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化履职协同平台 

（阿里云） 

一、背景 

2022 年 6 月 23 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22〕

14号），文中将构建协同高效的政府数字化履职能力体系作为数字政府建设的主要目标之

一，提出了全面推进政府履职和政务运行数字化转型，统筹推进各行业各领域政务应用

系统集约建设、互联互通、协同联动，创新行政管理和服务方式，全面提升政府履职效能

的要求。围绕数字化履职能力体系构建，提出了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

务、生态环保、政务运行和政务公开 7个方面任务。 

数字政府建设是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驱动政府从职能型向服务型转变的过程。

从服务侧的要求来看，重点关注群众企业体验的持续提升，以及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从

供给侧的要求来看，重点需要建设数字化履职能力体系，不断提升政府的履职效能和协

同效能。 

随着数字政府的业务和服务在线化程度的持续加深，尤其在后疫情阶段，大量“24 小

时不打烊”业务场景出现，对政府所提供的业务和服务连续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对传统

的信息化系统建设运维模式带来了更大挑战，也对跨地域、跨部门、跨层级履职协同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通过政府履职相关应用的平台化建设运营和一体化联动，有助于帮助各级政府实现高

效数字化履职。阿里云数字化履职协同平台正是在此背景下推出，建设以任务协同为核心，

以政策联动、指标体系联动、事项目录联动、资源联动和办公联动为基础，实现跨地域、

跨部门、跨层级的复杂业务场景的智能化、数字化履职任务协同，构建数字化履职共同体，

进一步增强企业群众服务体验，提升政务运行效能，达成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目标。 

二、方案 

构建有效的数字化履职协同平台能够更好的支撑政府构建高效的跨地域、跨部门和

跨层级的任务协作能力，在建设敏捷、高效、智能的任务协同能力基础之上，与政府已有

的政策体系、指标体系、事项目录、资源体系和办公体系进行有效的联动，推动实现协同

高效的政府数字化履职能力体系落地。 

（一）框架设计 



            

 
图：框架设计 

数字化履职协同的框架设计以政务云为基础设施，充分联动已经建设的服务、监管、

营商、政策等领域的数据支撑和应用支撑，打造数字化、全面化、智能化的数字化履职协

同平台，以企业群众服务需求为导向，实现跨部门场景的深度融合，强化数字政府履职能

力的改革创新。  

总体框架中，数字化履职协同平台居中，向下连接原有业务系统、领域平台等，不侵

入、不替代；向上支撑面向各类业务场景的快速编排、灵活调用及协调联动。 

构建以任务协同为核心的数字化履职协同平台，通过任务的数字化执行和智能化调

度，以及与政策、指标体系、事项目录、资源、办公的有机联动，减少过程环节的人员投

入和协调成本，统筹推进政府运行方式、业务流程和服务模式的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整体

提升改革效能和服务体验，一体化构建服务型政府改革创新复杂场景的底层大协同体系。 

（二）主要内容 

1.一个协同 

协同任务由任务依据、任务目标、任务内容、任务依赖、任务协调与反馈五个核心要

素组成，通过数字化手段进行任务的规范化、标准化管理与联动应用。 

面向复杂场景的履职协同，聚焦全息任务与各类业务的紧密衔接，重点推动任务的

“两化”协同： 

◆ 任务数字化：通过场景、元数据驱动的任务模版、流程编排及可视化、调度，实

现对任务的规范化构建、要素化拆解、集成化组装和联动化关联，推动任务与所属政策、

分解指标、对应事项、依赖资源、办公流程的数字化联动。 



            
◆ 任务智能化：通过任务知识图谱、流知识图谱，分析、决策、运营、指标评估智

能评价，支撑任务设定、任务安排、任务响应、任务执行、任务跟踪、任务预警、任务统

计、任务考核、决策支持等全周期智能化管理。 

在“两化”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任务的目标与关键成果管理模式，以改革创新为导向，

实现数字化改革任务与专班及各层级分解任务的逐层关联互锁，明确并跟踪履职目标、

关键成果的计划及完成情况。 

2.五个联动 

（1）政策联动 

政策联动，建立在政策图谱之上，重点是实现场景-政策-任务的协同规则联动。在跨

地域、跨层级、跨部门政策统一在线的基础上，针对政策预研、政策制定、政策宣贯、政

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发展、政策终止等政策全生命周期的关键环节，引入数字化、智

能化手段，将政策进行结构化分解与图谱化关联，建立一体化政策联动体系，推动政策信

息“一网通查”、政策咨询“一网通答”、政策服务“一网通办”、政策推送“一网通达”、

政策兑现“一网通验”、政策运行“一网通览”、政策推演“一网通算”，破解任务联动的

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问题。 

（2）指标体系联动 

指标体系联动的关键是建立“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

的指标管理机制，加快建立数字政府指标体系背后的分析预案和业务敏捷响应机制，并

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通过合理的指标设定、指标分解、指标关联、指标派发、指标追

踪、指标分析、指标调整、指标评价、权重调节，形成以指标为标准的任务协同和优化体

系。再通过宏观、中观、微观指标的跨层级、跨部门联动，促进指标达成从命令驱使“要

我做”压力管理模式, 到自主作为“我要做”的愿景管理模式转变，更好推动改革关键协

同问题的解决。 

（3）事项目录联动 

事项目录联动以复杂场景需求为切入点，梳理场景所需的政府核心业务和公共服务

的清单，层层细化拆解到最基本最具体的事项，并从内部运行、治理与服务三个维度加以

标识形成所需联动的数据指标，实现复杂场景协同任务与事项目录的数字化联动。在此

基础上，通过对各部门各事项元素的整合，关联分流处置流程，实现事项相关任务的分发

流转与跨领域协同，并提供相关的管控、协同联动等生命周期全流程的服务，进而保障

“审-管-执-监-信-诉”全闭环管理等创新场景的真正落地。 

（4）资源联动 

资源联动重点做好 3 方面工作：一是建立统一数字资源目录标准，将相对离散的数

字政府各类资源进行数字化整合，形成数字资源“总账本”；二是优化数字资源供需关系，

将线下、分散的资源供需流程进行云上再造，简化环节、优化体验、疏通堵点，提高资源



            
响应效能；三是强化数字资源调度能力，通过统筹化基础能力、模块化共性技术、插拔化

功能组件、封装化数据服务等方式，推动多跨共享，实现“一地创新、各地复用”。 

（5）办公联动 

复杂场景的履职协同，需要与各级政府已建设的办公体系进行联动和打通，实现履

职协同的“组织在线、沟通在线、协同在线、业务在线、生态在线”，构建推动跨部门、

跨层级的数字化协同连接，信息的互联互通。打通任务系统与办公平台，推动任务目标、

进度、协作过程透明同步，跨团队围绕一个整体目标推动各分项任务目标达成，构建形成

“全局一屏掌控、政令一键智达、执行一贯到底、服务一网通办、监督一览无余、知识一

库通查”的政府数字化协同工作场景。 

（三）应用场景 

1.一件事联办（以“出生一件事”为例） 

“一件事联办”依据企业和群众实际需求，针对企业群众生命周期办事服务，卫健部

门、公安部门、人社部门、医保部门等提供多部门联办、跨地区通办，事项关联等能力，

解决群众企业办事不便利、不互通、牵头部门督促分散、各部门的审批任务的执行情况的

数字化管理问题。将审批任务进行数字化拆解和智能化编排，结合智能化能力支持事项

联动和办公联动，以“出生一件事”为例，为跨部门审批提供场景协同能力，通过事项联

动和办公联动逐步构建一件事的协同数据模型，不断提升跨部门审批的协同效率，实现

出生一件事“一次受理、一次办成”，提升“一件事”服务体验。 

2.联合监管（以餐馆综合监管为例） 

围绕联合监管场景，以行业主管单位为牵头单位，以相关许可单位为协同单位，通过

政策联动组建联合监管场景的小专班，并建立相关制度规则和保障措施；通过事项联动

去构建协同监管的监管事项清单、实施清单和检查单；通过办公联动，建立协同监管的数

字化线上会商机制，实现任务发起、任务确认、任务调度、任务执行的业务流程闭环；通

过资源联动，实现现场检查、执法人员、检查物资设备等的高效应用；通过指标联动，实

现从计划制定到任务发起，从现场检查到结果公示全流程数字化、可量化，构建效能评估

体系，推动高效履职。从而建立跨地域、跨部门、跨层级、齐抓共管的协同监管格局。 

3.政策发布及兑付（以产业扶持政策兑付为例） 

通常一个城市有将近 20个左右的部门会制定发布相应的政策，为实现履职的数字化、

全面化和智能化，组织发改部门、经信部门、科技部门、政务服务部门、财政部门等组成

专班，实现政策制定、政策推送、政策兑付、政策效能评估等 15个任务的统一支撑。在

任务协同推进过程中，政策联动完成国家、本省、本市的纵向和各部门横向两个层面的整

体联动以实现政策的采集、比对、优化和调整；事项目录联动实现政策推送、企业遴选、

企业申报联动；办公联动实现政策制定、兑付的内部办公流程与外部企业申报、内部审批



            
的业务联动；资源联动实现政策发布和兑付全生命周期过程的数据资源、人力资源、资金

资源等的统筹利用；指标联动实现政策运营效果、兑付效果和企业群众服务体验效果的

量化评估和关联分析。 

4.咨询投诉（以健康防疫联动应用为例） 

归集咨询、投诉、建议的场景入口，将工单对应的协同履职工作拆解成数字化任务，

逐步实现数字化任务智能化分派、便捷化办理处置和全息化评估闭环，以及过程中无感

化沉淀新知识反哺应用场景，建设无时无刻、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咨询投诉建议平台，

打造“一处办、马上办、透明办、全能办、精准办”的服务体验和科学高效的协同履职体

验。 

以投诉健康宝错误弹窗为例，把咨询投诉建议工单拆成数字化任务，用数字化平台

完成任务流的编排，结合智能化能力分派到各部门，将原有分散的任务执行过程通过办

公联动、事项目录联动和指标联动高效的协同起来，面向跨部门协作的牵头部门展示任

务协同的真实情况，协助决策者甄别协同和改革过程中的堵点和卡点，持续优化协同效

率和任务工单的完结率。 

5.履职协同效能评估 

履职协同效能评估聚焦任务协同，通过五个领域的有机联动为改革专班一号位呈现

出改革任务全貌，并在数字孪生任务图中动态呈现改革任务的实时进展，汇聚复杂多跨

场景任务执行结果进行仿真推演，支撑全链路决策优化，形成以效能评估为驱动的改革

目标到全息任务的闭环执行和持续优化，实现履职协同更高效、更清晰、更透明、更客观、

更精准和更创新。 

履职协同评估场景通过政策联动构建起宏观改革目标到微观执行任务的拆解和数字

化认领链路，实现政策到改革任务一张图的可视化呈现；通过事项目录联动建立复杂多

跨场景之间的全链路评估关系，通过数字化关联呈现、过程仿真推演，打通事项目录之间

的评估维度；通过指标联动建立起全覆盖、可衡量和能追溯的客观评价体系；通过资源联

动实现全息任务执行过程中对于资源使用的削峰填谷，保障任务良好顺利执行；通过办

公联动实现多向信息流动，促进提升内外部沟通效率，面向复杂多跨场景完成效能评估

工作的计划、发布、执行和改进的闭环。 

三、主要特点 

（一）数字化 

以促进领域改革目标达成为目标，面向特定领域的复杂场景落地，以部门或专班履

职协同为抓手，在对具体改革任务进行标准化定义、原子化拆解、场景化编排、数字化追

踪、可视化调度的基础上，构建面向履职协同的目标与关键成果管理体系，并与政策、指



            
标体系、事项目录、资源和办公等领域相关系统实现互联互通，精准提升对应改革任务相

关单位、人员的履职协同效能。 

（二）全面化 

以保障全面整体深化改革为目标，在单个领域复杂场景实现数字化履职协同的基础

上，以部门群或专班群履职协同为重点，进一步扩展跨场景交叉联动的综合调度能力，强

化跨专班分析调度、协同会商、跟踪督导、工作联络及信息通报等应用，深化与政策、指

标体系、事项目录、资源和办公等领域相关系统的自动化联动（数据联动、应用联动等），

减少低水平协调，实现高质量协同。 

（三）智能化 

在数字化履职协同数据以及业务模型的基础上，逐步用可固化的“数据+算法”代替

人工的判断和履职，系统能够自动结合真实业务环境的变化进行场景运行的调节，并能

够基于大量的模型自动化发现履职协同有关任务和资源的错配、漏配、多配等异常情况

和潜在影响，并持续智能推演最优的调整方案辅助决策并逐步过渡到智能决策，实现基

于任务协同的方案推荐、自动派发、动态提醒、堵（卡）点定位、风险识别、决策智能等

端到端应用，实现履职协同的自动化和智能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