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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盘和林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围绕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数字政府建设作出了

一系列重要的战略部署。4月 1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等文件，数字政府

建设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标志着全国大规模推动数字政府建设的

时代已经来临。在这一背景下，顺应政府数字化转型趋势的核心在于如何

在政府管理服务中发挥数字技术的支撑作用，提升政府工作效率，从而高

效地实现政府施政的政策目标，为公民和社会创造更大的公共价值。 

数字政府建设不仅是符合新时代发展趋势的变革之举，更是未来政府

演进的必然路径。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政务”乃是大势所趋，

推动着政府部门广泛使用网站、社交媒体、大数据分析等新兴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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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大地释放了数据和信息的流动性，因而显著增强了政府协同治理中的数

据可得性，为政府内部结构优化、效率提升及政民关系的全面重塑提供了

发展基础和新的机遇。然而，数字政府建设不止是新技术采纳，更是复杂

的组织管理问题，是一项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系统工程。从数字政

府的建设的进程来看，数据共享难、业务协同难仍是数字政府建设中亟待

解决的问题。 

发现问题、破解难题是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工作落实的关键环节。数字

政府的建设需要以改革的方法消弭政府治理的碎片化、割裂化、交叉化困

境，在推进跨层级、跨地域、跨部门的数据融合和业务融合的基础上，彻

底摆脱部门利益和地域之间的束缚，为政府协同治理提供充足的空间和保

障。如海口市围绕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要求，启动“城市大脑”项目建

设，致力于用数字化思维重塑城市管理和服务模式。实现了信息调度、业

务协同、综合监管的协同治理，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数字政府的富技术

治理能力、网络型治理结构、整合型治理形态等三个特征，推动实现政府

由分散服务向整体服务转变、由单部门办理向多部门协同办理转变。当然，

政府数字化转型也是一个持续改进、不断提升的系统工程，越是系统性的

改革，就越需要贯彻系统观念。在此过程中，除了政府间和部门间的协同，

还可吸纳多元主体参与政府治理过程，汇聚众智，促进共享共治与治理能

力互补提升。 

毫无疑问，数字政府建设归根结底是为了提升政府服务能力，满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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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要避免坠入把运用数字技术本身作为目标的陷

阱。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保证

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无论是打造便捷电子政务流

程，还是服务实体经济、保障和改善民生，数字政府建设都存在着大有可

为的发展空间。具体来看，数字政府无论是在政策制定还是公共服务的提

供上，都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倾听民意了解民生，提前预测和了解社会的变

化和公民的需求，并对此作出快速的反应，使得政府行政运行从条块分割、

封闭的架构迈向一个开放、协同、合作的环境。这种环境也将释放数字政

府建设的红利，不仅能够促进创新、强化教育、孕育企业家精神，还能够

促进现代数字经济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公众对数字政府安全的信任是提升政府公信力和透明

度的关键所在，数字技术应用于政府创新和政府管理，其积极的作用和影

响是不可置疑的，但数字化转型依然会面临着一些潜在的风险，直接关乎

数字政府建设的成效。政府必须始终绷紧数据安全这根弦，要建立事前预

防、事中监督和事后处理的全流程高效监管制度，加快构建网络安全体系

并保证其有效运行。当然，数据安全保障和数字政府安全保障的复杂性、

专业性和高风险性使其单靠政府一方的力量也难以实现，安全性问题也需

要互联网企业和公民等的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协同打造“共建共治共享”

的治理机制，从而促进数字政府的安全有序和长治久安。（作者系浙江大学

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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