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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应用于社会治理智能化转型的政策分析——以生成式 AI 应用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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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工智能在社会治理智能化转型的领域内大有可为，妥善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将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巨大的建设性作

用。因此，社会治理体系的智能化转型尤为迫切，如何使用数字技术助推社会治理的智能化转型？以生成式人工智能

——ChatGPT作为研究切入点，分析在社会治理智能转型进程中，人工智能所发挥的建设作用，并分析技术应用于社会治理智能

化转型时面临的困境与政策建议，为丰富社会治理智能化转型的研究提供多元的切入视角，拓宽社会治理领域的研究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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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great potential in the field of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and the proper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will play a huge and constructive role in social governance. Therefore, the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is particularly urgent. How can digital technology be used to promote the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Taking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ChatGPT as the research entry poi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structive role play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governance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and 

analyzes the difficultie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aced when technology is applied to the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This provides a diverse perspective for enriching research on the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and 

broadening the research direction in the field of social governance. 

Keywords: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ata silos; social governance 

 

1 研究背景 

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局势变化风起云涌，各国间全方

位、多维度竞争越发显著。其中，数字技术应用的竞争尤

为激烈。以“大数据、云计算、移动通讯、人工智能”为

代表的数字技术蓬勃发展，正在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增长新

引擎的新动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高低影响着国

家的核心竞争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对国家具体领域的治理能力的提升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社会治理属于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部分，社会治理能

力的提升对于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推动

作用。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社会形态逐渐从

工业社会转变为信息社会，信息社会高速发展的显著表征

即为数字技术的飞跃性发展。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

技术的飞速演化中，技术对于社会形态的塑造发挥着重大

建设作用，大力助推着社会治理的转型升级。十三届全国

人大四次会议于 2021 年 3 月 11 日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

远景目标纲要》，对“十四五”及未来十余年我国人工智

能的战略发展目标、核心技术攻关等多个方面都做出了详

细的部署。综上所述，人工智能在社会治理智能化转型的

领域内大有可为，妥善应用好人工智能技术，将在社会治

理中发挥出巨大的显著作用。 

现行的社会治理体系存在着一些治理顽疾阻碍了智

能化社会体系的构建。从智能化转型来看，于城乡差异而

言，城市与农村间存在数字鸿沟问题，于政府内部合作而

言，部门间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参差不齐，存在数据孤

岛问题。因此，社会治理体系的智能化转型尤为迫切，如

何使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型事物助推社会治理的智能

化转型？数字技术应用于社会智能化治理有何突出优势？

从国家宏观层面来说，我国社会治理智能化转型中面临着

怎样的困境以及如何解决？本文以生成式人工智能

——ChatGPT 的强大优势作为切入点，考虑数字技术在推

动社会治理智能化转型中所起的独特作用，为丰富相关领

域的研究提供多元的切入视角，拓宽社会治理领域的研究。 

http://qikan.cqvip.com/Qikan/Search/Index?key=C%3dD630&from=Qikan_Article_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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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字技术发展及应用现状 

人工智能领域出现了巨大的飞跃，是以生成式 AI 的

崛起为显著标志。生成式AI的突出代表ChatGPT的出现，

标志着人工智能技术从专业性极强的专业性人工智能转

变为面向普罗大众的通用性人工智能
[1]
。生成式人工智能

不仅算力、数据丰沛，其算法层面亦取得突破性进展，在

实践中的应用场景更加丰富，诸如文本创建、编程制作、

智能绘画等需求场景，生成式人工智能可有效节省劳动时

间。生成式 AI 在消费端和生产端都能有较强的落地实践

可行性。在消费端的应用能使消费过程便捷交互，增强互

动性；在生产端，能够促进工业、药物、材料化学的自动

化应用
[2]
。因此，生成式 AI 的作用较为广泛，能够适应

丰富且复杂的现实需求，通俗性与专业性并存的特点也可

应用于社会治理中，解决人口大规模流动形成的社会原子

化、碎片化的社会治理现实困境
[3]
。 

2.1 生成式 AI的迅猛发展 

20 世纪 50 年代，公共管理学巨擎也是现代人工智

能先驱 Herbert A. Simon 和他的朋友 Allen Newell 于

1955 年推出了首个人工智能程序“Logic Theorist”，1956

年在达特茅斯会议上，美国计算机科学家 John McCarthy 

首先采用了“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这

个词，人工智能开始真正成为一个研究领域
[4]
。人工智能

发展史中，出现三个发展高峰，印证着人工智能的卓越性

超越。第一个发展高峰是在 1997 年，在国际象棋的世纪

大战中，深蓝计算机以绝对优势打败了当时的世界象棋冠

军卡斯帕罗夫
[5]
，第二个发展高峰是在 2016 年，谷歌公

司开发的 Alpha Go 以 4:1 的惊人成绩战胜世界顶尖棋手

李世石
[6]
，以上两次发展高峰中，人工智能的效用发挥仅

囿于专用型领域，普通民众较少接触。第三次发展高峰，

即是 2022 年 11 月，由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 AI 研发的

大型语言模型 ChatGPT。ChatGPT 不仅上知天文、下知地

理，而且在文本生产等多模态话语领域均体现出令人赞叹

的速度性、效率性与深度逻辑性，它以生产力工具的姿态

横空出世，产生远超历次人工智能创新给人民带来的社会

震动。从类型来看，ChatGPT 属于生成式 AI，不同于以往

的专用型 AI 和分析式 AI，ChatGPT 可以通过对贮存信息

的收集生成新的、适用用户需求的内容样本，给社会生产

力的提升带来可预见的发展空间。 

2.2 生成式 AI助力社会治理的可行性分析 

以超大城市的社区治理为例，在面对广泛的多元异质

需求时，生成式 AI 将充分利用其强大的算法能力提高诸

如咨询类市民公共服务的响应速度，减少民众在获取公共

服务信息时等待的时间，加快政务服务运转的效率。同理，

由于 ChatGPT 具备真实世界中语境对话的强大语料库，在

回应市民反馈的诉求时，能够以人性化的方式提供全天候

二十四小时的便捷服务。人工智能，以其突破性的算法技

术，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社会治理中回应

大规模多元且异质性个人需求的可能性上升。 

3 数字技术应用于社会治理智能化转型的独特

优势 

3.1 回应异质性多元诉求的迫切性 

由于地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人口流动较为显著，农

村人口的空心化，给农村社会治理带来较大不便，同时也

给城市社会治理带来挑战
[7]
。多元化的群体带来异质化需

求，各种个体化的需求亟需异质化的响应
[8]
。生成式人工

智能的发展，使得社会治理中大规模多元异质性个人需求

回应成为可能。超大城市治理中城市公共物品易产生“公

地悲剧”和供给成本过高等问题，公共物品有限供给与市

民异质性需求间存在矛盾
[9]
。因此，寻找富有极强数据贮

存、统计功能的强大算法载体成为解决矛盾的最优解。 

3.2 生成式 AI对社会治理智能化转型所起的积极作用 

在现代化社会治理中，政府需要适应网络化时代对于

服务型政府角色的定位，快速、准确回应市民多元诉求，

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满意度。社会治理的智

能化转型正是服务型政府在信息社会中的应有的转型方

向。数字技术应用于社会治理的智能化转型的前景广阔，

尤其以发展迅猛的人工智能为典型代表，在助力构建智能

化社会治理转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chatGPT 在设计之初

就使用了 transformer 神经网络架构，拥有强大的语言理

解和文本生成的能力，通过贮存大量语料来训练语料库模

型，使得提供人性化的智能化服务成为可能。ChatGPT 所

具有的显著优势在社会治理中势必具有潜在的发展空间。

以超大城市的社区治理为例，在面对广泛的多元异质需求

时，生成式 AI 将充分利用其强大的算法能力提高诸如咨

询类、表扬类公共服务响应速度，减少民众在获取公共服

务信息时等待时间，加快政务服务运转效率
[10]

。同理，由

于 ChatGPT 具备真实世界中语境对话的强大语料库，在回

应市民反馈的诉求时，能够以人性化的方式提供全天候二

十四小时的便捷服务，利用 ChatGPT 强大的回应功能使得

居民享受到更为高质量的精准服务。 

4 数字技术应用于社会治理智能化转型的现实

困境 

4.1 智能化社会治理的信息与业务互联互通困难 

社会治理的信息化转型需要海量信息作为数据支撑，

但受制于省市县的现实条件差异，社会治理中数据互联互

通的愿景尚未达成，难以达到智能化社会治理转型的要求，

在社会治理数据共享方面存在隐形壁垒，缺乏社会化智能

化转型过程中的数据支撑，导致各项数据呈现为初级形态

的、机械地聚合，难以发挥数据汇集产生的信息价值。因

数据缺乏支撑以及信息流通不畅，导致社会治理下的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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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碎片化现象严重。左右同级政府部门间缺乏沟通与协

作，各部门上下协同与信息多维度流动出现分割状态，政

府在及时准确回应民众多元化诉求方面仍有待提升。从政

府内部的数据应用来看，仍然存在“数据孤岛”问题，数

据的碎片化导致数据应用整体性不足。从整体性社会治理

智能化转型要求来看，由于数据分散化，社会治理出现信

息割裂与社会服务碎片化。智能化社会治理必须建成整体

化运作的社会治理部门，但是部门内部的流程运作、业务

协调、数据统筹尚未实现一体化，内部治理也出现低程度

规范化，导致智能化社会治理转型中公共服务碎片化现象

频发。此外，由于基层试点取得的经验差异化明显，难以

形成融合趋势，智能化社会治理体制建设在协调一致上仍

存在改进空间。 

4.2 社会治理体系智能化建设保障体系尚未建立 

作为社会治理的制度保障体系，在促进与维持社会秩

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些地方社会治理智能化转型的

保障机制尚不健全，出现失控治理与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

合力不强的问题。智能化转型的前期投入较高，高水平的

智能化社会治理转型相关的保障体系尚未建立，主要表现

高水平的智能化社会治理人才储备不足以及缺乏保障制

度与机制导致创新难以为继。一方面，由于我国社会治理

形势的复杂性加之城乡二元体制的束缚，智能化社会治理

转型实践基础薄弱。首先体现在智能化社会治理的基础设

施建设上面，由于建造智能化基层设备需要耗费大量的人

力物力财力等成本投入，各省市由于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

经济欠发达省份难以提供支撑智能化社会治理的基础设

施建构的成本。其次，体现在政府对于智能化社会治理的

重视度与关注度的差异上。由于打造高效便捷的智能化社

会治理体系的成本较高，建设周期较长，成效较不显著，

各级政府对于开展智能化社会治理的基础建设的积极性

有待提升，欠发达地区智能化社会治理转型基础设施投入

资金筹措难题亟需引起重视与关注。另一方面，由于复合

型人才培养周期较长，具备数字技术背景的复合人才供给

存在短缺，与社会治理智能化转型的迫切人才需求之间存

在明显约束力，不仅人才的供给力度不足，人才政治素养

与配套教育培训常态化制度缺失。 

5 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推进社会治理智能化转型

的政策建议 

5.1 加快推进顶层设计 

形成制度性建构是规范各地区社会治理智能化转型

的基础，在提炼出可供推广的基层社会治理智能化转型经

验基础上，保留地方基础特色前提下，对基层社会治理智

能化转型经验进行细致的梳理与纵向深入研究，提炼出面

向全国范围的社区治理智能化转型的治理经验，将探索经

验总结、提炼后形成制度性文本，用以指导地方社会治理智

能化转型实践。用制度化文本巩固并推广社会智能化治理实

践经验，用制度使得社会治理智能化的探索机制长效化。 

5.2 打破“数据孤岛”问题 

解决“数据孤岛”问题可以从建设横向互联与纵向贯

通的数据治理体系以及强化部门间数据协同治理能力两

方面加以解决。一方面，数据孤岛问题导致部门横向间数

据无法共享。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深刻改变社会治

理形态与方式，必须构建“横向互联与纵向贯通”的数

据治理体系，制定统一的数据标准，建立多源数据融合

终端，制定统一的数据标准。在宏观层面进行数据治理

体系的构建，进行机构改革，统筹制定数字经济的相关

法律法规，大力解决“数据泄露”问题，强化对设置产

业与数字平台的监管，对涉及公共隐私的敏感数据实施

集中管理。在宏观层面进行数据治理体系的构建，统筹

制定数字经济的相关法律法规，强化数字平台的监管。

另一方面，现存“数据孤岛”不仅需要加快建设横纵向

数据治理体系加以解决，更要防止新的“数据孤岛”的

产生。因此，须从多角度出发，首先完善数据管理与治

理工作，统一规划数据，使得数据信息资源发挥最大价

值，其次统一协调部门内部关于数据协同治理的规章制

度，提高各部门数据协同治理的能力与水平，将省市区

间的数据合作提上日程。 

5.3 建设高水平智能化社会治理保障体系 

建设高水平智能化社会治理保障体系是实现社会治

理智能化转型的前提，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突破人

才制约瓶颈将助力于加快高质量的社会治理智能化转型

的进程。数字基础建设将为我国全方位的国家治理体系与

治理能力现代化带来强的正外部性效应。数字基础设施的

建成不仅能为智能化、互联化社会提供物质基础，还能为

进一步社会智能化转型升级奠定前提。应以整体性视角统

筹各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欠发达城市与地区的

政策倾斜，协调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此外，在智能化

社会治理转型中，人才是不可或缺的一大要素。建设高水

平的智能化社会治理保障体系，必须突破人才供给不足现

象的制约，多渠道丰富社会治理与管理复合型人才的供给。

同时应加大对人才政治素养的熏陶，着力建立起对人才干

部长效化、机制化的教育培训制度，储备能够助力社会治

理智能化转型的优质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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