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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动态简讯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推进"互联网+ 政务服务"开展信息惠民试点实施

方案》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教育部、公安部、民

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务院

法制办、国家标准委等 10 部门《推进“互联网+ 政务服务”开展信息惠民

试点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要加快推进“互联网+ 政务

服务”，深入实施信息惠民工程，构建方便快捷、公平普惠、优质高效的

政务服务体系。 

《方案》提出，要以解决群众办事过程中“办证多、办事难”等问题为核

心，运用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加快推进部门间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

简化群众办事环节，推动实现 3 个转变：变“群众跑腿”为“信息跑路”、

变“群众来回跑”为“部门协同办”、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 

大数据的法律挑战和建议 

1 引言 

“大数据”将深刻地改变社会治理、企业决策和每个人的生活，它给传统法律

制度带来的挑战甚至可能超越此前互联网的产生所带来的冲击，在法律领域带

来了革命性的影响。 

1.1 “数据”和“信息”的法律意义 

“数据”具有原始性、基础性。数据是对信息数字化的记录，其本身并无意义；

信息是指把数据放置到一定的背景下，对数字进行解释、赋予意义。数据是基

础，经过加工成为信息和知识。 

我国目前的立法中，分别有对“数据”和“信息”的规定。2012 年《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以下简称《人大决定》）

中规定：国家保护能够识别公民个人身份和涉及公民个人隐私的电子信息。 

1.2 适用于大数据的现有法律规定 

“数据”具有资产性，这一点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共识。同样，数据对于不

同的主体具有不同的价值属性。数据所具有的资产属性要求保护其所代表的经

济利益以及背后的基本权利，同时也要关注数据的安全，既包括个人和企业数

据的安全，也包括国家层面的网络安全、信息资源的安全。数据在处理过程中

涉及很多环节，数据最初的产生、收集、存储，后续的处理、传输和分析，把

它们笼统地分为两个阶段，即数据的收集阶段和数据的使用阶。 

技术的发展带来了难题，同时又开出了药方。大数据给人类带来了挑战，

也带来了新时代的曙光。人类终将受益于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在即将到来的智

能时代获得更大的自由和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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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明确了三方面重点任务。一是简化优化群众办事流程。全面梳理涉

及群众办事的政务服务事项，以公民身份号码作为唯一标识，形成居民个人

电子证照目录，建设电子证照库，推动群众办事的“一号”申请，实现“一

号”为居民“记录一生，管理一生，服务一生”。二是改革创新政务服务模

式。以统一的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和政务服务信息系统为支撑，推进线上线下

一体化管理， 实现政务服务事项的“一窗口受理、一平台共享、一站式服务”，

逐步实现就近能办、同城通办、异地可办 。三是畅通政务服务方式渠道。整

合各部门孤立分散的政务服务资源，拓展“互联网+ 政务服务”渠道，构建

群众办事统一身份认证体系，推进群众网上办事“一次认证、多点互联”，

实现多渠道服务的“一网”通办，同时做好政务服务个性化精准推送，为公

众提供多渠道、无差别、全业务、全过程的便捷服务。 

《方案》提出了“两年两步走”的实施步骤，以 80 个信息惠民国家试点城市

为试点单位，通过两年左右时间，实现“一号一窗一网”的目标，服务流程

显著优化，服务模式更加多元，群众办事服务满意度显著提升。2016 年，在

试点城市内基本实现政务服务事项的“一号申请、一窗受理、一网通办”。 

《方案》强调，各有关部门、地方要切实保障各项措施落实。一是加强组织

领导，强化协同推进；二是创新体制机制，健全标准规范；三是加大财政支

持，倡导政企合作；四是完善考核制度，接受群众监督；五是加强信息安全，

保护公民隐私。 

科技简讯 

用"互联网+政务"打造智慧政府 

目前，我国政务公开的工作虽然一直在进行，但是与时代的要求、人民

的期盼还有相当距离。尤其是把网络强国上升到了国家战略以来，新时代、

新形势也给政务公开带来新的机遇，各级党委政府应当顺势而为，抓住机遇，

积极推进政务公开，破解其中的难题。 

政务公开理念有待进一步强化。目前，仍存在一些部门和地方对政务公

开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的情况。政务公开的实质是权力行使公开，这

是公共权力的基本属性。政务公开最重要、最根本的是透视权力，让权力运

行透明，让权力体制透明。只有提高对政务公开实质的认识，才能在实践中

推进政务公开的深入发展。政务公开体制性障碍仍然突出。政务公开本质是

将政府权力运作实施的过程公开透明，将其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是一种民

主的管理制度。 

新的历史时期赋予我们更先进理念与技术。各级政府要善于运用现代信

息技术，发挥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创新驱动作用，解决政务公开中存在的问题，

突破政务公开的发展瓶颈。这是历史发展趋势使然，也是政务公开发展到一

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还搭建政务数据后台。通过互联网对政府服务进行变革，注重盘活数据,

就可以将数据转化成巨大的生产力。政府可以借助互联网企业的云计算平台

为其搭建政务数据后台，将原本留存在政府各个部门互不连通的数据归集在

一张网络上,形成统一的数据池,实现对政务数据的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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