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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数字政府一体化发展的三大着力点和
六大重点方向 

 

数字政府建设作为实现政府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途径，逐

步从分散试点建设向基础集约化、业务协同化、数据融合化

的一体化发展阶段迈进。推动数字政府一体化发展是提高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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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履职能力、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推进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一、数字政府一体化发展趋势  

（一）数字政府一体化建设是创新政府治理的重要途

径。数字政府一体化建设能推进各级政府部门政务信息化的

职能融合、技术融合、业务融合与数据融合，实现跨层级、 

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促进

部门业务协同融合、数据资源流转通畅、决策支撑科学智慧、

社会治理精准有效、公共服务便捷高效、安全保障可管可控，

进而推动“放管服”改革向纵深发展，促进政府职能转变，

提高行政效率，以数据开放释放“数字红利”，提升政府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二）多个省份积极探索数字政府一体化建设取得初步

成效。广东省将数字政府建设作为省长“一号工程”，以“三

年一规划、每年列要点”的方式，发布数字政府规划一系列

文件，实施“全省一盘棋”的制度设计，探索“政企合作、

管运分离”建设运营模式，打造一体化高效运行的“整体政

府”。浙江省在“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基础上，聚焦“掌上办事

之省”和“掌上办公之省”建设目标，以一体化数据平台为关键

支撑，以构建业务协同、数据共享两大模型为基本方法，全

面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贵州省通过“一云一网一平台”建

设，积极推进系统整合、数据共享、流程再造，破解互联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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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难、信息共享难、业务协同难等痛点堵点难点问题，走出

一条大数据助推数字政府一体化建设的新路子。 

（三）我区数字政府一体化建设的基础条件。在体制机

制方面，成立数字广西建设领导小组，统筹指导数字广西建

设，协调解决数字政府建设的重大问题，构建起“一盘棋”

体系。在顶层规划设计方面，出台了《广西推进数字政府建

设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广西政务数据“聚

通用”攻坚行动计划》《广西政务数据资源管理与应用改革

实施方案》等文件，数字政府建设全面提速，数据、系统和

平台加速融合，数字政府一体化建设新模式逐步显现。在项

目建设实践方面，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互联网+监管

平台、广西政府网站集约化平台、12345 政府服务热线等，

都是我区数字政府一体化发展的生动案例。 

二、我区数字政府一体化发展三大着力点 

整合全区数据、算力、网络、人才等要素资源，统筹推

进数字政府一体化发展，打造形成数字政府一体化建设“广

西样板”、技术创新应用示范点和管理制度体系创新高地。 

（一）数字政府一体化“广西样板”。以“用户为中心、

开放共享、体验至上、普惠众生”等互联网思维，构建一体

化的数字政府，加强政府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实现

数字政府在对外服务、内部协同、建设运营三方面的一体化，

使数字红利得到有效释放，政府运行效能得到有效提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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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群众和企业在更广泛的领域分享了数字政府一体化发展

的成果。 

（二）数字政府技术创新应用示范点。探索基于开放式

创新的政企联合创新模式，以政务服务、协同办公、社会治

理等自治区重点关注领域为着力点，吸引大数据、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创新企业参与建设运营，大力支持前沿智能应用探

索，形成“用数据说话、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决策、用数据

创新”，的数字政府创新应用模式。 

（三）数字政府管理制度体系创新高地。立足自治区数

字政府建设实际，对标国内外数字政府建设先进地区，完善

管理规定、标准规范、考核评价等制度体系，实现理论创新、

管理创新、模式创新，进一步激发数字政府一体化发展活力，

在制度上提升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三、我区数字政府一体化建设六大重点方向 

围绕数字政府一体化发展战略目标，着力推进我区政务

设施、数据治理、应用支撑、业务应用、安全保障、管理规

范等六大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着力提高政府履职和现代化

治理能力。 

（一）推进云网融合的一体化数字设施建设。打破传统

网络供给侧决定业务形态的方式，从“云被动适应网”向“网

主动适配云”发展，实现网随云动。借鉴云计算集约、可度

量、按需拓展等特性，将主要依赖于硬件相对僵化的网络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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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向软件化、虚拟化和云化的部署方式改变，实现网络云

化。全面加大以云网融合为核心特征的数字设施建设力度，

打造基于云网融合的数字化平台，完善和充实云平台能力，

提供以网为基础、云为关键的综合信息服务，促进云能力升

级和能力聚合与输出，实现一体化云网数字设施、一体化云

网产品和一体化云网运营体系技术融合、能力汇聚，生态发

展，助力各行业智能化升级，走出一条云网融合新路。 

（二）建立完善一体化大数据治理体系。全面盘点数据

资源形成数据地图，夯实数据获取和应用基础。通过常态化

数据治理机制和流程，不断提升数据质量，确保数据决策的

可信性。打破数据孤岛，实现数据跨地域、跨层级、跨机构

的互联互通和数据的协同管理服务，构筑全方位、全体系的

一体化数据治理支撑能力。搭建数据治理平台，让数据随时

快速有效的准备就绪，缩短数据获取时间，提高数据的获取

效率。建立数据权限管控授权机制，解决数据泄露与数据滥

用，保障数据安全合规。建立数据驱动的组织管理制度和流

程，对外提供优质数据服务、分析支撑和价值有效转化，着

力推进数据价值持续释放。 

（三）推进应用支撑服务平台一体化发展。整合技术、

业务、服务、应用等资源，打造统一的综合性一体化应用支

撑平台，推进平台组件化和管理一体化发展，推动实现业务

管理一体化、信息资源一体化、流程控制一体化、技术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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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服务一体化，提供优质应用支撑服务、数据支撑服

务，业务支撑服务，安全支撑服务、信息资源服务、综合展

示服务等，实现对应用的统一管理，统一服务和统一展现。 

（四）加快构建业务协同一体化应用体系。推进集公文

流转、移动办公、公务邮件、视频会议于一体的协同办公平

台建设，整合各部门专业业务系统，推动形成“覆盖内外、

兼顾专业、多向互通、全面协同”的一体化协同应用体系。

面向政府部门提供一体化在线办公服务，各级政府机关公务

人员根据统一部署在一个平台办公。面向社会公众提供一体

化在线服务，逐步实现各部门政务服务事项全覆盖，全程“一

网通办”，有效支撑政务大数据应用，提升政府治理效能。

支持打造移动政务服务新模式，开发更多“掌上办、指尖办”、

“壮掌桂”等广西移动服务产品。加快完善一体化应急指挥

协同调度中心体系，推动实现城市运行“全城感知、全时响

应、全程协同、全息智研”。 

（五）推进网络信息安全保障一体化建设。加快建立“横

向监督、纵向联动”的网络安全管理工作机制，横向与区直

部门建立长效联动机制，纵向与各地市、各区县建立跨部门、

跨地区条块融合的工作联动机制。鼓励应用大数据、区块链

等新技术打造集智能监测、威胁预测、态势感知等功能于一

体的信息安全动态感知平台，实现信息安全数据全面收集、

安全状态及风险融合感知处理、安全态势可视化呈现。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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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信创工程试点和国产密码应用工程试点，推动数据库、

操作系统器、终端设备等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逐步实现国产化

替代，规范和深化国产密码在各领域的应用，实现安全可控。 

（六）建立管理规范一体化制度体系。完善地方标准体

系建设，构建以建设、运维、安全防护“三位一体”地方标

准规范体系，加强对各地数字政府建设的分类指导。完善数

字政府考核评价体系。从数字基础完备度、数字环境支撑度、

数字服务成熟度、数字协同治理度、数字公众参与度和数字

技术使用度等 6个方面构建广西数字政府考核评价体系，以

考促进、以评促建。从而提升政府效率、改进内部流程、改

善公众参与、创新公共价值。 

 

 

 

 

(大数据应用研究课题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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