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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助力我区深入推进政策兑现对策建议 
 

惠企惠民政策兑现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能够

提振企业发展信心、增强群众获得感，进而推动新质生产力

的发展。近年来，我区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

技术，建设了广西惠企惠民政策兑现平台（以下简称政策兑

现平台），通过优化惠企惠民政策兑现流程，发挥数据赋能

作用，在政策兑现主动服务、精准服务方面取得初步成效。

然而，与浙江、广东等省份相比，我区政策兑现在数据汇聚、

技术赋能、平台利用等方面还存在不足，亟待强化数据、技

术等支撑能力，进一步提升我区营商环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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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数据助力政策兑现工作成效初显 

（一）数据汇聚类型和总量不断提升 

政策兑现工作涉及政策发布、申报、审核、公示和资金

拨付等环节。我区不断深化政策公开，推动各级惠企惠民政

策统一在政策兑现平台汇聚和发布，助力解决政策获取渠道

“广而散”问题，目前已形成“政策库”“事项库”“企业画

像库”。一是汇聚各级政策形成“政策库”。通过整合各类政

策信息发布渠道，统一在政策兑现平台发布各级各部门出台

的政策。截至 2024 年 11 月中旬，平台已发布国家政策 624

条、自治区政策 767 条、地级市政策 1827 条（见图 1），涉

及科技、商务、人社、教育、发改等领域。二是汇聚政策事

项形成“事项库”。为便利企业和群众申报政策，对政策拆

解形成可办理的事项，并统一在政策兑现平台发布，打造形

成“事项库”。目前，平台已发布事项 18857 条，支持领域

覆盖减税降费、社会救助、就业创业等 18 类（见图 2），为

政策精准推送提供可靠数据支撑。三是汇聚企业信息形成

“企业画像库”。依托广西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整合市场主

体的市场监管、资质、信用、行政处罚等多源数据，对企业

全生命周期进行标签化处理，构建形成“企业画像库”。目

前，平台已汇聚我区约 430 万市场主体的画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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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国家、自治区、各设区市的政策数量分布 

 

图 2  各领域的事项数量分布 

（二）技术赋能实现政策匹配和精准推送 

对政策兑现平台汇集的多源数据，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

政策匹配、精准推送、“免申即享”等功能，并取得初步应

用成效。一是“政策计算器”助力企业快速查询获取政策。

通过建立“企业画像库”的企业标签与“事项库”的事项信

息之间的关联，有效支撑“企业找政策”功能的实现。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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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台搜索框中输入企业所在地区和名称，即可查询匹配出

符合申报条件的政策事项。目前，“政策计算器”已支撑查

询可享受政策的扶持资金累计超过 1 亿元。二是政策精准推

送助力企业群众无感获取政策信息。对政策兑现平台“事项

库”中事项进行标签化处理，通过事项标签与“企业库”中

的企业标签以及个人标签进行匹配，进而通过短信、站内信

等形式向企业、群众推送惠企惠民政策，实现“政策找人”。

目前，政策兑现平台已向企业或个人推送 5.14 万条消息。三

是政策“免申即享”助力提升企业群众获得感。在政策精准

推送的基础上，通过优化政策审核、结果公示和资金拨付流

程，让“数据多跑路，群众不跑腿”，推动实现符合条件的

企业免予申报、直接享受政策。截至 2024 年 11 月，依托政

策兑现平台，实现“免申即享”政策事项数累计达 2949 个。 

二、大数据助力政策兑现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数据汇聚不全面 

当前我区政策兑现工作主要依托政策兑现平台开展，但

目前平台汇聚的政策数据、企业数据等还不全，影响政策匹

配、推送的精准度。一是平台发布政策不全面。由于政策配

套资金保障不足、政策制定不够合理，不同程度地存在政策

“只印发、不通知、不挂网、不落实”问题，一些政策尚未

统一在政策兑现平台发布，导致一些地区的惠企惠民政策未

能及时落实到位。二是企业画像相关数据共享不全。目前平

台需要市场监管、税务等跨部门数据构建企业画像，但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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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数据未能充分共享，特别是企业纳税信息、知识产权等

数据尚未全量归集，影响惠企政策匹配、推送的精准度，无

法保障政策信息能推送给最相关最需要的企业。三是资金拨

付相关数据尚待贯通。目前政策兑现平台虽已和财政支付系

统实现对接，但奖补资金的支付数据未能贯通，导致线上全

流程兑现还未真正实现。 

（二）技术应用不充分 

在政策发布、申报、审核、兑现等环节，人工智能、区

块链等技术的应用有待深化。一是人工智能在政策兑现工作

中的应用不够深。目前政策收集、梳理仍较依赖于人工，在

政策拆解、企业信息标签化、事项标签化等环节，人工智能

技术的应用不足。在智能问答方面，虽然建设了政策机器人，

但智能化程度不高，大语言模型等技术还未在平台获得充分

应用。二是区块链技术尚未应用于政策兑现工作。浙江台州

“政企通”平台应用区块链技术确保资金审批兑付信息无法

篡改，实现财政专项资金的流向清晰、记录可信、责任到人、

便于审计。但受建设周期、资金等制约，我区政策兑现平台

尚未引入区块链技术保障资金审批兑付的安全性。三是标准

规范缺乏导致技术落地难。政策兑现平台作为我区政策落地

兑现的“总门户”，政策制定、落地兑现的标准还没有统一，

无法依据统一标准对政策文本进行有效分析，影响了政策梳

理发布进度。此外，数字技术赋能政策兑现的场景建设不足，

导致通过平台开展政策落地兑现方式尚未惠及多数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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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息化平台应用力度不足 

政策兑现平台的政策发布系统虽然已推广近两年，但在

企业侧和政府侧依然存在应用不足问题。在企业侧，依托政

策兑现平台申报政策的企业还不多。部分企业对平台的知晓

度、关注度较低，截至 2024 年 11 月，平台企业用户数量约

1300 个，与广东财政惠企利民服务平台的 36.58 万个单位注

册量存在很大差距。在政府侧，部分单位对于依托平台开展

政策兑现工作的积极性不足。部分单位对惠企惠民政策兑现

工作重视程度不够，未实行专人专岗工作责任制，业务部门

在推进惠企惠民政策落实过程中存在“放一放”“缓一缓”“审

一审”等现象，惠企惠民政策事项梳理发布工作滞后，导致

各级惠企惠民政策尚未在平台实现全量发布，企业、群众无

法通过政策兑现平台及时获取、享受政策红利。 

三、对策建议 

（一）加强部门间沟通协调，推动数据全量汇聚 

不断完善跨部门数据共享机制，建立健全政策发布和监

管机制，探索制定惠企政策全生命周期管理办法，对惠企政

策制定、发布推送、申报兑现、评估问效等全流程环节进行

管理，从而促进各级政策汇聚。推动广西一体化智能化公共

服务平台的公共数据与政策兑现平台的“企业画像”对接联

动，不断完善“企业画像库”，迭代升级“政策计算器”，提

升政策快速匹配、精准推送的准确度。推动建立政策兑现效

能分析制度，定期对各地各部门的政策发布、政策兑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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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汇聚等情况进行巡检。加快推动政策兑现平台与财政系统

的资金拨付数据全面贯通，真正实现政策申报、审核和资金

兑付“一个平台对外”。同时，各地财政部门需加强对已制

定政策的兑现资金保障，严格把控惠企惠民政策资金的使用

范围和拨付流程，确保“专款专用”。 

（二）加强新技术应用探索，推动技术深度赋能 

探索制定惠企惠民政策地方性标准、线上服务规范等，

对政策文本以统一标准数据化处理后纳入平台，实现政策条

款信息从文本到数据化归集，减轻政策梳理发布的工作量。

探索将自然语言处理、人工智能、知识图谱等技术应用于政

策梳理、申报审核、线上答疑等环节，创新构建政策推演 AI

算法，提升政策机器人智能化水平，促进政策梳理工作从“全

人工”向“半人工”转变。探索利用隐私计算、区块链等技

术解决政策申报、兑现过程中存在的数据共享、数据篡改问

题，提高政策兑现平台的公信力。推动建立根据受众群体、

兑现规模、预期成效等因素进行政策制定的“预先推演”机

制，破解政策难以精准扶持重点产业、奖补资金设立与实际

兑现资金需求脱节问题，推动惠民惠民政策高效兑现。 

（三）加强平台化服务推广，推动平台广泛应用 

在政务服务大厅、智桂通等平台加强对政策兑现平台的

宣传，探索设立“政策推介官”“首席政策官”，积极动员企

业通过政策兑现平台申报政策，让企业知晓会用平台。推动

各级政策落地兑现部门按照“谁制定、谁梳理、谁解释、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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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的原则，围绕减税降费、社会保障、就业服务等重点

领域，及时利用政策兑现平台开展惠企政策事项发布、变更、

审核、兑换等工作，从而发挥平台对优化营商环境的促进作

用。利用平台的精准推送、“免申即享”功能，推动更多财

政资金奖补类政策进驻政策兑现平台，推进更多适配政策及

时送达匹配企业、群众，促使更多企业和群众在线申报政策，

提升平台的使用率、兑现率。依托平台的政策监管统计管理

模块，加强对惠企惠民政策兑现工作的监督管理，确保已发

布的政策措施真正落地见效。 

 

（执笔人：杨武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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