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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我区政府网站集约化 
建设的几点思考及建议 

 

推进政府网站集约化建设是国务院办公厅部署实施的

一项重点“国家工程”，对于打破信息壁垒、推进集约共享，

提升政府网站管理和服务水平，建设整体联动、高效便民的

网上政府，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政府网

站集约化试点工作方案》（国办函[2018]71 号）的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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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作为 11 个试点地区之一，于 2020 年 3 月 9 日开始广西

政府网站集约化平台（以下简称“平台”）项目建设。随着

我区政府网站集约化建设的不断推进，政府网站服务能力得

到全面提升，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一、我区政府网站集约化建设成效显著 

目前，平台已完成主体功能的建设，与广西数字政务一

体化平台、12345 平台的数据对接，达到政务服务与集约化

平台的互融互通；完成337个各级政府网站的数据迁移工作，

实现与 6个市级集约化平台的互联互通及数据同步，形成数

据汇聚的信息资源库；出台 42 个标准规范和管理办法，形

成标准规范体系。初步构建统一标准体系、统一技术平台、

统一运维监管、统一安全防护的政府网站集约化科学体系架构。 

（一）建设模式独具创新。 

在各省政府网站集约化建设中，主要有省级统建和省市

分建两种模式。 

省级统建模式是将全省各级政府、各部门网站全部集约

在一个平台，这种模式与政府网站“集约化”的理念一致，

优点是便于进行统一管理、统一运维，也便于信息资源共享，

节省集约化建设运维成本；缺点是网站迁移实施工作量较

大，承办单位任务较重，也拉长了项目周期。采用省级统建

模式的省份主要有贵州、重庆、青海、宁夏、浙江、新疆等，

其中贵州省是最早开展集约化建设的的试点地区，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贵州全省政府网站实现 100%整合迁移上线、

100%域名集中解析、100%数据资源归集。省市分建模式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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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及省直部门统一建设省级集约化平台，各地级市自建

集约化平台，数据按照全省统一标准规范汇聚至省级信息资

源库。 

省市分建模式是省政府及省直部门统一建设省级集约

化平台，各地级市自建集约化平台，数据按照全省统一标准

规范汇聚至省级信息资源库。其优点是实施项目见效快，省

时省力，保护已有投资；缺点是各地都要建设集约化平台，

导致总投入偏高，也会增加地市与省平台对接的额外工作

量。采用省市分建模式的省份有湖北、湖南、吉林、广东、

北京、安徽等，其中湖北省是较早采用省市分建模式开展集

约化建设的试点地区，该省在开展建设工作的同时，对自建

市级集约化平台、网站进行大力整合和有序关停，湖北省各

级政府网站由 4213 个减少至 608 个。 

借鉴各省经验做法，结合我区实际，平台建设创新采用

“统分结合”建设模式，即依托广西电子政务外网和政务云

平台，将未建有市级政府网站集约化平台的 8个市以及区直

各部门的网站全部迁移至自治区级集约化平台，已建有市级

政府网站集约化平台的 6个市，按照自治区政府网站集约化

建设标准规范的要求，与自治区级统一信息资源库完成数据

对接，实现区、市数据互联融通。该建设模式既体现了“统

建模式”的大集约化，也保护了市级已有的集约化平台的建

设投资，探索“网站集约+数据整合”的集约化新路子。 

（二）功能设计独具特色。 

对比贵州、吉林、湖北等其他试点省份，在用户行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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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大数据量化分析、安全态势感知等创新发展、安全保障

体系等功能设计上，广西政府网站集约化平台更全面、更侧

重于互联网用户的数据收集整合、用户热点分析，为保障网

站传播和领导影响力分析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 

（三）平台建设初具规模。 

我区政府网站集约化平台实现了技术、资源、用户、安

全、运维和服务渠道集约，加快推进网站数据迁移、网站发

布上线，平台建设初具规模。截止 2020 年 5 月底，入驻的

政府网站达 377 家，累计发布信息数据达 465 万条；累计总

点击量达2873万次。平台整体内容保障及管理人员达8335名。 

（四）数据汇聚初显成效。 

按照“分类科学、集中规范、开放共享”的原则，平台

建立了统一的政府网站集约化平台信息资源库，与广西数字

政务一体化平台、12345 政府服务热线平台完成数据对接，

实现系统连通，数据融通。截止目前，汇聚网络资讯、信息

公开、领导信息、机构职能、政府文件、互动交流等 13 类

共 1231 万条数据，存储容量达到 7.5TB，实现数据统一管理

和统一调度。 

（五）安全体系初步建立。 

在广西政务云安全防护体系的基础上，我区政府网站集

约化平台制定安全监测预警机制和应急预案，通过完善的安

全监测预警和安全态势感知，构建“网、云、台”一体的安

全防护体系，实现了平台面对网络攻击全方位的安全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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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存在的问题 

我区政府网站集约化平台在建设推进过程中，但还存在

数据标准规范不统一、政务新媒体缺乏有效监管等问题，亟

需进一步加强政策落实、加大技术和资金投入等多措并举的

手段予以解决。 

一是政务新媒体缺乏有效监管。目前各级政府部门在微

信公众号、微博、头条、抖音、百家号、网易开设了各类政

务新媒体，但缺乏统一规划、统一引导和统一监管。按照“人

在哪，政府的声音就传播到哪”的原则，需要出台规范性的

政策和科学化的平台对这类新媒体进行有效的监管。 

二是统一管理与个性化需求矛盾。集约化平台在建设初

期，工作重点是政府网站统一管理，网站样式按照行政级别

分别套用省、市、区（县）三级模板制作。由于各级政府业

务特点、区域特征、地方特色、宣传角度存在不同需求，如

何在统一管理的基础上，满足网站个性化定制是一个亟需思

考和解决的问题。 

三是数据标准规范不统一，数据整合难度大。由于各级

政府部门网站建设和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缺乏统一数据标

准，资源分类不科学，数据结构不合理，与自治区级平台进

行数据互认、共享、整合实施的工作内容多、难度高，阻碍

平台协同高效的推进。 

三、几点建议 

（一）推进政务新媒体矩阵体系建设。加强政务新媒体

监管。着力构建整体协同、响应迅速的政务新媒体矩阵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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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集权威信息发布、解读回应、政民互动、办事服务为一

体的新媒体矩阵管理平台，向上连接政府网站集约化平台，

实现政务新媒体与政府网站的数据同源、服务同根，向下对

接全区各级政府部门开设的新媒体，实现各类政务新媒体互

联互通、整体发声、协同联动。通过政务新媒体矩阵管理平

台，形成“网、微、端”三位一体的政务新媒体宣传格局。 

（二）体现个性化，打造特色网站。在按照国家标准做

好集约化网站的信息公开、政务服务、互动交流等主题栏目

建设的同时，组建专业平台页面运维团队，因地制宜的开展

各级政府部门网站的模板、专题栏目的定制开发工作。通过

实地调研、视频交流、元素采集等方式，多渠道收集当地历

史、人文、地域资料，制作一批能体现地方特色、地域风貌

定制化模板。结合专题栏目建设的科学规划，从环境治理、

振兴农业、扶贫攻坚、旅游经济等国家关注、老百姓关心的

层面入手，分别为各级集约化网站设计规划专题栏目，以精

品栏目助推打造特色网站。 

（三）以构建统一的数据标准规范为重点，实现数据整

合。结合我区各级政府网站的实际情况，以及集约化平台的

各应用系统的数据结构和特征，构建统一的数据标准规范，

采用人工补录、重新构建、数据治理等三种手段，多路并进

实现数据的汇聚、可用、互认、共享。一是由自治区人民政

府统筹，自治区大数据发展局牵头，各级主管部门全力支持、

配合，按照信息资源统一规范的信息标准格式要求，采用人

工录入的方式对现有网站历史数据进行信息补录。二是对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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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柳州、桂林、钦州、北海、防城港 6个市级平台的信息

资源库进行重新构建，确保新增数据与自治区级平台的信息

资源库数据字段标准一致，实现自治区与市级平台的数据汇

聚和互认共享。三是加大资金和技术投入力度，依托广西电

子外网政务云的计算资源，以基于特定算法的智能化大数据

治理为主、人工数据核对补录为辅的数据治理方式，对现有

网站历史数据进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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