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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服务改革是深化“放管服”改革的重要举

措，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领域的深化和延伸，

也是顺应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和转变政府职能的

重要抓手，对于新发展格局下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作用重

大。各地在深化“放管服”实践过程中对政务服务优化

也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总体来看，政务服务优化将

呈现多方面新趋势，带来各地政务服务工作的系统创新

和深刻变革。

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政务服务的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新时代深化“放管服”改革

的任务，为行政审批领域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从优化

政务服务改革的各项政策要求来看，相关要求会更高，

对应的举措也会有所调整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配套性更强

在“十四五”时期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向纵深推

进“放管服”改革，必然要求将优化服务与简政放权、

放管结合统筹谋划推进，在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化营商环境方面做好政策保障、资金衔接及法律规范。

在“放”的方面，主要是持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1]

在“管”的方面，按照中央的要求，向下级政府和园区

放权、向市场和社会放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服”的方面，

主要是优化政务服务和社会服务，发挥政务中心服务企

业、服务群众的办事平台和渠道作用。

（二）宏观性更强

通 过 宏 观 层 面 的 整 体 谋 划 和 微 观 细 微 处 着 手 ， 提

供规范化、标准化、便利化的政务服务，推进从平台建

设 、 业 务 优 化 到 数 据 治 理 的 全 面 系 统 优 化 。 加 强 跨 区

域、跨部门间合作，实现高频事项随时随地办理。打破

部门间条块分割，更加注重整体协同。完善以数据共享

为基础的跨部门、跨层级协作体系，减少部门间沟通成

本，塑造协作有力的全新行政生态。

（三）协调性更强

在 深 化 “ 放 管 服 ” 改 革 推 进 服 务 型 政 府 建 设 过 程

中，市、区（县）、街道、社区建设有四级政务服务网

络，针对便民利民服务各自进行定位、规划和布局。四

个层级既强调赋能又实现互动互补，形成综合审批服务

的合力，实现了政务服务职能化管理阶段机构常态化运

行，有助于更好聚焦新发展阶段政务服务改革领域中的

“元问题”。

（四）系统性更强

政务服务事项办理更加注重全流程服务体系构建，

相关要求明确围绕服务项目、基本要求、服务主体、服

务对象、服务方式、服务保障等方面全方位改革，更加

注重系统集成和服务的全面覆盖。即面向企业群众提供

何种服务事项、提供服务类型、确定政务服务的主体及

对象、改进政务服务的提供方式、加强政务服务的保障

等等，围绕企业群众全生命周期进行设计规划。[2]

（五）先进性更强

数 字 政 府 建 设 为 政 务 服 务 改 革 提 供 了 技 术 支 撑 ，

政务改革依托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

一 代 信 息 技 术 ， 打 通 部 门 间 信 息 “ 壁 垒 ” 和 数 字 “ 烟

囱”，推动政务公开和信息共享，实现高频事项办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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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服务优化是国家创新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的重点发力领域。“十四五”时期，

较之前期改革相比，优化政务服务要求配套性更强、宏观性更强、协调性更强、系统性

更强、先进性更强。本文对当前各地深化“放管服”改革下持续优化政务服务的难点进

行梳理分析，研究提出，提高服务质量水平，打造服务型政府，推进数字政务建设，建

设智慧型政府，落实助企纾困政策，深化责任型政府，擦亮政务服务品牌，推进精细化

政府的优化及其重点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