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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科技风险视阈下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立项号：20BZZ067）

◎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系统重点调研课题“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的技术产业化法律制度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立项号：2021DXXTZDDYKT092）

2000年，当时的福州大学副校长、欧亚科学院院士

王钦敏提交了《“数字福建”项目建议书》。时任

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于10月12日作出长篇批示，批准

了建设“数字福建”的战略决策，并提出“数字化、网络

化、可视化、智慧化”的建设目标。2002年，习近平同志

又提出了以应用为重点的“数字福建”建设命题，引领福

建省从信息化全局出发，在众多开展数字化建设的省份中

脱颖而出。[1]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

式上提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这是我国“数字中国”

概念被首次正式提出，标志着我国政府推进信息化建设走

向新阶段。 [2]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世界互联网

大会的贺信中进一步提出“数字经济”的概念。[3]党的十九

大报告第五条“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论述之下，再次将建设“数字中国”作为加快建设创新型

国家的一项重要指标。[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第五

条“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构建职责明

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部分指出，要“推进数字

政府建设，加强数据有序共享，依法保护个人信息”。[5]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信息时代发展大势，

将信息化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紧密结合在一

起，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研究现状

现阶段我国针对数字政府制度化建设的研究散见于政

府电子政务、数字政府建设等研究成果之中，内容主要涉

及国外成功经验与国内实践现状的分析研究两个方面。相

关研究成果指出，从国外数字政府建设的成功实践来看，

美国数字政府建设通过颁布系列行政法令、签署总统备忘

录等形式构建了数字政府治理体系，保障社会公众可以以

最为便捷的方式获取政府的优质政务服务。 [6]英国数字政

府建设十分注重将政策制定与数字服务的具体内容联系起

来。[7]新加坡数字政府建设一方面以制定包括数字政府建设

战略、与数字政府建设相关法律法规推动国家数字政府建

设，另一方面还制定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律法规体系，

用以保障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的公民隐私权与数据安全。[8]

制度化在实践中被应证了有助于“公民即用户”导向

下的顶层设计、制度建设、平台搭建、最佳用户体验终端

的整体实现，[9]有助于数字政府建设在监管下实现规范化、

效率化，最终促成数字政府建设达到最佳运行状态。[10] 

理论基础

马克思认为制度理论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11]

制度是人类为了完成群体活动所必然依靠的行为准则。无论

是生活或是工作，作为社会群体中的一员必然是某种制度

或者一系列制度的辐射对象。

（一）制度的一般行为导向

制 度 的 建 设 具 有 明 确 的 目 的 行 为 导 向 。 制 度 通 过 制

定行为范式，用以引导在制度辐射范围内的不同主体实施

有利于目的实现的制度预期行为，限制阻碍目的实现的非

制度预期行为，协调预期行为之间可能产生的利益冲突，

协调制度化的整体行为与外部环境之间可能产生的利益冲

突。[12]当自我行为、他人行为、第三方行为实现最优化组合

之后，制度便通过制度化形式实现了对于社会共同行为范

式的建立，并可以作为社会整体共同行为的普遍化模式，

根据不同主体所处地位进行重复适用。

当然，共同行为范式在形成之后也不可能一成不变，

而是周期性地经历问题产生、制度需求、制度形成、制度

化 行 为 引 导 、 制 度 内 行 为 磨 合 、 共 同 行 为 范 式 产 生 、 新

问题产生、新制度需求等循环往复的过程。但是，制度作

推进数字政府制度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 翟晓舟

本文立足于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现状，以数字政府建设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以

制度化建设理论为支撑，提出数字政府制度化建设的路径。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行政体制、加快国家职能转变为目标，促进数字政府标准化建设、政务数据使用规范化、数

据信息共享、数据权利保障等制度完善，推进数字政府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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