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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走向纵深，大数据、人工

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深刻地影响着国家治理的方

方面面，新兴数字与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正在加速

全社会数字化进程，一个前所未有的“加速主义”大变

革时代已然来临。人类文明的演化进程中，科技革新

始终发挥着关键的驱动作用。科技革新引起生产力质

的飞跃，由此驱动着上层建筑——社会经济制度与国

家治理体系的转型。进入数字时代，基于数据、面向数

据和经由数据的数字治理正在成为全球数字化转型的

最强劲引擎。数字治理之所以能够超越国家边界成为

全球治理改革的大趋势，关键原因在于数字技术为解

决各类治理难题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新手段，进而

受到各国广泛欢迎。对于我国而言，治国理政面临更

复杂的治理场景、更多治理层级、更多样的治理任务。

利用数字与智能技术提高治理效率、破解治理瓶颈、

化解治理困局，显得尤为必要且重要。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数字化转型。在顶层设

计指引下，我国数字化进程迅速推进且成效显著，经

济和社会生活日益数字化，十亿级人口造就的数字红

利得以充分发挥。电子商务、社会交往、移动支付、短

视频等数字生活方式快速普及，也驱动着政务服务、

经济监管和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互联网 + 政务服

务、数字政府、城市大脑建设等成效明显，我国成为全

球数字治理的引领者。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数

字治理成为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的关键抓手，不仅交

上了满意答卷，还保障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

数字治理全方位赋能政府数字化转型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孟天广

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

“十四五”期间我国要加快“数字化发展”，统筹数字经

济、数字政府和数字社会协同发展，数字治理扮演着

全方位赋能数字化转型的不可或缺作用。数字治理强

调基于数据平台的协同与开放，基于数据要素的协同

与合作，基于数据资源的决策和服务，对于我国这样

一个超大规模、快速数字化的国家尤为适用。

托马斯·库恩用“范式革命”来解释科学的演进历

程，“范式”实际上是一种世界观，是人们认识世界的

坐标、参照系与基本方式。数字治理就是数字时代的

治理新范式，其核心特征是全社会的数据互通、数字

化的全面协同与跨部门的流程再造，形成“用数据说

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治理机

制。作为数字时代的全新治理范式，数字治理至少包

含三个方面的内涵 ：一是“对数据的治理”，即治理对

象扩大到数据要素。作为新兴生产要素和关键的治理

资源，数据要素成为大国竞争的主要领域，对数据的

治理成为制定数字经济规则的重要内容，数据要素的

所有权、使用权、监管权，以及信息保护和数据安全等

都需要全新治理体系。二是“运用数字技术进行治理”，

即运用数字与智能技术优化治理技术体系，进而提升

治理能力。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可以

为国家治理进行全方位的“数字赋能”，改进治理技术、

治理手段和治理模式，实现复杂治理问题的超大范围

协同、精准滴灌、双向触达和超时空预判。三是“对数

字融合空间进行治理”，随着越来越多的经济社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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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到线上，治理场域也拓展到数字空间。未来会有越

来越多的经济社会活动发生在线上，会以全新的方式

创造经济价值、塑造社会关系，这需要适应数字融合

的治理体系，对数字融合的新生事物进行有效治理。

在数字时代，数字治理全方位赋能国家治理，即

在于新一代数字技术全方位“数字赋能”，极大提升了

国家治理能力，使得国家治理具有传统语境无法想象

的数字化能力。一是实现国家治理的超大范围协同。

治理领域都有专业分工，但又高度复杂，大量治理难

题都涉及不同领域、牵扯到各个部门，需要协同解决。

数字治理可以打通信息流、业务流，基于数据平台实

现政府与社会、各区域间、各部门间的协同共治。二是

实现治理过程的精准滴灌。无论是在疫情防控、金融

监管，还是促进消费、支持中小微企业，国家治理的

“精准性”要求越来越高。如何破除信息稀缺、实现精

准滴灌，将决定着治理的成效。数据汇聚与挖掘有助

于获得服务与监管对象的精准画像，从而实现政策资

源的精准投放。三是实现治理主体间的双向触达。所

谓双向触达，即政府服务可以大范围触达到个体和企

业，同时个体和企业也可以及时向政府反馈意见建议，

从而形成政府与社会协同的反馈闭环，提升治理质量。

数字治理可以实现政府与企业、政府与个体的即时良

性互动，将赋能政府与赋权社会实现有机融合。四是

实现治理风险的超时空预判。超时空的预判，一方面

来自即时数据采集和算力的提升，譬如在宏观经济领

域已经形成数据驱动的“即时预测”解决经济数据的时

滞问题。另一方面来自数字融合，即通过数字技术形

成一个与物理世界相互映射的数字世界，然后通过数

字世界进行数字化模拟，对物理世界的未来趋势及风

险进行预测研判。五是实现国家治理的颗粒缩放。当

数字化渗透到经济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数字痕迹被

广泛采集和汇聚，那么数据颗粒度会进一步细化，从

而允许我们既可以观察每一个个体、路灯、井盖的状

态，也可以汇聚到中观或宏观层次，观察每一个社区、

城市、省份乃至全国的状况，贯通微观与宏观，政策和

公共服务就可以依托数据微粒抵达每一个微观单元。

数字治理已经成为全方位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驱动

力量。一方面 , 数字治理正在打破政府内部数据孤岛、

重塑业务流程、革新组织架构，打造出权责明确而又

精简、高效、统一的数字政府 ；另一方面，数字治理反

哺更广阔的经济和社会数字化转型，既为市场增效，

又为社会赋权。首先，数字治理为政府赋能。面对部门

间、层级间协同难题，数字治理成为整体政府建设的

助推器。以浙江为代表的“最多跑一次”改革，通过打

通底层数据、优化业务流程、压缩组织冗余、收缩政府

边界，并借助“四张清单一张网”等可量化、可评比、

可操作的指标，更深层地推动政府内部机能的融合，

从而实现整体政府建设。新一代数字技术正在推动政

府形成基于数据与算法双驱动的治理模式，以实现精

准、实时和预防式的智慧治理体系，并以此塑造更具

弹性化、灵活性和调适性的治理运行机制。其次，数字

治理为市场增效。数字治理是反映宏观经济运行及服

务精准调控的晴雨表，大数据正在系统革新财税与经

济调控体系，数字技术有助于构建起资源配置的“虚拟

之手”，提升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和精准度。譬如浙江省

推进“亩产效益”综合评价，就是通过制定更加高效、

集约、创新的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起更加高效的

资源配置机制。税务大数据对于发现税源、巩固税基、

分类征税、公平征税等诸多环节都有提升效能和降低

成本的显著功能。数字技术还是市场监管的感应器。

数字技术还可以将政府监管扩展到虚拟市场构建数字

监管体系，监管机构、监管手段和监管模式伴随着移

动设备终端、实时数据跟踪、全流程可溯等发生本质

性行为逻辑的改变。再次，数字治理为社会赋权。随

着人类社会的数字化进程，工业社会强结构、强标准、

强控制的“中心化社会结构”，逐步变成多边协同、自

治协商、网络耦合的“多中心社会结构”，数字治理为

人民群众了解公共事务、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更透明

化、平等化的新渠道，也为政府提供了感知社情民意、

研判和化解社会风险的机制，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

社会治理共同体奠定了基础。譬如市民热线接诉即办、

政务服务“好差评”等就充分凸显了数字治理驱动“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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