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3 月 5 日，李克强总理在 《政府工

作报告》中指出，“做大做强新兴产业集群，实

施大数据发展行动，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研发

应用，在医疗、养老、教育、文化、体育等多

领域推进‘互联网+’。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发展智能产业，拓展智能生活，建设智慧社

会。”这不仅对 2018 年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智能

化发展作出了部署，也对今后一个时期基本公

共服务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2012 年 7 月，国务院印发 《国家基本公共

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国家

级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规划。该规划勾勒了国家

基本公共服务的制度安排，明确了我国基本公

共服务体系的范围、标准和工作重点，承诺把

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

2017年3月，国务院印发 《“十三五”推进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该规划为满足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需要，要求促进机会均等，

使全体公民既能公平，又可以获得大致均等的

基本公共服务。

“十二五”以来，我国初步建立起覆盖全民

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基本公共服务设施进

一步改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丰富多彩，基本公

共服务标准扎实落实，保障能力和群众获得感明

显提升。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稳步推进，国民受教

育机会显著增多，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和职业培训

不断加强，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健全，

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和农村危房改造进展顺利，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日趋完善。

当前，“十四五”规划谋划在即，先期研究

新时代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政

策意义和实践价值。李克强总理在 《政府工作

报告》中要求，“完善区域发展政策，推进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

距，把各地比较优势和潜力充分发挥出来。”

把各地比较优势和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必须开展

技术创新，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在基本公共服务

和民生领域的应用。

一、新时代基本公共服务本质再认识

基本公共服务的本质是一种服务“用户体

创新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三个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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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文化服务体系日趋完善。

◆ 新常态下，须以互联网为基础，通过其便捷、有效的互动开展政府治理创新，推进基本

公共服务供需平台建设，通过互联和在线推动大数据生成，实现供需精准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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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基本公共服务具有公共性、普惠性、公平

性等特性。就其覆盖对象来看，应覆盖全体居

民，使居民具有公平获得服务的机会；就其项

目内容来看，应涵盖诸多领域，提供多种多样

服务项目；就其服务水平来看，应随着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与科技进步，使公众获得更加优质

的服务。以医疗为例，长长排队、久时等待、

医患关系紧张等显然不是一种很好的“用户体

验”。在信息时代，真正好的基本公共服务，必

须使每个社会成员都能感受到它的魅力，能让

基本公共服务生产机构产生兴奋，感受创造之

快乐和工作之美好。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供需两端的精准匹配。

随着分享经济的出现，许多大型私人企业，诸

如谷歌、百度、微信、新浪微博、滴滴出行、

摩拜单车等，提供了许多无需或是少量付费的

服务内容。公共与私人公共服务的边界以及公

共产品的外部性、定价模式与供给方式也都发

生了深刻变化。在公共服务供给层面，通过构

建在线的基本公共服务供需平台，积极推动各

类社会主体参与平台上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项目

竞标，探索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政府

与社会组织合作、政府与个人互动的新型模

式，最终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供需两端的精准

匹配。

这就要求，立足于当前移动互联网技术、

云计算、大数据精算服务，探索从顶层设计基

本公共服务供需平台，解决公共服务领域的基

础性和共性问题，优化资源布局，增强基层服

务能力、规范政府购买流程、对基本公共服务

全过程实施监测评估。

二、新时代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三个创

新点

把互联网和信息基础设施纳入国家基本公

共服务体系。当今社会，人们日常的工作、消

费、娱乐已离不开互联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水平是社会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的基础。改

革开放初期，人们经常说“要想富先修路”。在

信息化时代，既要推动道路基础设施联通，也

要实现信息基础设施联通。

把互联网和信息基础设施纳入基本公共服

务体系，通过新技术的发展与智慧便利生活的

建设来提升高龄老年人的生活品质，把一部分

不会使用网络或智能设备的老年人纳入互联网

体系。从信息配置资源技术的角度看，互联网

技术更能使越来越多的人享受基本公共服务，

若是受益人不掌握信息技术，会造成巨大的技

术鸿沟。在这个意义上，把互联网作为推进新

时代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技术手段非常必要。

要让全体社会成员都有机会接近移动互

联，包括年长一代。一是面向全体社会成员宣

传和普及移动互联网、智能设备使用和大数据

知识，并将其视为推进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基

础性工作。二是强调线上与线下服务的重要

性，并加强线上线下服务一体化建设。三是在

基层政府、社区以及公共空间铺设智能服务与

物联网感知设备，通过社会组织成员、志愿者

的引导帮助所有社会成员操作，提升设备使

用率。

建设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供需平台。新常态

下，须以互联网为基础，通过其便捷、有效的

互动开展政府治理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供

需平台建设，通过互联和在线推动大数据生

成，实现供需精准匹配。

基本公共服务供需平台的基本内涵为：强

调数据互联和数据在线，使需求侧用户、供给

侧供给者通过平台建立起“协同治理”“服务众

筹”“官民互评”的互动机制，实现分布式、点

对点的数据治理和服务匹配，实现基于大数据

的基本公共服务生产、供给、交换、消费的

优化。

互联网与基本公共服务的结合点是云平

台。借助于云平台，传统的社会组织、事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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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相关企业不但能够纵向整合基本公共服务

资源，也能横向激发跨界创新，实现基本公共

服务供给过程的共享、重组和更新。大型企

业、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可通过云平台，向社

会组织开放入口，提供数据和提升计算能力，

推动社会组织与大型事业单位、大企业的协同

创新，共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数字化升级。

基本公共服务平台化要顺应互联网为社会

基础链接的整体形势，采用符合互联网规律的

组织方式和技术手段重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

系和技术设施，通过“互联网+”和“人工智

能+”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快速化、多样

化、便利化。平台化的核心目标是推动政府在

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快速有效地建立起与人民群

众需求，与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企业之间基

于互联网的全面链接，使各类基本公共服务机

构在网络环境下，有效地履行服务职能，优化

运行模式，升级供给方式。

推动人工智能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应

用。2017年7月，国务院发布 《新一代人工智

能发展规划》，这是首次在国家层面规划人工智

能发展。2017年11月，科技部启动新一代人工

智能发展规划暨重大科技项目，标志着新一代

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和重大科技项目进入全面启

动实施阶段。

人工智能对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它已

经对制造业、客户服务、金融、医疗保健和交

通运输产生了深刻影响。保险业将通过自动化

技术重构索赔流程。教育正在开发虚拟导师，

人工智能可以辅助论文分级，制定适应性学习

计划，编制游戏和软件，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

个性化教育课程正在改变学生和教师的互动模

式。图像识别、深度学习、神经网络等关键技

术大大推动了以数据密集、知识密集、脑力劳

动密集为特征的医疗产业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

合。据报道，在美国，35%的医疗部门会在两

年内引入人工智能，50%的医院在五年内引进

人工智能技术。

三、对策建议

第一，通过连线和在线，把基本公共服务

信息平台大数据化，实现大数据沉淀和积累。

一是基本公共服务融合，就是把独立的教育、

医疗、社保、住房、社会服务、公共文化平台

等互联网化，通过“互联网+”深化基本公共服

务融合转型，实现各类基本公共服务“融为一

体，合而为一”。二是联合教育、医疗、就业、

社保、民政、文化等部门先行试点，把来自各

个部门的海量数据汇聚到基本公共服务平台，

利用大规模的计算能力和机器智能，提高基本

公共服务水平、能力和效率。三是要链接各个

领域的互联和海量数据，利用机器计算能力来

解决基本公共服务各领域中靠人和人的智能解

决不了的问题。

第二，构建基本公共服务海量数据采集、

汇集、分析体系，打造连接、弹性供给、高效

配置的载体。一是鼓励基本公共服务互联网平

台在各类基本公共服务集聚区落地。二是通过

协议方式与滴滴出行、阿里和腾讯等公司签署

信息使用协议。数据是公共利益，应当保护公

共利益和利用数据为公众谋取福利，发挥其基

本公共服务作用。三是对于基本公共服务领域

的各种各样的大数据，目前无法用一个统一的

格式来描述，但需要建立标准格式。

第三，新时代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方向与

政策着力点。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

盾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基本公共服务面临

着历史机遇与挑战。构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需求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要以“居民体

验”为主体,以标准为引领，以服务方式多样

化、便利化、智能化和绿色供应链为重点，以

服务平台为支撑，加快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平台

化建设工程。

（责任编辑：王大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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