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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开展信息惠民试点实施方案重点任务分工
序

号
主要任务 工作内容及进度安排 负责单位

1
梳理政务服务事项目

录，规范简化办事流

程和材料

1、2016 年 12 月底前，各试点城市全面梳理形成涉及群众办事的政务

服务事项目录，明确基本流程、办事依据及统一规范，简化无谓证明和

繁琐手续，并建立涉及多部门的政务服务事项协同办理机制；

2、2017 年 12 月底前，研究形成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办事、咨询服务

流程的规范标准。

各试点城市人民政府、编制管理部门负责，

各省级人民政府督导落实

2
各有关部门持续开展对业务管理模式创新、业务流程优化、强化社区应

用等方面的业务指导，加大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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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计生委等

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3

推进电子证照库建设

与电子证照跨层级、

跨区域、跨部门应用

2016 年 12 月底前，在试点城市范围内推行群众办事相关证件、证照、

证明等电子化，梳理形成居民个人电子证照目录。
各试点城市人民政府负责

4

2016 年 12 月底前，完成电子证照关键技术标准和跨地区互认共享、服

务标准国家标准立项，形成标准草案；2017 年 6 月底前，形成标准送

审稿，并推动相关标准在城市政务服务和行业领域内的实施应用。

国家标准委、国家密码局（国家电子文件管

理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牵头，会同有关部

门、地方参加制定有关标准；

各试点城市人民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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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计生委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推动标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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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7 年 3 月底前，在试点城市范围内初步建成面向公民服务的电子证

照库，实现与制证系统、业务办理系统对接联通；各有关部门推动做到

电子证照与纸质证照同步签发。

各试点城市人民政府负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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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计生委等部门按职责分工做

好相关工作

6

研究电子证照跨层级、跨区域、跨部门互认共享体系框架，建立跨区域

电子证照互认共享机制，2017 年 6 月底前，实现试点城市省内跨层级、

跨部门的电子证照互认共享；2017 年 12 月底前，实现电子证照跨省流

转交换和互认应用。

地方层面，各省级人民政府负责，各试点城

市人民政府配合；国家层面，发展改革委会

同公安部、工商总局等部门负责，各部门和

省级人民政府配合

7

持续开展电子证照相关政策的研究和试点工作，总结试点经验，为制定

电子证照相关法规和政策提供实践依据，2017 年 12 月底前取得阶段性

成果。

国家密码局（国家电子文件管理部际联席会

议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牵头；

各省级人民政府、试点城市人民政府配合。

8

整合建立覆盖全国的

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体

系

2016年 12月底前，各试点城市建设完善本市统一的数据共享交换平台，

实现与本级人口、法人、空间地理、电子证照、社会信用等基础信息库

和业务信息库、业务应用系统的联通。

各试点城市人民政府负责

9
2017 年 6 月底前，实现试点城市共享交换平台与本省统一的数据共享

交换平台进行对接。
各试点城市所在省级人民政府负责

10

2017 年 12 月底前，统筹整合建成覆盖全国的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体系，

统一管理试点城市的政务信息资源目录，支撑政务信息资源跨部门、跨

层级、跨区域互通和协同共享。

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办公厅、中央网信办等

11

建设统一的政务服务

信息系统，整合构建

综合服务窗口和一体

化政务服务体系

2016 年 12 月底前，在试点城市范围内初步建成统一的政务服务信息系

统，完成与各级部门业务系统对接，实现相关审批数据、结果同步推送

和业务协同办理，所有事项审批办理流程、结果信息即时可查可用；探

索利用电子签章、电子档案、电子图纸等，支撑实现政务服务事项全流

程网上办理；

各试点城市人民政府负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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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密码局（国家

电子文件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等部门

按职责分工做好相关工作



3

各有关部门推动本行业领域专项业务纵向系统与各级地方政务服务信

息系统对接联通，实现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

12

2016 年 12 月底前，实现各试点城市政务服务大厅和城乡社区综合服务

机构功能升级和政务服务事项分级进驻，整合构建形成综合服务窗口，

实现“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的一站式服务。

各试点城市人民政府负责

13

2016 年 12 月底前，完成与电子监察系统对接，实现对各级政务服务事

项从受理、审批到出件的全流程监督管理，促进政务服务规范运作；拓

展自助服务、社区代办、邮政快递等服务渠道，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化的

政务服务体系。

各试点城市人民政府、监察部门按职责分工

负责

14

统一身份认证体系，

构建便民服务“一张

网”

2017 年 12 月底前，在试点城市范围内初步建立面向社会公众的融合多

渠道的统一网络身份识别认证机制，联通整合实体政务服务大厅、政府

网站、移动客户端、自助终端、服务热线等不同渠道的用户认证，形成

基于公民身份号码的线上线下互认的群众办事统一身份认证体系。

公安部会同国家密码局等有关部门负责；各

试点城市人民政府负责制定本地统一身份

认证体系对接方案，明确具体负责单位，给

予资金、政策支持，推进落实。

15

持续梳理整合教育、医疗卫生、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区服务、婚姻

登记、殡葬服务、社会工作、劳动就业、社会保障、计划生育、住房保

障、住房公积金、公共安全等民生服务领域的网上服务资源，借助统一

身份认证体系，联通各个网上办事渠道，构建便民服务“一张网”，2017

年 12 月底前取得阶段性成果。

各试点城市人民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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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计生委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16
运用大数据技术，持续开展跨领域、跨渠道的综合分析，了解政务服务

需求，不断优化资源配置，丰富服务内容，提供个性化精准推送服务。
各试点城市人民政府负责

17

加强制度法规、资金、

评价考核、信息安全

等保障措施

2016 年 12 月底前，制定《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政务信

息资源目录编制指南》，研究完善信息资源目录体系规范、数据共享交

换等相关配套标准，形成标准草案。

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国务院办公厅、

国家标准委牵头，会同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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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017 年 12 月底前，对现行管理制度和规范性文件中与“一号一窗一网”

服务模式不相适应的规定进行全面梳理，列出清单，明确政策制修订的

责任单位并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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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计生委等

部门按职责分工组织落实；各试点城市人民

政府配合。

19
加快推动制定电子文件（含证照）、数据共享、网上身份认证相关的地

方性法规和规章，确立电子文件（含证照）等的法律效力。

各省级人民政府、试点城市人民政府负责，

国务院有关部门督导落实。

20
国务院有关部门继续通过现有资金渠道对“一号一窗一网”相关重点工

程给予必要支持。

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

负责

21

试点城市人民政府加大支持力度，通过本级财政预算对“互联网+政务

服务”配套的人员配备、信息化建设、日常运维等必要经费予以合理安

排；同时引导市场主体行为，引入社会力量，推广政府购买服务、政企

合作等新模式，合理开放利用数据资源。

各试点城市人民政府负责

22 加强有关工作督察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发展改革委等有关部门负责

23
开展绩效评估考核指标体系研究，开展绩效评价，以惠民效果和群众反

响来检验考核信息惠民工作。
发展改革委牵头，会同有关部门负责

24
畅通群众投诉举报渠道，完善举报受理、处理和反馈制度，及时解决群

众反映的问题，开展群众满意度调查和网上评议，充分反映民意。
各试点城市人民政府负责

25

落实等级保护制度要求，加强数据安全管理，完善信息共享、业务协同

的身份认证和授权管理机制，强化“一号一窗一网”信息化支撑的安全

保障体系建设，保护公民个人隐私。

各试点城市人民政府负责，中央网信办、公

安部、国家密码局等有关部门督导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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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规划建设“互联网+政务服务”信息系统时，要采用国产密码技术和产

品进行保护，做到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运行、定期评估。

各试点城市人民政府负责，国家密码局等有

关部门督导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