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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助力破解政务数据共享开放难题 

 

当前，我区正加快构建政务数据共享开放体系，已基本

实现政务数据“一池共享”，但政务数据共享开放仍存在数

据互信、隐私保护、数据安全等方面的诸多问题，政务数据

资源价值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加快推进区块链技术与政务数

据共享开放深度融合，是提升数据安全共享开放水平的重要

途径，对破解政务数据有效共享开放难题，激发数据要素应

用价值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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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地“区块链+政务”的顶层设计与应用实践 

（一）顶层设计不断完善 

“十三五”时期，全国 11 个省区市出台“区块链+政务”

专项政策，将区块链技术作为政务数据共享和开放的关键技

术，促进政务数据在数据要素市场的应用，释放数据要素的

价值和活力。全国 11 个省区市将区块链写入“十四五”发

展规划，提出“建设统一区块链基础设施，推动政务数据在

物流仓储、金融服务、产品溯源、城市管理、政务服务等领

域开展创新应用”。北京市出台了《北京市区块链创新发展

行动计划（2020—2022 年）》，提出推进基于区块链的政务

服务共性基础设施建设，助力政务数据跨部门、跨区域可信

共享，提高业务协同办理效率；江苏省出台了《关于加快推

动区块链技术与产业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建立基于

区块链技术的政务数据共享平台，促进政务数据跨部门、跨

区域的共同维护和利用；贵州省出台了《关于加快区块链技

术应用和产业发展的意见》，提出依托“区块链+政务”，

建立政府主导的联盟链，实现数据变化实时探知、访问全程

留痕、共享有序关联。 

（二）各地积极探索“区块链+政务”应用落地 

北京市“区块链+政务服务”落地 140 个区块链应用场

景，平均减少材料 40%，打通了传统数据共享模式难以共享

的 310 余项数据。设立首贷服务中心，建设中小微企业确权

及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和企业电子身份认证信息系统，企业

填报数据减少 80%、银行开户时间节约 40%；上海市利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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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链等技术搭建“市民云”一站式公共服务平台，将“随申

办、市民云”作为移动端总入口，提供智能楼宇、智慧化社

区和智能家居一体化专业服务，受到市民的广泛欢迎；甘肃

省利用区块链等技术，搭建工业经济运行监测平台、中小企

业公共服务平台等 7 个专业技术服务平台，助力全省疫情防

控和复工复产工作；河北衡水将区块链技术应用到防贫工

作，率先在全省建立起可自动预警的防贫监测预警系统，把

各地防贫信息和监测信息的上报、管理及部门支出记录统一

纳入到系统，打破部门间的数据壁垒。 

二、我区“区块链+政务”发展现状 

（一）政策力度持续加码 

2019 年，自治区党委、政府出台《关于实施强首府战略

的若干意见》，推动区块链等重点项目在南宁布局，推进区

块链技术与政务数据在各领域深度融合。2020 年，数字广西

建设领导小组相继印发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块链产业与应

用发展规划（2020—2025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块链产

业与应用发展指导意见》，提出依托区块链技术推进政务数

据共享开放，着力优化政务服务、提升治理水平。 

（二）创新平台加快建设 

2020 年 9 月，中国—东盟区块链创新中心揭牌，依托区

块链技术，以“平台+生态+运营”的模式，构建区块链产业

创新应用服务体系，推动区块链技术与经济社会融合应用。

2021 年 4 月，中国—东盟区块链公共服务平台（简称“桂链”

平台）在第四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正式发布，并全面启动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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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国家级区块链基础设施“星火·链网”。目前，已打造“区

块链+电子证照”、“区块链+司法存证”等示范应用。 

（三）应用场景不断拓展 

一是脱贫攻坚方面。广西三江电商公共服务中心运用

“区块链追溯+电商扶贫”模式，建立了三江县农特产品区

块链防伪追溯监管平台、扶贫大数据和溯源大数据分析平

台、溯源二维码查询系统、贫困户二维码系统等多个应用系

统，形成一户一码、一村一码，将产品溯源与扶贫相结合，

助力三江县脱贫致富；二是商品溯源方面。自治区市场监管

部门综合运用市场监管数据，构建食品安全追溯平台，充分

发挥市场监管职能作用，切实保障广西螺蛳粉特色产业高质

量发展，助推“区块链+螺蛳粉”产业做强做大。三是行政

审批方面。立足于“桂链”，搭建全区统一电子证照系统，

基于区块链不可篡改、环境可信的特点，实现关键信息留痕，

数据流转全程可追溯。目前，证照库已汇聚电子证照类型 421

类，汇聚证照数据 1.2 亿条，预计 2023 年底实现 620 类、3

亿条电子证照汇聚并上链，开展不低于 100 个电子证照应用

场景。四是数据安全方面。依托区块链技术保障用户隐私，

以公私密钥的形式验证和确认数字身份信息。同时，交易行

为全程留痕，交易信息不可篡改，有效保障数据安全。 

（四）我区政务数据共享开放存在的问题 

在推进政务数据共享开放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突出问

题，可利用区块链技术可溯源、不可篡改、去中心化等特点

加以解决。一是数据流动风险较高。根据《广西政务云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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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态势监测月报》统计，广西政务云网每月被攻击超 40 万

次，其中 2021 年 11 月发生攻击行为超过 66.9 万次，较 10

月增加了 17.93 万次，99.99%的攻击行为皆被拦截。但由于

数据可追溯性差、加密技术不完善等问题，数据流动风险依

然存在，政府部门之间不敢进行数据共享。二是隐私保护有

待提升。政务服务数据使用过程中，存在户籍信息、纳税情

况、出入境数据、交通数据、住宿数据等隐私数据泄漏的问

题。据统计，个人信息泄漏占所有数据泄漏事件的 60%，业

务信息泄漏在数据泄漏事件中占比为 37%。三是业务梳理难

度大。全区自建和统建信息系统超过 1000 个，涉及自治区、

市、县、乡镇四级政务服务事项 30 万项。业务流程复杂，

涉及跨部门、跨系统数据调用，利用区块链技术改造现有的

流程难度大。 

三、对策建议 

（一）完善区块链政务应用的顶层设计和标准规范 

一是持续加强政策扶持。设立“区块链+政务”发展专

项资金，鼓励我区信息技术领域企业加大运用区块链技术在

政务服务领域的应用实践，针对实际需求开展资金支持和引

导，发挥切实有效的作用。二是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准规范。

“政务上链”处于快速发展期，加强管理部门、企业等参与

者通力合作，统一技术标准。三是加强政策落地管理。加强

政策宣传，定期听取企业和群众对政策落实的意见建议，针

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调整和完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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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区块链基础设施平台建设，深化融合应用 

一是充分发挥“桂链”平台基础优势，搭建基于区块链

技术的可信政务链。对接广西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提供

政务数据资源上链管理和安全可信流转服务，打造“数据保

险箱”广西样板，实现政务数据可信可溯源共享开放。二是

建立“政务数据上链+主体链上授权+社会链上使用+全程可

溯监管”的政务数据共享开放新模式。强化数据汇聚、数据

融合治理、数据分析挖掘、数据全链路监控等数据长期运营

所需的全流程能力支撑，安全有序推进政务数据安全共享开

放应用。 

（三）提升“区块链+政务数据共享开放”思维意识 

加大对各地各部门利用区块链技术助力政务数据共享

开放宣传力度。政府部门应成立专门的宣传普及小组，以新

兴媒体为载体，定期开展“区块链+政务”专题培训，加大

对区块链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引导各地各部门对区块链技术

的认知，增强利用区块链技术推进政务数据共享开放的思维

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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