评价效果情况。

◆ 关注服务评价渠道建设

情况

◆ 关注服务效果本身的满

意情况

主要依据：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

立政务服务“好差评”

制度提高政务服务水平

的意见》

✓ 《政府网站发展指引》

评估指标具体考察内容关注点



评估指标具体考察内容关注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估内容

优秀创新

案例

新基建助力

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如，5G、物联网等通信基础设施，

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基础设施，以及数据

中心、智能计算中心等算力基础设施）在推进政府数字化

转型方面的创新做法或经验。

一体化服务

利用互联网服务渠道、线下渠道创新服务形式、优化业务

流程，为企业、群众办事提供的一体化服务、集成服务方

面的优秀创新实践。

移动化服务

利用移动互联网应用技术，依托移动应用平台（渠道）推

进政务公开、优化政务服务、凝聚社会共识、创新社会治

理、开展移动办公等，并取得较好成效的应用实践。

新技术应用
创新应用5G、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政

府数字化服务效果的应用实践。

适老化改造
推进线上服务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助力老年人等特殊群

体办事无障碍方面的优秀创新做法。

数据共享应用
根据国家最新政策要求，在政务信息系统整合、政务数据

共享等方面开展创新应用形成的实践案例。

数据开放利用
公共数据资源开放利用管理制度、技术保障、安全管理、

工作机制、典型场景应用等方面的创新做法或实践案例。

主要依据：

✓ 《“十四五” 规划纲要》

✓ 《公共信息资源开放试点工作

方案》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

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

机制的意见》

✓ 《国务院关于在线政务服务的

若干规定》

✓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全国一

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的

指导意见》

✓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

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

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评估方式

01

04

02

03
评估
方式

05



制度保障-

规划设计

评估各地数字政府建设规划方案制定情况：

1.制定发布本地数字政府建设规划（整体规划、工作方案、指导意见）情况；

2.制定发布本地数字政府建设相关年度计划（工作要点等）情况。

评估指标示例（数字政府服务能力-综合保障度）

1.制定发布了本地数字政府建设总体规划（√） 2.制定发布了本地数字政府建设年度工作要点（√）



数据支撑-

数据同源

评估各地数字政府不同服务渠道间政务数据同源情况：

1.网站与政务新媒体渠道之间的动态、政策类信息同步更新情况；

2.政府门户网站、政务服务平台与部门网站服务数据是否同源；

3.政府门户网站、政务服务平台与政务App、政务微信等新媒体渠道间办事

资源是否一致。

1.网站与政务微信之间的政策解读信息已实现同步更新（√）

评估指标示例（基础保障度-数据质量-数据同源）



数据支撑-

数据同源

评估各地数字政府不同服务渠道间政务数据同源情况：

1.网站与政务新媒体渠道之间的动态、政策类信息同步更新情况；

2.政府门户网站、政务服务平台与部门网站服务数据是否同源；

3.政府门户网站、政务服务平台与政务App、政务微信等新媒体渠道间办事资源

是否一致。

2.政务服务平台与部门网站的服务数据实现同源（√）

评估指标示例（基础保障度-数据质量-数据同源）



数据支撑-

数据同源

评估各地数字政府不同服务渠道间政务数据同源情况：

1.网站与政务新媒体渠道之间的动态、政策类信息同步更新情况；

2.政府门户网站、政务服务平台与部门网站服务数据是否同源；

3.政府门户网站、政务服务平台与政务App、政务微信等新媒体渠道

间办事资源是否一致。

3.政务微信渠道与政务服务平台/政府网站办事资源不一致（×）

评估指标示例（基础保障度-数据质量-数据同源）



政务服务成熟度-

服务集成度

评估专题服务、一件事服务的覆盖程度：
1.评估网站围绕教育、社保、住房、医疗、企业开办等高频热点领域按照办理对象、办理条件、办理流程进行
分类导航，整合办事服务、查询服务、互动服务等各类服务资源的情况；
2.评估网站提供的“一件事一次办”集成服务的覆盖度和办理深度。重点检查网站“一件事一次办”集成服务
的数量，办理材料办理流程优化改造情况，以及实现的在线办理深度。

评估指标示例（服务成熟度-政务服务成熟度-服务集成度）

1.提供多件“一件事”服务； （采用标杆法计分）
2.“一件事”服务实现办理材料、办理流程优化； （√）
3.按统一要求提供“一件事”的依据、条件、程序、期限、办事方式、材料等信息，实
现一次性填写、线上一次性登陆及材料提交（√）



公共服务成熟

度-数字化战

“疫”

评估各地数字化战疫专题服务提供情况：

1.是否利用互联网服务渠道开设相关专题；

2.及时发布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相关政策文件、辟谣信息、疫

情通报信息等；

3. 提供公共服务情况（如，预防科普知识、健康码互通互认、

发热门诊定点医院查询、风险等级查询、核酸检测机构查询、

疫苗接种情况查询、防疫信息登记等）。

评估指标示例（服务成熟度-公共服务成熟度-数字化战疫）

1.利用互联网服务渠道开设相关专题（√）

2.及时
发布疫
情快报、
通报信
息等
（√）

3.提供复工复
产指引（√）
4.未提供风险
等级查询、核
酸检测机构查
询、疫苗接种
情况查询、防
疫信息登记
（X）



一

二

三

评估工作背景

评估指标解读

评估工作安排



（一）流程及时间安排

意见征集1
1.指标编制：3月—8月

2.意见征集：8月-9月上旬，反馈至邮箱（wzpg@cstc.org.cn）

3.征集结果发布：9月底前正式发布评估指标体系

参评申报2
1.其他区县网站参评报名：10月15日前反馈至邮箱（wzpg@cstc.org.cn ）

2.优秀案例申报：11月15日前反馈至邮箱（wzpg@cstc.org.cn）

数据采集3

1.指标数据采集：系统/人工 9月初—11月月底

2.优秀案例评选：11月中旬—11月底

3.数据分析及报告撰写：11月下旬-12月上旬

结果发布4
12月份在京召开

“2021年数字政府服务能力评估暨第二十届政府网站绩效评估结

果发布暨经验交流会”



（二）优秀案例推选

注意
事项

推选截止时间

2021年11月15日前

报送评估工作组邮箱

wzpg@cstc.org.cn

表格内容要求

推荐表

附件材料



注意
事项

一般为本级网站、政务新媒体主管
（建设）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
也可为领域专家、社会公众等其他
填报主体。

每个推荐案例的类型请根据案例内
容实际情况勾选1个。如选择2个或
以上的只按1个案例计算。

简要描述案例基本情况即可。具体
内容以附件形式与本推荐表一起提
供。

（二）优秀案例推选



案例推选注意事项

1.推荐案例内容描述可包含但不限于案例的形式展现、概况介绍、功能

特点、做法模式、制度机制、社会效果、可推广性等内容；

2.推荐案例内容描述可以文字、图片、图表等多种形式展现。



省级政府服务能力

评估结果的前20名

的名单和结果

省级

全部副省级城市

的名单和结果

省会城市前20名

的名单和结果

重点城市

数字政府服务能力评估结果

（三）评估结果发布

网址：http://www.ccidegov.cn/



敬请批评指正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