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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5G无线通信技术的普及应用，电子政务平台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与转型挑战。5G的高速率、

低延迟和大连接为电子政务的智能化转型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但也带来了新的安全风险。本文基于

国内电子政务的发展现状，分析了传统电子政务向“5G + 智慧政务”转型的动因，通过广州市政务服务

中心典型案例讨论当前发展成果，并提出针对“5G + 智慧政务”云平台的安全标准建议。首先，政府要

从顶层规划出发，制定符合国情的智慧政务发展目标，建立统一的标准体系规范。其次，本文建议加强

技术层面安全防护力度，从环境安全、数据安全以及访问安全三个方面进行强化。最后，完善的安全审

计与监控机制不仅能够提供实时风险预警，还能在发生安全事件时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减少损失。通过

上述多层次的安全保障措施，能够有效提升智慧政务平台的整体安全性，为数字政府的建设和社会治理

的高效发展提供有力支持，最终实现更加智能、高效和便捷的政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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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extensive 5G wireless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deployment, e-government plat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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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transformation challenges. The high speed, 
low latency, and massive connectivity of 5G provide a solid technical foundation for the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e-government. However, this advancement also introduces new security risks. 
Based on the state-of-the-art domestic e-governmen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motiva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e-government to “5G + Intelligent government”, discusses the cur-
rent development results through a typical case of Guangzhou Municipal Government Service Cen-
ter, and puts forward security standard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future intelligent government (i-
government). Firstly,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art from the top-level planning, formulate i-govern-
ment development goals in line with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establish a unified standard system 
and norms. Then, this article recommends strengthening the security protection at the technical 
level,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environmental security, data security and access security. Moreover, 
a robust security audit and monitoring mechanism is also essential, providing real-time risk alerts 
and enabling swift emergency responses to minimize losses during security incidents. By imple-
menting these multi-level security measures, the overall security of i-government platforms can be 
effectively enhanced. This will provide substantial support for building a digital government and 
facilitating the efficient development of social governance, ultimately leading to more intelligent, 
efficient, and convenient government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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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电子政务作为政府信息化建设的关键部分，通过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优化政府管理和服务流程，

旨在提高政府运作效率和服务透明度。近年来，国内三大电信运营商全向发力政务云业务。据三大运营

商的《2024 年度业绩》报告，天翼云实现营收 1139 亿元，同比增长 17.1% [1]；移动云实现营收 1004 亿

元，同比增长 20.4% [2]；联通云实现营收 686 亿元，同比增长 17.1% [3]。作为技术供给端的运营商持续

发力，将解决传统电子政务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技术支持与服务保障以及互联互通与资源共享等痛

点，对电子政务创新起到支撑作用，全力推动数据实现集中、共享与开发，以技术手段减小信息共享及

业务协同的难度，依靠对政务服务资源进行整合，增进政府部门彼此间信息流转效能，开辟政府跟群众

沟通的渠道。 
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正在推动全球通信网络迈向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5G 技术相比 4G 不仅提

高数据速率、降低时间延迟、扩展传输带宽和增加连接密度，还通过服务化架构(Service-Based Architecture, 
SBA)实现了网络模块化和可重用性，为垂直行业应用提供了坚实基础。作为电子政务应用的典型场景，

政务云已经成为各个政府部门之间共享信息资源，推动政务公开、联网审批、责任追溯和智慧决策的主

要途径。结合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5G 技术使政务云服务从电子化向智慧化转型成为可能。 
5G 技术正有力推进垂直行业及公共事业智慧化进程实施，可与之相伴的是诸多信息安全挑战。一方

面，要实施差异化信息安全保护机制，对不同业务需求提供具有数据隐私保护特性的实时稳定安全策略，

且需考量快速应急响应与容错能力。另一方面，需要为 5G 网络构建多元信任模型，应对多方信任关联与

跨域信任难题，从而契合业务多样化与复杂化的需求。另外，运营商向垂直行业开放安全能力时遇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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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合规性监管及多方合作生态培育等方面难题，需要确保做到多方协同构建安全生态模式，进

而实现 5G 网络的安全可靠状态。因此，必须搭建更具安全高效性的智慧政务服务平台，为应对这些挑战

拿出合适的安全应用解决方案，助力打造具备“政务公开、联网审批、责任追溯、智慧决策”功能的智慧

与服务兼备型政府。 
本文随后的内容安排如下：第 2 节描述电子政务与智慧政务的基本概念及其发展现状；第 3 节探讨

电子政务与智慧政务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并剖析推动这一转型的关键因素；第 4 节通过分析广州智慧政

务标杆案例，对“5G + 智慧政务”云平台建设提出安全建议；最后，第 5 节总结全文。 

2. 电子政务与智慧政务发展现状 

由于电子政务仍存在信息公开不足和信息孤岛等问题，近年来提出的智慧政务正是为了解决这些问

题，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智慧政务强调 5G 通信、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融合

应用，以打破信息孤岛，实现资源高效共享，构建更加便捷、高效、透明的政务服务生态系统。 

2.1. 电子政务发展现状 

电子政务是政府信息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根据我国 2011 年 4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国家标准

《电子政务术语》(标准号：GB/T 25647-2010)，我国对电子政务的定义为：“政务部门为实现政府与公

民、企事业单位之间的信息交互，向社会提供优质、高效、透明的管理和服务，对自身的管理结构和业

务流程进行梳理，运用信息技术所构建的技术系统和形成的服务体系”[4]。虽然不同主体对于电子政务

的定义有所不同，但都强调了其中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总体而言，电子政务是政府机构运用计算机、

网络和通信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将管理和服务通过网络技术进行集成，在互联网上实现政府组织结构

和工作流程的优化重组。电子政务能够助力政府不断以更高效、更优质的方式履行职能，通过科技手段

简化群众办事流程，打破部门间壁垒，优化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提高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

度，推动政府不断向更高效、更廉洁的方向转变。 
近年来，电子政务的应用成效十分显著。电子政务通过多元化的政务服务渠道，如“线上一网”、

“线下一门”和“热线一号”等方式，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现了全天候、全覆盖的政务服

务，加强了政府部门间的数据资源共享，有效地解决了群众办事难、成本高、效率低的问题。例如，通过

广东省的“粤省事”平台，市民可以通过手机 APP 办理身份证、社保查询、交通罚款缴纳等一系列政务

事务，避免了往返政府窗口的麻烦，提升了办理效率和透明度。通过上海市的电子政务系统，市民可以

直接进行跨部门信息查询，系统自动对接相关数据，减少了多次提交资料的情况，从而有效提升基层治

理能力，降低办事成本。这样的创新不仅增强了公众的满意度，还大大提升了政务服务的效率与质量。 
然而，在电子政务的发展过程中也仍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方面，政务信息公开程度不高，政府可能

基于各种考虑选择性地公开信息，导致公开不全面。另一方面，电子政务仍然存在“信息孤岛”现象。部

分部门尚未从“条块思维”向“资源整合”的治理理念转变，陷入所谓的“数据分歧”和“数据空地”的

困境，使得“最后一公里”问题难以破解。从整体来看，已建设的应用主要局限于信息传递及办公自动

化等较低层次的功能上，这就导致数据的生成与采集变得艰难，许多至关重要的信息仍处于未被发掘的

状态，信息无法顺畅流通。同时，尽管电子政务使得前端的数据收集工作大大减少，但在获取数据后并

不能实现全平台共享，各部门之间仍然要求保留各自的数据与信息，导致难以实现真正的数据互通。 
电子政务发展中的不足，体现出探索并实施更为高效、开放的政务服务模式显得尤为重要。智慧政

务，作为电子政务的高级形态，正是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应运而生。智慧政务强调以 5G 通信、大数据、云

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打破部门壁垒，实现信息的高度集成与共享，从而构建一个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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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透明、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生态系统。通过智慧政务的建设，不仅能够显著提升政务信息公开的透

明度，还能有效破解“信息孤岛”难题，让政务服务真正惠及每一位公民。 

2.2. 智慧政务发展现状 

2016 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 + 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5]。该《指

导意见》旨在使政府服务更加高效、透明，标志着中国电子政务发展的未来方向—即向智慧政务转型，

这不仅是一项技术革新，也是政府服务理念和模式的一次重大升级。日前，我国已发布如《国务院关于

加快推进“互联网 + 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和《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指南》等一系列

智慧政务相关政策，但截至到目前为止，我国的标准管理机构尚未对“智慧政务”的概念做出明确定义。

根据《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6]以及《“十四五”推进国家政务信息化规划》[7]等文件内容，我

们可以将其界定为：智慧政务是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任务，通过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

来推动技术、业务、数据的深度融合，以破除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堵点和壁垒为重

点，提高党政机关服务效能和水平的一系列活动和过程。 
智慧政务通过整合 5G 通信、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实现了对传统电子政务模

式的革新。它超越了电子政务在互动性、协同性和整体性方面的局限，坚持主动性、开放性和共享性的

原则，极大地促进政务服务模式的转型，其核心在于构建一个以公民需求为中心的服务体系，通过技术

融合激发出新的服务效能，从而在政府治理中产生协同效应。该体系不仅在技术层面上解决了政府治理

中的断点问题，同时还实现了政府职能的线上迁移和政务服务的网络化处理。例如，江苏省淮安市所打

造的“淮安的四季”数字化应用场景是该市大数据管理中心携手近 30 个政府部门合作推进的，通过大数

据分析技术，深入挖掘了淮安近年来政府工作重点、社会关注焦点以及城市治理的热点问题，形成了涵

盖“节日保障”、“工业经济”、“城市管理”等 12 个关键专题的综合数据体系[8]。这一体系提升了淮

安政府重点指标监测、城市态势分析和视频调度的能力，为城市管理提供高效决策支持，同时保障了市

民出行的安全，增强了淮安的城市影响力。 
智慧政务作为推进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达成现代化的关键举措，正大幅推动政府行政办事效率。目

前，我国各地各部门在“互联网 + 政务服务”领域取得了诸多重要成果，例如，跨省异地就医备案和住

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等受民众和企业高度关注的服务项目已经基本实现全程线上及跨省无阻碍办理。

2024 年 1 月 16 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指导

意见》[9]，对进一步深化政务服务模式创新、强化政务服务数字赋能、优化政务服务能力供给提出了新

理念、新要求。对此，上海市积极践行“人民城市”这一核心理念，把深化改革的重心放在四个核心方

面：优化业务流程、创新服务模式、拓展服务渠道以及强化数字赋能。同时，上海市还将政务服务“好差

评”机制以及线上线下帮办服务作为深化改革的两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以此推动政务服务朝着“智慧精

准”和“公平可及”的目标迈进。据统计，上海市已实现多个事项“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

窗(端)受理、一网办理”，平均减环节 72%，减时间 58%，减材料 77%，减跑动 83%，累计办件量超 1450
万件[10]，极大地提升了政府办事效能。 

3. 从电子政务到智慧政务的转型 

2021 年 12 月，国家发改委印发的《“十四五”推进国家政务信息化规划》提出，到 2025 年，政务

信息化建设总体迈入以“数据赋能、协同治理、智慧决策、优质服务”为主要特征的融慧治理新阶段，跨

部门、跨地区、跨层级的技术融合、数据融合、业务融合成为政务信息化创新的主要路径，逐步形成“平

台化协同、在线化服务、数据化决策、智能化监管”的新型数字政府治理模式。智慧政务是电子政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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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形态，是新时代背景下电子政务体系革新和扩展的产物。目前，政府治理模式正向服务型、智慧型

转变，在此过程中，提出和实施智慧政务，标志着政府治理理念和实践的一次重大飞跃。 

3.1. 电子政务与智慧政务的区别 

电子政务和智慧政务同属政府运用信息技术提供管理服务的过程，是从低级到高级的不同发展阶段[11]。
换句话说，智慧政务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与政务方式，而是电子政务的再发展。相对于电子政务强调

互联网的万物连接，实现内容呈现及分享，智慧政务更注重连接基础上的感知和价值提升[12]。两者的区

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3.1.1. 服务意愿 
电子政务通常展现出一种被动姿态，其核心聚焦于基础信息的公示与日常事务的办理，在互动交流

层面体现出一定局限，且极少涉足政策制定的深层次范畴。相比之下，智慧政务则实现了服务焦点的转

移，将服务焦点对准民众需求，借助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力量，依照个体特有

的需求与偏好，主动推送贴合个体需求的定制化服务，从而实现了服务供给与民众需求间的精准对接。

同时，智慧政务引导政府以更加开放和积极的姿态接纳公众反馈，精准把握民众的心声诉求，持续优化

服务供给，实现服务品质和效率的提升。 

3.1.2. 服务流程 
电子政务往往遵循着较为标准化和模板化的流程框架，容易辨别服务对象个体的差异，但是，难以

就不同用户的个性化需求进行灵活应对。而智慧政务的流程设计则展现出高度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可以

根据不同服务对象的特定需求对服务流程自动实施调整，实现实时监管与动态升级，确保流程的高效运

行与有序管理。这种设计在保障服务个性化的同时，精妙地兼顾了垂直管理与扁平化运作的要求，使政

府服务的响应速度与质量得到明显提升。 

3.1.3. 主体边界 
智慧政务的服务范畴相对于电子政务更为宽广，它不仅涵盖了政府、社会公众与企业，还延伸至公

共安全、社会管理等多个公共领域。随着智慧政务的深入发展，公共与私人领域的界限日益模糊，这打

破了电子政务时代因主体界限分明而形成的“信息孤岛”现象，促进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信息交流与均

衡分布。 

3.1.4. 面向对象 
电子政务侧重于构建标准化与一体化的政务框架，旨在为公众提供高效、透明、公正的政务服务。

智慧政务则更加注重个性化服务的提供，它在确保基础性服务的同时，通过增强系统的主动判断与智能

决策能力，为公众提供更加个性化和差异化的服务内容，从而更好地满足不同群体和个体的多元化需求。 

3.2. 电子政务向智慧政务转型的决定性因素 

从电子政务到智慧政务的转变，不仅是技术层面的升级，更是政府服务理念与模式的深刻变革。电

子政务时代，政府更多地扮演着信息发布者和事务处理者的角色，而智慧政务则要求政府成为公众需求

的洞察者和服务的提供者。这一转变的背后，是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推动，也是社会环境变化和公众需

求多元化的必然要求，推动电子政务向智慧政务转型的决定性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3.2.1. 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进步 
信息技术作为智慧政务的根基所在，其不断迭代升级无疑为政府与社会的智能化发展提供了强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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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在 5G 通信、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推动下，数据融合的速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

加速态势。这些新技术不仅极大地提升了数据处理的效率，还催生了更多创新的服务模式和服务流程，

如智慧城市、无人商店、自动驾驶、全自动化服务流程等智慧服务形式等。随着这些新型服务的广泛应

用，政府数字化治理的进程也在持续加速，智慧政务因此获得了更为坚实的技术支撑，其影响力和覆盖

面也在不断扩大，为民众带来了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体验。 

3.2.2. 复杂多元的政府治理需求 
当前，我国社会环境日益复杂多变，公众的需求也日益多元化，这对政府治理提出了更高的挑战。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我国急需构建一个能够迅速响应、智能化处理的管理机制，以便在危机和问题出现

时能够迅速做出反应，有效解决问题。例如，在城市化进程加速的今天，交通拥堵、交通事故频发等问

题日益凸显，这对政府交通管理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5G + 智慧政务”可以满足政府对于高效、安全、

智能的交通管理需求。智慧政务凭借其强大的信息化手段，成为了政府提升行政效率、优化公共服务质

量、增强监管效能的重要工具。同时，智慧政务还推动了政府信息的透明化与公开化，增强了政府的公

信力和民众的信任感，为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奠定了坚实基础，从而更好地满足了现代政府治理的多元

化需求。 

3.2.3. 迅猛增长的公众差异化诉求 
随着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公众对公共服务、公共安全和社会治理的需

求日益增长，且呈现出更加个性化和差异化的特点。这不仅要求政府具备更高的治理能力，还促使电子

政务向智慧政务的转型成为大势所趋。智慧政务通过精准对接公众的多元需求，有效缓解了公共服务供

需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提升了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例如，广东省政务信息化项目涵盖了社区、教育、医

疗、社保等多个领域，能够为公众提供全方位的政务服务，其中，智慧社区系统能够实时监测社区安全

状况，为居民提供更加安心的生活环境。这些智慧化的服务不仅满足了公众的期望和需求，还推动了社

会的和谐与进步。 

3.3. 智慧政务发展趋势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布的《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 2024》是联合国对所有 193 个会员国的

数字政府格局进行的第 13 次全面评估，报告深入研究了全球和区域数字政府趋势，强调了疫情大流行后

时代加速的数字化转型。报告显示，欧洲在电子政务发展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中国数字化转型的重大进

展也推动了强劲的上升趋势，政府的战略举措侧重于将尖端技术融入公共服务，中国电子政务发展指数

屡创新高，自 2020 年迈入“非常高”行列后，截至 2024 年，中国电子政务发展指数增长到了 0.8718，
排名上升到第 35 位[13]。中国在电子政务发展指数值上的显著提升可归功于战略政策、对数字基础设施

的大规模投资以及创新举措。像“互联网+”这样的政策将互联网技术融入传统产业，提升了服务交付和

公共行政效率，对高速宽带、5G 网络和云计算的投资确保了无缝连接，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区块链的快

速应用提升了政府服务的效率、透明度和响应能力，缩小了数字鸿沟，支持性的监管框架既促进创新，

又确保了数据安全和隐私，建立了公众对数字服务的信任。这些措施共同促进了中国在电子政务向智慧

政务转型中的显著进展。 
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成为智慧政务的使能技术。2025 年初，在国产大模型“DeepSeek”上线后，广东

省各地市正加快将政务系统与人工智能融合，目前已有近 10 个地市成功接入。广州市政务外网正式部署

上线“DeepSeek-R1”、“V3 671B”大模型，已成功在政务办公、城市治理、民生服务等热门政务领域

发挥重要效能。深圳市依托政务云平台，于今年 2 月 6 日向全市各级政府部门全面开放“DeepSeek”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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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应用服务，助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政务服务深度融合，实现政务智能化升级。韶关市于 2 月 18 日

正式上线“DeepSeek-R1”满血版大模型，成为全国 10 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中第一个完成“DeepSeek”
全尺寸大模型部署的城市[14]。此外，呼和浩特市大数据管理局联合内蒙古大数据产业发展集团技术团队，

成功实现了“DeepSeek-R1”大模型在政务外网环境的本土化部署。此次部署涵盖“7B”、“14B”、“32B”
及“70B”四种不同的模型版本，完成了城市智能中枢与大语言模型的技术融合。无锡市在江苏省政务信

息技术创新应用中取得突破性进展，成功实现全省首个政务信创环境下的“DeepSeek-R1-671B”全尺寸

模型部署[15]。 
电子政务向智慧政务的转型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标志着政府服务从被动向主动、从标准化向

个性化、从有限范围向广泛领域的深刻转变。这一转型不仅提升了政府的服务质量和效率，也增强了政

府的公信力和民众的满意度。未来，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社会环境的持续变化，智慧政务将不断

演化和发展，为公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4.“5G+智慧政务”探索：云平台安全建议 

5G 通信技术的广泛部署正在推动智慧政务应用的蓬勃发展。随着国家对数字化、智能化政务的日益

重视，政务云平台成为支撑政府各类公共服务、业务办理和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然而，在部署“5G + 
智慧政务”应用的过程中，政府与运营商都面临诸多信息安全挑战。因此，制定一套完善的安全标准体

系对于保障智慧政务平台的安全性、稳定性及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广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的“云窗口”，

入选“2023 年度中国政务服务大厅十佳创新案例”[16]，不仅展现了智慧政务的强大潜力和广阔前景，

更为我们提供了在云平台安全建设方面的宝贵经验和启示。以下是基于广州“云窗口”实践对现有标准

体系的安全建议。 

4.1. 完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 

智慧政务的高效推进，离不开从战略层面出发的顶层设计以及全面细致的整体规划，这是确保其长

远发展、满足社会需求的基石。广州市人民政府于 2023 年 3 月发布了《广州市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

规范化便利化工作实施方案》[17]，该方案提出了至 2025 年底，政务服务事项全要素基本实现数字化管

理，同时市、区基本建成以“主动、精准、集约、智慧服务”为主要模式的“智慧政务服务大厅”，推动

政务服务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和协调发展的发展目标。广州市政务服务中心以数字改革为契机，不断推进

政务服务的标准化、规范化和便利化，通过运用“云窗口”智慧政务服务创新模式，依托“5G + VR”等

先进技术，整合不见面、非接触、云端批的服务方式，打造了一个突破时空和地域限制的“政务云大厅”。

同时通过制定《广州市推广政务服务“云窗口”实施方案》，广州市明确了“云窗口”的工作目标、实施

步骤和培训机制，确保技术创新与业务需求相匹配。目前，通过“云窗口”，广州市的企业和群众可以轻

松办理本地乃至全国的 57575 个政务服务事项[17]，有效地推动实现了“高效办成一件事”这一目标，贯

彻了“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站办”的服务理念，提升了政务服务的智能化和便捷化水平。由此，

对智慧政务进行顶层的设计与完整的规划是广州市智慧政务成为标杆的重要保障。对此，可以总结为以

下三大经验。 

4.1.1. 战略高度的顶层设计 
智慧政务的发展需要我国政府从战略高度出发进行具有前瞻性与创新性的顶层设计。我国政府要从

长远视角出发，制定统一的发展蓝图：一要明确智慧政务的发展目标与战略定位，推动智慧政务与数字

中国协同发展；二要尽快打造统一的标准体系，实现跨部门数据共享；三要持续推动技术创新，探索政

务活动与 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结合运用。通过顶层设计引领智慧政务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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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为后续智慧政务的具体实施提供明确指引，确保各项建设措施能够紧密围绕这一核心目标进行展开。 

4.1.2. 系统科学的整体规划 
在制定智慧政务的整体规划时，需构建系统化框架。在明确发展目标后，要科学设计实施路径，合

理划分建设周期，明确各阶段重点任务和预期成果，形成循序渐进的发展路线图。同时要细化任务分工，

建立跨部门协作机制，以确保智慧政务建设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可持续性[18]。规划编制过程中，既应当

注重对技术的可行性评估，又要深入调研社会需求，打造具有灵活性的策略，及时根据技术发展、政策

变化和实施效果等情况进行优化、完善。 

4.1.3. 紧密结合实际资源 
推进智慧政务建设需要构建国家战略与地方实践有机衔接的协同机制。深入调研地方实际情况，包

括政务需求、技术基础、人才储备等，结合地方政务服务的实际需求和资源禀赋，全面掌握本地区政务

服务信息化基础、业务协同痛点以及群众办事难点，注重整合现有信息化资源，打通数据共享渠道，并

及时调整智慧政务的建设方向和重点，确保规划能够落地生根。 

4.2. 强化技术层面安全保障 

在顶层规划设计的指导下，技术安全管理是确保“5G + 智慧政务”安全、稳定运行的核心保障。《广

州市政务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19]提出，在实施政务数据存储工作时，需依据实际需求，采

取数据脱敏、加密处理、完整性校验等一系列措施，以确保政务数据在存储过程中的安全；对于关键性

的重要数据与核心数据，则应进一步构建完善的数据容灾备份体系及应急恢复机制。在政务数据传输过

程中，需紧密结合所传输数据的具体类型、安全等级以及实际应用场景，精心制定并严格执行相应的数

据安全传输方案。通过采用具备高度安全性的通信信道、实施数据加密处理等先进的安全防护手段，全

方位保障数据传输过程的可信度与可控性。在智慧政务建设过程中，需强化政务信息系统权限管控，实

施最小授权访问策略，指定专人专管数据库与操作系统最高权限，严防供应商人员越权操作导致数据泄

露、篡改或删除，同时要督促供应商在政务信息化建设和运维中构建全面的技术支撑与保障体系，涵盖

数据终端安全巡检、加固、防护，以及事前预防、事中监控、事后追溯的全流程保障机制，确保数据安全

事件责任明确、可追溯。 
上述《广州市政务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指出，必须从环境安全、数据安全与访问安

全三大方面进行防范与保障。 

4.2.1. 环境安全 
为保障政务数据安全，智慧政务机房环境安全管理应搭建涵盖物理安全、环境控制、灾害防护及介

质管理的完整防护体系。第一，平台核心设备须集中存放于专用机房，且要对不同安全等级功能区域进

行严格划分并规范设备安装及布线管理事宜。第二，应在机房布置生物识别等身份认证系统，运用防盗

报警、视频监控等设备实时完备记录人员出入情况。第三，鉴于特殊设备防护相关需求，应于机房安装

避雷装置与等电位接地系统，另外采用屏蔽机柜和线缆，实施针对防水防潮的处置并配备防静电装置。

第四，需将存储介质依类别放置在专用带锁柜体，再制定不同介质销毁标准以达成涉密数据彻底销毁。 

4.2.2. 数据安全 
第一，运营商需部署数据加密技术，强化访问控制机制，通过身份验证、权限管理等手段，限制对

敏感数据的非法访问；以及实施泄露预防策略，包括匿名化处理等，减少数据泄露风险，确保数据在传

输过程中的安全性。第二，要利用先进的监控技术和工具，设定异常行为预警机制，实现对数据的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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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监控，及时发现并阻止未授权访问。第三，合理利用加密技术记录数据从采集、传输到分析的全过

程，确保每个环节的操作均可回溯且不可篡改，提高数据在流转过程中的透明化程度，建立防止数据滥

用的技术屏障。第四，需配置网闸以确保在内外网安全隔离的前提下，实现政务外网特定业务数据与互

联网环境的安全交互，保障系统安全与数据完整。 

4.2.3. 访问安全 
要根据政务云网络与信息系统各节点的网络结构、具体的应用以及安全等级的需求，制定明确的访

问策略，按照技术体系中网络安全规划划分不同的安全域，构建基于网络终端特征、应用程序属性以及

会话状态等关键参数的多层次的访问控制体系，实施精细化的网络访问管控，把风险控制到相对独立的

区域。同时要加强对访问人员身份的鉴别能力，通过采用多因素身份验证技术，将传统口令认证与生物

特征识别(如指纹、虹膜等)、智能 IC 卡等物理凭证相结合，有效防止冒用、盗用等非法访问行为。 

4.3. 建立全面的安全审计和监控机制 

在保障“5G + 智慧政务”平台技术安全的同时，安全审计和监控机制也是确保平台安全稳定运行的

“守护神”。通过构建完善的安全审计和监控系统，可以实现对平台安全的全面监控和审计，为平台的

长期稳定运行提供有力保障。广州市政府及下辖各个区政府通过定期化、制度化的审计监督机制，派出

专业审计组对辖区内智慧政务服务大厅的建设进展与运行状况展开全面深入的审计调查工作，实地查看

各类“云窗口”自助终端机的实际使用情况，严格审查操作日志，并设计模拟使用环节，通过模拟真实

用户场景，对智慧政务服务系统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测试，旨在发现并识别潜在的安全漏洞与薄弱环

节，从而提供详尽的审计报告，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建议，助力巩固智慧政务的民生实

效。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三点启示以更好地完善审计监管机制。 

4.3.1. 建设安全审计和监控系统 
运营商和政府机构应携手合作，共同建设智慧政务平台的安全审计和监控系统，共同打造集日志管

理、行为分析和实时监控于一体的综合防护系统，实现对各业务系统、网络设备、安全设备等日志信息

的统一收集、标准化处理和长期存储，确保及时发现并处置各类安全威胁。 

4.3.2. 强化行为分析能力 
通过构建智能化的用户行为分析系统，利用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技术，对正在发生的用户操作进

行即时比对分析，识别偏离正常模式的可疑行为，并根据行为风险等级采取差异化的处置措施，可形成

持续的安全防护能力，为安全事件的预防和处置提供有力支持，提高平台的安全防护能力。  

4.3.3. 定期进行安全审计 
建立常态化的安全审计机制是确保平台安全性能的重要手段之一。审计范围应涵盖系统架构安全性、

数据保护措施、访问控制机制和运维管理规范等关键领域。根据审计结果，应明确指出存在的安全隐患

和整改建议，并及时整改和优化平台的安全性能，确保平台始终符合相关标准和要求，为智慧政务的持

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5. 结论 

“5G + 智慧政务”是数字化时代政府服务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和社会价值。

依托 5G 网络高带宽、低时延、广连接的技术特性，各地政府已陆续打造出“秒批秒办”、“一网通办”

等创新服务模式，极大地提高了政务服务效率。然而，随着 5G 通信技术的快速部署，智慧政务云平台面

临着新的信息安全挑战。为了确保其稳定、安全运行，必须制定并落实一系列安全标准与管理规范。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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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设计顶层规划、强化数据安全防护力度，以及加强数据安全和审计监控等措施，可以有效提升智慧政

务的安全性与可信度，推动数字政府和社会治理的进一步发展，构建一个安全可信、智能惠民的现代化

政务服务体系，最终实现更高效、更便捷的政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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