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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行为导向的核心意义在于行为范式的普遍适用性与稳定

性、结果的社会效益性与可预期性。

（二）制度的一般结果预期

制度通过定义行为准则形成行为导向来减少结果的不

确定性。[13]尤其是通过政策、法律而建构起来的，通过侦

查、检察、审判、监察等机关促进实施的国家正式制度体

系，除了能够保障制度目的实现，还有助于制度引导下的

社会普遍价值观的形成，从而进一步促进被期待预期结果

的实现概率。制度中行为所产生的结果，需要制度化的规

范予以保障及维护，这是制度化本身的应有之义。

制度化通过确定的规范对于已经产生的行为结果予以

肯定，并保障结果的稳定及其效益归属，用以彰显制度化

存在对于制度内主体目的的支持。同时，为了维持制度化

的持续推行、增强制度化的生命力，制度化需要根据相关

主体的需求变动、制度化推行的外部环境的变动等，对于

制度进行能动调整，以便于真正实现对于制度性结果的保

障及维护。

制度化建设的实践路径完善

构建跨层级统筹建设管理体制与整体联动机制，有助

于解决中国数字政府建设难以有效统筹的问题，[14]“弹性化

界面运作形态”，[15]也需要可以带动多元化治理行进的制度

的有效跟进，尤其是“数字政府建设表面看也许是个技术

问题，但实质上看仍然是对权力的态度问题”，[16]因此，制

度化建设尤显重要。

（一）制度化落实数字政府建设目标

制度化建设首先要做到明确数字政府建设的目标，即

为什么要进行数字政府建设。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经历了以

精简机构、降低对微观经济的政府干预、建设公共服务体

系、加快职能转变为重点的渐进式转变历程，[17]以建设人民

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作为总目标。

1、制度化落实职能转变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以简政放权实现

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数字政府建设要在实现“放管服”

改革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数字政府制度化建设需要在进

一步促进“服”的前提下，推进“放”和“管”在数字政

府服务中的落实。结合权力清单制度，制度化推动各级政

府权力清单中的各项权力切实落实在数字政府的服务内容

中，逐步推进权力清单中的政府层级权力与数字政府服务

逐一对应。让百姓看得到的每一个“服”，享受得到的每

一次数字化“服”的便捷高效都有“放”和“管”的制度

化作为支撑，也让每一个“放”和“管”都可以制度化地

通过百姓看得到、享受得到的“服”得以落实。

2、制度化落实国家行政体制完善目标

以信息化作为技术驱动的数字政府建设跨越了传统政

府的物理形态与地域限制，增强了对于治理主体多元化以

及治理内容跨部门、跨区域衔接的现实需求。数字政府建

设应该体现国家机构职能优化协同高效的着力点，以信息

化形式助力行政决策优化、行政执行、行政组织、行政监

督体制优化。以数字化创新行政管理和行政服务方式，及

时汇集各地数字政府建设中已经取得的有效经验，加快建

立国家层面与地方数字政府建设的统筹协调制度，理顺国

家与地方、各地方之间的协同发展关系，制度化推动政务

数据有序共享，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 

（二）制度化落实数字政府建设任务

1、完善数字政府标准化建设制度

一是合理明确中央与地方数字政府建设的具体工作内

容，形成政府信息化建设基础设施、基础数据资源、信息

技术等在国家的统一框架内实现一体化标准，进而在统一

制度框架与标准下再兼顾地方信息化特性，用以提高数字

政府建设的整体化效率，降低不必要的重复与难以统筹协

调的资源耗费。

二 是 加 强 对 政 府 部 门 数 据 的 国 家 统 筹 管 理 ， 建 立 政

府部门和事业单位等公共机构数据资源清单，依托权力清

单统一政务事项上网名称、办理机构、事项类别、办理流

程、办理路径、收费标准。

三 是 推 动 电 子 政 务 服 务 事 项 优 化 受 理 与 办 理 流 程 ，

运用集成化理念，打破办事部门、受理窗口的物理界限，

建立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规范。四是统合政务服务平

台 ， 实 现 重 要 领 域 公 共 数 据 资 源 合 理 化 、 适 度 化 、 有 序

化、规范化、安全化地向社会开放。

2、完善政务数据持有、开发、使用规范化制度

一 是 整 合 政 府 已 持 有 数 据 ， 对 可 能 涉 及 政 府 涉 密 数

据、个人隐私数据，影响到国家、社会、公民利益的尤其

需 要 审 慎 对 待 ， 明 确 数 据 类 别 ， 明 确 数 据 持 有 单 位 ， 实

　　以信息化作为技术驱动的数字政府建设跨越了传统政府的物理形态与地域限
制，增强了对于治理主体多元化以及治理内容跨部门、跨区域衔接的现实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