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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政府建设顶层设计脉络逐渐明晰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

明确提出“推进数字政府建设”。
这是中央层面文件中首次提出数
字政府建设要求。

十九届五中全会：
“十四五“规划”和二O三五年
远景目标的建议

再次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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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
移建设数字中国，加快数字化发
展”。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
目标纲要

整章节提出“提高数字政府建设
水平，加强公共数据开放共享，
推动政务信息化共建共用，提高
数字化政务服务效能”。

《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

ü 国家层面专门针对数字政府建设，出台的最全
面、最详细的顶层指导性文件，是新时代数字
政府建设的总规划和路线图，是各部门、各地
开展数字政府建设的行动指南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
《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

强调要“发展高效协同的数字政
务。”到2025年，政务数字化

智能化水平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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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数字机关，提升政务运行效能

地方数字政府实践全面铺开并持续深化

01

30个省级政府
（93.8%）和
18个（56.3%）
重点城市政府
设立数字政府
建设相关工作
领导小组

02

28个省级政府
（87.5%）和31
个重点城市政府
（96.9%）组建
数据管理机构

03

32个省级政府
和24个重点城
市政府（75%）
出台数字政府
建设相关规划
计划

数据来源：中国软件评测中心根据公开信息统计（2023年11月底）

基于数字化履职能力建设需要的
应用场景建设日益多元化

强化经济运行监测分析，提升经济调节能力

打造智慧监管平台，提升市场监管能力

创新数字化治理模式，提升社会管理能力

提供智慧便捷泛在服务，提升公共服务能力

强化动态感知立体防控，提升生态环境保护能力



评估内容及对象

数据来源：主要包括各地方政府开设的门户网站、

部门网站、政务新媒体，以及其他重要媒体渠道等。

省级政府
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重点城市政府
32个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
人民政府



2023年数字政府服务能力评估关注重点

重点关注各地落实数字政府建设国家政策要求、工作任务情况
不仅关注政府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政务公

开等领域数字化履职能力体系建设，而且关注数据资源体系、安全保障体系、制度规

则体系、支撑平台体系建设情况

重点关注各地基于用户需求的应用场景设计建设情况
场景创新已成为未来3年各地数字政府建设重要驱动力，因此今年评估工作将重点关

注各地各部门基于用户需求的应用场景建设情况，引导各地各部门以应用场景为牵引，

提升用户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重视对各地数字政府建设优秀创新案例收集和宣传
关注各地政府在经济调节数字化、市场监管数字化、社会治理数字化、公共服务数字化、

生态环境保护数字化、驱动经济社会数字化、数字机关建设等方面的数字化建设成果，

以期能够获得更有针对性的案例，为各级数字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和建设单位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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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   浙江省   福建省   广东省

注：按照行政区划排序，排名不分先后



注：按照行政区划排序，排名不分先后

北京市 江苏省 安徽省

山东省 湖北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四川省 贵州省



杭州市   宁波市   深圳市

注：按照行政区划排序，排名不分先后



注：按照行政区划排序，排名不分先后

南京市     福州市     厦门市     合肥市

济南市     青岛市     长沙市     广州市

      南宁市     成都市     贵阳市



单位名称 案例名称 案例类型

水利部 标准引领、数字驱动，水利部政务服务平台深度融合科技与治理 公共服务数字化

药监局 “数智药监”微信公众号：“五大平台”助力药品智慧监管 市场监管数字化

黑龙江省 “决策通”平台 数字机关建设

上海市 电子政务云（联通侧）支撑城市数字化转型 公共服务数字化

浙江省 “蓝色循环”海洋塑料废弃物治理模式 生态环境保护数字化

浙江省 区块链赋能电子票据 浙江省建设“浙里办票”“浙里报账”服务 公共服务数字化

福建省 福建省一体化大融合行政执法平台 社会治理数字化

福建省 数字赋能林长管理，全面提升林长“智治”能力 生态环境保护数字化

福建省 创新应用“大数据+价格认定”模式，打造权威公信的价格认定品牌 驱动经济社会数字化

海南省 测土配方施肥数据应用系统（微信版） 公共服务数字化



单位名称 案例名称 案例类型

贵州省 “贷”动小生意 服务大民生，创新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中小微企业发展 公共服务数字化

贵州省 贵州省数据流通交易平台推动数据要素市场新发展 驱动经济社会数字化

云南省 云南省中小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 公共服务数字化

杭州市 杭州市部门间“最多跑一次”平台 数字机关建设

杭州市 “一表通”应用系统 社会治理数字化

宁波市 民生实事数字化应用 社会治理数字化

宁波市 宁波市城市治理“一网统管” 社会治理数字化

厦门市 城市运行“一屏通览” 社会治理数字化

青岛市 青岛市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 社会治理数字化

深圳市 “@深圳-民意速办”民生诉求综合服务改革 社会治理数字化



单位名称 案例名称 案例类型

南宁市 南宁市“邕易办”智能审批系统 公共服务数字化

苏州市 苏州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 公共服务数字化

无锡市 无锡市数据要素市场培育实践 驱动经济社会数字化

泰州市 数字资产管理平台 数字机关建设

宿迁市 宿迁市“一端惠全域”创新场景应用 公共服务数字化

温州市 温州市空间中心——空间智汇、共享未来 社会治理数字化

温州市 温州AI中心 社会治理数字化

马鞍山市 数据赋能环保整治，智推数字政府管理上台阶——马鞍山市智慧环保服务 生态环境保护数字化

铜陵市 建设美丽长江生态协同共治信息化平台，打造长江生态环保领域数字政府“铜
陵方案” 生态环境保护数字化

宁德市 以智慧赋能医保治理，为政务服务提升质效——宁德市医保智能自动办理平台 公共服务数字化



单位名称 案例名称 案例类型

莆田市 数字赋能十二大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驱动经济社会数字化

佛山市 创新便民场景应用，助力数字政府服务改革 公共服务数字化

宜昌市 宜昌城市大脑 社会治理数字化

无锡市滨湖区 滨湖区城市事件平台：数字赋能，为民解忧有“智”更有“质” 社会治理数字化

苏州市张家港市 “张家港党政通”平台 数字机关建设

苏州市太仓市 太仓市政务资源自助超市 数字机关建设

扬州市仪征市 仪征市卫生健康非现场监管智慧预警系统 社会治理数字化

温州市瓯海区 数据赋能，提升教育整体智治水平——瓯海“学校发展”智治一张图 社会治理数字化

温州市文成县 “共富帮”用“数智”促共富 公共服务数字化

铜陵市铜官区 聚焦民生服务，探索城市治理现代化 公共服务数字化



单位名称 案例名称 案例类型

铜陵市郊区 铜陵城市超脑2.0——郊区智能网格化管理项目 社会治理数字化

厦门市湖里区 “亲清一家人”湖里一站式企业综合服务平台 公共服务数字化

东营市河口区 油气管道智慧监管模式，夯实能源“安全基石” 市场监管数字化

武汉市江岸区 江岸区城市运行管理平台 社会治理数字化

武汉市汉阳区 “阳小税·税管家”非接触式办税资讯平台 公共服务数字化

武汉市洪山区 “智慧洪山”数据融合创新，打造高效政府 公共服务数字化

长沙市天心区 智慧平台赋能城市经济运行，态势感知驱动产业发展 驱动经济社会数字化

深圳市龙华区 龙华区i龙华应用 公共服务数字化

深圳市坪山区 建设工程“远程喊停”非现场监管模式 生态环境保护数字化

佛山市禅城区 解决“小表格”，减轻“大负担” 社会治理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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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发现

01 02

03 04

05 数字政府建设满意度进一步提高

引领经济社会数字化发展作用
显现

应用场景牵引数字政府建设提速

平台技术支撑能力稳步增强数字政府服务能力持续提升



数字政府服务能力水平持续提升

20个

22个

10个

6个

20个

20个

12个

卓越级

优秀级

良好级

发展级

20222023

准备级

7个

6个5个



平台技术支撑能力稳步增强

各地稳步推进集约化政务云平台建设

九成的政务服务平台实现办事统一申报、统一查询、统一咨询

超过70%的地方电子营业执照实现多场景应用



应用场景牵引数字政府建设提速

《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打造主动式、多层次创新服务场景，提升社会

服务数字化普惠水平，更好满足数字经济发展需要。”

杭州市“机关内部最多跑一次” 厦门市城市运行“一屏通览” 深圳坪山区建设工程“远程喊停”

广东政务服务“免证办” 上海等多地推出“免申即享” 多地推出“一件事一次办”

场景牵引、数据驱动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发展的基本趋势。



引领经济社会数字化发展作用显现

• 贵州省依托数据交易机构建设数据流通交

易平台，构建数据流通交易链，累计支撑

600多家企业完成超18亿元的数据交易。

• 杭州市根据《杭州市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实

施方案》落地公共数据数据授权运营平台，

成功上架400余个数据产品，完成500笔交

易业务。

• 无锡市利用“数据要素市场培育”试点工

作，通过立制度、定标准、搭平台、育生

态等手段推动数据要素“管得住、供得出、

流得动、用得好”，做强做大数字经济。
杭州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平台

贵州省数据流通交易平台展示大屏



数字政府建设满意度进一步提高

约四成地方提供网
民咨询问题答复满

意度评价功能

政务服务好评率达
99.6%，差评整改

率超过99.4%

超过80%的数据开
放平台提供公开数
据满意度评价功能

政 务 服 务
好 差 评 体 系

数 据 开 放 互 动 回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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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建议（国家层面）

建立健全数字政府建设全国“一

盘棋”的统筹协调推进机制，保

障数字政府建设有序推进

强化机制建设

通过政策倾斜、接对帮扶、区域

合作、人才交流等多种途径加强

对中西部地区数字政府建设支持

强化均衡发展

推进数据开发利用、系统整合

共享等标准制定。加大标准执

行力度，以标准化促进规范化

强化标准建设

建立常态化督导监管考核机制，

定期开展评估评价，将数字政府

建设作为政府绩效考的重要内容

强化督导监管



工作建议（地方层面）

01

抓统筹
数字化履职能力
体系、安全保障
体系、数据资源
体系、制度规则
体系、平台支撑
体系

02

抓重点
一体化数据资源
体系建设、重点
应用场景打造、
安全保障、其他
重点工作

03

抓素养
构建人员素养和技
能培训体系。通过
学习培训、工作交
流等，提升干部队
伍数据思维、数字
技能、数字素养

04

抓考核
建立常态化考核机
制，定期开展本地
区数字政府建设成
效评估，以评促建，
以评提质



谢谢大家

2023年12月20日  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