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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篇——数字政府政策与文献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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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政府建设是推动政府治理体系全局性、整体性变革的关键抓

手。党中央高瞻远瞩的科学谋划与地方政府数字治理改革的良性互动，

使得我国的数字政府建设呈现出从自为到自觉、从试点探索到全面铺

开、从蹄疾步稳到加速演进的发展特征。数字政府建设驱动的政府治

理变革，正在成为提升政府治理绩效，实现政民良性互动，于危机中

育先机、从变局中开新局的关键举措。数字政府概念随着数字技术的

发展而日趋复杂，且总体上呈现出技术、组织、制度等层面的渐序深

化。数字政府不仅渗透于微观组织管理层面，更多是宏观制度治理层

面的变革。

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发展历程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上

世纪九十年代起，伴随计算机、传真等硬件与相应办公软件进入政府

工作环境，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大大提升；第二阶段自本世纪初开始，

各政府部门积极推进与完善相应线上政务系统建设，我国线上政务平

台建设渐成体系；伴随通讯技术与人工智能科学发展，当今数字政府

建设要求已逐渐向可满足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倾斜，更注重政府

的“服务性”职能体现，鼓励运用新兴技术，共享数据资源，以民生、

产业“智慧化”为建设目标。

1.1 我国数字政府与数据要素政策协同发展

1.1.1 数字政府相关政策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全局出发，准确把握全球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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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特点，围绕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大数据战略等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

署。加强数字政府建设是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建设

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基础性和先导性工程。2022 年 6 月，《关于加

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由国务院正式发布。（国发〔2022〕14

号），为我国下一阶段数字政府建设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我国数字政

府建设 2025 与 2035 的“两阶段”目标，明确了数字政府建设的各方

面重点任务。“数字政府建设”多次被写进国家发展五年规划。对不

同时期国家相关政策的列示可以发现，不同时期政策具有不同特点。

数字政府建设的初期大力推进依托互联网平台的政府内部体系建设，

提高政府内部办事效率，依托平台建设，通过“政务公开”等方式促

进公众监督，提升政府公信力水平，如国务院办公室发布的《关于开

展依托电子政务平台加强县级政府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试点工作的意

见》（国办函〔2011〕99 号），指出监察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

预防腐败局要联合编制依托电子政务平台加强县级政府政务公开，加

强对电子政务平台建设的指导。在完善平台建设中，国家对相关的技

术应用进行了规范性指导，如《关于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

通知》（国发〔2016〕51 号），对数据安全与各部门数据权限问题进

行了明确的规范与说明。伴随“大数据”“云服务”技术飞速发展，

数字政府建设已从国家层面进行统筹发展规划，国务院办公室 2021 年

印发的《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指南的通知》（国办函〔2021〕

105 号）精神指出：要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加

强数据汇聚融合、共享开放和开发利用，促进数据依法有序流动以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