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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疫情是我国全面进入数字化时代以来发生的第一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互联网企业

与政府合作在抗击疫情推进社会治理等方面大有作为，但是数字化技术在本次抗疫和社会治理方

面应有的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亟待不断改进和优化。 

    互联网企业与政府合作抗疫 

    （一）信息发布方面的合作 

    此次疫情发生之后，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在微信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等各大平台上线疫情防

控专题，并开发了同行人员密切接触自查等功能。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上线疫情线索征集专区、

发热门诊和医疗救治定点医院查询专区、国务院部门疫情防控消息专区等一系列服务，从而使相

关实用信息快速触达到社会公众。在疫情信息可视化方面，百度地图上线了“新冠肺炎疫情分布”

专题地图，并接入了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开发的“防疫检查语音提示设置”功能以及各

地方政府的“入城防疫检查站导航语音播报”，保障交警、防疫检查人员、驾驶人的卫生健康和

生命安全。 

    医疗信息是抗疫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信息。国家卫健委联合腾讯、百度等企业，发布了“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医疗救治定点医院和发热门诊导航地图”。京东、阿里、腾讯、平安好医生、

叮当快医等平台都上线了“在线免费义诊”服务，提供线上发热咨询和免费在线义诊，包括居家

防护、导诊建议、心理咨询等服务。 

    （二）数据与技术方面的合作 

    数据与技术是互联网企业的优势，也是政企合作的重点。疫情发生后，航旅纵横紧急开发了

“新型冠状病毒确诊患者同航班自动通知系统”，并于 1月 30日正式上线。腾讯、百度等互联网

平台开发了人群迁徙态势感知模型，通过地图及动态展示的人群迁徙路径可视化效果，洞察人流

去向，包括乘坐的出行方式统计（火车、飞机、客运等），直观反映人员迁徙的定向趋势，人群

画像可视化呈现，帮助政府决策部门掌握目标区域人群情况，以便制定应急预案。京东、腾讯等

企业开发了政务服务机器人、AI通行防控系统，在提高防控效率、提高安全性方面起到了较好的

作用。腾讯、阿里、京东等企业协助政府开发了应急公共服务平台，使相关抗疫信息一站集成。

政务钉钉“浙政钉”平台在助力浙江省防疫方面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三）防控中的社会治理合作 

    在抗疫时期，社会治理方面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对各种苗头性问题，要密切关注、及时化

解，严防各类矛盾交织叠加、形成连锁反应。互联网平台在处理谣言散布、接受举报等方面具有

一定优势。北京市市场监管联合京东、阿里、拼多多、微店、苏宁易购等 5家全国知名电商平台

企业，共同建立了涉疫跨平台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对违规商户进行联合惩处，提高了处罚的威慑

力。互联网平台开发的在线募捐、应急资源发布平台、运输平台等，对社会治理信息透明化可视

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为了解决社会治理过程中可能带来的接触传染风险问题，中国海关在小程序内上线出入境健

康申报功能，百度地图联合深圳、苏州、郑州等城市推出入境申报登记服务，支付宝联合钉钉开

发全国首个智能社区防疫小程序，打造“无接触式”社区。 

    在复工期间，阿里开发了健康码，腾讯开发的企业复工复产管理平台，都极大提高了高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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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的防控效率。腾讯、阿里、百度等企业还通过搭建数字平台帮助政府提高复工审批速度，京

东等则通过“企业复工保障计划”，大力加强了生产资料的供应保障，使得物流更畅通，推进了

企业复工进程。 

    政府与互联网企业合作抗疫和推进社会治理的对策建议 

    （一）使数字技术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应对重大公共事件，政府部门具有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但传统的自上而下进行信息识别、

抓取、分析、预判构建的政务信息化系统，短期内无法满足公共需求的及时响应。这使政府部门

在物资调度分配、社会生产能力组织、市场化资源利用等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在本次抗

疫行动中，我国医疗体制、流通体制、应急管理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的协同发力明显不足，而互

联网平台企业介入之后，在帮助政府搜集、发布疫情信息、实现紧缺物资的信息协同与高效配送

等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在未来“后疫情时代”，应将政企合作制度化常态化，依托数字技术

继续完善现代社会治理体系。 

    通过政企合作，建设数字城市、智慧城市、数字乡村，政府部门建立与数字平台企业的合作

机制，利用平台企业的技术、数据、用户等资源，充分发挥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

智能、大数据、智慧城市、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在政府决策评估、社会风险防治、社会治理决

策等方面的作用。推动依靠经验决策向依靠大数据决策转变。 

    （二）政府部门制定应急方案时更要考虑新资源 

    互联网平台企业有海量用户、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在人工智能技术等方面有独到的优势，其

平台在资源整合方面具有了超越政府部门的能力，这些资源都应该是政府部门在制定应急预案方

面加以考虑的。从本次抗疫来看，互联网平台在物资储备、供应调度、高效物流、数据支持、信

息整合、价格稳定、云计算等方面有着强大的能力，政府在应急预案中要对这些能力或资源充分

考虑，并主动整合这些资源，进行应急响应。在本次抗疫行动中，政府部门对这些资源的利用不

够充分，数字技术或平台能力发挥作用，基本都是平台企业主动与政府合作，其合作也比较零星，

缺乏系统性。而且，平台企业也有其自身的考虑，在能力发挥方面更受到了限制。例如，在整合

各大互联网平台数据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方面，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又如，在应急运输方面，对

于网约车、京东、顺丰等企业的资源整合也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在重点卫生防疫物资（如防护

服等）储备、采购、配送等方面也存在政企合作不足的类似问题。从加强物资储备以及调度来看，

大型电商平台，如京东、苏宁等，都可以发挥出更大的作用，这也是未来进行应急预案制定等方

面仍须进一步加强的。 

    （三）进一步完善政府内部、政府与企业的数据共享机制 

    抗疫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依然比较严重，比如重复报送各类表格等。这反映了

各级政府部门在收集数据时只重视纵向收集，不重视部门之间的横向数据共享，从实际工作看，

政府部门的部分数据资源可能以纸质、文件等形式存在，需要进行电子化改造工作后才能被真正

共享，这就导致了数据横向共享困难。从未来发展看，应建立政府数据收集标准。相关部门应就

所收集数据的内涵与外延、采集方式、采集维度、采集间隔、采集层级等进行统一，使所采集的

数据具有可比性，可以在部门之间共享。统一各个部门之间的数据，避免数据冲突。建立数据冲

突解决机制，推动数据在部门间共享与协同。 

    互联网平台企业有大量的用户数据、物流数据以及其他数据，可以在社会治理中发挥更大的

作用。政府部门应建立与这些平台企业的数据共享机制，使这些数据在社会治理中更好地发挥出

应有的作用。例如，在本次疫情初期，由于华南海鲜市场的开放性，对可能接触的人群跟踪很困

难。如果利用支付宝、微信等移动支付数据，可以定位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使用过的移动支付

客户的出行轨迹，从而协助有关部门精准追踪可能感染者的情况，针对性地采取措施，避免疫情

的早期扩散。 

    （四）建立政企合作的定价机制与付费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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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次抗疫行动中，很多互联网企业都无偿为政府部门进行了大量工作。无偿模式表面上减

轻了政府的支出，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无偿模式由于不收费，所以其提供的产品、解决方案

等都是企业主导，而企业本身在关于疫情的数据信息等方面存在缺失，其所设计的解决方案等未

必完全符合政府或社会的需要；二是无偿模式也不可持续。由于缺乏经济激励，互联网平台企业

只会在社会公众关注度较高或者高层领导关注时，才会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事务；三是无偿模式无

法将政府、社会的需求及时传递给企业。 

    因此，要建立政企合作的定价机制与付费机制。这种定价机制与付费机制应该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平常时期的，可以按照商业化原则以政府采购的方式解决。另一个是非常时期，在这一时

期，应该体现政企合作的原则，以经过审计的成本价，由政府向企业进行采购相关的技术、系统

等。对于数据的应用，则只应由政府向企业支付提取等方面的开支。在确立这些原则的基础上，

建立政企合作的常态化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