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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思路

新要求

新技术

随时以举事，因资而立功，用万物之能而获利其上。
——《韩非子·喻老》

新时期

“互联网+”、“大数据行动”、“新型智慧
城市”、“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云计算、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

政府上网→网上政府
桥梁渠道→履职平台
独立分散→集约共享

推进集约化建设
推进多渠道拓展
推进新技术应用



框
架

中国评测2017年系列研究成果发布框架

• 第十六届全国
政府网站绩效
评估总报告

• 政府网站规范性
建设抽样调查

• 政府网站移动
APP建设情况调
查

• 人工智能在政务领域应用
分析

• 政府门户网站集约化的技
术支撑应用

• 电子政务视角下移动互联
网应用技术发展分析

• CSTC政府网站
智能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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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国政府网站规范性建设抽样调查

白皮书系列



调查背景

《政府网站发展指引》：160处“要”， 54处“应” ； 18处“不得、

禁止、严禁”。是当前政府网站规范化管理、集约化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为进一步摸清当前我国政府网站在网站开办、内容建设、管理保障、

页面展现等方面的规范化水平，2017年6月-8月，北京赛迪工业和信息化

系统评估中心对标《指引》要求，选取要求较为刚性、操作性强的部分指

标，开展对标调查，形成本调查报告。



调查内容

网站开办规范

网站内容规范

机制保障规范

网页设计规范

网站名称、域名、主办单位、党政机关网站标
识、网站标识码、网站ICP备案等

办事指南质量（办事指南要素、办理材料、办
理流程）、意见征集采用情况等

各级政府网站转载国务院政策信息情况

网页内容展现、网站地图、非政府网站链接提
示以及悬浮框处理等

调查指标含4个一级指标、15个二级指标、22项考核内容，具
体如下：



调查样本

186个

国务院部门
网站

省级政府门
户网站

省会城市
门户网站

计划单列市
门户网站

普通地市
门户网站

73家

32家

27家

5家

49家



主要结论

各单位政府网站规范性建设水平表现一般，提升空间较大

5%

70%

25%

良好：符合80%以上考察点要求

一般：符合60%-80%考察点要求

较差：符合60%以下考察点要求



政府网站站标识码、公安备案标识缺失是政
府网站开办规范的“硬伤”

办事指南不够实用、意见征集实效不足成为
政府网站内容建设的“软肋”

非政府网站链接未提示成为政府网站页面设
计的“短板”

主要结论



示例

某省网站办事指
南要素缺失

某省办理材料未明确原
件/复印件、份数、签
章等要求

某单位网站虽建设立“意见征集栏目”，但未及时公开意见征集采纳情况

某省政府网站链接商业网站而无任
何提示提醒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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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省部级政府网站移动APP建设
情况调查

白皮书系列



调查背景

《政府网站发展指引》：“推进政府网站向移动终端、自助终端、热

线电话、政务新媒体等多渠道延伸”。



调查内容

获取渠道

App标识

应用性能

更新维护

信息公开

办事服务

推送分享

交互反馈

互动交流

检索导航

系统管理

能否通过政府门户网站、主流应用市场下载到官方App

是否有明显政府名称标识、单位标识、图标标识

兼容性、安全性、安装时长、CPU、内存占用等性能

是否存在长期不更新、栏目不可用、严重错误等情况

是否具备服务推送、信息分享等功能

是否具备用户反馈、拨号器调用、图像调用等功能

是否具备信息检索、地图导航等功能

是否具备用户管理、系统设置等功能

新闻动态、通知公告、政策法规等信息公开情况及公开及
时性

行政办事、便民查询等服务整合情况及提供质量

留言服务、在线调查、实时互动等互动渠道建设应用情况

权威性

实用性

可用性

易用性



调查样本

另外，还考察省部级App在App Store、安卓市场、应用汇、安智市场、

腾讯应用宝等主流应用平台的发布和运维更新情况

部委政府网站App
省级政府门户网站

App1 2



调查结果

App版本
乱

建设率

低

可用性

低

山寨App

多

主要问题
规范性

低

省部级政府
网站APP建
设率不足
50%

• 因系统兼容性（如不支持安卓7.0
以上版本）、网络连接等问题，导
致App无法使用

• 主要导航、重点栏目和系统链接不
可用，降低公众满意度



调查结果

规范性

低名称和图标无法判断是否官方

发布单位为企业，无法判断是否官方

近60%省部级
移动App在应用
市场上未提供
单位标识或提
供的单位标识
为商业企业，
而非政府管理
主体。



调查结果

App版本
乱



调查结果

山寨App

多

缺少专门政务App分类，公众查找难度较大

安卓市场将某单位
App归类到“生活”
主题；
App Store将某省App
归类到“工具”主题，
将另外一个省的App
归类到“新闻”主题，
分类维度不尽一致

缺少严格准入规则，存在各种山寨APP

通过“安卓市场”搜索“教育部”，显示的搜索结果均非官方App，而是游戏、动画
等应用，对政府形象产生不良影响



提升建议
加快制定政务App标准规范，提升
移动政务服务能力

明确政务App应用市场管理要求，
保障政府权威性

将政务App纳入互联网政务服务一体化
平台中，实现信息同源、保障同步

加强政务移动App规划设计，使其面
子里子都美观实用



01
人工智能在政务领域应用分析

技术研究系列

02
政府门户网站集约化的技术支撑应用

03
电子政务视角下移动互联网应用技术发展分析



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

人工智能在政务信息化中的应用场景

人工智能在政务信息化中的应用案例

人工智能在政务信息化中的挑战与应对



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

• 发展历程

• 核心技术

• 市场规模

• 发展方向

人工智能在政务信息化中的应用场景
• 解决传统政府人力资源缺乏的问题

• 解决传统政府行政流程漫长的问题

• 提升传统政府的决策质量

• 构建更融洽的政民关系

• 构建更精准的公民个性化服务体系

人工智能在政务信息化中的应用案例

• 精准验证

• 服务推荐

• 在线客服

• 辅助决策

• 辅助监管

人工智能在政务信息化中的挑战与应对

• 需要多维全面的政务数据

• 需要“云”和“大数据”

• 对人才的要求更广更全面

• 要解决好数据安全与个人隐私问题

• 需要直面政治伦理风险



政府门户网站集约化建设
六大技术风险

政府集约化门户网站重点打造
八大平台

政府集约化门户网站建设
三大架构



政府集约化门户网站建设
三大架构

• 云计算架构

• 统一身份认证

• 数据开放架构

政府集约化门户网站重点打造
八大平台

• 信息资源库平台

• 门户网站管理平台数据开放架构

• 互动交流平台

• 移动政务应用开放平台

• 专有的集约化运维监控平台

• 集约化网站应用安全监测预警平台

• 政务知识挖掘平台

• 大数据分析和量化评价平台

政府门户网站集约化建设
六大技术风险

• 技术集中度风险

• 高并发风险

• 数据灾备风险

• 大规模数据移植风险

• 海量信息发布风险

• 安全运维风险



Consulting

核心内容

移动互联网发
展现状及趋势

移动互联网应
用技术与前瞻

移动互联网应
用技术的政务
应用案例

移动政务发展
面临的挑战和
问题



Consulting

核心内容

移动互联网发
展现状及趋势

移动互联网应
用技术与前瞻

移动互联网应
用技术的政务
应用案例

移动政务发展
面临的挑战和
问题

• 我国移动互联网发展现状
• 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趋势
• 我国移动政务发展水平

• HTML5技术
• 移动页面加速技术
• 高精确度移动定位技术
• 移动云计算
• 移动端安全
• 人工智能技术
• 虚拟现实技术
• 生物识别技术
• 区块链技术

• 移动政务服务
• 移动警务
• 移动旅游

• 新技术应用速度有待提升
• 业务应用领域有待扩展
• 应用安全有待加强
• 制度体系有待完善



应用平台

CSTC政府网站智能监测系统
（http://egov.cstc.org.cn/）



构建政府网站相关资料库

提供网站监测服务

追踪评估工作动态

发布权威专家观点

整合重点专题库



提供网站监测服务

单项否决指标
监测

站点可访问性
监测

网站栏目更新
监测与统计网站错链监测

安全漏洞检测

综合评分

监测预警

网站错别字实
时监测



感谢聆听
敬请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