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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发展背景 

“放、管、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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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负面清单 

行政权力清单 

1.2 四张清单一张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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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张清单 

一张网 

部门责任清单 

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清单 

浙江政务服网（宁波平台） 



最多跑一次改革 

       按照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事“最多跑一次”的理念和目标，深化“四张

清单一张网”改革，从与群众和企业生产生活关系最紧密的领域和事项做起，

充分运用“互联网+政务服务”和大数据，全面推进政府自身改革，倒逼各地

各部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促进体制机制创新，使群众和企业

对改革的获得感明显增强、政府办事效率明显提升、发展环境进一步改善，

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 

1.3 最多跑一次改革 



1.4 浙江政务服务网宁波平台：一网晒权 

成 

绩 

单 

 2014年6月25日浙江政务服务网宁波平台开通，形成省、市、县三级统一界面、统

一导航的服务门户。 

 公开“ 四张清单”，其中行政权力清单分为行政许可、行政确认、审核转报等十类

权力事项 ，目前市级权力事项6千多项，全大市权力事项7万余项。 

 在市、县公布行政权力清单和部门责任清单基础上。市县开发园区、全市乡镇（街

道）、村（社区）权力清单、责任清单都在“一张网”进行了公开。 

 去年率先推出全省第一张公共服务事项清单，全大市1.7万余项公共服务事项通过

“一张网”向社会全面公开。 

 已建立市级部门服务窗口40多家、乡镇（街道）服务站点160多家、村（社区）服

务站点近3千家。  



1.4 浙江政务服务网宁波平台：门户 

2 

4 

个人办事 

自然人办事，就进“个人办事”一个门 

法人办事 

企业办事，则进“法人办事”这个庙 

行政审批 便民服务 

阳光政务 公共资源交易 



1.4 浙江政务服务网宁波平台：前端一体化 



1.5 浙江政务服务网宁波平台：一网行权（行政审批网上运行） 

浙江政务服务网宁波平台 权力事项库 

权力运行系统 

个人/企业 

网上申报 大厅办理 

权力入“笼” 

权力运行 

电子监察 

权力监管 统一网站展示 

互联网 政务外网 

省 

市 

 可受理全大市办事服务事项3万多项，实现在线申报近1.2万项，网上受理累计达到700

万件，其中网上申报近220万件，居全省各设区市前列。 



浙江政务服务网宁波平台 权力事项库 电子监察 

权力入“笼” 

权力运行 

权力监管 处罚结果网站展示 

互联网 政务外网 

省 

市 

 已公开34个市级执法部门1.3万条、全大市25万多条行政处罚结果信息 

 行政处罚系统目前已有3万多项行政处罚事项的自由裁量入库，市级办件量3千多件，全大市办件

量2.7万多件  

1.5 浙江政务服务网宁波平台：一网行权（行政处罚网上运
行） 

行政处罚系统 



 1.6 浙江政务服务网的全方位实践 

构建网上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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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联审批、五证合一  

 网上申请、快递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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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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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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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浙江政务服务网：系统架构 

浙江省“互联网+政务服务”系统架构 

浙江省政务服务网 

投诉举报系统 行政审批服务系统 行政执法（监管）系统 四个平台 

统一受理系统 交换与共享系统 业务办理系统 

总系统 

分系统 

子系统 



2.2 统一受理平台：系统架构  

综合受理系统 共享交换系统 

厅局业务系统A 

厅局业务系统B 

厅局业务系统N 

市委办局业务系统A 

市委办局业务系统B 

市委办局业务系统N 

县委办局业务系统A 

县委办局业务系统B 

县委办局业务系统N 

省级数据交换平台 

市级数据交换平台 

县级数据交换平台 

共享数 
据库 

省级 

市级 

县级 

业务办理系统 

统一受理平台 

统一受理平台 

统一受理平台 



2.2 统一受理平台：改革前流程 

个人/企业 

权力运行系统/部门自建系统 

申请 

反馈 

受理 

办结 

办理 

改革前 



2.2 统一受理平台：改革后流程 

个人/企业 

统一受理平台 

统一申请 

统一反馈 

统一受理 

统一办结 

集中办理 

发送 

办结 

统一收件 
快递或 
大厅取件 

改革后:受办分离 

权力运行系统/部门自建系统 



2.2 统一受理平台：并联审批（一事联办） 

权力运行系统/部门自建系统 

统一申请 

统一反馈 

统一受理 

统一办结 

办结 

（牵头部门业务人员） 

（部门1业务人员） 

（部门2业务人员） 

个人/企业 

统一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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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统一受理平台：全城通办、就近办 

发送 

海曙区节点 

市节点 

宁海县节点 

余姚市节点 

各区县（市）、开发园区 

鼓楼街道节点 

白云街道节点 

孝闻社区节点 

中山社区节点 

联南社区节点 

云丰社区节点 

茶院乡节点 

力洋镇节点 

茶院村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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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下施村节点 

盖仓村节点 

凤山街道节点 

鹿亭乡节点 

凤山社区节点 

永丰村节点 

石潭村节点 

龙溪村节点 

宁波市 
统一受理平台 

办结 

案例场景：海曙群众在余姚便民服务点
发起办事请求，由统一受理平台将申报
材料传递给海曙区的相关部门办理。 



海曙区节点 

市节点 

宁海县节点 

余姚市节点 

各区县（市）、开发园区 

鼓楼街道节点 

白云街道节点 

孝闻社区节点 

中山社区节点 

联南社区节点 

云丰社区节点 

茶院乡节点 

力洋镇节点 

茶院村节点 

下徐村节点 

路下施村节点 

盖仓村节点 

凤山街道节点 

鹿亭乡节点 

凤山社区节点 

永丰村节点 

石潭村节点 

龙溪村节点 

宁波市 
统一受理平台 

发送 

快递 

回复 

办结 

案例场景：海曙区相关部门办结后将结果
通过统一受理平台或快递反馈给群众。 

2.2 统一受理平台：全城通办、就近办 



2.2 统一受理平台：全程网上办理 

个人/企业 

统一受理平台 权力运行系统/部门自建系统 网站、APP、自助机 

数据共享 
可信电子证照库、办事材料共享库 

人口库、法人库、信用库 

用户认证体系 

电子监察系统 

办件库 电子签章体系 

权力事项库 

电子文件归档 
网上支付 

快递送达 

统计分析 

申请 



2.3 打破信息孤岛：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 

已完成11个市级部门14个系统涉及

118个事项，完成59张电子化表格制

作。 

入驻市级行政服务中心事项 

所涉及的自建系统 

已基本完成对接 

目标： 

统一受理平台与部门自建系统实现数据通、表单通、业务流通，受理与办理无缝对

接，全程电子化填表。 



2.3 打破信息孤岛：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办件量居前100的事项所涉及的部门自建系统实现对接。 

入驻市级行政服务中心事项 

所涉及的自建系统 

已基本完成对接 

办件量居前100 的事项所涉及的部门自建系统 



2.3 打破信息孤岛：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所有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事所涉及的部门自建系统实现对接 

入驻市级行政服务中心事项 

所涉及的自建系统 

已基本完成对接 

办件量居前100 的事项所涉及的部门自建系统 

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事所涉及的部门自建系统 

年底前基本完成对接 

最终都要实现对接 



2.4 实现数据共享：1253总体框架 

大数据 

数据归集 

基础信息共享（人口、法人、 

证照、信用、办事材料共享） 

数据开放 

大支撑 

标准规范体系 

安全保障体系 

运维服务体系 

大系统 

清理僵尸系统 

整合部门内部政务信息系统 

网上政务服务体系 

电子政务网络整合 

基层治理综合管理系统 

（四个平台） 

1个中心 

5大主题库 

2个平台 

大数据中心 

法人库、人口库、证照库、

办事材料共享库、信用信息

库 

共享+交换2个平台 

3大体系 

标准、安全、运维 



2.4 实现数据共享 

• 未在省数据中心归集的各类数据，可

由相关部门通过提供数据接口方式实

现部门之间专题数据的共享应用。 

国土 

统一受理平台 

地税 

住建 

人社 



2.4 实现数据共享 

• 群众和企业按照办事要求提供的各类证明材料，通过拍照、扫描或高拍仪等

方式统一上传至统一受理平台，即可通过“统一受理”平台实现相关部门之

间的数据共享利用，主要涉及证照、证明、批文、表格等非结构化数据。 

办事材料共享库 

统一受理平台 
权力运行系统/部门

自建系统 

材料上传 

浙江政务服务网 

材料上传 

材料共享 

材料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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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全面应用统一受理平台 

优化完善统一受理平台 全面应用统一受理平台 统一受理平台向基层延伸 

“应上尽上”原则，提高有效

办件量，全城通办、一事联办 

实现便民服务事项在乡镇街道

受理或办理，真正使最基层群

众享受改革成果 

各项功能能更好地满足实际需

要 



3.2 着力打通信息孤岛 

部门负责打通 

部门内部信息孤岛 

省市县分级打通 

部门之间信息孤岛 

新的信息孤岛绝对杜绝 

× 



3.3 加强数据资源整合共享 

 各级单位根据省级单

位数据仓建设要求和

统筹部署，梳理确认

数据共享需求，完成

市、县“最多跑一次

”事项数据串梳理。 

 通过数据共享等开展

“最多跑一次”事项

相关数据资源的共享

应用。 

 通过数据共享、系统

联通实现事项办理材

料精简流程，并对外

公开材料精简情况。  



3.4 深化一体化网上政务服务体系建设 

趋势：线下逐步向线上发展，线上向移动端发展，服务集中度越来越高 

移动端办理 

互联网办理 

实体大厅办理 

开通互联网申报渠道 

推进快递送达业务 

开展电子化归档工作 

全面应用电子签章 

拓展统一网上公共支付应用 

推广网上全程电子化表格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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