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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人民政府 2020年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及《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关

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有关事项的通知》等规定，现

公布广东省人民政府 2020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本报告由总体情况、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收到和处理政

府信息公开申请情况、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情

况、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等六

部分组成，涵盖广东各地级以上市、县（市、区）政府和省

政府各部门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情况。本报告电子版可在广

东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www.gd.gov.cn）下载。 

一、总体情况 

2020 年，全省各级行政机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出席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和视察广东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认真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政务公开工作决策部署，围绕省委、省政

府中心工作，准确执行《条例》，全面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聚焦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着眼深化“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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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切实回应群众关注关切，大力推

进全省政务公开工作，以公开促落实、促规范、促服务。 

（一）主动公开方面。 

一是严格落实《条例》关于政府信息主动公开的新要求。

2020 年底前，全省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已建设完成统一规范的

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并实现以政府信息公开平台为依托，全

面公开规章文件、组织机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财政预

决算等政府信息。2020 年，全省对外公开规章 61 件，规范

性文件 3783 件；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项目数量

分别为 719 项、7802 项和 409 项；政府集中采购项目 400600

项，采购总金额 1296.6 亿元。 

二是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全省 2

个不设区的地级市、147 个县（市、区）和 1635 个镇（街）

均按时编制完成并对外公布本级 26 个试点领域基层政务公

开事项标准目录。各地积极推动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

工作向纵深发展，将基层政务公开层级延伸至社区，拓展基

层政务公开领域，创新编制群众关切事项目录、政府数据开

放领域标准目录、企业和个人全生命周期事项目录、公共信

用信息领域事项标准目录等。各级政府门户网站均建立“基

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专栏，集中统一展示 26 个领域

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编制情况，方便群众及时了解工作动

态，共享工作成效。广东省以及广州、深圳市等多地推进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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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政务公开工作做法被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

办公室刊登在《政务公开工作交流》刊物上推广交流。 

三是加强“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信息公开。进一步

推动全省市场监管领域“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及时公示随

机抽查事项清单，提高市场监管规则公开透明度，并通过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及时公示抽查结果。积极

推进部门间企业经营信息、监管信息和联合惩戒等涉企信息

归集与公示，加强跨部门信息数据共享交换，推动跨部门信

息交换机制。依托全省政府网站集约化平台正式上线运行“粤

企政策通”，实现政策集中发布、权威解读、政策申报、智能

推送、咨询反馈、政策评估等功能。 

四是强化新冠肺炎疫情相关信息公开。积极做好全省疫

情信息发布工作，有效运用新闻发布会、政府网站、政务新

媒体和各类新闻媒体，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发布疫情信

息。充分发挥广东数字政府“粤系列”平台优势，积极推送

“入粤登记”“个人健康申报”“粤康码”“企业需求响应平

台”等抗疫功能信息，使群众及时全面获取疫情相关信息。

2020 年全省共举办新冠肺炎疫情相关新闻发布会 414 场；通

过省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疫情相关信息 4235 条。 

（二）依申请公开方面。 

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做好全省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

进一步完善信息公开申请办理工作内部制度，规范统一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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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格式，切实提升全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办理工作规范化

水平和办理质量。注重妥善办理涉及公共卫生事件的政府信

息公开申请，最大限度向申请人提供相关信息。认真贯彻落

实《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相关要求。扎实做

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修订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相关

工作衔接，切实保障群众合理信息需求。 

2020 年，全省各级行政机关共收到和办理依申请公开

47517 件，其中自然人申请件 41127 宗，法人或其他组织申

请件 6390 宗。予以公开及部分公开 24836 宗，占 52.3%；不

予公开 3252 宗，占 6.8%；因本机关不掌握等原因无法提供

12936 宗，占 27.2%；不予处理 4002 宗，占 8.4%；其他处理

2491 宗，占 5.2%。信息公开类行政复议 1320 起，行政诉讼

1104 起。 

（三）政府信息管理方面。 

一是全链条做好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重点政

务信息管理。省政府现行有效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已通

过省政府门户网站、省司法厅网站等权威渠道集中公开并提

供在线查阅、检索、复制等服务。二是加强政务公开相关工

作制度文件的整理汇编，在省政府门户网站上建立专栏实现

集中统一对外公开，并实时动态更新调整。三是加快推进全

省政府公报数字化工作，打造齐全完备、规范权威的全省政

府公报数据库。完成省政府历史公报数字化转换工作，共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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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 1950 年至 2007 年的历史公报 659 期、9254 份文件，合计

约 2000 万字。 

（四）平台建设方面。 

一是推进全省政府网站集约化平台建设，全省政府网站

和政务新媒体缩量提质增效成果明显。不断创新完善平台服

务和应用，进一步提升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智能化、个性

化服务水平。二是打造统一规范的政府信息公开平台，提升

主动公开工作实效。重点优化栏目数据互联互通功能，加强

各层级政府信息公开平台之间的对接和管理。三是搭建全省

统一智能搜索平台，提升群众获取政府信息便利度。依托全

省政府网站集约化平台信息资源库，汇集全省政务公开及政

务服务资源，构建完备数据标签体系，降低群众获取和理解

政策文件的难度，实现一网通搜、一网通读、一网通办。四

是不断强化全省政府网站意识形态安全保障，坚决守好意识

形态“南大门”。持续做好网络安全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工作，

确保全省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政治安全。在相关政府网站

绩效评估中，广东省政府门户网站继续名列前茅。 

（五）解读回应方面。 

一是进一步建立健全政策解读工作机制，省政府各部门

按照《广东省政府系统政策解读工作细则》，切实做到解读

材料与政策文件同步起草、同步审签、同步发布。各地积极

完善本级政府系统政策解读工作操作规程，进一步明确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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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主体、程序、内容，并在政府网站、政府公报上开设“政

策解读”专栏，对重要政策文件进行解读。二是围绕“六稳”“六

保”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三大攻坚战等重大战略实施加强政

策发布解读。深度解码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系列政策规划、脱

贫攻坚、污染防治、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复工复产 20 条”“中

小企业 26 条”“金融暖企 18 条”“2.0 版促进就业 9 条”、“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 19 条”“1+20”战略性产业集群等重大政策文件，

积极拓宽发布渠道，通过扩大解读覆盖面、多媒体融合解读

等方式，全面阐释各项政策举措及其效果，主动回应经济社

会热点问题，释放更多积极信号。三是进一步丰富省政府工

作报告发布方式，同时发布中英文两种版本，并聚焦移动端

传播，通过图解、直播、动画、海报等多种形式，全方位、

多渠道进行直观形象、通俗易懂的宣传发布，为公众获取政

府工作报告等政府信息提供更为多元化的方式途径。四是加

强互动交流回应社会关切，2020 年共收到并办理网民给省政

府主要领导有效留言 8064 条，有效解决一大批群众关心的

热点难点问题，切实为群众排忧解难。 

    （六）监督保障方面。 

一是明确政务公开工作机构，落实政务公开领导责任，

加强指导监督。全省各地均严格落实《条例》要求，明确政

府办公厅（室）为本地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进一

步加强政务公开工作日常指导监督，切实帮助基层解决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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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二是积极开展政务公开培训工作，把《条例》作为落

实领导干部学法制度的重要内容，列入公务员初任培训必修

课程，进一步提升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的政务公开意识和能力。

举办全省政务公开工作培训班，加强对各地、各部门政务公

开工作的指导，围绕政务公开工作要点、基层政务公开标准

化规范化等重点工作，强化对基层政务公开一线人员的业务

指导。三是继续将政务公开工作纳入绩效考核，分值权重 4%。

结合法治广东建设等考评，加强对各地、各部门政务公开工

作考核督促。规范开展全省 2020 年政务公开第三方评估工

作，依托互联网手段和外部观察等，查不足、补短板、促提

升，推动各地、各部门有针对性地提高政务公开工作质量。

开展对全省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的日常监管和监督问责，

建立省、市两级政府网站日常监测、季度抽查和年终考评工

作机制。 

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第二十条第（一）项 

信息内容 

本年新 

制作数量 

本年新 

公开数量 

对外公开总数量 

规章 
61 61 1324 

规范性文件 
3870 3783 26380 

第二十条第（五）项 

信息内容 上一年项目数量 本年增/减 处理决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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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许可 
640 79 23672905 

其他对外管理服务事项 
8932 1168 153925125 

第二十条第（六）项 

信息内容 上一年项目数量 本年增/减 处理决定数量 

行政处罚 
6642 1160 29842118 

行政强制 
362 47 2239061 

第二十条第（八）项 

信息内容 上一年项目数量 本年增/减 

行政事业性收费 
70 2 

第二十条第（九）项 

信息内容 采购项目数量 采购总金额（万元） 

政府集中采购 
400600  12966125.33 

 

三、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情况 

（本列数据的勾稽关系为：第一项加第

二项之和，等于第三项加第四项之和） 

申请人情况 

自然人 

法人或其他组织 

总计 商业

企业 

科研

机构 

社会公

益组织 

法律服

务机构 
其他 

一、本年新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数量 41296 4800 54 395 341 755 47641 

二、上年结转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数量 1200 131 1 23 1 36 1392 

三、

本年

度办

理结

果 

（一）予以公开 16836 3237 36 343 231 511 21194 

（二）部分公开（区分处理的，

只计这一情形，不计其他情形） 3272 267 5 24 12 62 3642 

（三）

不予公

1.属于国家秘密 110 13 2 2 0 5 132 

2.其他法律行政法规 195 10 1 0 1 5 212 



 9 

开 禁止公开 

3.危及“三安全一稳

定” 25 4 0 0 0 1 30 

4.保护第三方合法权

益 344 35 1 8 5 1 394 

5.属于三类内部事务

信息 411 18 1 0 6 1 437 

6.属于四类过程性信

息 710 15 0 1 2 4 732 

7.属于行政执法案卷 324 14 0 1 5 3 347 

8.属于行政查询事项 839 90 0 5 4 30 968 

（四）

无法提

供 

1.本机关不掌握相关

政府信息 10391 600 6 13 45 155 11210 

2.没有现成信息需要

另行制作 1160 84 1 5 14 20 1284 

3.补正后申请内容仍

不明确 390 51 0 0 0 1 442 

（五）

不予处

理 

1.信访举报投诉类申

请 2845 16 0 0 2 0 2863 

2.重复申请 898 43 0 0 2 8 951 

3.要求提供公开出版

物 6 1 0 0 0 0 7 

4.无正当理由大量反

复申请 109 0 0 0 0 2 111 

5.要求行政机关确认

或重新出具已获取信

息 
66 2 0 0 0 2 70 

（六）其他处理 2187 270 2 12 11 9 2491 

（七）总计 41118 4770 55 414 340 820 47517 

四、结转下年度继续办理 1369 125 0 4 1 17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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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情况 
行政复议 行政诉讼 

结果

维持 

结

果

纠

正 

其

他

结

果 

尚

未

审

结 

总计 

未经复议直接起诉 复议后起诉 

结

果

维

持 

结

果

纠

正 

其

他

结

果 

尚

未

审

结 

总

计 

结

果

维

持 

结

果

纠

正 

其

他

结

果 

尚

未

审

结 

总

计 

730 151 244 195 1320 330 70 126 192 718 216 28 33 109 386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 

2020 年，全省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取得新成效，但仍存在

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省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协调作用有待

进一步提升；基层政府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有待进一

步深化；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和政策解读有待进一步提质增效；

政务公开平台建设有待进一步完善。 

为继续做好全省政务公开工作，全省各级行政机关要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化政务公开，

深入贯彻落实《条例》，进一步推动政府管理服务更加透明

规范，充分发挥政务公开在建设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等方

面的促进作用。主要改进措施： 

一是进一步发挥省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协调作用，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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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以及政务公开工作要点、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

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等国家文件要求，强化对全省政务

公开工作的统筹推进和指导监督，同时规范做好政务公开相

关考核评估工作。二是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

工作，着重推动基层政务公开流程规范化、基层政务公开平

台完善化、基层政策解读工作深度化、基层办事服务标准统

一化等工作任务，切实提升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水平。

三是进一步推动各地、各部门强化政府信息管理，对规章和

规范性文件等重点政务信息实行集中统一公开和动态更新。

全链条加强政务信息公开管理，确保法定主动公开内容全部

及时公开到位。四是推动各地、各部门政策解读提质增效，

建立健全重大政策实施跟踪评估制度机制，进一步优化政策

解读效果，形成政策发布前预期引导、发布时同步解读、发

布后跟踪反馈的工作闭环，切实通过政策解读工作推动相关

政策落地见效。五是加强政务公开平台建设管理。通过集约

化平台信息资源库，为政府网站和新媒体向在线化、移动化

拓展提供强力支撑，以深化政务公开为根本，推动政府网站

公开、互动、办事三位一体均衡发展。以集约全省政府网站

数据的统一信息资源库为基础，以数据重构、服务创新、辅

助决策为方向，围绕民生和服务企业，重点提升网站及新媒

体信息整合重构和服务创新的能力。全流程优化政务服务，

着力提升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在线办事体验，推进数据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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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服务同根，实现一次认证、一网通办。 

六、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