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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全球不少地方的政府正致力構建電子政府，因為政務

電子化不僅有助提升管治水平，還可以藉此與市民 /商界建立

更緊密聯繫， 1讓生活的環境更便捷自如。美國早在 1993年已
着手開拓多種電子渠道，方便普羅大眾獲取各式各樣的政府

資訊。近年間，世界各地政府進一步拓展資訊及通訊科技的

應用，為施政帶來多重效益，不但精簡了工作流程及決策過程，

且促進與公眾網上互動，更為業界開放數據以推動研發和創新。

政府進行數碼轉型在提高其運作效率、成效及透明度這 3方面
所能帶來的裨益，詳見於附錄 1。  
 
1.2 過去數年間，香港政府曾推出多項重大政策措施，進一步

推動電子政務發展，當中包括 (a)在 2018年革新開放數據政策，
促使各政策局及部門 (“局 /部門 ”)以機器可讀的格式開放更多
數據集，以供公眾使用； (b)在 2020年推出 “智方便 ”流動應用
程式，讓用户可使用單一數碼證明，登入和瀏覽約 260項政府
網上服務；及 (c)在 2022-2023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撥款 6億港元，在
未來 3年進行全面性的電子政府審計。然而，香港在一項有關
電子政務的國際調查排名中，雖曾在 2000年代佔據前列位置，
表現出色，但其後卻無以為繼 (圖 1)。有見及此，社會上要求
政府制訂一套關鍵績效指標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以監察
數碼化工作的實施進度，並在各部門設置一名數據主任，協調

部門內部及跨部門的數據管理工作。 2 
  

                                           
1 電子政府亦可稱為 “數碼政府 ”或 “數字政府 ”，一般定義為將資訊及通訊
科技廣泛應用於政府所推出及提供的資訊及服務上的舉措。電子政府

除見於政府內部運作外，亦涵蓋政府向公眾提供的資訊及服務。根據

United Nations (2022)， 電 子 政 府 具 體 可 展 現 於 “政 府 提 供 的 網 上
服務 ”，以至 “政府與市民、商界及其他機關以電子方式就資訊及服務
進行的交流 ”。  

2 請參閱 Internet Society Hong Kong Chapter (2022)及Tang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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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 香港在早稻田大學歷年調查中的排名變動 (1) 
 

 
 
註：  (1) 日本早稻田大學數碼政府研究所 (Institute of Digital Government 

of Waseda University)每年進行調查，針對全球應用資訊及通訊
科技的先進地方，就其發展電子政務的進度排名。根據研究所

網 站 的 調 查 數 據 ， 香 港 曾 在 2005年 及 2008年 躋 身 全 球 十 強
之列，但其後排名卻跌出十大之列。  

資料來源：Waseda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Digital Government (2022)。  
 
 
1.3 在亞洲，新加坡政府早在1980年代已着手實現各部門行政
電腦化，為電子政務發展踏出第一步。其後到了 2010年代，當地
的電子政務之旅出現兩個新里程碑： (a)在 2014年出台名為 “智慧
國家 ”倡議 (Smart Nation initiative)的國家策略，提出多項相輔
相成的計劃，藉此推動新加坡發展數碼政府、數碼經濟及數碼

社會；及 (b)在 2018年出台 “數碼政府藍圖 ”(Digital Government 
Blueprint)，勾劃出政府對公營部門數碼化轉型的鴻圖大計。
該藍圖除了提出 “以數碼為核心 ”(digital to the core)及 “用心
服務 ”(serves with heart)這兩項指導原則，還訂下 15項關鍵績效
指標，引領新加坡逐步發展電子政務。  
 
1.4 在內地，推動構建數字政府同樣被視為國家重要策略，

以充分利用其獨有的創新生態圈，以及市民使用流動商務 /電子

支付服務的普及化。 3在2016年，中央政府出台新的 “互聯網+政務
服務 ”政策綱領，提出要加強中央和地方政府推動電子政務的
角色，以構建便民服務 “一張網 ”。廣東省就此自 2017年起大力
推動建設數字政府，多措並舉深化資訊及通訊科技應用，以提升

                                           
3 “電子政府 ”在內地稱為 “數字政府 ”，在本資料摘要中兩詞彙交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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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的政務能力、管理能力和決策能力；其中尤以兩個一站式

流動平台廣受市民歡迎，分別為辦理與民眾生活相關的政務平台

“粵省事 ”；及為企業提供涉企服務的政務平台 “粵商通 ”，兩平台
均能夠體現 “最多走一次、跑一趟 ”的便民利企精神，免卻民眾為
辦事要在多個窗口/機關之間往來奔走的問題。  
 
1.5 應林琳議員的要求，資料研究組擬備了本資料摘要，
研究選定地方政府為發展電子政務推出的措施，以及電子政務的

應用情況。本文首先回顧香港發展電子政務的歷程，當中包括

政府為推動數碼化而訂下的多項政策措施及行政架構、數碼服務

的應用，以及面對發展電子政務的挑戰，其後分析新加坡及

廣東省的類似經驗，並從中探討可供香港借鑒之處，助力本港

推展電子政務。  
 
 
2. 香港  
 
香港電子政務歷程與政策措施  
 
2.1 在 1998年 11月，政府首次發表以 “數碼 21”為主題的資訊
科技策略 (“‘數碼 21’策略 ”)，並提出一系列策導香港發展成為
領先數碼城市的舉措。 4在電子政府首階段發展所推出的措施，

涵蓋以 “提供網上資訊 ”及 “促進電子交易 ”為重點的電子政府
服 務 。 其 後 ， 政 府 相 繼 發 表 2001年 、 2004年 及 2008年 更 新
“數碼 21”策略 5，以配合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及不斷轉變的社會

需要，期間推展電子政府的策略重心亦有所改變，由最初以政府

為本的定位，逐漸採取以民為本的方式提供服務，強調 “用户
參與 ”及 “資訊管理 ”。  
  

                                           
4 在此之前，政府在 1990年代初期開始推動將公務員的工作電腦化。
在 1989年新成立的資訊科技署，為其他政府部門提供資訊科技發展及
推行服務。請參閱Burn & Martinsons (eds.) (1997)。  

5 根據審計署 (2018)，政府自 2008年起沒有更新 “數碼 21”策略，也沒有
公布任何新的策略， 2008年 “數碼 21”策略是政府網站上所公布的最新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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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及至 2017年 12月，政府公布《香港智慧城市藍圖》，
提出重點發展 6大範疇， 6藉此將香港構建成為世界級智慧城市，

而發展 “智慧政府 ”正是其中一環。有關 “智慧政府 ”的舉措，包括
透過一站式入門網站開放更多公共及私人數據，以及構建智慧

城市基建設施。在 2020年 12月，政府公布《香港智慧城市藍圖
2.0》，提出超過 130項智慧城市措施，其中與 “智慧政府 ”相關的
新措施包括： (a)開發 “電子資料呈交及處理系統 ”，以接收和處理
建築圖則；及 (b)推出電子牌照服務計劃，以期在 2022年年中前
將大部分牌照申請電子化。  
 
2.3 政府的數碼化工作近年再創新里程，在 2018年訂立有關
開放政府數據的新政策，規定各局 /部門除逐步開放數據供公眾

免費使用，還要每年發放年度開放數據計劃，並列出在未來3年
及已於公共資料入門網站“資料一線通 ”(Data.Gov.HK)開放的
數據集。  
 
2.4 最 近 ， 政 府 在 2022年 12月 公 布 《 香 港 創 新 科 技 發 展
藍圖》，為未來 5至 10年的香港創新科技發展，制訂清晰的發展
路徑和系統的戰略規劃，當中的政策措施包括加快建設智慧

政府，以此提升政府服務效率，並提議進一步加快推行數字政務

服務、擴大 “智方便 ”的應用、促進數據互通和先進科技應用。
政府歷年推動本港電子政務發展的各項措施，載於附錄 2。  
 
實施電子政務的行政架構  
 
2.5 建設電子政務是一個持續不斷的工程，靠賴所有政府

部門努力不懈拓展經營。不少地方發展電子政務時採取的大方向

或一般做法，是在政府內部設立領導及協調機制，負責統領及

督導參與相關工作的部門。在香港，創新科技及工業局 (“創科
工業局 ”) 7轄下的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資科辦 ”)，負責統領
政府內部執行與資訊及通訊科技相關的職能，亦擔當主要推動者

的角色，支援其他局 /部門發展以數據主導的電子政府服務。

除資科辦外，創科工業局之下的效率辦亦為市民提供電子服務，

                                           
6 該份為期 5年的藍圖，在 “智慧政府 ”、 “智慧出行 ”、 “智慧生活 ”、 “智慧
環境 ”、 “智慧市民 ”及 “智慧經濟 ”6大範疇下，共提出了 76項措施。  

7 創科工業局前稱創新及科技局，負責為香港制訂全面的創新及科技
政策。創科工業局下設創新科技及工業科，並監督創新科技署、

資科辦及效率促進辦公室 (“效率辦 ”)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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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協助推動其他局 /部門應用資訊及通訊科技，以改善政府

服務。  
 
政府數碼服務的應用  
 
2.6 除了推出支援政府機構數碼化的政策及措施，香港亦透過

應用各類資訊及通訊科技發展電子政務，以方便市民輕鬆地獲取

所需的公共資訊和服務。下文各段重點闡述政府歷年來推行的

各項主要措施。  
 
香港政府一站通  
 
2.7 政府在 2007年推出的一站式入門網站 “香港 政府
一站通 ”，旨在方便市民搜尋及獲取政府網上資訊及服務。及後
在 2010年，當局在 “香港政府一站通 ”之下推出以帳户為本的
個人化平台“我的政府一站通 ”，讓登記用户可登入網站
一次過使用多項個人化電子政府服務。  
 
2.8 在 2019年年底，政府推出 “香港政府一站通 ”入門網站
革新版，藉加強網頁功能以提升效率，以求更方便市民使用。

例如，網站將多種常用政府表格及電子服務集中一處，讓用户

可按類別 (如 “更改地址 ”、 “申請政府職位 ”等 )或生活事 項
(如 “買樓和搬家 ”、 “退休 ”等 )，搜尋所需選項。此外，網站亦
提供 “Bonny”聊天機械人服務及分享功能，後者讓用户通過
Facebook、Twitter、微博及微信等社交平台分享資訊。  
 
開放數據  
 
2.9 在開放數據計劃下，各地政府以機器可讀及 “應用程式
介面 ”(API) 8的格式，在網上發放數據供公眾免費使用。社會各界

可利用這些數據，開發各種流動應用程式，為市民提供創新的

網上服務。在香港，政府最初於 2011年推行試驗計劃，透過
一站式公共資料入門網站發放公共資料，其後將計劃恆常化，

網站變成供公眾使用的永久平台。在 2018年 9月，資科辦公布
新的開放數據政策及指引，除了要求各局 /部門須在公共資料

入門網站逐步開放更多數據集，還鼓勵公私營機構自發參與

                                           
8 “應用程式介面 ”或 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的縮略語 )是
軟件之間的橋樑，可讓兩個或以上的電腦程式互聯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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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由於新政策的推動，公共資料入門網站發放的數據集

數目，在 2018年 12月至 2023年 1月底期間，由 3 300個銳增至超過
5 130個，增幅越50%以上。  
 
Wi-Fi連通城市計劃  
 
2.10 Wi-Fi網絡普及化，除了可配合政府提供各種電子服務，
還可讓多個用户同時使用同一政府服務。在 2014年，政府與多個
公私營機構合作，以一個通用的Wi-Fi品牌 “Wi-Fi.HK”，為市民及
旅客提供完全免費或設有時限的免費Wi-Fi服務。至於 “Wi-Fi.HK”
熱 點 數 目 ， 已 由 2014 年 的 5 000 多 個 ， 激 增 至 現 時 超 過
46 000多個，覆蓋政府場地、公眾電話亭、咖啡店、食肆、
店舖、購物商場、旅遊景點、銀行、酒店，以至主題巴士。  
 
“智方便” 
 
2.11 政府在2020年12月底推出 “智方便 ”流動應用程式，讓登記
用户透過可靠的身份認證功能登入程式的網上户口，以接達

由公私營機構提供的各類網上服務、 9進行網上交易，以及使用

內置的 “填表通 ”功能 10及進行數碼簽署。智方便平台現已有超過

160萬登記用户，他們可從平台上選用由 46個政府部門和公營
機構，以及12個私營機構提供的約260項網上服務。  
 
香港發展電子政務的挑戰  
 
2.12 自 2018年實施新的開放數據政策以來，各局 /部門已透過

公共資料入門網站，開放逾 1 800個涵蓋不同範疇的新數據集。 11

儘管香港開放數據整體情況有所改進，但有評論關注到，單靠

                                           
9 網上所提供的公共服務，包括 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紀錄及電子
檢測紀錄、醫健通、稅務易、續領車輛牌照、申請在職家庭津貼等

服務。至於私營機構提供的服務，則包括開立流動銀行户口、查核

電費及煤氣費帳單，以及申請投保。  
10 用户使用 “填表通 ”功能，可自訂儲存不同的個人資料，例如姓名、
性別、香港身份證號碼、出生日期、住址、聯絡電話及帳單地址等

資料，以供系統代為填寫各類表格，用户因而可省卻重複為各類申請

填寫相同資料的時間。  
11 在香港互聯網協會發表的《香港開放數據指數 2021/2022》評估報告
中，香港於公共資料入門網站一項中獲得 64.5的評分，較一年前同期
上升 6.9個百分點，反映開放數據情況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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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各局 /部門發布更多數據集的舉措，或不足以應對大數據

時代的挑戰及釋放數據價值的需要。根據在 2022發表的 “全球
數據指標 ”(Global Data Barometer)報告， 12香港在 “數據管治 ”(data 
governance) 方 面 的 整 體 得 分 (37.5) ， 遠 低 於 “ 數 據 可 獲 得
程 度 ”(data availability)(52.9)及 “數 據 能 力 ”(capability)(58.2) 13

這兩大支柱的得分。部分持份者就此認為， “數據管治 ”表現
欠佳，反映出政府既沒有訂立積極進取的框架方便數據共享， 14

亦缺乏高層次的管治體制，確保在電子政務發展過程中做好協調

及領導工作。 15 
 
2.13 此外，亦有關注意見指出，政府就電子服務進行績效

衡量時，或有需要加強了解和掌握用户體驗。 16用户是電子政務

的核心服務對象，就此全球不少地方的政府會定期收集數據，以

便更深入了解公眾對使用電子服務的需求和期望。在香港，

效率辦進行的用户滿意度調查，只評估公共服務的整體表現，

並沒有收集市民對電子政府服務的個人意見。 17此外，不少政府

部門的網站並未設有用户意見調查，以收集反饋意見。  
 
2.14 鑒於上文所述，社會上有呼聲要求政府加強各局 /部門在

收集、管理、共享、發布及使用數據多個環節的工作，並在衡量

電子服務的績效時，引入更多以用户為本的元素。持份者建議的

主要政策方案及措施包括：   

                                           
12 “全球數據指標 ”報告針對全球 109個國家 /地區的政府，評估它們如何藉

發布及使用公開數據，以提升問責性、促進創新發展及對社會的影響

做出貢獻。  
13 數據能力指一個地方是否具備所需的能力、互連基礎設施、技術及
體制等條件，建立、共享及使用數據以造褔社會。  

14 根 據 Global Data Barometer (2022) ， 政 府 除 了 在 1996 年 制 定 了
《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 (第 486章 )外，就與數據相關推行的政策措施，
大多屬行政舉措，並沒有以立法方式推行。  

15 在香港，資科辦及效率辦均為創科工業局轄下的政府部門。這情況
有別於南韓及新加坡等海外地方的做法，兩地發展電子政務的主事

行政機構，均向最高領導人總統或總理負責。新加坡實施電子政務

的行政架構，詳載於下文第 3.5段至 3.7段。  
16 例 如 ， 請 參 閱 Youth I.D.E.A.S. (2018)及 Internet Society Hong Kong 

Chapter (2022)。  
17 效率辦在 2019-2020年度進行最後一次用户滿意調查後，已沒有繼續
進行相關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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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設立訂有明確職權範圍的高層次政府架構，統領所有
局 /部門開發新的電子服務。由此產生的強有力領導

及貫徹執行力，應有助政府以 “整個政府一盤棋 ”的
全局觀，制訂出整體數據管治架構，以推動政府內部

所有局/部門通力協作；  
 
(b) 香港應仿效紐約市及其他地方的做法，引入有助促進
政府數據共享的法律框架；該等地方訂立的《開放

數據法》 (Open Data Law)或相若法例，強制規定設有
單一入門網站為公眾提供所有公共數據； 18 

 
(c) 確立清晰的數據管治願景及目標，並制訂涵蓋數碼
使用率及用户滿意度等多方面的關鍵績效指標，以便

監察電子政務的實施進度。在執行層面，政府可在

每個部門設置一名數據主任，以協助發展相關政策，

從而提升部門內部及跨部門數據管理工作的成效；及  
 
(d) 透過公務員培訓處、公務員學院及資科辦，加強籌辦
與資訊及通訊科技有關的培訓，藉以提升公務員的

數據素養 (data literacy)和技能，從而構建公營機構的
數據主導文化。  

 
 
3. 新加坡  
 
3.1 新加坡在多個智慧城市及電子政務的國際排行榜中，多年

來位居世 界 前列， 其中 IMD-SUTD智慧城市指數 (IMD-SUTD 
Smart City Index)更自 2019年首度編製以來，連續 3年將新加坡
評為全球智慧城市之首。 19至於上文第 1.2段所述由早稻田大學
進行的世界數碼政府排名調查 (Waseda University World Digital 
Government Ranking Survey)，新加坡亦自2005年該調查首次進行
以來，一直躋身全球前四强之列，同時穩佔亞洲榜首位置。

此 外 ， 在 2022 聯 合 國 電 子 政 務 調 查 (2022 United Nations 

                                           
18 請參閱Global Data Barometer (2022)及Tang (2019)。  
19 IMD-SUTD智慧城市指數由瑞士商學院國際管理發展學院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Development， 簡 稱 “IMD”)及 新 加 坡 科 技 設 計 大 學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Design， 簡 稱 “SUTD”)共 同
編製，旨在評估世界各地居民對其所處城市應用科技的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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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overnment Survey) 20，新加坡在全球排名第 12，在亞洲則排名
第2。  
 
新加坡電子政務歷程與政策措施  
 
3.2 新加坡政府早在 40多年前，已着手進行數碼化轉型 (詳情
見於附錄 3)。當地在 1980年代初期推行的公務員電腦化計劃
(Civil Service Computerisation Programme)，目標是實現政務自動
化及減少 紙本作 業，藉此提高 內部運 作效率 。政府 及後在

1990年代末期至 2010年代中期，相繼推出多份電子政務總綱計劃
(e-government masterplans)，包括第 I期及第 II期電子政府行動
計 劃 (E-Government Action Plans I & II) 、 “ 整 合 政 府 2010” 
(iGov2010)及 “電子政府 2015”(eGov2015)，聚焦與私營機構互通
及接通互聯網服務。至於在 2014年出台的 “智慧國家 ”倡議，
更提出全面的智慧城市策略，以數碼政府、數碼經濟及數碼社會

作為 3大支柱，為新加坡城市生活的各個環節進行數碼轉型，而
當局亦為每個支柱制訂框架文件，以作支援。  
 
3.3 自 1980年代初期先後推出的 6份電子政務總綱計劃，落實
以按部就班的方式，貫徹推動新加坡的電子政務發展，先從提高

公共服務效率開始，然後開展以 “整個政府一盤棋 ”的模式推行
電子政務，繼而轉向提高市民 /商界在數碼轉型過程的參與度，

而 上 述 各 項 元 素 在 最 新 的 “數 碼 政 府 藍 圖 ”中 均 有 着 墨 。
“數碼政府藍圖 ”在 2018年 6月公布，並在 2020年 12月更新，是
新加坡實現 “智慧國家 ”倡議之下數碼政府願景的框架文件，當中
勾劃的 5年路線圖，引領新加坡公營部門提供 “以數碼為核心 ”和
“用心服務 ” 21為目標的公共服務。為此， “數碼政府藍圖 ”提出
以下涵蓋6大方面的策略：  
  

                                           
20 聯合國電子政務調查是一項涵蓋聯合國全體 193個成員國的排名調查，
旨在評估各國政府利用資訊及通訊科技提供 (a)網上服務和 (b)推動市民
參與公共政策的狀況。  

21 為實現“以數碼為核心”的願景，所有政府機構均須力求端到端 (end-to-end)
數碼化，即將數碼化貫徹落實於政策構思及規劃、運作管理，以至

服務提供的每個環節，務求政務數碼轉型發揮最大效用。至於 “用心
服務 ”的數碼政府，則以更大同理心服務市民，包括在設計公共政策和
服務時以多元化、無縫接軌及個人化為目標，讓全民受惠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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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加大力度整合與市民及商界息息相關的網上公共
服務；例如以用户為本的方式進行服務旅程配對

(service journey mapping)， 22針對市民在人生不同階段

及重要里程碑的生活所需，為他們提供適切的網上

政府服務；  
 
(b) 力求政策執行與科技更緊密結合；例如在各政府部門
設 有 數碼 策略總 監 (Chief Digital Strategy Officers)
一職，領導部門內及其下機構執行數碼化計劃，及與

負責提供技術支援的資訊科技總監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s)緊密合作；  

 
(c) 重整政府的數碼基建設施；例如構建新加坡政府科技棧

(Singapore Government Technology Stack)，開發一套
可供各政府部門共享的軟件及數碼基建設施，以助

提升開發數碼應用程式的效率及共用性；  
 
(d) 建構可靠、安全及應變能力強的運作系統；例如制訂
網路安全策略，以保護政府所建的資訊及通訊科技

基礎設施和智慧系統；  
 
(e) 提升公職人員的數碼能力，讓他們在設有數碼裝置的
辦公地方工作自如，且有能力在日常工作上創新；

例如成立 “資訊通信技術及智慧系統卓越中心 ”(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Infocomm Technology and Smart 
Systems)，以加強公營部門的內部數碼能力；及   

 
(f) 本着 “與民共創 ”(co-creating)的精神鼓勵市民及商界
參與數碼建設工作，以提升科技的應用程度；例如

推出多個參與平台，一方面了解市民及商界的服務

需求，及與他們一同創建解決方案，另一方面與業界

攜手協作，開拓能獲廣泛採用的新服務。  
  

                                           
22 舉例而言，在服務旅程配對模式之下，政府主動為育有幼兒的家庭
提供一站式的個人化支援服務，讓父母可透過精簡流程使用網上政府

服務及獲取資訊，例如在網上辦理嬰兒出生登記及查詢幼兒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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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為落實上述願景及策略，新加坡政府設計了涵蓋 7個主要
範疇 23的 15項關鍵績效指標 (附錄 4)，並致力在 2023年年底前
達標。訂出這些可量度成果的關鍵績效指標，除了有助監察公營

部門的數碼化進程，亦反映出政府重視公眾對施政透明度及

問責制的訴求，為此更積極地作出回應。  
 
實施電子政務的行政架構  
 
3.5 為配合以 “整個政府一盤棋 ”的模式發展電子政務，新加坡
政府在 2017年 5月將多個與電子政務相關的機構整合，並在
總理公署 (Prime Minister’s Office)下設立智慧國及數碼政府署
(Smart Nation and Digital Government Office，下稱“SNDGO”)。 24，25

新 加 坡 政 府 技 術 局 (Government Technology Agency ， 下 稱
“GovTech”)亦 被 納 入 總 理 公 署 ， 作 為 SNDGO的 執 行 機 關 。
GovTech在 2016年成立，原先是隸屬於通訊及新聞部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的法定機構。此外，政府成立了
負 責 中 央 統 籌 的 主 體 機 構 “智 慧 國 及 數 碼 政 府 工 作 團 ” 
(Smart Nation and Digital Government Group)，以統領GovTech及
新近成立的SNDGO。  
 
3.6 GovTech獲賦權負責執行政府開發新科技的工作，並肩負
建立和加強公營部門的內部數碼能力的任務。該機構亦定位為

政府的 “資訊通信技術及智慧系統卓越中心 ”，負責發展政府在
以下 6方面的數碼能力 :應用程式設計、數碼科技發展及應用、

                                           
23 關鍵績效指標涵蓋 (a)持份者對數碼服務的滿意度； (b)端到端數碼選項

(例如政府服務提供電子支付選擇的佔比 )； (c)端到端數碼交易 (例如以
電子方式支付的交易佔比 )； (d)數碼能力 (例如具備基本數碼知識水平的
公職人員數目 )； (e)具革新意義的數碼項目； (f)人工智能、數據及數據
分析；及 (g)商業雲端平台轉移等範疇。  

24 SNDGO在成立時，人手分別來自智慧國事務署 (Smart Nation Programme 
Office)、財政部的數碼政府處 (Digital Government Directorate)，以及
通 訊 及 新 聞 部 的 政 府 科 技 政 策 處 (Government Technology Policy 
department)。在 2014年 11月成立的智慧國事務署隸屬總理公署，負責
統籌參與將科技應用於市民服務的政府機構的工作。  

25 新加坡進行架構重組的契機，據悉是要加快推動 “智慧國家 ”倡議，特別
是當時政府意識到，數碼化過程進度較預期為慢。一如Woo (2017)
所述， “在落實各項 ‘智慧國家 ’政策措施時，往往涉及多個公營機構，
而不同機構獲指派在不同政策措施上扮演主導角色，以致經常出現

行政重疊的情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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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安全、數據科學及人工智能、政府資訊及通訊科技基建

設施，以及感應器和物聯網。最近，GovTech在 2021年 6月成立
專注提升公務員科技能力的培訓機構數碼實踐學院 (Digital 
Academy)。數碼實踐學院與微軟等一眾科技企業合作，以“從業員
對 從 業 員 ”(Practitioner-for-practitioner)的 模 式 培 訓 公 務 員 ，
冀培育出能夠迎接未來挑戰，又對當前與未來科技環境瞭如指掌

的數碼領袖，助力加快公營部門的數碼化轉型。在學院受訓的

公職人員可入讀多個相關課程，包括專為公共服務而設計的資訊

及通訊科技進階訓練課程，涉及範疇包括數據科學及分析、人工

智能、開發應用程式、設計思維，以及技術產品設計和管理。 26 
 
3.7 SNDGO在 2018年 10月成立政府數據署 (Government Data 
Office)，旨在協助新加坡更有效地將數據變成策略性資產，從而
構建出 “以數碼為核心 ”的電子政府。具體而言，政府數據署肩負
監督開發政府數據架構 (Government Data Architecture)的工作，在
該架構之下設有 “單一可信資料來源 ”(Single Sources of Truth)及
4個 “可信賴中心 ”(Trusted Centres)，方便政府部門高效及安全地
共享及使用數據。新加坡政府已指定若干政府機構作為 “單一
可信資料來源 ”，全權負責管理及提供指定的政府主要數據
欄目，以供各政府機構作為決策及提供服務之用。有需要的政府

機構可從 “單一可信資料來源 ”獲取相關數據，無需自行收集，
從而避免數據重複及不一致。至於 4個 “可信賴中心 ”，則負責
整合 “單一可信資料來源 ”的數據，讓整個政府以安全、高效的
方式共享數據。需要跨界別數據集的用户可聯繫相關的 “可信賴
中心 ”，而無需逐一向個別“單一可信資料來源 ”索取數據。  
 
政府數碼服務的應用  
 
3.8 在 “智慧國家 ”倡 議下，電子政務的目標是帶領 政 府
數碼化邁上新台階，依賴數據驅動數碼轉型，以求政府變得更

強大和精簡高效，以及更能回應市民訴求。 27因此，新加坡鼓勵

各政府機構 (a)妥為利用資訊及通訊科技，以提供更個人化及迎合
市民需求的服務； (b)善用數據分析，務求決策過程更能實證

                                           
26 新加坡公共服務學院 (Civil  Service College)亦為約 153 000名公職人員
提供基礎數碼訓練課程。該學院是總理公署轄下的法定機構，負責

培訓公職人員如何在工作環境中應用數碼技能，包括如果使用數碼

工具推動公民參與，並善用數據進行出深入的政策分析。  
27 請參閱Luk & Preston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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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及以數據為依歸；及 (c)依托智慧系統以締造更優質的生活
環境。要達致上述 3項目標，政府需要開發敏捷的電子政務數碼
應用程式，並在開發過程的上游階段，鼓勵服務使用者參與

其中，透過與他們坦誠交換意見改善電子服務的設計，使相關

程式更切合市民及商界所需。在新加坡，最廣為使用的電子政府

應用程式載於附錄 5，當中大致可分為以下3大功能：  
 

(a) 便利市民日常生活和企業營運，例如 SingPass電子
政 府 密 碼 、 SG 生 活 助 手 (LifeSG) 及 協 助 營 商 的
GoBusiness網站；  

 
(b) 優化政府機構所提供的服務及運作，例如一聯通應用
程式 (OneService App)；及   

 
(c) 方便民眾聯繫政府及在網上參與公共事務，例如

REACH、 Ideas!、 CrowdTaskSG等 平 台 提 供 渠 道 ，
諮詢市民及商界、尋求他們的反饋意見，並一同創建

數碼解決方案。 28 
 
 
量度電子政務績效及鼓勵用户參與  
 
3.9 用户是電子政務的核心服務對象，政府應從用户為本的

角度出發，定期監察各部門的網站及數碼服務的績效，力求在

瞬息萬變的科技世界中，更適切地滿足用户的需求和期望。

就此，新加坡推出 “全政府分析應用程式 ”(Whole-of-Government 
Analytics Application，下稱 “WOGAA”)，以便從技術層面、量化
指標及用户反饋這 3方面，監察電子政務績效。此外，政府還會
每年進行電子政務觀感調查 (e-government perception surveys)，以
收集用户瀏覽政府網站體驗的反饋。  
  

                                           
28 在政府努力構建電子化公共參與平台下，新加坡在 2022聯合國電子
政務調查中的電子參與指數 (E-participation Index)排名第 3；該指數
旨 在 評估 193個聯合國成員國如何使用網上服務，以進行電子信息
共享、電子諮詢及電子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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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政府分析應用程式  
 
3.10 WOGAA平台由GovTech與SNDGO共同研發，旨在為政府
提供一套各部門可通用的指標及量度標準，方便它們就所運作的

網站及數碼服務的績效，進行實時監察。WOGAA的 4大特點
如下：  

 
(a) WOGAA正常運行時間 (Uptime)追蹤數碼服務每日
的正常運行時間及停機時間，並在相關部門的網站

停機時發出通知；  
 
(b) WOGAA 查 驗  從 效 能 、 可 用 性 、 最 佳 做 法

(Best Practices) 及 資 料 搜 尋 能 力 / 優 化 搜 索 引 擎

(Searchability/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各方面給予
技術分數；  

 
(c) WOGAA分 析 按 多 個 關 鍵 指 標 (例 如 網 站 訪 客
人數、訪客平均瀏覽時間等 )，為提供數碼服務的
部門作出表現總評；及  

 
(d) WOGAA用後感讓相關部門向使用其網站及數碼
服務的人士收集反饋意見及評分。  

 
 
年度電子政務觀感調查  
 
3.11 SNDGO與GovTech亦合作進行年度電子政務觀感調查，
以量度市民及商界對電子政府服務的接受 /使用情況及滿意
程度。根據最新的市民 /商界對政府數碼服務的滿意度調查，

在 2021年，受訪市民中有 85%表示對政府的電子服務感到非常
滿意或極為滿意，而受訪企業的相關佔比亦高達 76%。此外，
98%的受訪市民同意他們會推薦或鼓勵家人、朋友使用政府數碼
服務，而企業受訪者中亦有 97%表示他們會向同事及朋友作出
同樣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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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參與  
 
3.12 為了開發能夠滿足市民及商界特定需求的電子政府

服務，從而吸引他們廣泛使用， 29GovTech推出兩項舉措，藉此
與用户定期保持接觸，講解政府數碼政策和收集反饋意見、徵集

有助改善服務的新構思，以及與他們一同創建數碼解決方案及

服務。  
 
3.13 GovTech在 2016年推出 Tech Kaki，提供一個可供市民
參與設計、構建及使用數碼解決方案及服務的平台，從而確保

該等方案 /服務能夠滿足相關社群的需要。 Tech Kaki用户社群
成員來自各行各業、遍及社會各階層，且有志參與科技建設以

造福社會。他們積極與GovTech團隊合作，在參加焦點小組討論
或用户測試會時，會就 GovTech現有及將會推出的數碼產品及
服務提供意見。  
 
3.14 在 2018年 10月， “智慧國及數碼政府工作團 ”推出另一項
公眾參與計劃共創智慧國互動平台 (Smart Nation Co-creating 
with Our People Everywhere，下稱 “SCOPE”)，藉以在數碼產品
開發早期階段讓公眾參與其中。該計劃先向用户提供數碼產品的

試用版以作測試，並收集他們的意見，然後再對產品反覆改良及

重新設計，以回應用户的反饋及解決所發現的問題。自2018年起，
SCOPE平台先後進行 29次調查，有超過 83 000名市民對 26個
數碼政府項目提出反饋意見。  
 
 
4. 廣東省  
 
4.1 內地政府機關將加快發展建設 “數字中國 ”視為重中之重
的策略，藉數碼科技及數據分析的應用，帶動生產方法、生活

方式和管治模式的革新。鑒於數字政府是 “數字中國 ”建設的
重要組成部分，中央政府自 2016年起致力落實 “互聯網 +政務
服務 ”政策綱領，目標是在數碼科技支撐下，提高管治效率及
加強政府和民眾 /企業的互動。透過在全國建立電子政務平台，

達致公共服務可隨時隨地 “網上辦 ”，而用户亦可 “一網辦理 ”

                                           
29 由於電子政務成功與否，關鍵在於市民如何看待透過應用新科技提高
生活質素的可行性，因此在以民為本的前提下， “與民共創 ”的政策若能
發揮成效，定可大大提高相關項目的成功率。請參閱Valeria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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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各樣的個人化服務。根據聯合國電子政務調查報告，中國在

2022年全球排名第 43，較 2016年躍升 20位，反映國家近年推動
數碼化的努力成果。  
 
4.2 在 “互聯網+政務服務 ”綱領下，地方政府紛紛建立一站式
網上平台，力求將各部門所提供的公共服務集中到一個入門

網站，讓企業和民眾辦事 “一次不用跑 ”、全程網上辦理，或
“最多跑一次 ”。 30根據《省級政府和重點城市一體化政務服務

能力評估報告》， 31在各省級政府之中，廣東省在 2021年已連續
3年奪冠的基礎上，在 2022年亦持續保持全國領先水平，一體化
政務服務能力穩居前列。廣東省排名高企，反映省政府在多方面

努力不懈，包括推動線上線下服務融合發展，以及推出惠民便民

的一站式電子政務服務。  
 
廣東省電子政務歷程與政策措施  
 
4.3 在 2017年 12月，廣東省政府召開工作會議，審議並通過
《廣東 “數字政府 ”改革建設方案》，成為內地發展電子政務的
領跑者。在 2018年 5月推出的 “粵省事 ”小程式，更將經由不同
部門提供的高頻常用民生事項，整合到全省的統一服務平台。

省政府其後繼續推動政務服務數字化改革向縱深發展，除了不斷

優化 “粵省事 ”，還推出其他應用程式，共同組成覆蓋全面的
“粵系列 ”政務服務平台。  
 
4.4 在落實推動電子政務方面，廣東省在政府工作報告中

承諾加快公共部門的數碼化轉型，還制訂了多項政策及指引，為

電子政務未來發展定調。附錄 6臚列各項相關的政策承諾及
措施，主要的內容如下：  

 
(a) 優化政務服務 “一網通辦 ”建設一站式入門網站，
為企業和民眾提供單一窗口，以接達不同政府部門

提供的電子服務及資訊；  
  

                                           
30 由於地方政府各自設有综合數據管理系統，以便處理需要不 同部門
共同協辦的服務申請，部門間可以互相協作及共享信息，企業和民眾

辦事因此不再需要逐一聯繫個別部門。  
31 請參閱中共中央黨校 (不同年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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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推動省域治理 “一網統管 ”整合各類公共行政數據
資源，並構建一體化政府運行平台，以省、市、縣

3級為基礎，全面覆蓋省、市、縣、鎮、村提供的 5級
用户服務，以實現全省 “一網縱觀全域、一網決策
指揮、一網協同共治 ”；  

 
(c) 強化政府運行 “一網協同 ”為全省公職人員開發
流動協同辦公平台，方便在日常工作中善用數碼

工具，以實現跨地域、跨層級、跨部門政務協同；及  
 
(d) 為政務服務 “跨省通辦 ”提速增效企業和民眾申請

“跨省通辦 ”的公共服務時，可在網上或到就近政務
服務大廳 “跑一次 ”提交申請材料，而無需親赴提供該
服務的省份部門現場辦理。 32 

 
 
實施電子政務的行政架構  
 
4.5 為落實推動電子政務，廣東省政府不僅動員轄下部門和

單位，還與私營及國有企業通力合作。在 2017年 10月，省政府
牽頭騰訊與內地 3大電訊運營商共同投資，成立合營公司
數字廣東網絡建設有限公司， 33作為廣東省數字政府的建設及

營運中心，但管理職務仍由政府部門負責。這種 “政企合作、
管運分離 ”的運營模式，一方面為全省電子政務發展引進更多
資金，另一方面亦減輕政府的財政承擔。  
 
4.6 在 2018年 10月，廣東省進一步成立 “廣東省政務服務數據
管理局 ”， 34負責落實全省推進數字政府建設的政策和方案， 35

包括整合網上政務服務、大數據管理，以及收歸過往隸屬不同

政府部門的其他職能，以期解決過往電子政務發展職權重疊、

多頭管理的問題。   
                                           
32 例如，按過往規定，婚姻登記必須在任何一方當事人的户籍地辦理，
但現在透過 “跨省通辦 ”，當事人可在任何一方的常住户口所在地或經常
居住地辦理婚姻登記。  

33 成 立 合 營 公 司 時 ， 騰 訊 的 持 股 量 為 49%， 而 餘 下 的 51%股 權 則 由
中國移動、中國電信及中國聯通共同持有。  

34 市 、 縣 級 政 府 亦 設 有 市 屬 /縣 屬 政 務 服 務 數 據 管 理 局 。 請 參 閱
China.org.cn (2019)。  

35 請參閱Chinese Academy of Cyberspace Studies (various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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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除以上所述，廣東省在 2021年 5月率先出台有關設立首席
數據官制度的法規草案，在 6個省直屬部門及 10個地市進行試點
工作。首席數據官的職責包括推進數字政府建設、統籌數據管理

和融合創新工作、監督政府數碼化項目的實施進度，以及建設

人才隊伍。  
 
政府數碼服務的應用  
 
4.8 廣東省近年推出的“粵系列”平台，開啓了政務服務“掌上辦”
的 “指尖革命 ”，讓用户可藉流動電子裝置輕易接達各類的政府
資訊及服務。詳載附錄 7的 “粵系列 ”各個平台大致可分類如下：  

 
(a) 方便企業和民眾與政府對接的粵省事、粵商通、
粵智助、粵省心及粵優行等平台，以實現政務服務

“一網通辦 ”；  
 
(b) 方便公職人員在日常工作中善用數碼工具的粵政易等
平台，以實現政府運行 “一網協同 ”；及  

 
(c) 粵治慧等促進全省協同治理的綜合一體化平台，以
實現省域治理 “一網統管 ”。  

 
 
量度電子政務績效  
 
4.9 在 2020年 2月，省政府印發《廣東省政務服務 “好差評 ”
管理辦法》，就提供電子政務服務的系統、熱線電話及服務端

(terminals)建立 “好差評 ”線上線下評價制度，確保每個政務服務
事項均可評價，每個政務服務機構、政務服務平台和人員都接受

評 價 。 “好 差 評 ”結 果 分 為 5個 等 級 ： 0分 (非 常 不 滿 意 )、
3分 (不滿意 )、 6分 (基本滿意 )、 8分 (滿意 )、 10分 (非常滿意 )。
政務服務機關若收到 “不滿意 ”或 “非常不滿意 ”的評價，要及時
回訪作出評價的用户，以作核實；若查明評價屬實，更要限期

進行整改。  
 
4.10 內地亦會就各省市的網上政務服務質素進行線上評估，

除用作衡量個別表現外，還可讓不同省市借機互相學習，從而

認清本身發展電子政務的優勢及挑戰。例如，工業和信息化部

每年進行 “數字政府服務能力評估暨政府網站績效評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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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各省級政府的表現評定為卓越級、優秀級、良好級或發展級。

根據 2021年的評估結果，廣東省與上海市、浙江省同獲最高的
卓越級評分。此外，中共中央黨校每年會就各省級政府一體化

政務服務能力進行評估，一如上文所述，廣東省在 2021年連續
3年蟬聯榜首，在2022年的排名仍穩居前列。  
 
 
5. 結語  
 
5.1 香港一直以發展成為世界級智慧城市為願景，當中 “智慧
政府 ”與 “智慧出行 ”及 “智慧生活 ”並列為重點發展項目。至於
新加坡，自 1980年代初期已制訂多份專注發展電子政府的藍圖，
最近又提出 “以數碼為核心 ”及 “用心服務 ”兩大核心元素，引領
當地推進電子政務。廣東省亦取態積極，省政府自 2017年起一直
致力推動公共服務數字化，除了連番出台專項措施，還提出多項

政策承諾及指引，以加快落實改革建設任務。  
 
5.2 在領導電子政務發展一事上，新加坡當地負責這項任務

的行政單位，均向行政機關最高領導人總理直接問責。
新加坡的另一特別安排，就是成立數碼實踐學院，以提升公職

人員的數碼能力。這所以科技為重點的公務員培訓機構，夥拍着

微軟等一眾科技企業，在數據科學、開發應用程式、電子產品

管理等範疇提供進階培訓課程。  
 
5.3 在設計電子政府服務時，着眼用户體驗儼然已成為全球

大勢所趨，當中尤以了解用户需求和期望最為重要。在香港，

效率辦進行的用户滿意度調查，但只對公共服務的整體表現作出

評估，並沒有收集市民對電子政府服務的個人意見。在廣東省，

政府推出的 “好差評 ”線上線下評價制度，讓民眾可對所使用的
政務服務事項，以至相關服務機構及平台，作出評價。政務服務

機構若收到用户差評，若查明屬實，便要對相關的服務項目進行

整改。新加坡亦每年進行類似的電子政務觀感調查，以衡量市民

及商界對電子政府服務的接受 /使用情況及滿意程度，政府還會

透過WOGAA平台收集用户反饋。另外，新加坡及廣東省兩地在
推展電子政務的過程中，在 “與民共創 ”方面亦進取積極。新加坡
藉構建Tech Kaki社群及SCOPE平台，利便政府與服務使用者定期
保持接觸的機會，從而吸納他們對研發及使用數碼產品及服務的

意見，以確保最終設計符合市民及商界的需求和期望；廣東省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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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省政府推動以 “政企合作、管運分離 ”的方式發展電子政務，
將管理及監督職務歸屬政府部門，而私營企業則負責 “數字政府 ”
的建設及營運。  
 
5.4 在政府數碼服務的應用方面，廣東省提供的服務範圍

遠較香港全面。例如，香港的 “智方便 ”流動應用程式僅提供
約 260項 功 能 ， 但 廣 東 省 類 似 的 應 用 程 式 “粵 省 事 ”則 提 供
多達 2 500項以上的功能。新加坡亦積極創新，開發的數碼應用
程式靈活多變，除了收便民利民之效，還有助促進政府跨部門

運作，以及加強政府與民眾的連繫。例如，市民若遇上市政

問題，可透過一聯通應用程式直接舉報，而無需先確定由哪個

政府部門或市鎮理事會負責。政府亦可透過 REACH、 Ideas!、
CrowdTaskSG等公眾參與平台，諮詢民意及徵集反饋。 36 
 
 
 
 
 
 
 
 
 

                                           
36 例如，各部級機構及部門會在REACH公眾諮詢入門網站上，上載公眾
諮詢文件，以供市民發表意見，但香港卻缺乏這種有助提升雙向溝通

成效的中央電子平台，將所有政府諮詢文件匯集一處，以及提供網上

平台收集公眾反饋。  
 
 
立法會秘書處  
研究及資訊部  
資料研究組  
余肇中  
2023年 2月 8日  
電話： 3919 3181 
 
資料摘要為立法會議員及立法會轄下委員會而編製，它們並非法律或其他專業意見，亦不應以
該等資料摘要作為上述意見。資料摘要的版權由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下稱 “行政管理委員會 ”)
所擁有。行政管理委員會准許任何人士複製資料摘要作非商業用途，惟有關複製必須準確及
不會對立法會構成負面影響。詳情請參閱刊載於立法會網站 (www. legco .gov .hk)的責任聲明及
版權告示。本期資料摘要的文件編號為 IN02/2023。  

https://www.legco.gov.hk/tc/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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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政府運作數碼化帶來的好處  
 
 電子政務的裨益  

效率   政府透過數碼轉型開展電子政務，令更有效地節省或
分配公共資源，從而提升運作及管理效率。  

 

 將現有紙本作業程序自動化 /電腦化，應可大幅減省

政府的營運及人力成本，而公營部門僱員亦可加快

辦理重複及可預計工序的工作，從而集中處理執行

其他較重要及更具挑戰的職務。  

 

 電子政務有助減少繁文縟節，讓政府與市民 /商界

之間的溝通更快捷方便，令後者更易獲取政府服務及

資訊，減輕繁瑣程序手續所帶來的不便。  

成效   憑藉人工智能科技，政府可在決策前對問題本質深入
思考和準確研判，以及更精準地進行預測，從而

更有效地分配資源、作出決策，以及提供個人化

服務。電子化提高政府服務的成效，能增加公眾對

政府施政的滿意度及信心。  

 

 另一方面，政府運作數碼化亦為公營部門僱員帶來
裨益，因為他們可更容易掌握相關數據及資訊，以

衡量各項政策及干預措施的實施成效。此外，部門間

的同事更能緊密協作，以 “整體政府一盤棋 ”的全局觀
的協調方式應對複雜問題。  

透明度   數碼政府是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的重要一環，強調
開放數據 (例如設立公共數據平台 )、實現資訊自由
流通 (例如透過流動政府，讓公眾更方便地獲取政府
資訊 )，以及推動市民投入公共參與 (包括透過電子
聯署、網上調查 /諮詢等渠道 )。政府致力提升施政的
透明度和開放度，有助增加公眾對其問責制及政策

合法性的信心。  

資料來源： Sung et  al .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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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香港的電子政務歷程  
 
期間  推動電子政務的政策措施  

1998年 11月  當局發表以 “數碼 21”為主題的資訊科技策略，開展以
“提供網上資訊 ”及 “促進電子交易 ”為重點的首階段電子
政務歷程  

2000年 10月  政府推出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讓市民可透過個人
電腦、公眾資訊服務站及其他電子途徑，使用公共網上

服務  

2001年 5月  當局發表新訂 “數碼 21”策略，務求香港在全球網絡相連
的世界裏，發展成為一個領先數碼城市，並以發展電子

政務為其中重要一環  

2001年 8月  在前資訊科技及廣播局之下，成立電子政府協調辦事處  

2002年 2月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印製《電子政府  你我同受惠》

小冊子，以加深市民對本地電子政務發展的了解  

2004年 3月  當局發布另一份新訂 “數碼 21”策略，啟動下一階段推行
電子政務的工作，並以融合和改革電子服務為重點  

2004年 7月  成 立 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辦 公 室 (“資 科 辦 ”)， 推 動 各
政策局及部門 (“局 /部門 ”)落實發展電子政務  

2004年 9月  成立由財政司司長擔任主席的高層電子政府督導委員會  

2007年 8月  政府推出 “香港政府一站通 ”一站式入門網站，方便市民
取得常用的網上政府服務及資訊  

2007年 12月  當局發表 2008年 “數碼 21”資訊科技策略，並以 “促進
新一代公共服務 ”作為 5個重點範疇之一  

2009年 12月  推出革新版的 “香港政府一站通 ”網站，在網站外觀及
功能上均有所更新  

2010年 12月  在 “香港政府一站通 ”網站開發個人化介面的 “我的政府
一站通 ”，讓用户以單一帳户名稱及密碼，透過個人化
網頁直接使用各項公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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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續 ) 
 

香港的電子政務歷程  
 

期間  推動電子政務的政策措施  

2011年 3月  政府推出 “資料一線通 ”(Data.One)入門網站，以促進
公共資料的廣泛發放，從而方便市民增值再用有關資料  

2013年 9月  當局發出以 “智慧香港，智優生活 ”為主題為的 2014年
“數碼 21”策略諮詢文件  

2015年 3月  推 出 全 新 的 “ 資 料 一 線 通 ” 公 共 資 料 入 門 網 站
(Data.Gov.HK)，以取代原有的Data.One入門網站，鼓勵
更多用户以具創意的方式再用有關數據  

2015年 11月  成立創新及科技局 (“創科局 ”)，負責制訂全面的創新及
科技政策  

2017年 10月  時任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承諾，開展提供數碼個人
身份 (現已定名為 “智方便 ”平台 )的工作、建設新一代
政府雲端基礎設施，以及發放更多政府數據供公眾使用  

2017年 12月  當局公布《香港智慧城市藍圖》，勾劃出 2022年及以後
的智慧城市發展計劃，並提出在 6個智慧範疇之下推行
76項措施  

2018年 9月  資科辦就新的開放數據政策發出指引，要求所有局 /

部門在 “資料一線通 ”入門網站逐步開放數據，讓公眾
免費使用  

2020年 12月  當局公布《香港智慧城市藍圖 2.0》，提出超過 130項
智慧城市措施  
 

推出 “智方便 ”一站式個人化數碼服務平台，用户以手提
電話可登入及使用各類網上服務  

2022年 3月  在 2022-2023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撥款 6億港元，就各局 /

部門的資訊系統及服務進行全面的電子政府審計，以期

加快發展數碼政府的步伐  

2022年 7月  將創科局改名為創新科技及工業局  

2022年 12月  當局公布《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從 4大方向、 8大
重點勾劃出香港未來創科發展總體方向和重點。  

資料來源：各個政府網站及政府新聞處 (不同年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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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新加坡推行電子政務政策措施的時序  
 

推出

年份  國家資訊及通訊科技計劃 ( 1)  電子政務總綱計劃  

1980 國家電腦化計劃 (1980-1985)  
(National Computerisation 
Plan)：旨在將公務員的工作
電 腦 化 、 扶 持 本 地 資 訊

科技業發展及培育資訊科技

人才  

公 務 員 電 腦 化 計 劃 (1980-1999)  
(Civil Service Computerisation 
Programme)：  
 
 計 劃 最 初 以 配 合 “國 家 電 腦 化
計劃 ”為重點，藉高效應用資訊
通信技術，改善公共行政  

 
 計劃其後按 “國家資訊科技計劃 ”
訂 下 的 方 向 演 進 ， 將 政 府 的

電腦化系統擴展至私營機構  
 
 隨着互聯網興起，計劃的重心在

1990年代初期又有所轉變，並
根 據 “資訊 科技 2000”的倡議 ，
側重加強互聯互通及開發互聯網

配套服務  

1986 國 家 資 訊 科 技 計 劃

(1986-1991) (National IT 
Plan)： 藉 將 電 子 數 據 傳 輸
網絡由政府擴展至私營機構  

1992 “資訊科技 2000”(1992-1999)  
(IT2000)：目標是推動新加
坡轉型成為 “智慧島 ”，並強
調將科技策略重心變為構建

共 用 數 據 中 心 及 可 供 整 個

公 務 員 團 隊 使 用 的 網 絡 ，

以整合電腦資源  
2000 21世 紀 資 訊 通 信 技 術 計 劃

(2000-2003)(Infocomm 21)：
力求建設高度網絡化的經濟

及 社 會 ， 引 領 新 加 坡 發 展

成為全球資訊通信之都  

第 I 期 電 子 政 府 行 動 計 劃

(2000-2003)  (E-Government Action 
Plan I)，以推動新加坡發展成為全球
領先電子政府之一為願景，並提出

多項重點策略，包括以數碼化為

基礎全面改革政府及提供綜合電子

服務  
2003 互 聯 新 加 坡 (2003-2006)  

(Connected Singapore)：致力
發 掘 本 地 資 訊 通 信 技 術 的

潛 力 ， 從 而 創 造 新 價 值 、

發掘機會及改善生活質素  

第 II 期 電 子 政 府 行 動 計 劃

(2003-2006)  (E-Government Action 
Plan II) ， 旨 在 實 現 “ 取 悅 客 户 ” 
(Delighted Customers)、 “連繫市民 ” 
(Connected Citizens)及 “構 建 網 絡
政府 ”(Networked Government)這 3大
目標，並將工作重點放在為客户

提供既便捷又全面的增值服務，

藉此凝聚民心  
  

                                           
( 1)  新加坡迄今已推出 7個國家資訊及通訊科技計劃，以支援 6個電子政務總綱
計劃。例如， “公務員電腦化計劃 ”實施期間，先後輔以 3個國家資訊及通訊
科技計劃提供支援，即 “國家電腦化計劃 (1980-1985)”、 “國家資訊科技計劃
(1986-1991)”及 “資訊科技 2000(1992-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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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續 ) 
 

新加坡推行電子政務政策措施的時序  
 
推出

年份  國家資訊及通訊科技計劃  電子政務總綱計劃  

2006 “智能國家 2015” (2006-2015) 
(Intelligent Nation 2015) ：
透過善用資訊及通訊科技以

促進創新、資源融合及發展

國際化，並重新確立在實現

將新加坡建設為智能國家及

全球城市的願景中，資訊及

通訊科技所發揮的關鍵作用  

“ 整 合 政 府 2010” (2006-2010)  
(iGov2010) 及 “ 電 子 政 府 2015” 
(2011-2015)  (eGov2015)：  
 
 “整合政府 2010”，旨在透過應用
資訊及通訊科技，提高政府運作

的整合度。各個政府機構的後端

流程 (backend processes)經整合
後，令市民 /企業在使用前線服

務時倍感方便  
 
 “電子政府 2015”引進革新舉措，
改變政府提供電子服務的模式，

將 過 往 由 上 而 下 “ 政 府 給 你
服 務 ”(Government-to-you) 的
模 式 ， 改 為 “政 府 為 你 服 務 ” 
(Government-with-you) 。 此 舉

有助鼓勵政府、市民與私營機構

之間加強協作，從而為新加坡

創造價值  
2015 “ 資 訊 通 信 媒 體 2025” 

(Infocomm Media 2025)：為
新加坡的資訊通信及媒體業

定位，確立未來 10年的發展
方 向 ， 並 以 創 建 在 全 球 具

競 爭 力 的 資 訊 通 信 及 媒 體

生態圈為目標，從而推展及

配 合 新 加 坡 發 展 成 為 智 慧

國家的願景  

“ 數 碼 政 府 藍 圖 ” (2018-2023)  
(Digital Government Blueprint) ，
旨在善用數據及新科技，構建出

“以數碼為核心 ”及 “用心服務 ”的
電子政府  

資料來源：各個政府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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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新加坡構建電子政府的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績效指標  在 2023年或之前目標  
持份者滿意度  
1 市民對數碼服務的滿意度 (以調查方式衡量 ) 75% 至 80% 受 訪 者

表示非常滿意  
2 商界對數碼服務的滿意度 (以調查方式衡量 ) 75% 至 80% 受 訪 者

表示非常滿意  
端到端數碼選擇  
3 政府服務提供電子支付選擇  100% 
4 可預先填上獲政府認證數據的服務  100% 
5 提供電子形式簽名以代替親筆簽名的服務  100% 

端到端數碼交易  
6 端到端以數碼方式完成的交易佔比  90%至 95% 
7 以電子方式支付佔比  100% 

數碼能力  
8 獲數據分析及數據科學培訓的公職人員數目  20 000 
9 具備基本數碼知識水平的公職人員數目  全體公職人員  

具革新意義的數碼項目  
10 具革新意義的數碼項目  30至 50項  

人工智能、數據及數據分析  
11 在部級機構及其相關部門中，將人工智能用

於提供服務或制訂政策的佔比  
每 個 部 級 機 構 與 其

相關部門合計，須至

少 有 一 個 人 工 智 能

項目  
12 高影響力的數據分析項目  每年進行 10個跨機構

項 目 ， 而 每 個 部 級

機 構 與 其 相 關 部 門

合 計 ， 每 年 須 進 行

2個相關項目  
13 核心數據欄目機器可讀，並可透過應用程式

介面傳輸  
90%至 100% 

14 提供跨機構項目共享數據所需的時間  不多於 7個工作天  
將系統遷移至商業雲端平台  
15 在符合遷移條件的政府系統中，已放上商業

雲端平台的佔比  
70% 

資料來源： Smart  Nat ion Singapore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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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新加坡最廣為使用的電子政府應用程式  
 

A5.1 新加坡推出各式各樣的電子政府服務，以求滿足市民及

商界的需求，且為公共參與創造契機，提供的服務包括：  
 
SingPass系列應用程式  
 
A5.2 在 2003 年 推 出 的 電 子 政 府 密 碼 (Singapore Personal 
Access，一般稱為 “SingPass”)是個人身份認證系統，讓用户憑藉
單 一密碼 ，接達 各種網 上政府 服務。 經過多 年來的 優化，

SingPass已等同國民數碼身份 (national digital identity)，讓用户
可在一個既方便又安全的平台上，使用各項政府和私營機構提供

的網上服 務。在 國民數 碼身份 計劃下 ，市民 及商界 可透過

SingPass使用以下一系列應用程式：  
 

(a) SingPass應用程式：用户可憑生物特徵 (如指紋、容貌
辨識等 )或個人 6位數密碼登入，使用超過 2 000多項由
政府及私營機構提供的網上服務。用户憑 SingPass
應用程式內置的 “簽署 ”功能，以電子方式簽署文件及
合約，而無需在紙本文件上親身簽名作實。目前，

SingPass已有超過 450萬名用户，佔 15歲及以上新加坡
公民及永久居民人口數目的97%；  

 
(b) Myinfo個人資料庫 (Myinfo)：提供 “只說一次 ”服務

(tell-us-once service)， 讓 用 户 在 通 過 SingPass成 功
認證身份及示明同意後，由程式自動為其填寫網上

表格的選定個人資料，此功能讓用户在進行網上

交易時，無需重複提供及核實相同資料。迄今，

Myinfo個人資料庫已適用於超過 800項由政府機構及
商界企業提供的數碼服務；及  

 
(c) Myinfo 商 業 資 料 庫 (Myinfo business) ： 屬 於

Myinfo個人資料庫的延伸平台，集中匯集企業數據。
企 業 透 過 SingPass ， 在 網 絡 安 全 情 況 下 向 參 與
Myinfo商業資料庫的機構發放本身及其客戶資料，
藉 以 實 現 更 無 縫 的 數 碼 交 易 過 程 。 迄 今 ，

Myinfo商業資料庫已接達超過 190項數碼服務，平均
每月有超過50萬宗涉及公私營機構的交易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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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生活助手  
 
A5.3 SG生活助手 (LifeSG)程式在 2018年推出，當時稱為 “人生
旅程助手 ”（Moments of Life），程式在2020年經過改良後，重新
命名推出，讓市民可以一站式接達超過 100項政府服務及資訊。
SG生活助手以服務旅程模式為基礎，其獨特之處是將各類政府
服務及資訊，按人生重要時刻或特定階段的需要分門別類，市民

無須記得服務 /資訊的名稱或是由哪個政府部門提供，就能通過

程式的分類輕易查找得到。例如，為支援長者實踐積極樂頤年，

SG生活助手應用程式把與長者相關的政府福利和活動計劃集中
起來，方便查找。至於為人父母的市民， SG生活助手會為他們
踏上育兒之旅安排，把辦理嬰兒出生登記及政府所有相關支援

育兒服務集中一處。 ( 1)截至 2022年 7月， SG生活助手應用程式的
用戶達120萬。  
 
GoBusiness 
 
A5.4 在2019年10月推出的GoBusiness應用程式，是一個將商界
與政府電子服務及資源連繫起來的網上平台。程式用戶透過

GoBusiness 登 錄 GoBusiness 儀 表 板 (GoBusiness Dashboard) 或
GoBusiness牌照通 (GoBusiness Licensing)，就其經營的業務必須
取得的牌照及許可證，獲得最切合他們需要的建議。應用程式的

另一個特點，是提供申請商業資助入門網站 (Business Grants 
Portal)，把政府向商界提供的各種資助計劃集中起來。用户可按
其需要申請政府資助，而無須分別接觸不同部門 /機構辦理。在

2020年 8月，GoBusiness應用程式推出最新的GoBusiness政府支援
(GoBusiness Gov Assist)功能。用戶使用這項全天候網上服務時，
只需回答一份有關其業務需要及概況的簡短問卷，便會被引導至

最合適其企業申請的政府支援計劃。如此，用户無需多花時間

瀏覽多個機構的網站，就能獲取所要的資訊，加深了他們得

GoBusiness應用程式取得協助的用戶體驗。  
  

                                           
( 1)  當中包括申請嬰兒花紅 (baby bonus)、尋找居所附近的託兒中心或幼兒
學校、查閱兒童接種疫苗紀錄及預約診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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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聯通應用程式  
 
A5.5 在 大 數 據 及 數 碼 化 助 力 下 ， 社 區 事 務 署 (Municipal 
Services Office)( 2)改革了公眾就市政服務作出反饋的舉報程序。

市民若遇上市政問題，可拍下相關情況的照片，及 /或附上其他

資料 (例如個案的簡短描述 )，透過社區事務署的一聯通應用程式
(OneService App)作出反饋。 ( 3)應用程式收集到的資料，例如個案

的文字描述、影像及地理位置等訊息，會以人工智能分析、

處理，而反饋意見亦會自動送交相關行政機關以作跟進。  
 
A5.6 一聯通應用程式提供的單一接觸點，方便市民舉報他們

關注的市政問題，無需事前先確定應該聯絡的政府機構或市鎮

理事會 (town councils)。此外，市民作出舉報後，可從網上的
歷程 (History)一欄查看個案進展情況。一聯通應用程式對統籌
市政服務亦有幫助，因為政府機構現可更好地掌握問題根本

所在，亦無需花上時間在機構之間轉介個案，從而提高解決市政

問題的效率。一聯通應用程式自 2015年推出以來，使用人數增幅
達 10倍之多，截至 2022年 3月用户人數超過 43萬，反映出該應用
程式深受市民歡迎。  
 
REACH 
 
A5.7 為推動市民積極參與公眾諮詢活動，以及實現開放管治

理念，新加坡政府構建了電子參與平台REACH，並透過該
公眾諮詢平台，就政府機構提上平台的國家及社會議題廣納

民意。 ( 4 )REACH經由傳統或網上渠道收集意見， 後者包括
電子郵件、網上意見表、 REACH WhatsApp互動聊天群組、
REACH Facebook、 Instagram及 Twitter。所有發送至 REACH的
反饋意見 ，不論內容當中宣泄 甚麼類 別的情 感，均 會交由

REACH的工作人員閱覽，然後他們會把反饋內容完整地轉交
相關部級機構及部門，供其在檢討政策及研究問題時考慮。  
  

                                           
( 2)  在 2014年 10月 1日成立的社區事務署，旨在改善政府對提供市政服務的
整體統籌工作。署方透過與其他政府機構及市鎮理事會等夥伴通力

合作，冀提升市政服務的質素及加強管理反饋意見。  
( 3)  一聯通應用程式的設計，以事件性質區分各種常見的市政問題，方便
市民舉報，例如 “市容清潔 ”、 “蚊蟲鼠患 ”、 “公園及綠化苗木 ”、 “道路
及行人道 ”、 “非法泊車 ”、 “動物與鳥類 ”及 “建屋發展局的設施 ”等。  

( 4)  例如，各部級部門及機構會在REACH公眾諮詢入門網站上，上載政策
諮詢文件，以供市民發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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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s! 
 
A5.8 Ideas!是一個眾包平台 (crowdsourcing platform)，參與的市民
可藉平台分享個人想法及解決方案。 ( 5 )各政府機構各自透過

Ideas!平台，就如何解決市民可能面對的特定社會問題，發起及
籌辦眾包活動，包括徵集創意比賽、開發應用程式比賽及編程

馬拉松 (hackathons)，以競賽形式取得參賽者不同的想法。市民
在平台上除了可就各項比賽提出意見，還可查閱其他市民提出的

意見，並作出評論及投票。  
 
CrowdTaskSG 
 
A5.9 CrowdTaskSG是 一 個 新 設 的 眾 包 平 台 ， 讓 政 府 透 過
此網站以調查、問卷及民意測驗等方法，徵集市民對國家施政的

意見。參與的市民每完成一項活動後，便可獲得可用作兌換禮品

(例如禮券 )的虛擬貨幣作為獎勵。政府機構在構思新產品或
政策時，均會參考從CrowdTaskSG收集到的意見。  

                                           
( 5)  眾包 (crowdsourcing)是一種徵集資源的模式，泛指透過互聯網向並非
特定群組求取協助，以獲得所需的構思、資訊、服務、資金或其他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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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 
 

廣東省推動電子政務發展的政策承諾及措施  
 
2017年 12月  廣東省印發《廣東 “數字政府 ”改革建設方案》，以期促進政府信息系統一體化、消除信息

孤島 (information silo)的情況，並在全國率先建設 “數字政府 ” 

2018年 1月  在 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省政府提出要加快 “數字政府 ”建設，當中措施包括搭建統一安全
的政務雲平台、實現數據共享及優化服務流程  

2018年 10月  廣東省出台《廣東省 “數字政府 ”建設總體規劃 (2018-2020年 )》，提出建設上接國家、下聯
市縣、橫向到邊、縱向到底全覆蓋的 “數字政府 ” 

2020年 1月  在 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省政府承諾大力推進 “數字政府 ”改革建設，推動數據上雲、服務
下沉  

2020年 2月  廣東省發布《廣東省數字政府改革建設 2020年工作要點》，提出推進區塊鏈等創新技術在
政務服務上的應用場景，並進一步夯實數字政府基礎能力  

2020年 12月  廣東省印發《廣東省推進政務服務 “跨省通辦、省內通辦 ”工作方案》，確保為企業和民眾
提供 “跨省通辦、省內通辦 ”的政務服務 ( 1)  

2021年 1月  在 2021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省政府以加快線上線下政務平台整合為目標，並提出拓展
“粵系列 ”政務服務平台，讓更多高頻常用服務實現 “指尖辦理 ” 

                                           
( 1)  市民若要辦理 “跨省通辦 ”政務服務，他們無需在提供該服務的省份提出申請，可在其他省份辦理。申請人可網上申請，或到
所居省份政務服務大廳的 “跨省通辦 ”專窗提交申請，相關部門會對申請資料進行審查及核實申請人身份，然後將申請送交
提供政務服務的省份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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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續 ) 
 

廣東省推動電子政務發展的政策承諾及措施  
 
2021年 4月  廣東省出台《廣東省數字政府改革建設 2021年工作要點》，在 6大領域提出 30項任務，以期

全力開創數字政府改革建設新局面  

2021年 6月  廣東省制訂《廣東省數字政府省域治理 “一網統管 ”三年行動計劃》，旨在促進全省信息技術與
政府治理深度融合  

2021年 7月  廣東省發布《廣東省數字政府改革建設 “十四五 ”規劃》，是全省首份有關數字政府的 5年專項
規劃，以期在數碼年代為廣東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發揮支撐作用。廣東省計劃在 2025年前實現
“五個全國領先 ”，即在政務服務水平、省域治理能力、政府運行效能、數據要素市場及基礎
支撐能力這 5方面均領先全國  

2022年 1月  在2022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省政府提出的目標包括強化全省 “一片雲、一張網 ”、拓寬 “跨省通辦 ”
業務範圍，以及進一步拓展 “粵系列 ”平台的服務功能  

2022年 2月  廣東省出台《廣東省數字政府改革建設 2022年工作要點》，明確建設數字政府 6大方面的任務
舉措，當中包括： (a)完善公共數據管理體系及運營模式，例如建立新的首席數據官制度；及
(b)優化政務服務機制，例如深化 “粵系列 ”平台應用  

2022年 7月  廣東省印發《廣東省數字經濟發展指引 1.0》，是全省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的首份指引性文件，
當中提出推進 “三網融合 ”( 2)，形成服務提供和管理、決策指揮一體化格局  

 

                                           
( 2)  “三網融合 ”指優化政務服務 “一網通辦 ”、推動省域治理 “一網統管 ”及強化政府運行 “一網協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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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 
 

“粵系列”政務服務平台  
 
A7.1 廣東省政府近年加強應用 “粵系列 ”政務服務平台，藉
(a)粵省事、粵商通、粵智助、粵省心及粵優行為企業和民眾提供
一站式服務； (b)粵政易為廣東省公職人員提供流動辦公平台；
及 (c)粵治慧為省政府構建全省協同治理平台。  
 
粵省事  
 
A7.2 粵省事屬一站式入門網站，方便市民線上辦理各項政務

服務，而無需為此多次親身奔走相關政府部門辦事。平台提供的

服務除了涵蓋醫保、社保、勞動人事爭議調解仲裁外，還可辦理

交通違章罰款、申領出生證明、進行政務服務預約、換發護照及

簽證等。截至 2022年 10月，粵省事已有接近 1.8億實名註冊
用户，他們可線上接達 2 505項高頻常用政務服務事項，其中
1 097項更屬全程網上辦理的 “零跑動 ”事項，即市民無需親身到
相關政府部門 “跑一趟 ”。  
 
粵商通  
 
A7.3 在 2019年 8月正式推出的粵商通小程序，將各級政府部門
的涉企高頻常用服務集中起來，讓企業用户以手提電話登錄後，

即可體驗到流暢的一站式服務。為方便企業查找，粵商通將服務

按 “開公司 ”、 “辦業務 ”、 “找政策 ”、 “提訴求 ”、 “查信用 ”、
“招人才 ”、 “融資金 ”及 “拓商機 ”這 8大特色主題分類，涵蓋企業
開辦、投資項目審批、企業申報、報稅繳稅，以至申請營業

證照、政府補貼及用電申請等事項。截至 2022年 8月，粵商通
註冊用户累計達 1 260萬名，在平台上接達的涉企服務多達
2 87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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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智助  
 
A7.4 農村地區政務服務人手不足，廣東省為此自 2021年起將
“粵智助 ”政府服務自助機的範圍，覆蓋至全省各行政村。該等
自助機提供的綜合政務服務，讓村民辦事可以 “小事不出村、
大事不出鎮 ”。截至 2022年 9月，省政府已在全省所有行政村設置
41 873台 “粵智助 ”自助機，並開通打印證明、養老金及社保
查詢、網上掛號預約等 273項高頻常用政務服務事項，用户人數
超過1 500萬。  
 
粵省心  
 
A7.5 在 2021年 6月上線的粵省心，這平台上的電話熱線及
網站 /小程序，提供渠道讓省政府 (a)收集民眾反饋，及將他們的
不滿向相關部門反映以作跟進；以及 (b)協助民眾解決民生
問題。粵省心的 “12345政務服務便民熱線 ”，以一個易記電話
號碼 12345，為民眾提供全天候 “多業務一號受理 ”的電話熱線
服務。 ( 1 )至於民生問題，網站 /小程序已接達多項政府服務

事項，涵蓋養老金、社保、户政、交通、企業開辦等企業和民眾

最關心的範疇。為了更切合民眾的需求，網站 /小程序亦可接通

廣東政務服務網 ( 2)及其他 “粵系列 ”平台。  
 
粵優行  
 
A7.6 粵優行是全國首個基於車載使用的流動政務服務平台，

以智能網聯汽車為試點，內置的車載屏幕可顯示共 25項高頻常用
服務事項，涵蓋政務服務 (例如醫保、社保查詢 )、證照信息 (駕駛
執照及車輛牌照 )、資訊導航 (天氣預報、封路信息等 )、醫療防疫
(例如顯示中、高危風險地區 )這4大內容板塊。  
 
 
  

                                           
( 1)  “12345”電話熱線把多條政府熱線整合為統一服務窗口，全天候 24小時
接聽民眾來電，並受理來電者提出的各類非緊急事項，包括與政務

服務有關的諮詢投訴、意見建議等。  
( 2)  廣東政務服務網是省政府的入門網站，除接達省、市、縣、鎮、村
各級部門的公共服務，還為企業和民眾提供所有高頻常用的個人 /涉企

服務，助力省政務服務實現 “多層級一網協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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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政易  
 
A7.7 粵政易提供的流動通訊服務及統一公務協作平台，惠及

全廣東省所有公職人員。他們可利用這公務協作平台，進行以下

日常工作： (a)透過內置通訊錄和即時通訊程式，便捷部門間 /

跨部門的日常接觸； (b)以電子方式收發及管有政府公文，以減省
分發紙本文件的行政負擔； (c)透過音視頻通信平台粵視會，
召開視頻會議； (d)在廣東網院平台上參加在線培訓；及 (e)在聊天
群組交流工作心得及分享經驗。截至 2022年 9月底，粵政易平台
的日均活躍用户數已超過 160萬，並累計接入 1 100多個政務
應用。  
 
粵治慧  
 
A7.8 粵 治 慧 是 實 現 省 域 治 理 “一 網 統 管 ”的 核 心 引 擎 ，
以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5G流動通訊等前沿技術為基礎，
打造一體化信息平台，以支援城市營運管理服務。粵治慧平台

分為 “綜合態勢 ”、 “協同聯動 ”、 “指揮調度 ”、 “監督管理 ”、 “應用
專題賦能 ”及 “平台管理 ”6大中心，其功能包括 (a)支撐全省整體
狀態即時感知、全域分析； (b)提供統一資源調度、指揮聯動、
監督管理能力、分析決策等，以實現政務協同治理；及 (c)作出
預警及應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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