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建立政务服务效能提升常态化工作机制的意见

国办发〔2023〕29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

构：

近年来，国务院办公厅会同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不断提升政

务服务效能，“一网通办”能力显著增强，为创新政府治理、

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有力支撑。但聚焦企业和群众所思所盼，

实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转变仍然面临制度规范

不够健全、业务办理不够便捷、平台支撑能力不足等问题，

需加大力度持续推进和迭代创新，不断提升企业和群众的获

得感和满意度。为系统总结政务服务效能提升“双十百千”

工程经验，全面巩固实践成果，围绕为民办实事、惠企优服

务、“高效办成一件事”，提高创造性执行效能，经国务院

同意，现就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立政务服务效能

提升常态化工作机制提出以下意见。

一、聚焦急难愁盼，建立健全办事堵点发现解决机制

（一）畅通渠道，健全办事堵点主动发现机制。加强全国

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投诉建议体系与“好差评”体系、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线上线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媒体

机构留言板、领导信箱等渠道的对接联动，打造央地协同、

部门联动、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总客服”，畅通堵点问题



直达反馈通道。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多措并举强化与企业和

群众的常态化沟通互动，主动发现办事堵点，及时掌握企业

和群众办事中的急难愁盼问题。加强一体化政务服务工作联

系和创新示范，建立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应用基层

联系点，注重发挥市县级平台在直接联系和服务群众中的作

用。

（二）接诉即办，健全办事堵点高效解决机制。针对企业

和群众反映的政务服务办事堵点，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应建立

健全快速响应、限时整改、监督反馈的管理模式，实现受理、

转办、办理、反馈、办结等全流程闭环管理。针对企业和群

众普遍关注、反映强烈、反复出现，涉及责任不明或职责交

叉等问题，通过建立专门台账、专班负责、联席会议等方式，

强化跨部门、跨层级集中会商、协同办理，推动清单管理、

责任到人、限时办结。建立完善解决办事堵点办结回访、“回

头看”核查等工作制度，确保堵点问题真正解决到位。

（三）趋势感知，健全堵点数据分析应用机制。各地区各

有关部门要加强针对办事堵点的数据分析研究，查找政务服

务优化、效能提升的薄弱环节，对苗头性、典型性、集中性

问题提前研判，推动破解问题的关口前移，为优化流程、创

新服务等提供参考，实现通过解决一个诉求带动破解一类问

题、优化一类服务，不断推动解决发展所需、改革所急、基

层所盼、民心所向的难点堵点问题，以民生“小切口”撬动

政务服务能力“大提升”。

二、强化好办易办，建立健全服务体验优化机制



（四）建立高频服务清单管理、闭环优化机制。国务院各

有关部门要聚焦与企业和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高频政

务服务事项，加强各业务领域的工作统筹，逐步实现服务名

称、服务内容等基本要素统一。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按照成

熟一批、发布一批的工作原则，依托政务服务平台实现高频

服务清单动态管理并定期发布。对于纳入高频服务清单的政

务服务及便民服务，要组织专业机构、用户代表等开展测试

使用并反馈优化意见，形成清单发布、应用建设、使用反馈、

服务优化的闭环，切实将企业和群众经常使用的高频服务打

造成为“好用”、“爱用”的精品服务。各地区各有关部门

要探索开展“我陪群众走流程”、“政务服务体验员”等工

作，邀请企业和群众体验政务服务，鼓励政务服务部门负责

同志走进政务大厅、登录办事平台，看政策“懂不懂”、流

程“通不通”、服务“优不优”、体验“好不好”，推动服

务流程优化、体验提升。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加强协同

配合，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持续推动更多跨部门、

跨层级“一件事一次办”，扩大“跨省通办”、“区域通办”

范围，实现更多服务异地能办、就近可办。鼓励推广延时、

错峰、“周末不打烊”等服务模式，满足群众差异化办事需

求。

（五）强化新技术应用赋能机制。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

务平台，探索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分

析预判企业和群众办事需求，通过智能问答、智能预审、智

能导办等方式，建设企业服务空间和个人服务空间，提供智



能化、个性化、精准化服务，推动惠企利民政策和服务“免

申即享、直达直享、快享快办”。以政务服务码为载体，推

进各类卡、码、证承载的数据互通和服务融合，以“码上办”

推动服务“马上办”。持续梳理标准化、可复制、可推广的

新技术应用，加强创新应用快速复用推广，及时对新技术赋

能的效果、安全性等进行评估，降低新技术应用成本。

（六）完善经验推广和服务宣传机制。加强政务服务创新

先进经验做法总结，建立经验推广常态化机制，选取一批在

开展政务服务效能提升“双十百千”工程中形成的典型经验

做法和有效制度机制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清单见附件），

发挥创新示范作用，推动实现“一地创新、多地复用”。建

设数字化创新应用案例库和应用推广中心，对地方和部门服

务优化的先进经验和典型案例进行推广和共享应用。完善全

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服务宣传推广矩阵，多样化展示和推

广“一网通办”服务应用，便利企业和群众了解和获取政务

服务应用。

三、加强协同联动，建立健全平台支撑能力提升机制

（七）强化政务服务渠道统筹和线上线下协同服务机制，

更好发挥公共入口作用。强化网上办事入口统筹管理和一体

化服务，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统一提供政务服务，推动涉及企业和群众办事的平台、网站、

移动端等向各级政务服务平台整合。深化政务服务线上线下

一体化，统筹线上线下政务服务资源，逐步实现线上线下无

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同质量服务。进一步做好政务服务



向基层延伸工作，依托基层服务中心、银行、邮政、公安等，

推动更多政务服务以自助办、视频办、政务服务地图、数字

化服务门牌等方式延伸至企业和群众身边。围绕老年人、残

疾人等特殊群体需求，完善线上线下服务渠道，加快推进适

老化改造和信息无障碍建设。

（八）优化政务数据有序共享机制，更好发挥公共通道作

用。加快推动制定政务数据共享条例，明确数据提供、使用

部门的权责义务，规范政务数据采集、共享、使用等流程。

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数据共享枢纽，推动政务数据

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跨系统、跨业务共享利用。强化

政务数据目录编制，做好动态更新、同源发布。不断丰富和

完善政务服务业务场景，提出数据和系统对接需求，分批次

纳入国务院部门数据共享责任清单和垂直管理信息系统对

接清单，强化条块联动、上下协同。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按

照统一标准规范，持续做好政务数据汇聚、治理和大数据分

析等工作，不断提高数据质量，以数据多跑路助力群众少跑

腿。

（九）深化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持续赋能机制，更好

发挥公共支撑作用。进一步发挥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作为全国

政务服务总枢纽的作用，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业务

协同和公共支撑。加大电子证照应用协同推进力度，动态化

管理电子证照发证用证清单、建立健全共享服务体系，不断

完善跨地区、跨层级互通互认、异议处理等工作流程，更好

支撑企业和群众“免证办”、“免提交”。强化电子印章对



接互认，推动制定电子印章管理办法，规范电子印章制发、

管理和使用流程，建立健全电子印章跨层级签章和跨地区可

信核验的配套管理体系，满足电子印章跨地区、跨部门流转

验证需求。提升身份认证支撑能力，依托国家网络身份认证

基础设施、国家法人单位信息资源库等，提高各级政务服务

平台对自然人、法人用户及其他社会组织的核验能力，增加

核验方式，增强安全性，防范化解冒用他人身份注册风险。

（十）细化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协同运营机制，持续

提升平台服务能力。强化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业务、技

术和安全的工作联动，顺畅央地之间、地方之间、国务院部

门之间的对接协同渠道，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堵点

发现解决、政务服务协同、业务需求对接、经验交流分享等，

推动一体化协同发展。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政务服务平

台日常运营和运维工作，加大建设和运营经费保障力度，不

断丰富平台功能、优化服务内容，增强用户使用黏性，健全

平台安全管理制度，提升平台技术防护能力，确保平台安全

稳定运行。

四、做好制度支撑，建立健全效能提升保障机制

（十一）健全政务服务法规制度和标准规则迭代机制。加

强国家层面“一网通办”相关法规制度研究，固化政务服务

效能提升经验做法，加强制度保障。围绕政务服务改革需要，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推进现有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立改

废释工作。围绕创新政务服务、提高“一网通办”水平，按



照“急用先行、分批推进”的方式建立健全政务服务效能提

升标准规范体系，加强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十二）健全政务服务评估评价机制。持续做好一体化政

务服务能力第三方评估工作，以企业和群众获得感为第一评

价标准，推动政务服务从政府供给导向向企业和群众需求导

向转变。强化数据采集、无感评估、实时监测，提升评估方

法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杜绝数据造假和

数字形式主义。加强评估结果运用，及时反馈评估发现的问

题，推广先进经验。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应以推动政务服务效

能提升为导向，完善以评估促问题整改、以评价促服务优化

的工作闭环。

（十三）健全数字素养能力提升机制。依托全民数字素养

与技能发展培育体系，创新政务服务人才引进、培养、选拔

和评价机制，壮大数字化专业人才队伍，提升群众使用政务

服务平台的技能。常态化开展政务服务培训交流，持续提升

干部队伍数字思维、数字技能和数字素养，为持续提升政务

服务效能提供坚实保障。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可通过社区和专

业服务机构等开展面向不同群体，特别是老年人、残疾人等

特殊群体运用智能技术的教育培训、知识讲座，全方位增强

群众便捷获取政务服务能力。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健全完善政务服务效能提

升常态化工作机制，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细化任务分

工，压实工作责任，适时出台政策措施，持续优化各级政务

服务平台功能和服务，抓好督促落实，加强经费和人员保障，



切实保障各项机制高效运行，对标借鉴典型经验做法，推出

更多利企便民举措，不断提升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国务院办公厅

2023 年 8 月 18 日

（此件公开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