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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省级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在“互联网 + 政务服务”平台建设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推进“互联网 + 
政务服务”的关键步骤。本文基于政策扩散理论，以省级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政策为研究对象，选取中

国大陆31个省级行政区，建立起分析框架，分析省级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政策扩散的影响因素。研究表

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地方教育文化水平对省级一体化政务服务政策扩散均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地

方官员(书记)年龄对省级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政策扩散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学历则影响不显著；制

度压力对省级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政策扩散的影响不显著，而竞争压力则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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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vincial integrated government service platform plays a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et + 
government service” platform and is a key step in promoting “Internet + government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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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the policy diffusion theory, this paper takes the provincial-level integrated government 
service platform polic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selects 31 provincial-leve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in 
mainland China, establish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analyzes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policy 
diffusion of provincial-level integrated government service platform. The study shows that: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local education and culture level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diffusion of provincial integrated government service policies; the age of local officials (se-
cretaries)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diffusion of provincial integrated government ser-
vice platform policies, while education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institutional pressure has no sig-
nificant effect on the diffusion of provincial integrated government service platform policies, while 
competitive pressure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Keywords 
Policy Outbreak, Policy Diffusion, Provincial Government Service Platform, Event History Analysis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互联网 + 政务服务”体系包括国家级平台、省级平台和地市级平台三个层级，省级一体化网上政

务服务平台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是“互联网 + 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的重要环节。在中央政策文件的引

导下，全国各个地区也围绕“互联网 + 政务服务”进行政策创新，加快建设省级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在实践中积累创新经验，并积极推进创新扩散。 
我国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各有不同，政策的采纳与落实也因各地区的实际情况而有着不同的

进展。因此，为了探究哪些因素在影响着我国省级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政策的扩散，本研究采用事件史

分析法，结合 31 个省级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扩散的案例，在对数据进行收集和处理的基础上，借鉴西方

的政策扩散的流行病学分析框架，并结合中国实际构建分析框架，开展本文的研究，以期得出各种因素

对政策扩散的不同影响，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2.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Boushey (2010) [1]构建了美国公共政策扩散动力机制的流行病学分析框架，流行病学分析框架为中

国政策语境下研究非渐进性政策扩散提供了启示。但中国单一制治理体系与美国联邦制有着根本的区别，

因此，在研究中国政策扩散过程中简单地套用流行病学分析框架缺乏较好的适用性，本文借鉴朱旭峰

(2014) [2]、杨志和魏姝(2020) [3]、唐慧(2021) [4]等人的研究，从中国实际出发，构建本土化的政策扩散

解释框架。如表 1 所示。 

2.1. 政府创新易感性 

政府创新易感性主要指的是某地辖区内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社会环境及发展水平等因素对政

府采纳某项政策创新的易感性，反应地方政府对政策创新的敏感程度和接受度。 
影响政府创新易感性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Berry & Berry (1990) [5]将地方经

济水平视为影响政策创新扩散的首要因素。政务服务平台除建设成本外，还需要地方政府有足够的财力

支持，较强的地方经济实力可以排除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和运行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经济难题，从而打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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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在经费上的顾虑，提高政府对该项政策的接受程度。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倾向于采纳省级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政策。 
地方教育文化水平是影响政策采纳的另一重要因素。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众是对政务服务平台需求

最大的群体之一。群众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理解并大力支持地方政府的政策采纳，减少政务服务平

台推行过程中的阻力，从而提升政策易感性，且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众能够较好地使用政务服务平台并

形成反馈，方便政府与群众之间的沟通交流，有利于后续对政策的完善。基于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地方教育文化水平越高，越倾向于采纳省级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政策。 

 
Table 1.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selection of indicators 
表 1. 分析框架与指标选取 

变量 指标 

政府创新易感性 
地方经济发展水平 

地方教育发展水平 

行动者特质 
地方官员(书记)年龄 

地方官员(书记)学历 

外部扩散压力 
制度压力 

地方政府竞争压力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2.2. 行动者特质 

行动者特质指的是政策扩散中地方政府的政策采纳者，根据领导特质理论，官员个人的年龄、学历

等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地方政府对政策的采纳。 
一方面，地方政府官员的年龄是影响地方政府政策敏感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互联网领域技术、知识

更新换代，需要年轻的地方官员能够紧跟社会发展的趋势，敏锐捕捉到信息时代社会对于网络一体化政

务服务平台的需求(王法硕、张桓朋，2021) [6]信息时代下，年轻的官员对于互联网的运用与操作更了解

更感兴趣，更容易采纳省级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3：地方官员(书记)年龄越小，越倾向于采纳省级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政策。 
另一方面，地方官员(书记)的学历是影响地方政府政策采纳的另一重要因素。党中央就对领导干部的

任命越来越重视知识化、专业化，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知识更迭加快，国家和社会对于领导干部的

专业能力和终生学习能力也有了新的要求。一般而言，学历越高的官员对于政策创新的理解能力和接受

能力越强(李智超、刘霞，2019) [7]。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4：地方官员(书记)学历越高，越倾向于采纳省级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政策。 

2.3. 外部扩散压力 

外部扩散压力指的是一项政策创新在扩散的过程中受到的来自上级政府或同级政府等方面的压力，

来自中央自上而下的压力可以称为制度压力，而来自同级政府左右方向的压力称为竞争压力。 
首先，由中央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压力传导机制是促成政策扩散的最有影响力的机制(马亮，2011) 

[8]。地方政府基于任用和晋升机制、绩效考核机制等原因倾向于接受来自中央政府的直接压力，在中央

政府大力度发布相关政策的同时，地方政府往往会敏锐捕捉到来自中央的信号，在各自辖区内也出台相

应地政策并积极推动政策扩散。基于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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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制度压力越大，越倾向于采纳省级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政策。 
其次，来自左右方向的同级政府的竞争压力也影响着政策扩散。地方政府之间政策创新存在相互竞

争、学习、模仿等扩散过程，经济社会状况相似、发展水平相当的同级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竞争压力，这

种压力会推动政务服务平台政策的扩散(雷叙川、王娜，2019) [9]。基于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6：竞争压力越大，越倾向于采纳省级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政策。 

3. 研究设计与实证结果 

3.1. 研究设计 

3.1.1.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中国大陆 31 个省级行政区作为研究的基本分析单元，时间跨度为 2016 年至 2019 年，观测

对象的最长生存周期为 4 年，经过数据筛选与整理，共考察了 31 个省级政府，构建了 87 个“城市—年

份”观测点。 
本文因变量数据的来源是以“省份 + 网上政务服务平台”或“省份 + 政务服务”为关键词在各省

份官网进行政策文件的检索，根据各省份官方文件出台的时间来确定政策采纳变量。自变量的数据来源

是通过国务院官网和中国统计年鉴等渠道获取，数据采集时间从样本中第一个上线平台的时间 2016 年开

始，截止到 2019 年。 

3.1.2. 变量测量 
因变量是政策采纳，即地方政府是否采纳省级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政策。若政府采纳该项政策，赋

值为“1”；若政府没有采纳该项政策，则赋值为 0。 
自变量分为三个维度：在政府创新易感性维度下选取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地方教育文化水平两个指标来

解释；在行动者特质维度下选取地方官员(书记)年龄和地方官员(书记)学历两个指标来代表官员特质；在外

部扩散压力维度下分为了来自中央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压力和来自同级地方政府的竞争压力，其中，制度压力

以中央发布在线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的官方文件的发文时间为依据。具体变量及测量方法见表 2。 
 
Table 2. Variable interpretation and measurement 
表 2. 变量解释及测量 

变量类别 变量含义 测量方法 变量来源 

因变量 政策采纳 某城市政府在某年上线网上政务服务平

台时设置为 1，未上线则为 0 
各地级市政府网上政务服务

平台 

自

变

量 

政府创新

易感性 

地方经济发展水平 前一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以 10 为

底的对数变换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地方教育文化水平 前一年人均教育支出额，以 10 为底的对

数变换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行动者特

质 

地方官员(书记)年龄 地级市该年度任职书记的统计年份减去

出生年份 地方领导干部资料库 

地方官员(书记)学历 硕士及以上，取值为 1，否则为 0 地方领导干部资料库 

外部压力 
制度压力 2018 年以前赋值为 0，2018 年及以后赋

值为 1 作者整理而得 

竞争压力 前一年全国采纳政策的省数量/全国省

份总数 作者整理而得 

资料来源：作者据历年统计年鉴、各省级行政区政府官网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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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文化水平和和竞争压力等变量对省级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政策采纳的作用

具有滞后性，根据研究惯例，将这三个变量取值前移一年处理。 

3.1.3. 模型构建 
采用事件史分析对影响省级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创新扩散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本研究以年为单位

记录变量数据，因此选取离散时间序列的 logit 模型。 
本文构建离散事件史模型如下图 1 所示： 

 

 
Figure 1. Discrete event history analysis model 
图 1. 离散事件史分析模型 
 

i tp、 是省级政府 i 在 t 时间采纳省级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的概率， 1β ~ 6β 是各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 0β 是

常数项，ε指的是误差值。 

3.2. 实证过程分析 

3.2.1. 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统计了 2016~2019 年各年份我国大陆 31 个省份政策采纳的情况，并绘制成如下折线图(图 2)，

发现，2016 年随着政策在国家层面的提出，已有 3 个省份开始尝试省级政务服务平台建设，2017 年增加

至 9 个省份，2018 年省级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扩散，累计 25 个省份采纳这项政策创

新，2019 年，新增 6 个省份采纳政策，至此，全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全部采纳省级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政策。由图可知，2016~2017 年政策扩散较为缓慢，2017~2018 年在短时间内迅速爆发，2018~2019 年仅

剩少数 6 省在 2019 年采纳政策。 
 

 
Figure 2. Policy adoption folding chart 2016~2019 
图 2. 2016~2019 年政策采纳折线图 

 
本文对所有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3，共计 87 个观测值。在政府创新易感性维度，地方

经济发展水平指标经取对数后，最小值为 8.640649，最大值为 11.850904，标准差高达近 0.5，表明我国

31 个省份之间经济发展程度不一，地方教育文化水平指标经取对数后，最小值为 5.913773，最大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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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52313，标准差高达近 0.5，表明我国各省份之间教育文化水平不一，发达省份与欠发达省份之间教育

文化水平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在行动者特质维度上，地方官员年龄最小值为 53，最大值为 65，均值为

60.66，表明我国各省级地方政府官员(书记)阅历较为丰富。地方官员学历均值为 0.87，表明我国 31 个省

级政府官员(书记)中大部分知识文化程度普遍较高。在外部扩散压力维度上，与全国范围内的制度性压力

相比，不同省域的地级市所面临的竞争压力不同。所有变量 VIF 值最小为 1.097，最大为 4.207，远远低

于警戒值 10，表明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变量选取质量较高，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表 3.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偏差 VIF 

地方经济发展水平 87 8.640649 11.850904 10.89142191 0.463990372 1.510 

地方教育文化水平 87 5.913773 8.452313 7.57237124 0.413427057 1.489 

地方官员年龄 87 53 65 60.66 2.587 1.097 

地方官员学历 87 0 1 0.87 0.334 1.130 

制度压力 87 0 1 0.32 0.470 4.207 

竞争压力 87 0.096774 0.516129 0.24063775 0.166589947 3.967 

政策采纳 87 0 1 0.36 0.482  

资料来源：作者据 SPSS25.0 统计结果整理而得。 

3.2.2. 事件史分析结果 
本文从政府创新易感性、行动者特质和外部扩散压力三个维度构建起事件史分析模型，分析结构见

表 4。 
 
Table 4. Results of event history analysis 
表 4. 事件史分析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地方经济发展水平 1.822** 
(0.682)   

地方教育文化水平 1.938** 
(0.947)   

地方官员年龄  0.179* 
(0.103)  

地方官员学历  0.002 
(0.695)  

制度压力   
3.932 

(1.387) 
0.443 

竞争压力   −2.862** 
(3.734) 

注：***p < 0.01，**p < 0.05，*p < 0.1，括号外为回归系数，括号内为 t 值。 
资料来源：作者据 SPSS25.0 统计结果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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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1 表示，在政府创新易感性维度中，两个指标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上具

有显著性，表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文化水平对于省级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政策扩散均有着明显的

推动力，假设 1 和假设 2 得到证实。在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对于网上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和后期运

行、维度等环节有着较高的财政保障，且对政务服务便利化、网络化也有着较高的需求，网上政务服务

平台的建设更容易被社会支持和接纳。教育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社会对新兴技术的接纳率和使用率更

高，也要求政务服务向更加专业化、便民化和高效化转型，因此大力建设省级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更容

易得到扩散和推广。 
模型 2 表示，在行动者特质维度，只有年龄这一特质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在 0.1 的显著性水平上具

有显著性，表明年龄对于省级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有着明显的推动力，假设 3 得到证实。而学历未通过

显著性检验，假设 4 未得到证实，表明学历并不是促成此次政策扩散的一个重要的行动者特质，可能是

终生学习的观念已经成为广大领导干部的必备素质，无论学历高低，广大干部都在努力提高知识化和专

业化水平，因此在学历上的差异无法对政策采纳产生显著影响。 
模型 3 表示，在外部扩散压力维度，只有竞争压力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上具有

显著性，表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压力是此次政策扩散一个重要外部压力，但是其回归系数为负，原因

可能是与政策扩散中的“压力阀效应”有关系。制度压力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假设 5 未得到证实，表明

制度压力并非影响此次政策扩散的重要外部压力。 

4. 结论与讨论 

省级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是信息时代的产物，符合我国政府“简政放权”“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转

型目标与要求，同时也迎合了社会对于政务服务便利化、高效化、网络化的呼吁与需求，省级一体化政

务服务平台建设在“互联网 + 政务服务”平台建设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是实现“互联网 + 政务服

务”的关键步骤和重要之举。但是作为一项政策创新，在推广与扩散的过程中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本

文得出研究结论如下：1) 省级一体化政务服务政策在 2016~2019 年之间进行扩散，其中，在 2017~2018
年扩散速度快。2) 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地方教育文化水平对省级一体化政务服务政策扩散均有着显著的

正向影响。3) 地方官员(书记)年龄对省级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政策扩散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地方官

员(书记)学历对省级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政策扩散的影响则不显著。4) 制度压力对省级一体化政务服务

平台政策扩散的影响不显著，而竞争压力则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 
基于此，本文得出以下政策启示：1) 地方政府要重视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能够为政策创新提供强有力的财政保障，同时，也要重视教育文化的普及与提高，提高区域竞争软实力，

为政策创新的采纳与扩散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知识环境。2) 在中国特色的治理体系下，地方政府官员

作为官僚政策企业家，在政策的制定、执行、扩散等诸多环节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充分挖掘地方官

员的潜力与实力，发挥其个人特质，提高政策敏锐性和感知性，发挥其对政策扩散的积极作用。3) 中央

政府要重视对地方政府的政策导向和支持，同时，地方政府也要积极响应中央政府的政策号召，在中央

的领导下进行政策创新实践。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之间出于各种因素展开的相互学习、竞争对于政策扩

散的积极作用，避免恶性竞争，同时，鼓励干部异地任职加强地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本文还存在诸多不足，未来有待在以下几方面进行优化和拓展：1) 样本较少，且观察时间较短，未

来可以选取全国范围内地级市的相关数据作为研究样本，继续跟踪政务服务平台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实

施情况，进一步拓展研究范围与深度。2) 本文将政策采纳划分为 0、1 二分变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未来可以创新政策采纳或实施的实际效果作为测量因变量的依据，进行更加科学化的研究。3) 本文分析

框架还需进一步优化并细分维度，构建起科学合理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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