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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约高效推动数字政府高质量发展的 

对策建议 
 
摘要：南京师范大学钟裕民研究认为，推动数字政府高质

量发展是建设数字中国的关键。目前，江苏数字政府基础设施

体系基本形成、政务服务能力大幅提升、数据共享成效显著，

但也存在创新应用适用性不强、同类系统建设重复投入、数字

化建设标准不一等关键掣肘。为集约高效推动数字政府高质量

发展，应创新更具包容性的政务应用，打造政务应用交易“准

市场”，推进职能部门间的标准统一、业务协同，提升数字治

理集成性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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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

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进数字政府高

质量发展是建设数字中国的关键。江苏作为数字大省，推动数

字政府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题

中之义。南京师范大学钟裕民承担的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

项目“江苏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研究”，分

析江苏数字政府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成效及其关键掣肘，提出推

进数字政府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江苏数字政府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成效 

1、基础设施体系基本形成。全省已确立一体化大数据中心

“1＋13＋N”总体架构，推动 13 个设区市分中心和省级 N 个

行业分中心建设，系统搭建了“苏服办”“苏服码”“一朵云”

“一张网”等数字政府主架构，基本建成人口、法人、电子证

照、自然资源和空间地理、社会信用等基础数据库。高质量完

成国家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试点，建成省公共数据平台，已

提供数据服务接口 4276 个。苏服办 APP 已经上线 3466 个应用，

省市县三级 94.5%的政务服务事项实现网上办理，形成“不见

面审批”江苏政务特色品牌。打造 12345 政务服务热线“总客

服”，截止 2021 年已开设省市县三级 161 个综合服务旗舰店，

电子政务外网实现省、市、县、乡、村五级全覆盖。 

2、政务服务能力大幅提升。江苏在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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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全国领先，在 2021 年度调查评估中，江苏“苏企通”“拿地

即开工”“宁企通”入选全国典型示范案例。目前，全省正在

深入推进“一网通办”“一网统管”。如，南京通过“电子印

章+一体机自助打印”模式，让市场主体能够全城通取营业执照，

将企业开办缩减至“1 个环节、0 成本、最快 0.5 日”；盐城“亭

好办”智慧政务大厅实现亭湖区 25 个部门、700 多事项政务服

务集中化办公，一网通办。 

3、数据共享成效显著。江苏省大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已实现

与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69 个省

级政务部门以及 13 个设区市的对接，初步建成横向贯通、纵向

联动的全省一体化大数据共享交换体系。截至 2022 年 4 月底，

大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汇聚了全省 4.7 万余类 95.34 亿条数据，61

家省级部门发布目录 1391 类，挂接资源 1803 类，设区市发布

目录 28537 类，挂接资源 15433 类，共计提供接口调用 67.11

亿次。我省各地也正凭借云、网能力优势，积极推进数据共享，

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企业、群众办事多头跑、

往返跑等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二、江苏数字政府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掣肘 

1、省级数字化创新应用在基层适用性不强。调查发现，一

些省市级数字化创新应用难以在县域得到有效应用。在面向 100

个县级政府机构的调查中发现，省级数字化创新应用完全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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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基层工作实际的占 5.6%，省级数字化创新应用部分不能适

应基层工作实际的占 55.3%。个别省级部门开发的智慧监管系

统，由于对基层情况情况和应用特点把握不准，导致数据“上

的去，下不来”，省级智慧监管系统难以适应基层监管工作的

实际。很多县（市、区）级政府部门不得不重新开发这类系统，

造成数字化应用重复建设。 

2、地方政府同类系统建设重复投入。我省绝大多数市、县

级政府都自建有包含交通出行、医疗健康、旅游休闲、政务办

事、民生服务等事项的综合应用系统。例如，南京市各区分别

建有“家在鼓楼”“建邺政务”“南京秦淮”“玄武一网通”

“云栖霞”等综合应用系统。这些综合应用系统在便民服务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各县（区）、各乡镇往往会各自分散招

投标，委托公司设计、建设自己的综合应用数字化平台，导致

各地在相似功能的信息系统建设中重复投入大量资金，造成重

复建设、重复投入问题。 

3、各职能部门数字化建设标准不一。各级地方政府提供的

数字化平台往往由各业务部门主导，如公民户籍、教育、就业、

医疗、婚姻、住房、社保等基本信息分散在各主管部门（垂直

管理的国税、海关、金融、外汇、工商、质检、药监等系统尚

未完成整合），由于各部门、各平台间建设标准不统一、接口

不联通，导致常常发生数据重复采集、平台重复建设现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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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由于数据安全、使用范围难以保障，一些部门不敢或不愿

共享数据，导致“数据烟囱”林立，花费大量财力建设的系统

却发挥不了应有价值，造成资源浪费。 

三、集约高效推进江苏数字政府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1、创新更具包容性的政务应用。建立政府数字化应用开

发的技术标准，提高省、市级政府数字化应用在数据、算法、

软硬件等方面的兼容性，推动高品质创新应用及数字资源跨

层级流通，降低重复开发、用新废旧造成的资源浪费。直接

面向民众、企业的基层政府应注重以需求为导向开展整合型

的平台建设，以“一件事”为逻辑集成各业务部门的数字化

应用，同时因地制宜在统建系统的基础上做兼容性地方创新，

更好地适应“以需求为导向”的县域应用场景，实现数字治

理精准高效。 

2、打造政务应用交易“准市场”。建立全省统一的政务应

用交换市场，完善数字资源交易机制，鼓励市、县政府间、业

务部门间的政务应用购买。省级政府可以通过建立考核评价方

式鼓励市、县级政府开发高质量政务应用，在总结各地创新经

验的基础上进行政务应用推广，放大政务应用的扩散效应。同

时，制定《政务办事“不见面审批”服务规范》地方标准，推

动市域、县域间账本清单系统共享互通，互相借鉴，促进数字

合作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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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进职能部门间的标准统一、业务协同。统一应用系统

的服务和技术标准，深化各类规划空间性内容“多规合一”，

完善空间治理大数据“一个库”“一张图”，打造经济治理、

社会治理、生态治理等领域的多业务协同场景，形成空间治理

数字化平台架构。同时，以服务需求为出发点，整合归并部门

政务数据交换通道，建立部门数据实时共享机制，通过数据共

享与集成，实现职能部门间、乡镇间数字化体系的贯通，推动

数字资源共建共享。 

4、提升数字治理集成性和安全性。从技术架构和数据源两

个方面建立数据标准，完善“上下联动、逐级打通、左右互通”

的数据治理规则，确保实时汇聚和传输各类信息资源，实现工

业制造、农产品服务、医疗健康、交通出行、旅游休闲、商贸

服务、便民服务等数据有效对接，促进贯通集成，激发数字活

力。同时，还要做好数据的安全风险评估，对高安全等级的数

据进行必要的技术隔离，强化对县域的数据溯源和数据风险的

有效防范，实现数字安全保障有力。 

 

（作者钟裕民，系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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