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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语言模型赋能广西政务服务 
水平提升对策建议 

 

2022 年 11 月，以 ChatGPT 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以其卓

越的可塑性加速多个行业智能化进程，其在政务服务领域的

应用探索已成为发展趋势。目前，广东、上海等多地政府已

在政务领域积极应用大语言模型优化政务服务流程，提升公

众满意度。因此，广西需要结合自身特点，探索提升广西政

务服务水平的大语言模型应用，优化政府管理服务，助力政

府数字化、智能化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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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语言模型赋能政务服务主要发展模式 

（一）购买服务发展模式 

购买服务指政务机构通过企业服务，直接调用市场成熟

的大语言模型产品。例如，上海塘桥街道购买科大讯飞星火

数字社工系统1服务，面向基层城市运行、基层为民服务、基

层社区工作三大领域，实现事件智能分派、居民办事助手等

业务功能。购买服务模式优势在于降低政府财政投入，快速

提升智能化水平，但定制化需求较难满足，同时将政务数据

交由第三方平台处理，安全风险较高。 

（二）定制化发展模式 

定制化指在通用大语言模型底座基础上，结合政务领域

数据和知识库进行训练与微调，将模型部署在政府专有服务

器上。例如，中国电信政务大模型采用“预训练－微调”策略，

在基座模型基础上，利用广东“粤省心”知识库对模型进行微

调，使其更好适应政务场景并具备当地的政务知识。定制化

模式优势在于建设成本相对较低，但政府对于大语言模型的

基础技术掌控不足，存在一定的数据安全风险。 

（三）全流程化发展模式 

全流程化指基于领域专有大数据集从零开始构建内部

生成式人工智能体系，打造政务领域的专属大语言模型，一

般需要强大的资金实力和研发人才支撑。目前国内尚未有省

市采用该发展模式，但未来随着大语言模型技术趋于成熟，

                                                        
1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数字时代治理现代化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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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流程化模式拥有的数据安全保障优势或将在未来成为政

务领域引进大语言模型的首要考量。 

二、广西落地政务服务领域大语言模型应用的现实条件 

（一）基础支撑能力良好 

引入大语言模型是对当前广西智能化政务服务应用的

进一步升级，同时对算力基础提出更高要求。据广西数据主

管部门报告统计，政务领域现有内存资源超 10000TB、GPU

服务器内存超 2000G、出口带宽 31.5Gbps/s，已具备良好算

力基础。将现有算力资源优化调整，可支撑大语言模型 L2

层2在政务领域应用实践与探索。 

（二）政务信息汇聚优势 

政务领域的语义文件、报告、条例法规内容是大语言模

型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广西拥有较为完善的政务数据共享

机制，同时打通各部门与各领域政务信息合作的渠道，将全

区市县区 9486 个单位串联，累计共享超 460 亿条信息资源，

为大语言模型训练提供有力数据支撑。 

（三）政务服务能力再提升 

为实现“提供一站式便民服务、个性化特色服务，方方

面面满足群众和企业的政务服务需求，少跑腿、好办事”，

广西相继推出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智桂通等政务服务智能

化应用并获得显著成效。广西拥有良好的政务服务应用基

础，也有不断提升广西政务服务能力的发展需要，为大语言

模型在政务服务中的广泛应用提供优渥的土壤。 
                                                        
2 专注于具体的应用场景或特定业务提供的模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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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广西建设大语言模型政务服务应用的困难与挑战 

广西处于建设政务服务大语言模型应用的初期阶段，面

临当下困难与长期挑战。 

在当下困难方面，结合广西自身实际，应采用定制化模

式与企业合作获得通用大语言模型底座。但不同应用场景所

需模型的侧重不同，例如面向公文写作着重规范性表述，群

众咨询服务着重条例理解与语义理解表达，面向政务人员决

策着重对应领域专业性与准确性，若仅使用一个通用模型较

难同时在多个专业场景表现出色。 

在长期挑战方面，一是现有基础能力较难支撑未来发展

需要。在未来三至五年，广西随着大语言模型在政务领域的

探索与应用不断深入，不仅需要建设运行多个 L2 层应用，

也需要逐步提升自主研发 L13层的能力。这对计算模型所需

的算力、内存带宽、内存容量和通信数据量提出更高要求。

以 30 天训练完成一个 70 亿量级模型为例，需要使用超 2000

台当前领先的 GPU（图形处理器）满负荷运行，同时采用数

据并行、流水线并行等多种方式解决 GPU 内部的通信限制4。

而未来广西的政务数据训练可达百亿甚至千亿量级，现有软

硬件基础较难实现。二是专业人才不足。自主研发、运行维

护 L1 层大语言模型需要几十至上百人的专业团队，而相较

之下广西培养大语言模型专项技术人才进展缓慢，就业市场

需求增长乏力。2023 年广西大学、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广西
                                                        
3 自主使用政务数据训练政务大模型 
4 知乎专栏，《大模型操作系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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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硕士招生 65 人、33 人、50 人5。同

时，2023 年广西人才网中 IT/技术类职位的人才需求分别为

2332 人、1633 人、1487 人、1093 人6，连续四个季度下滑，

其中人工智能/算法类需求每季度不足 40 人。随着广西建设

大语言模型的不断深入，对相关技术人才需求将大幅提升，

在未来可能出现人才断层。 

四、广西建设大语言模型政务服务应用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应用场景梳理 

为更好地满足不同应用场景需求，需在通用大语言模型

底座上建设多个专业化的大语言模型应用。数字政府、智慧

政务、智能问答、咨询互动、政策决策、公文写作等领域均

可挖掘应用场景，以下提出三个不同专业化模型场景建议。 

一是在党政机关工作场景，综合办公平台中加入公文智

能模型。综办平台核心内容是各类公文的上传下达，内容表

述严谨、格式固定，上传时因未有用于不同场景的公文模板

仍需个人编写，下达时从多附件、长文件中捕捉核心内容，

均耗费较多时间且难以保持准确，因此建议建设公文智能模

型。该模型可具备以下能力，自动化生成公文，依托强大的

语义分析能力和深层次的理解能力，根据输入的信息自动生

成符合格式要求的公文草稿，提高公文写作的效率和准确

性。辅助审查和修改公文，对已写好的公文进行语义分析和

语法检查，帮助发现和修改存在问题，确保公文准确、合规。
                                                        
5 广西大学、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广西民族大学研究生招生公示数据整理 
6 广西人才网，《2024 年第一季度广西人才网人才供求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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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推荐公文模板和用语，根据历史数据和用户需求，推荐

符合场景和要求的公文模板和用语。帮助用户更快地找到合

适的写作风格和表达方式，提高公文写作的效率和质量。 

二是面向群众服务场景，建设“一网通办”智能模型。

群众前往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网站的核心诉求是咨询

解决自身遇到问题的方式，更多时候群众对于问题归类比较

模糊，而当前网站提供的智能问答功能对热门问题尚未能够

全覆盖，对模糊提问的索引不足，影响整体咨询体验，因此

建议建设“一网通办”智能模型。该模型可具备以下功能，

智能问答，回答群众关于政务服务的问题，引导群众了解办

理流程、所需材料等信息。智能推荐与填报，根据群众的历

史行为和需求，推荐合适的政务服务事项和填报模板，并自

动填充部分信息，减少重复输入。智能审核与辅助决策，对

申请材料进行智能审核，判断材料的完整性和合规性，为工

作人员提供辅助决策支持。 

三是在城市综合管理场景，建设“一网统管”智能模型。

“一网统管”的核心任务是提高城市运行效率和风险防控能

力，在实际工作中常处理突发事件、社会舆论等问题，具有

较高的时效性。而目前实时监控—突发告警—应急处置之间

响应能力仍有提高空间，因此建议建设“一网统管”智能模

型。该模型可具备以下功能，在城市运行监测与预警方面，

对城市运行数据进行实时监测和分析，发现异常情况并及时

预警，为决策和应急响应提供支持。在社会治理方面，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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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社会治理数据的挖掘和分析，发现社会问题的热点和趋

势，为政府部门提供社会治理策略建议。在智能决策支持方

面，通过对历史数据和政策效果的分析，为决策者提供科学

的决策依据和建议，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二）加强政务大模型生态建设 

一是持续夯实基础设施建设，合理配置现有软硬件资源

释放资源潜力，同时建设数据中心，通过配置高性能计算机

和存储设备，构建规模技术领先的、绿色低碳的智算算力集

群，为大规模数据处理提供保障。二是加强人才培养与技术

创新。通过举办技术峰会论坛、开展合作项目等方式提升技

术人员的技术水平和应用能力，举办政务大模型创新大赛鼓

励高校和社会积极探索新技术、新方法应用，以提高模型的

性能和精准度，吸引更多人才选择人工智能专业研究，刺激

就业市场相关人才需求。三是强化政民互动交流与合作参

与。通过自然语言交互的方式与民众进行互动，提供便捷的

信息查询和业务办理服务。同时根据民众的反馈意见，改进

和优化模型的功能。 

 

 

（执笔人：陈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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