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加強公共數據開放共享
建立健全國家公共數據資源體

系，確保公共數據安全，推進數
據跨部門、跨層級、跨地區匯聚
融合和深度利用

2、推動政務信息化共建共用
持續布局建設執政能力、依法治國、經濟治理、市場監

管、公共安全、生態環境等重大信息系統，提升跨部門協
同治理能力

3、提高數字化政務服務效能
全面推進政府運行方式、業務流程和服務模式數字化智

能化，深化「互聯網+政務服務」，提升全流程一體化在
線服務平台功能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帥
信息來源：「十四五」規劃和

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草案

近年受到各界關注的區塊鏈，具有去中
心化、不可篡改、全程留痕、可以追溯、
公開透明等特點，是政府數字化管理可以
倚仗的一項重要技術。「十四五」規劃和
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草案提出，要發展區
塊鏈服務平台和金融科技、供應鏈管理、
政務服務等領域應用方案，完善監管機

制。

用好區塊鏈技術防篡改信息
據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區塊鏈監管已

在多領域應用。在市場監管方面，區塊鏈
技術可以記錄身份信息、企業信息、產品
信息、服務信息以及其他所有網絡行為，

通過隨時比對共享，
全程監控，提高政府
監管效率。在稅收方
面，區塊鏈電子發票
即能夠實現「交易即
開票、全信息上鏈、
全流程打通」，也能
保證稅票信息實時上
鏈、真實不被篡改，
提升稅收管理服務科
學化、精細化、智能
化水平。

搭建多級協同聯動感知網絡
全國政協委員、陝西渭南市副市長高潔

對香港文匯報表示，政府通過數字化建設
能提升政務服務效能，降低管理成本，不
過「一個系統裏就集合了不同職級的所有
信息，其中不少信息需要嚴格保密，這就
要求安全上一定要做得好」。
據全國政協委員、360集團創始人、董

事長周鴻禕在今年兩會透露，在國家的大
力支持下，360已共定位發現44個高級網
絡威脅組織，檢測到 2,700 餘次網絡攻
擊，涉及到的敏感單位達到2萬餘個。全
國人大代表、湖北移動總經理范秉衡也建
議，需要加快構建覆蓋國家、地方、企業
的三級安全技術防控體系，搭建多級協同
聯動的態勢感知網絡，實現對重要和關鍵
平台接入設備、控制系統、運行數據風險
的實時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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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信息技術創新日益加深，數字化、網絡

化、智能化發展對政府創新管理提出更高要

求。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要提高「數

字政府」建設水平，營造良好數字生態，建設

數字中國。多位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對香

港文匯報表示，要推動政務信息化共建共用，

切實落地「網上辦」「掌上辦」「一次辦」

「跨省通辦」等舉措，借力大數據、雲計算以

及區塊鏈等高科技手段，為政府管理「賦

能」。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帥 北京報道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帥

數字留「痕」溯源有「跡」
協同實現流程再造

「找政府」辦事更方便

2020年
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

強調，加強數字社會、數
字政府建設，提升公共服
務、社會治理等數字化
智能化水平

2016年
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

出，大力推進「互聯網+政
務服務」，實現部門間數據
共享，讓居民和企業少跑
腿、好辦事、不添堵

「數字管理，絕不是僅僅通過信息技術手段加快政府
業務辦理，其核心是通過跨部門的數據共享、流程再造
和業務協同，從源頭上優化營商環境，使民眾和企業辦
事從『找部門』轉變為『找政府』，推動政府治理向
『一體化』發展。」全國政協委員、重慶市文旅委主任
劉旗表示。
劉旗對香港文匯報介紹，近年來，重慶市文旅委通過

「政務數據資源目錄」「優化營商環境主題數據庫」
「部門政務數據資源池」等數據資源庫建設，清理了115

項政務數據及1,313項信息，並納入市級共享平台，助力全市營商環境建設。
他表示，在文化旅遊管理上，數字化使得「找政府」更加方便。重慶率先建立了行

政審批服務PC端、移動端、窗口端、自助端「四端同步」服務，並強化「渝快辦」
「全國旅遊監管服務平台」等網上受理申請，讓數據多跑路、群眾少跑路，全力為企
業、群眾減負。同時，重慶還深入開展政務服務「好差評」，對「首問負責、一次性
告知、服務承諾」等5項服務制度執行情況進行評價，對政務服務工作進行監督改進。

談及「數字政府」，全國政協委員、陝西渭南市副市長高潔接受
香港文匯報採訪時憶及過去一年裏自己「雲辦公」「無紙辦

公」的經歷。她表示，去年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渭南政府層面「雲
會議」明顯多了起來，領導不用再馬不停蹄趕去各個現場視察，一個
視頻連線就可以看到最新全景情況，並在線上作出部署。以往需要線
下簽字的項目，現在網上簽字就能審批回覆。而且，因為線上傳閱不
用重複打印材料，往日辦公室裏堆積如山的文件明顯減少。
香港文匯報查閱多省公布的政府集中採購目錄發現，近年，打印
機、碎紙機、乘用車等品目的指標額度越來越少，與之形成對比的
是，計算機網絡、視頻會議系統以及信息安全等設備逐漸增多。
今年兩會，全國人大代表、貴州磷化集團董事長何光亮對「掌上
辦稅」新變化讚不絕口。據他介紹，以往異地預繳、本地申報、領
票需要去辦稅服務廳辦理，來回路途加上排隊得花幾個小時，現在
是「用手機就能辦，不用排隊，幾分鐘就搞定，能騰出更多時間精
力處理公司其他事務」。

法院辦案走向信息化時代
在人口大省山東，法院年收結案件數量在200萬件左右，「排隊
久」「磨破嘴」「辦案周期長」等現象此前一直被群眾詬病。全國
人大代表、山東省高院院長張甲天表示，山東目前已啟動網上辦案
新模式，當事人和法官在任何時候、任何有信號的地方，都可以上
網立案、繳費退費、訴調、以及閱卷和訴訟，法院辦案正在從「筆
墨時代」向「信息化時代」進行顛覆性轉變。
全國人大代表、安徽宿州市市長楊軍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近

年，宿州靈活運用大數據、雲計算等前沿技術建設現代數字城市，
「數字政務、數字基礎、數字治理、數字創新」四項指標首次躋身
全國百強，已上線的「7×24小時政務服務地圖」等高頻便民服
務，使得不見面審批、百姓辦事「零跑腿」正成為現實。

倡推進跨省通辦免「折返跑」
去年9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於加快推進政務服務「跨省通
辦」的相關指導意見指出，企業和群眾異地辦事仍面臨不少堵點難
點問題，「多地跑」「折返跑」等現象仍然存在。意見明確，在
2020年底前，要實現學歷公證、失業登記等58項「跨省通辦」事
項；在2021年底前，實現開具戶籍類證明、社會保障卡申領等74
項「跨省通辦」事項；到2025年底前，則力爭全面實行結婚登
記、新生兒入戶等8項「跨省通辦」事項。
據了解，當前跨省不能通辦的事項確實還有很多，以婚姻登記為
例，目前仍要求必須到男女雙方中的一方戶籍所在地進行辦理，這
給男女雙方都是外地戶口的人員帶來極大不方便，異地婚姻登記阻
塞不暢，必須折返兩地，是不少新人喜結連理的一大堵點。而統計
數字顯示，全國「人戶分離」人口數量高達2.86億人，其中大部分
是青壯年適婚人口。
部分跨省份城市已經開始牽手合作，將「跨省通辦」提上日程。
全國政協委員、民進中央常委嚴可仕介紹，他所在的福建福州和陝
西渭南兩地正在聯合推行政務服務「跨省通辦」，按照「全域一
體」原則，將打破屬地受理、屬地審批的限制。嚴可仕算了一筆
賬：按往返福州和渭南辦事每人每次交通費和誤工費1,000元、每
個「跨省通辦」窗口年均辦件300件的標準測算，每開設這樣的
「跨省通辦」窗口，預計每年就可節省辦事成本約30萬元。

健全政務數據共享協調機制
高潔對香港文匯報表示，未來，「數字政府」建設勢必將和萬物
互聯，聚力雲端，政府相關部門最基礎的工作是要實現對各類數據
信息進行自動分類、整理、分析，並且要緊密結合關乎民生的應急
預警處置等各方面，如對年久失修的天然氣等管道加強動態數據管
理，提前對危險進行預警應對減少損失。目前，距離達到理想的狀
態還有不小空間。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工業互聯網研究院院長徐曉蘭指出，在全局
層面，中國「數字政府」建設還沒有統一的標準和評估體系。全國
政協委員、致公黨遼寧省委主委王大鳴也表示，由於頂層設計缺
失，「數據壁壘」「信息孤島」等問題仍然比較突出，需要自上而
下統籌系統對接和數據共享，健全政務數據共享協調機制，充分發
揮數據的賦能作用。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提高要提高「「數字政府數字政府」」建設水平建設水平。。多位全國人大代多位全國人大代
表表、、政協委員表示政協委員表示，，要切實落地要切實落地「「掌上辦掌上辦」「」「一次辦一次辦」」等舉措等舉措。。圖為早年浙江圖為早年浙江
省台州市行政服務中心的工作人員在給市民辦理業務省台州市行政服務中心的工作人員在給市民辦理業務。。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技術人員在技術人員在「「智慧倉儲智慧倉儲」」基地智能基地智能
化調度室化調度室，，實時監控調度鋼材出貨及處實時監控調度鋼材出貨及處
理來自全國有關省市訂單理來自全國有關省市訂單。。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委員、、重重
慶市文旅委主任劉旗慶市文旅委主任劉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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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報告提

出，提高「數字政府」
建設水平，營造良好
數字生態，建設

數字中國

「數字政府」建設之路

2019年
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

提出，建立健全運用互聯網、
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
進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規則，推
進數字政府建設，加強數據
有序共享，依法保護個

人信息

「數字政府」
建設三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