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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的集成服务优化路径研究
———以贵州省“集成套餐服务”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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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贵阳550025)

摘要:随着“放管服”改革的推进,单一事项的优化已无法满足群众多元化需求。对此,贵州省积极开展政务服务便

民化改革,推出“集成套餐服务”的政务服务模式。以整体性治理为理论基础,聚焦于“集成套餐服务”的实践做法,
从“理念-结构-技术”三维框架讨论政务创新协同思维的受限、组织边界的裂缝弥合、政务数据的技术壁垒3个困境。
最后提出以公民需求为导向、建立协作信任机制、加强政务信息共享与数据整合3个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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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管服”改革的深入推进以及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日益广泛的追求构成了“集成套餐服务”的
宏观环境。“集成套餐服务”作为集成式政务服务

的早期实践成果,不仅体现了政府管理方法的创

新,也是持续实现“放管服”改革的重要变量。基于

对现实的考量,虽然“集成套餐服务”得到了公众的

认可,也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得以推广,但是这样

一项相对理想化的改革设计现实中又面临着怎样

的困境? 它是否还能优化? 如何优化? 从实践案

例中探究并总结出一套相对可行的优化方案,这仍

是“集成套餐服务”的一个关键议题。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目前关于集成式政务服务

实现机制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行政审批集成以及“一
窗式”集成服务,也有极少的学者切实关注“集成套

餐服务”这一集成式政务服务的早期实践成果。关

于行政审批集成,艾琳等[1]认为,政务服务中心的设

立给予了集中审批一个重要平台,它将分散于各个

审批部门的事项集中到政务服务中心,从而透过政

务服务中心的内部化管理实现审批业务的精准化

创新。新一轮的行政审批集成改革应更加关注行

政审批的不同要素,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突
破信息不对称,实现审批业务集成、数据集成、政务

服务集成。姜裕富[2]以“最多跑一次”改革论述互联

网技术助力行政审批所进行的自我调适性改革,它
以行政服务对象为核心,以高效便捷为原则贯穿于

行政审批的每一环节,整合行政资源并打通部门、
信息壁垒以提供集成化服务。同时,行政审批的改

革创新也让集成服务逐渐成为政务服务的一个新

趋势。关于“一窗式”集成服务,钟莉[3]以广东省“一
窗式”集成服务改革为例,从数字治理的角度分析

了制约政务服务效能提升的因素并提出从顶层设

计、网上政务服务能力、数据应用以及制度优化4个

方面的策略。对此,朱正婧[4]也给予了集成服务

3个优化路径:制度上,将成功经验以制度形式固化

下来,形成长效机制,为集成服务改革提供制度保

障;在程序上实行权力运行的流程再造,以共享原

则精简申请材料;在技术上实行电子政务改革,实
现数据代替群众多“跑腿”。关于“集成套餐服务”,
张南[5]基于扎根理论的质性分析方法,剖析贵州省

“集成套餐服务”的政务服务新模式,并根据编码数

据总结出该模式的发展优势、存在问题,并依据问

题提出加大宣传力度、加快资源整合、打通数据壁

垒的优化建议。但其中并未详述“集成套餐服务”
的内在机理,更多是对其现状的描述。袁方成和马

康[6]从全周期视角探索“集成套餐服务”,认为要强

化政务服务办理的全过程管理,既要整合信息,也
要整合权力,并建立部门联动机制。

括而言之,从“最多跑一次”开始,集成式政务

服务已显露出大概的整体面貌,也成为政务服务创

新的一个路径。由此,地方政府又探索出了“一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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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办”的政务服务新模式,直至后来的“集成套餐服

务”。但学界有关“集成套餐服务”大多以政务服务

优化方向作为其研究起点,对于其中的实践逻辑还

缺少系统的理论阐述。本文以贵州省“集成套餐服

务”为例,基于其主要举措与成效,从整体性治理理

论视角出发,构建“理念-结构-技术”的分析框架以

探究集成式政务服务的运行困境以及优化路径,以
期为“集成套餐服务”的研究提供更多理论视角和

实践经验。

1 案例背景:“集成套餐服务”的实践与成效
“集成套餐服务”又称为“一件事一次办”或“主

题集成服务”。所谓“集成套餐服务”,就是打破单

一事项管理,实行多部门并联审批以缓解部门协同

难。进而推行事项主题管理以缓解政务服务内容

碎片化,利用信息技术以促进部门间数据共享与协

同,实现政务服务业务流程再造,解决审批环节复

杂与申请材料多的问题。此外,将整合打包的事项

于政务平台上线,办事人可线上办理事项,从而降

低办事的时间成本,实现满足公众需求的根本目

标,具体如图1所示。贵州省特有的“集成套餐服

务”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社会的认可,也取得了一

定成效,具体实践与成效有以下几个方面。

图1 “集成套餐服务”流程

1.1 实行多部门并联审批,有效缓解部门“协同

难”问题

整体性治理视野下政府机构内部的整体性运

作,重点在于突破条块分割和单一部门的内部循环

模式[7]。“集成套餐服务”针对部门条块分割的审批

模式,重组政务服务事项审批流程,实行多部门的

并联审批模式。该模式主要是改变以往单纯物理

集中的一窗受理模式,牵头部门将申请人的一套材

料与业务表单分发给各相关部门,实现一套材料流

转于各部门,强化部门间的协作。各相关部门就本

部门审批环节同步开展材料核验与审批,由牵头部

门汇总审批意见并告知办事人审批结论。关于并

联审批,贞丰县按照“一表申请、一家牵头、一车前

往、一次踏勘、一张结论”推出了“上下求索”联合踏

勘的审批模式。首先是进一步梳理联合踏勘类别,
由原来根据项目所属的行业特征确定牵头单位的

原则性规定,优化为根据土地的实际用途、适用政

策等,将联合踏勘分为建设用地类和设施农用地类

两大类,不包括使用园区内标准厂房和“标准地”情
况。而后根据联合踏勘类别,结合行业主管部门有

关要求和做法,建立完善分级受理机制,降低项目

业主与行政成本。因此,在并联审批模式下,同一

事项涉及多个审批部门同时推进审批流程,相比传

统串联审批模式可大幅度缩短审批时长,降低行政

成本、时间成本。
1.2 推进材料互认共享,有效缓解申请“材料多”
问题

建立组织间的信任是实现整体性治理的一种

关键性整合[8]。部门间的信任是推进业务流程重

组、简化申请材料的重要组织信念,也是推进材料

互认共享的关键。“集成套餐服务”从公众需求出

发,设计“集成套餐服务”项目办事指引,根据“凡是

可通过数据核验的材料,以数据共享实现免提交”
“凡是涉及多个部门的同一材料不重复提交”两个

原则精简材料。各地结合实际细化申请材料,全面

清理各类无谓证明,编制项目材料清单与样本模

板,申请人只需按材料清单提供一套资料。以互认

共享的方式整合表单与材料,使得申请材料更简

化,有效缓解了申请“材料多”的问题。
1.3 推行事项主题管理,有效缓解服务“碎片化”
问题

整体性治理的发生是为突破碎片化困境并解

决碎片化所带来的社会复杂问题与效率低下问

题[9]。单一事项管理让原本可以整合的政务服务内

容出现碎片化,无法向公众提供更为完整的政务服

务。“集成套餐服务”从公众办事角度出发,围绕个

人与企业的全生命周期整合关联性强、办事需求量

大、企业和群众获得感强的服务事项,将一个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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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事项或者不同部门不同事项中可以联办的相

关事项依据办理情景进行主题分类且整合打包,并
于政务服务网上线,申请人可依据办理场景选择相

关集成事项。例如,毕节市政务服务中心通过调查

摸底、事项梳理、联调联试等环节,梳理医保、社保、
公积金3家部门事项纳入综合窗口无差别受理。
2023年,毕节市政务服务中心便实现了医保47个、
社保40个、公积金33个事项业务整合到“大一窗”,
通过一类事项直接办、二类事项融通办、三类事项

登记办方式,实现“全项无差别受理”的服务。由

此,事项的主题管理缓解了政务服务内容的“碎片

化”问题。
1.4 技术赋能政务服务,有效缓解群众“多次跑”
问题

公共部门的电子化改革要依托信息技术来实

现政府的不同层级、机构、网站之间的整合,将不同

类型的整合融合为一个政府入口网站。缘于信息

壁垒的存在,各部门的信息拥有程度不一,这些信

息无法自由流通,使得信息资源浪费。线上的“集
成套餐服务”依托于贵州政务服务网平台,申请人

根据所需办理的集成事项进行基础信息以及业务

表单的一次性填写,统一上传申请材料。大数据后

台将这一套材料与业务表单分发给各个职能部门

进行材料的审查与决定,实现一套材料于各部门流

转。这些通过平台所实现的信息可共享、可共用,
不仅可减少申请材料数量,也相对减少了信息的碎

片化。同时,“一套材料、一张表单”的有序流转让

办事人在线下只需跑一窗办理。在线上政务大厅,
办事人可实现全程网办。线下综合性政务大厅同

线上办事大厅建设相辅相成,有力地降低了办事的

执行成本,有效缓解了办事群众“多次跑”的问题。

2 集成式政务服务的运行困境分析
根据上述实践经验,“集成套餐服务”与整体性

治理理论存在一定的耦合性。自推行“集成套餐服

务”,贵州省在政务服务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但这

一新模式与整体协同政府还存有一定差距。基于

整体性治理的理论思路,价值理念、组织结构、信息

技术构成了“集成套餐服务”的重要变量。因此,构
建“理念-结构-技术”的分析框架,探究其中面临的

困境。
2.1 理念受限:创新思维与协同思维的受限

2.1.1 政务创新思维受限:热点“一件事”主题同

质化

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出发点在于公共利益的实

现,核心在于公民需求的满足与问题的解决,要实

现由政府本位到公民本位的理念转变[8]。在理念层

面,“集成套餐服务”已实现从公民需求出发,以公

共利益为落脚,但将理念彻底转变为公民本位仍是

政务服务创新的难点。从办事人的角度进入贵州

政务服务网“集成办”专区,“集成办”专区分为“地
区”一件事与“热点”一件事。其中,热点“一件事”
在切换地区时,其事项主题都为23个,并且主题

一致。由此,贵州省热点“一件事”呈现主题同质

化问题,未凸显不同地区的个性化主题事项。在

集成事项主题创新方面,虽是政府主动创新服务,
但从办事人的角度而言,还处于被动选择服务内

容的一方。
2.1.2 政务协同思维受限:三级联动集成事项覆

盖不均衡

整体性治理的重新整合涉及治理层级、治理功

能以及公私部门的整合,甚至是跨部门、跨国界的

整合[10]。关于突破办理层级与部门协同,贵州省推

出了线上省、市、县三级联动的复杂型集成事项。
深入了解后,三级联动集成事项出现区域差异化现

象,如“企业开办”在市级层面仅黔西南州及贵安新

区得以推行。在县级层面,黔西南州也仅贞丰县和

普安县实现了该套餐事项的推行。实际上,复杂型

集成事项依靠着各层级、部门间的信息共享与整

合。现实条件下,政务中心开始设立背后的属地逻

辑使部门间还会遵循着原本的条块划分。出于部

门利益与职能差异的考虑,各部门系统未实现完全

的互联互通,统一政务平台背后仍存在着分化。整

体性治理的有效整合,信任是一个关键性要素[8]。
故基于信息技术完整与资源整合,不同层级与部门

间的协同思维不一致可能会阻碍政务服务的有效

整合。
2.2 结构困局:组织边界的裂缝弥合之困

2.2.1 内部协同:并联审批未打破部门壁垒

整体性治理的整合是指合作性的整合,既包括

上下级行政系统的整合,也包括基于业务流程而进

行的职能部门间的整合[8]。“集成套餐服务”并联审

批也属于职能部门间基于业务流程的整合,但该审

批模式是一套材料与业务表单在组织内部流转,实
质还是多个部门间自行审批,只是这一审批工作是

同时推进的。这一模式还未触及各部门的审批业

务流程,没有改变相关审批要件、审批环节、审批时

长等要素的规定。申请人仍需满足不同审批部门

的要求以提交相应申请材料,尤涉及前置审批的相

97

               王田景: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的集成服务优化路径研究 



关事项。审批流程中的各环节与前后顺序等规定

都是行政审批部门依据法律法规制定,当这些权限

分属不同部门时,办事流程的深度优化、审批环节

重组将成为突破部门壁垒的一大难题。再者,部门

间的横向协同缺乏等级制度的权威作为依托,协同

所依赖的职务权威或组织权威在实践中会弱化横

向间的平等交流,并出现责任模糊不清、利益冲突、
信任壁垒等阻碍[11]。
2.2.2 内外协同:多元主体优势合并广度不够

整体性治理的合作性整合还包括了政府与企

业、非政府组织、公民等不同主体间的合作。在政

务服务实践中,各主体间的内外协作还未达到应有

的合作交流以及优势整合。贵州省关于内外协同

的合作主体主要为企业。比如:“企业开办”这一集

成事项将银行开户环节合并到办理的链条当中,并
给予这一整个链条统一的办理平台。“二手房转移

登记及水电气联动过户”这一集成事项将贵州电网

有限责任公司中用电报装的过户环节合并到办理

流程的链条当中。实际上,内外协同的范围还可以

进一步扩展到物业管理公司、出国留学机构、志愿

者组织等,若组织间的内外协同局限于企业这一范

围内,多元主体协作的优势可能会被埋没。
2.3 技术壁垒:政务数据共享与数据整合的技术

瓶颈

整体性治理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信息技术的

发展[12]。“集成套餐服务”这一政务服务模式在一

定程度依赖于数字化转型,其中也存在不足之处。
2.3.1 政务数据共享的安全性有待提高

从政务数据共享平台来看,它作为政府部门间

数据共享的一个媒介,其数据共享的安全性有待提

高。贵州省“集成套餐服务”的应用平台主要集中

在贵州政务服务网、贵人服务App、多彩宝App3个

平台。不同的应用平台给予了公众更大的服务选

择性空间,但平台间也会存在纵向数据连续性弱、
横向数据相关性弱的问题[13]。在信息共享交换平

台的环境下,平台的服务商具有获取政务数据、提
供政务数据等权利。不同平台意味着数据共享标

准不同,若缺少平台商的支持,政府在迁入与迁出

政务数据时,这一工作落实的难度会增加。当政府

无法对平台进行有效监督时,数据安全问题的发生

将难以界定政府与服务商之间的责任,这也是很多

职能部门不愿参与数据共享的原因之一。因此,强
化政务数据共享的安全性以提高部门的共享意愿

仍是政务服务创新的滞点。

2.3.2 政务数据整合的技术瓶颈

关于政务数据整合的技术瓶颈,主要有两方

面。第一,集成事项的办理未实现个性信息自行填

报以及个性化业务表单的自动生成。具体而言,申
请人在填写个人基础信息后,还需在业务表单上重

复填写基础信息,未实现个性化业务表单自动生

成,增加了事项办理的时间成本。第二,可共享数

据未实现智能调用,其调取方式为点击式,同一材

料会存在多次点击获取数据的情况。例如,线上办

理“房产及水电气视过户联合办理”,关于申请人的

身份证明材料,办事人需点击8次以获取“居民身份

证”这一共享数据,即重复提交这一申请材料8次。
故推行基础信息自动填报、个性化业务表单的自动

生成以及共享数据的自动调取以降低办事的时间

成本可能是集成服务的一个优化点。

3 集成式政务服务的未来路经
整体性治理强调以公民需求和问题解决为一

切活动的逻辑起点,核心在于立足于整体主义思

维,将协调机制、整合机制、信任机制作为其主要治

理机制,借助信息技术的发展,充分发挥多元主体

的特有资源与相对优势,为公众提供更满意的公共

服务与产品[14]。集成式政务服务可将“以人民为中

心”作为发展理念,建立公民参与机制与协作信任

机制,加强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从而发挥资源整合

的潜力,并以信息技术为支撑,提高政务数据共享

安全性以及数据整合水平。
3.1 理念维度:以公民需求为导向,实现服务个性

化共同生产

为实现公共问题的良性治理,整体性治理将整

合的目标分为政策、顾客、组织、机构4个层次,其中

顾客目标便是鼓励公民参与并提出看法,据此提供

精准服务[15]。政务服务的个性化共同生产强调加

入公众参与,让公众从规划、设计、体验到评价都能

参与,缓解集成事项主题同质化。首先,在规划阶

段体现用户的需求,以用户为中心梳理集成事项清

单,在综合专家评选基础上,加入公众的广泛投票,
遴选出最受欢迎的集成事项。其次,在设计阶段提

供公众参与渠道或政务服务预留功能,让公众有机

会在用户层共同设计政务服务的内容以及政务服

务供给方式。在实践中,政务中心可以充分发挥政

务服务平台的技术优势,申请人根据需求选择不同

的集成事项并自主添加到主界面当中。平台通过

后台大数据分析聚焦于办事人所选的高频事项,以
双向互动选择服务精准用户画像,形成不同地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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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个性化主题。再次,在服务过程阶段优化用户

参与。即实现融合线上线下的服务内容、服务方

式、服务态度等优势,提高用户办事质量。最后,在
评价阶段突出用户体验。由企业与群众评判政务

服务绩效,形成评价、反馈、整改、优化的全闭环监

督模式,如强化好差评系统的功能或定期选聘政务

服务监督员。
3.2 组织维度:建立协作信任机制,构建整合治理

模式

3.2.1 建立综合协调机制,补充并联审批效能

信任是部门间协同关系的关键要素,信任可以

增加彼此互动的频率,降低协同的复杂性,在易获

取数据的同时也提高了提供数据的意愿[16]。首先,
设置一个常态化部门横向协同机制。部门间的横

向协同机制可有效缓解科层制分工中的“封闭分

割”局面,减少数据共享过程中的矛盾。即针对医

疗社保、投资项目审批、企业商事登记等不同行业

领域,将业务与技术人员组成工作专班组,搭建横

向协作机制,协同梳理并解决专业领域事项的重点

难点,降低政务服务审批过程中的执行成本,缓解

部门无法到齐核验审批的难题。其次,在确保上下

级的权威条件下,着力构建纵向层级间的协调机

制,向上争取授权,向下科学下沉事项,让基层最大

限度发挥改革创新的潜力,从而转变以往向上批示

的文书来往模式,形成一种商事论事的模式,拓展

改革创新的空间。最后,各政务中心可以增设“独
任审批员”岗位。对于不涉及现场勘验、技术审查

以及非重大复杂敏感的高频集成事项,由独任审批

员实现“审核合一、一人通办”。
3.2.2 建立多元协同机制,实现政务双向互动创新

为实现集成事项内外协同的广度、深度与温

度,多元主体间的协同合作是一个重要的突破点。
除现有的银行、南方电网等主体外,政务中心还能

将合作范围扩大到志愿者组织、大型私企、留学机

构、心理咨询机构等,甚至是社区以及公民个人。
最重要的是将政务中心同多元主体的合作落实到

集成事项当中,让集成事项扩展到更多的自然人事

项范围。例如,志愿者组织在承接公共服务类事项

或者就近办服务会更有优势和效率;向大型私企购

买服务,共同设计更多的科学合理的政务服务应用

以及更为简洁、便利的政务服务办事人搜索界面,
探索更多的服务模式;留学机构、教育咨询机构、心
理咨询机构等可以在教育方面给予公众更多温暖

人心的公共服务。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机制构建,

重点在以政务服务为中心的基础上,发散其核心服

务以外的多样性服务。
3.3 技术维度:政务信息共享与数据整合

信息的交换共享是实现个人与政务机构之间

协调一致的重要前提。整体性治理理论强调信息

技术的整合并将其作为一种治理手段,建立统一的

数据库,助推政府在线治理模式与部门行政管理的

整合,提供透明、无缝隙服务[17]。因此,实现政务服

务更大范围的联动、协同和集成,还可以从信息技

术这一方面进行优化。
3.3.1 提高政务数据共享安全性

在政务数据共享上,可充分发挥区块链的核心

技术要素优势,提高政务数据共享安全性与共享程

度。区块链核心技术要素赋予了政务服务多项优

势,如政务数据主体权责明确、政务数据防篡改能

力、部门数据实时共享等优势[18]。因此在区块链政

务服务场景下,集成式政务服务可实现“去中介

化”,办事人无需提供政府已有信息。对于无需技

术审查的事项,申请材料无需在各职能部门间流

转。利用分布式账本技术,数据的流向可以全程追

溯,这有助于减轻在数据使用中的责任和推卸。每

一笔政务数据和办事信息都会被保存在区块链的

全网节点上,从而增强了数据的安全性。这些优点

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缓解各个职能部门在数据安

全性和不愿意共享数据方面存在的问题。此外,政
务中心与各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制定了智能合约,明
确规定了数据共享的规则和读写权限,并成功达成

了双方的共识,实现了数据的自动共享,减少了部

门间的沟通成本和规则执行成本。
3.3.2 建立统一数据库,提高政务数据整合水平

在数据整合方面,首先综合运用互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建立统一的数据库与一体

化的信息系统,这一信息系统不局限于对信息的归

类、对数据的挖掘,还可以对数据进行分析并精准

用户画像。利用大数据储存量大、对数据分析与决

策的能力等,对集成服务所涉及的多个事项的申请

材料、申请表单,通过归并和数据共享的方式来进

行精简和优化。在建立统一数据库的基础上,推行

共享数据自行调用、个性化信息自行填写、个性化

表单自动生成,实现“多表合一、一表申请”。除法

律法规上应当并行办理的事项外,企业和群众可根

据实际需求自主选择集成事项。

参考文献

[1] 艾琳,王刚,张卫清.由集中审批到集成服务:行政审批

18

               王田景: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的集成服务优化路径研究 



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与政务服务中心的发展趋势[J].中

国行政管理,2013(4):15-19.
[2] 姜裕富.从简政放权到集成服务:行政审批制度的自我

调适性改革:基于衢州市“最多跑一次”改革实践的研究

[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18(4):87-92.
[3] 钟莉.数字治理视域下地方政府政务服务效能提升策略

研究:以广州“一窗式”集成服务改革为例[J].地方治理

研究,2020(2):2-11.
[4] 朱正婧.论“放管服”改革背景下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以

莆田市“一窗受理,集成服务”改革为例[J].西部学刊,

2022(4):62-65.
[5] 张南.“放管服”背景下贵州政务集成套餐服务模式研究:

基于扎根理论的质性分析[J].新疆财经大学学报,2021
(1):37-46.

[6] 袁方成,马康.全周期视角下政务服务的新突破:基于宁

波市江北区“一件事”改革的分析[J].公共治理研究,

2023,35(3):31-40.
[7] 郝海波.整体性治理视阈下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的现实

困境和实践进路:以婚姻登记“跨省通办”试点为例[J].
中国行政管理,2022(6):12-18.

[8] 张玉磊.整体性治理理论概述:一种新的公共治理范式

[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5(5):54-60.
[9] 韩兆柱,杨洋.整体性治理理论研究及应用[J].教学与

研究,2013(6):80-86.
[10] 史云贵,周荃.整体性治理:梳理、反思与趋势[J].天

津行政学院学报,2014,16(5):3-8.
[11] 周志忍,蒋敏娟.中国政府跨部门协同机制探析:一个

叙事与诊断框架[J].公共行政评论,2013,6(1):

91-117.
[12] 竺乾威.从新公共管理到整体性治理[J].中国行政管

理,2008(10):52-58.
[13] 邓念国.体制障碍抑或激励缺失:公共服务大数据共享

的阻滞因素及其消解[J].理论与改革,2017(4):

117-126.
[14] 胡象明,唐波勇.整体性治理:公共管理的新范式[J].华

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49(1):11-15.
[15] LEATD,SELTZERK,STOKERG.To-wardsHolis-

ticGovernance:thenewreformagenda[M].NewYork:

Palgrave,2002.
[16] 常荔.政府跨部门知识共享的协同机制研究[J].情报杂

志,2018,37(11):164-172.
[17] 韩兆柱,张丹丹.整体性治理理论研究:历程、现状及发

展趋势[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8
(1):39-48.

[18] 张楠迪扬.区块链政务服务:技术赋能与行政权力重构

[J].中国行政管理,2020(1):69-76.

ResearchonOptimizationPathofIntegratedServiceBasedonHolisticGovernanceTheory:
Taking“IntegratedPackageService”inGuizhouProvinceasanExample

WANGTianjing
(SchoolofPublicAdministration,GuiZhou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Guiyang550025,China)

Abstract:withthepromotionofthereformofgovernmentfunctions,theoptimizationofasingleitemhasbeenunabletomeetthediversified
needsofthecitizens.Therefore,GuizhouProvinceactivelycarriedoutthereformofgovernmentservicestofacilitatethepeople,andlaunched
the“integratedpackageservice”governmentservicemodel.Basedonthetheoryofholisticgovernance,themainpracticeof“integratedpackage
service”isintroduced.Fromthethree-dimensionalframeworkof“concept-organization-technology”,threedilemmasarediscussed:the
limitationofcollaborativethinkingingovernmentinnovation,thehealingofcracksinorganizationalboundariesandthetechnicalbarriersto
governmentdata.Finally,threeoptimizedpathsareputforward:takingtheneedsofcitizensastheguide,establishingcooperationandtrust
mechanism,andstrengtheninggovernmentinformationsharinganddataintegration.
Keywords:governmentservice;integratedpackageservice;overallcollaborativegovernment;concept-organization-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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