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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中国、数字政府、数字政务建设如火如荼，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9月1日，由北京商报社、深蓝财经媒体智库主办的“如

何打造数字政务的服务力和影响力沙龙”在新闻大厦艺术馆举办，沙龙邀请“产学研媒政”各界人士齐聚一堂，为数字政务建设更好地赋能经济发展提供真知灼见。

北京商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李波涛表示，伴随着新技术、新媒介的革新升级换代，正推动政务服务变得更智能、更便捷，数字政务水平也已成为新时代政府治理和服

务能力的重要标准。今年，经济全面恢复，但疫情之后“80分效应”非常明显，社会心理、经济环境以及传播态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时，网络舆论正逐渐对政府部

门的决策产生影响。在此背景下，希望通过深蓝财经媒体智库的活动平台，为在数字政务建设中扩大政府声音“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建言献策。

企业数字化是政务数据真实化的重要一环
酣客酒业总裁助理 管维旌

“数字化已然成为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
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管维旌表示，
这正在深刻改变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方式、 每个企业的
生产方式、社会的治理与管理方式。

身处企业中的管维旌对政务新媒体有着自己的体
验与感受，在他看来，政务新媒体正越来越多地承担起

数字政府、政务数字化的职责。他表示，“政务新媒体是
数字化发展进程中的产物， 政务新媒体在政府和企业、
个体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链接作用。通过数字化运营和
大数据的帮助， 如今政务新媒体呈现出服务类型多样
化、智能化、人性化和个性化的特点”。

“数字政府对我们企业来说最受益的是办事越来越
便捷，营商环境越来越优化。”管维旌说，近年来，“数据
多跑路、企业少跑腿、服务有温度”已经“肉眼”可见的变
为现实。

管维旌说，依托数字政府建设持续推进，企业查信
息、查政策变得方便的同时，办事流程也实现了电子化，
申请、受理、审批、归档等政务服务已实现全流程电子化。
“我们能收到政府部门精准推送的相关政策、服务资讯。”

同时，管维旌认为，在数字化政府建设的背景下，企
业也应持续迭代更新技术，实现业务流程、企业管理的
数字化，不断提升企业数字化程度，用更准确的数据与
政府相关部门进行对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政务数据
的标准化、真实化、透明化，更好地为企业发展赋能”。

北京商报记者 张茜琦 卓洋/文 张笑嫣/摄

“数字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用数据说话’已
经成为政界、商界、学界等的共识。”让王报换感受最新
的是，最近这些年，走进政府部门的办公室，最常听到的
一句话就是“请用数据说话”； 此外很多大型企业会议
室、大厅、展示厅等，在进行会议分享、内容展示、企业宣
传等时，也会围绕着“用数据说话”这一理念。

王报换分析，从全球治理来看，数字化是社会治理
或者公共治理、公共政策重要发展的趋势，之前叫作科
学化。“其实，所有问题科学化的基础就是数据化。因此，
可以说没有数据化、没有数字化，科学化很难落到实处，
也很难落地落实。”

大数据是一场革命， 庞大的数据资源使得各个领
域开始了量化进程，无论是学界、商界、政府，所有的领
域都将开始量化的进程。王报换指出，“量化的进程就是
数字化。作为数字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政府建设
近年来提速明显。 现在政府政务各方面趋势都是数字
化。而数据化、数字化中的数字力就是使用数字数据来
进行有条理的分析，从而决策、决断的能力，能够将所有
决策迅速使用数字做出合理判断决断的能力就是数字

力的能力”。
对于政务新媒体， 王报换则指出，“在大数据时代、

在数字经济时代， 政务新媒体要更好地引领社会舆论，
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要为政府多解民生之忧，必须
要强化精准思维， 精准思维核心就是要善于用数据说
话，善于用数据讲理”。

政府要通过数字化“从简政到精兵”
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会委员 施星辉

政务数字化带来治理的巨大变革， 其间也面临挑
战。施星辉认为，当下政务数字化在发展水平不一、共享
机制不完善、线上线下一体化协同三个方面还有待进一
步完善。

在各地政务数字化发展水平不一方面， 施星辉表
示，北京、上海、浙江在政务数字化方面相对领先。尤其

是北京，政府部门在政务数字化应用场景方面具有较强
的意识，预计未来将在全国发挥引领作用。然而，各地在
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却仍存在差异。

同时，施星辉指出，各地政府部门在数据共享方面
存在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这限制了一些政策的落实和措
施的到位。

施星辉也特别提到，政府数字化在线上线下一体化
协同机制仍需加强。“政府要求某些流程既要提交纸质
材料，又要提交线上材料，这是政务数字化下一步需要
解决的问题。此外，还有一些流程确实需要面对面办理，
如何将必须面对面的环节与前面的环节真正一体化规
划，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施星辉建议各地政府部门利用数字
化手段，从简政到精兵，以实现政务数字化的内循环和
外服务机制的真正落地，“要强化为企服务意识，真正做
到‘问需于企，问计于企’”。

“优化营商环境还处在进行时，正在路上。”施星辉
建议，“各地政府部门要通过数字化手段，推动‘从简政
到精兵’，反过来，‘精兵才能简政’。”

数字化是社会治理、公共政策重要发展趋势
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 王报换

“打造数字政务的数字力和影响力， 要筑牢数据智
能的底座，确保信息安全、数据安全，确保数据智能分析
能力，把握在自己手中。”梁雪青表示，这就需要充分利
用数据价值，通过及时有效的数据智能分析，让数据真
正产生价值。

“尽管数据本身并未附带价值， 但是如何实现政务
数据的价值，已经有了很多探索。”梁雪青表示，许多大
数据应用模式并不是很有效，主要原因是未对需求和问
题进行深入研究，导致方法和目的不对路，预期和效果
不匹配，“因此，关键要直击需求，提升应用能效，将数据
分析结果和实际业务结合起来”。

在谈到数据如何为数字政务进行服务时，梁雪青认
为， 这背后最关键的是用好AI和数据智能强有力的支
撑，这包括数据存储和分析的能力。由此，就能实现全量
数据智能采集分析和处理，对社情民意热点事件、重大
事件、突发事件实现智能跟踪分析，这样才能更好地助
力政府构建贯穿从底层业务数据编织、到城市大脑创新
升级的智能数据算力底座。

同时，梁雪青认为，中国需要有自己核心的根技

术。在她看来，如果不把根技术做好，即使建设得再
好，“也可能会一夜坍塌”， 国际竞争会导致我们被
“卡脖子”。

因此，梁雪青呼吁，要打造强大的数字政务，基础之
一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根技术，这样才能发展得更好、更安
心，“真正的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

做强数字政务就要让数据真正产生价值
朝阳区工商联副主席、柏睿数据总裁 梁雪青

政务新媒体在ESG领域扮演重要角色
机械工业经济管理研究院企业社会责任ESG促进中心主任 冯雅丽

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社交媒体的广泛普及，
政务新媒体已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冯雅丽
看来，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开放性的平台上，政府机构、企
业和公众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得以加强。然而，这种新型
的传播方式也给ESG（环境、社会和治理）带来了新的挑
战和机遇。

“近年来，ESG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受到越来越多的
关注。对于政务新媒体而言，ESG不仅是一种责任，更是
一种机遇。在政务新媒体领域引入ESG理念，意味着将
新媒体的运营与发展与环境、 社会和治理紧密结合，实
现社会价值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冯雅丽举例说，在环境保护方面，政务新媒体可以
利用其影响力倡导绿色行动，宣传环保理念，引导公众
参与；在社会责任方面，政务新媒体应当成为社会公正、
公平、公开的倡导者；在治理方面，政务新媒体应当以公
开透明为原则，不断完善自身的治理体系。

“政务新媒体在ESG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 它既是
ESG的宣传者、倡导者，也是ESG的实践者和监督者。”
冯雅丽表示，通过积极参与ESG事务，政务新媒体不仅
可以提高自身的公信力和影响力，还可以推动社会可持
续发展，为构建美好的社会作出贡献。

“当然， 政务新媒体在ESG实践中也面临着一些挑
战。”冯雅丽直言，例如信息传播的有效性、网络安全、数据
隐私等问题。“因此，政务新媒体在未来的发展中需不断探
索创新的方法和手段，以更好地应对ESG领域的挑战。”

在几乎所有互联网用户都在使用短视频的情况下，
政务新媒体如何能够把握这一机会， 让政府内容传播获
得更多关注？对此，张鹏指出，政务新媒体要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要加入情感才能与公众更好地连接。

2022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指导意
见》，其中提到要积极构建政务新媒体矩阵体系，形成整
体联动、同频共振的传导格局。据张鹏观察，近年来，各
地区、各部门认真践行网上群众路线，积极运用政务新
媒体推进政务公开、优化政务服务、凝聚社会共识、创新
社会治理，取得了较好成效。

从快手平台来看，截至去年底，快手大概有15000个
政务号入驻和运营。今年上半年，快手用户月活量比去
年的5.87亿人次提升近15个百分点。“这也说明有更多
用户在互联网上，特别是在短视频和直播平台上获取相
应的信息。”张鹏指出。

“这些数据背后的意义则值得深究。”张鹏进一步解
读称，数据增长的背后，一方面是国家基础建设不断地
完善、用户习惯更迭，以及平台繁荣的内容生态建设；另
一方面则是很多政务媒体号在不断地转变。

张鹏指出，作为政务号，它的情感直接影响到公众与
它的连接。除了绝对权威的部门，其他的账号都必须加入
情感，否则就会失去与公众的连接。同时张鹏还表示，政务
号同样需要关注站内热点和合理的跟进。“追热点并不一
定意味着热点低俗化或者娱乐化，只要紧扣各自的工作，
展示正面的形象是可以很好地跟热点相结合的。”

有情感的政务新媒体才能与公众更好地连接
快手科技副总编辑 张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