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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治理数字化: 存在的问题及转型方向

谭秋成
*

摘 要: 数字技术给基层治理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实践中，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主要

做法是在乡镇或行政村建立信息平台，但居民通过平台参与治理的机会受到限制。评价

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有效性和必要性需权衡成本和收益。基层治理利用数字技术后一

定是节约了政府人财物力，为社区提供了更多公共服务，居民生活更满意，社会更稳定，

当地经济发展能力提高等。相反，如果数字技术只是方便建立一个行政管理信息系统，

在基层治理中的效果一般，应用和推广高端设备、复杂系统的数字技术就没有必要。基

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重点应在县一级，县一级政府应针对教育、医疗资源在城乡和地区

之间分布不均衡问题建立教育、医疗资源共享平台; 针对低收入人群的脆弱性建立相应

的监测平台; 针对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的问题建立有基层政府、自治组织、居民、企业

家、志愿者多方参与的养老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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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对基层治理正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采用数字技术，政府可以提供一站式服务，降

低居民获得公共品的成本。数字技术让居民更方便了解信息，居民可以随时访问政府网站和平台

后，政府就更开放和透明。而且，数字技术使居民更有机会参与政府事务，方便居民参与选举。

数字技术还为政府采购提供更多选择，可以降低设备成本 ( Veit ＆ Huntgeburth，2014) 。鉴于数字

技术在治理中的重要性，联合国从 2010 起每年对全球各国政府数字治理在投入、监管、提供的服

务内容、公众参与和包容性发展等方面进行评估，并逐渐完善了评价数字治理进程的指标体系

( UN，2020) 。

我国部分发达地区正在进行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实践。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乡村

治理课题组于 2022 年 7 月和 9 月分别在山东省淄博市的沂源县、高青县等 7 个县区，浙江省湖州

市德青县、南浔区等 4 个县区多个乡镇、行政村调查了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做法、效果及存在

的问题。笔者认为，试点区经济实力强的乡镇或村，因为社会网络更复杂，对外交易更频繁，与

政府合作更密切，居民对公共品质量要求更高，建立推介自己的信息平台是可行的; 一般的乡镇

因为管理的社会事务比较简单，加上居民参与不足和缺乏专业技术人员，则不宜建立设备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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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复杂的信息平台。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重点应在县一级政府，当前尤其要建好教育与医疗

资源共享、贫困监测和养老服务平台。

一、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做法

基层治理利用数字技术可追遡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出现的电子政务，先是政府部门之间

利用互联网传送政策文件、交换信息，以提高效率和节约人财物力，随后网络被用来为居民办理

政务，如缴纳医疗保险、提供就业信息、登记宅基地流转以及申请救助、结婚登记等民政事务。

2015 年，国家实施“雪亮工程”，通过在主要地段安装摄像头进行监控，改善了城镇及农村地区

治安条件。目前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起因主要是国家数字化战略推动，也有部分经济发达地区

认为这是将政府管理和控制进一步伸入基层、更有效地为居民提供公共品的契机。从调研点山东

淄博、浙江湖州的实践看，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主要做法是建立信息平台。其中，山东淄博将

平台建在乡镇，浙江湖州则建在行政村。平台包括基本情况、党建、乡村治理、经济发展、农业

生产等模块，每个模块有多个栏目。如果建在乡镇，信息平台有介绍各行政村的链接。平台一般

外接一个便于村民登录的 App，App 通常设有乡镇或村动态、村民办事指南、本村 “三务”公开、

疫情防控、查询自己积分等栏目。村民通过手机进入信息平台，可以了解村内一些基本信息，并

就环境卫生、安全生产等问题提出建议。

数字技术在调研点基层治理中的作用主要还是关于本地经济、社会、党务、政务等方面的数

据整理汇总及资料、图像展现，新的一些应用场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产品推介及市场信息提供。德清县莫干山镇五四村和长兴县水口乡顾渚村利用平台可直

观展示的特点介绍当地田园综合体和休闲农业等旅游资源、旅游线路、民宿、农家土特产品等。

沂源县燕崖镇产大樱桃，镇政府在上市时节委托人员在交易市场实地收集数据，在平台上提供当

地产的各类樱桃每天平均交易价格。

( 2) 农业生产服务。安吉县梅溪镇红庙村在平台上发布农业小微工程招标及土地项目招租。

高青县木李镇杂姓刘村在平台上设 “找农机”栏目，介绍当地农机大户、农机型号和数量等情况，

并提供跨区作业、技能培训、农机维修等服务。部分乡镇的信息平台还开设 “找劳力”“找农资”

栏目。

( 3) 垃圾收集及环境治理。在临淄区凤凰镇，对于生活垃圾，村民按之前培训的方法分类，

村保洁员每天两次定时上门收集; 对于可回收垃圾、生产垃圾、有害垃圾、建筑垃圾等，村民通

过微信公众号预约镇环卫所，告之地点、垃圾类型及数量，镇环卫所派保洁公司收集并分类处理;

对于在公共区域看到的垃圾或废弃物，村民可拍照并发至平台，镇政府相关负责人派人在短时内

清理。莫干山镇五四村将每户垃圾桶设置电子标签，收集人员通过扫码获得垃圾分类情况并给予

相应的积分，鼓励村民参与垃圾分类。

( 4) 医疗卫生服务。在燕崖镇信息平台外挂的 App 上，村民通过远程问诊栏目可以咨询乡镇

卫生院专家并预约挂号。木李镇龙湾社区为 65 岁以上老人发放了智能手环，实时监测运动步数、

心率、血压，并将数据同步传至乡镇卫生院。智能手环设有一键报警功能，一旦出现突发情况，

报警信息第一时间发至子女手机和乡镇卫生院，卫生院安排专人即刻上门处置，减少老人因身体

意外而抢救不及时的事件发生。梅溪镇红庙村给老人配置特护监测设备，采集居家老人的健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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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并反馈至村养老数据监测系统，同时建立电子围栏、GPS 定位系统，防止老人走失和居家老人

紧急求援无应答现象。莫干山镇仙潭村在党群服务中心内建智慧健康小屋，通过智能化自助医疗

检测设备，为村民提供血压、体脂等相关身体指标的自助检测，并建立村民健康数据库。同时通

过智能终端机实现与县级医院医生 24 小时连线问诊，开具处方，并可在“云药柜”通过医保结算

自助取药，方便农村群众就医。

( 5) 印章服务。利用网络，村民将需要的资料提交给村主任，然后再传至镇政府相关部门，

审核通过后便可以直接去镇政府盖章，减少跑村部、镇政府的路程和时间。

二、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的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主要由政府推动，也就必然反映政府的意志和设想的目标。在调

研点的乡镇和村信息平台，乡镇和村内不同级别干部的管理权限是不一样的，村民与干部、不同

级别干部被允许看到的信息也是不一样的。乡镇和村信息平台不对外开放，外人浏览需要先注册，

平台审核通过后输入用户名和密码方可登录。所以，目前的乡镇和村信息平台实际上是一个行政

管理和控制系统。因为不对外开放，在信息平台上推介本乡镇和本村、介绍特色产品和旅游资源

就失去意义，平台设计的一些服务项目如 “找农机”“找劳力”“找农资”就没有市场。当然，乡

镇内这些服务通过熟人关系便可以解决，平台本身利用价值不大。

部分乡镇和村的信息平台考虑了村民参与问题，如莫干山镇五四村的信息平台自 2020 年 9 月

开始运行，两年时间村民通过“村情民意”栏目反映意见 1759 项，村委会解决了 1744 项。部分

信息平台则没有设计让村民参与的模块，还有部分平台考虑了这一问题但允许参与的内容受限制。

燕崖镇信息平台外接有村民登录的 App，村民可以就人居环境、店外经营、安全生产、环境保护、

基础设施、矛盾纠纷等事项，通过语音、文字、上传照片等方式向平台反映问题。而且，如果反

映的问题属实，提出的建议合理，村民可得两个积分的奖励。从实际情况来看，村民参与的积极

性并不高，因为设计让村民反映问题和提建议的事项都是上级政府考核、乡镇干部需要村民提供

信息的事项，不能涵盖村民在公共事务上多方面的要求。截至笔者调研时燕崖镇信息平台已运行 1

年左右。平台显示，乡镇政府受理群众事件 1107 件，其中通过 12345 热线转来的 921 件，占

83. 20% ; 上级交办的 298 件，占 26. 92% ; 通过网格巡查上报的 78 件，占 7. 05% ; 村民在平台反

映的 50 件，只占 4. 52% ; 通过其他途径的 17 件，占 1. 54%。基层治理的本质是政府、自治组织、

居民、企业协商合作，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品。当居民不能参与或参与受很大限制时，

利用数字技术建立的就不是数字治理，而是数字政府。

信息平台提供的服务或治理的内容有相当部分不应由乡镇政府、村、社区负责，如果由更专

业的机构提供或者完全交给市场解决会更有效率。如农产品价格信息，生产者和购买者本人有动

力搜寻，利用人际关系或私人信息网络更容易获得。乡镇政府派人在市场收集既耗人力，且由于

滞后而不能发挥实效。同理，农机服务由农机大户或大户联合成立的技术协会提供更好。远程问

诊、老人身体监测可由乡镇卫生院自己的微信平台或公众号解决，并不必然要通过乡镇或村信息

平台提供。此外，部分基层数字治理的一些项目不太切合实际。垃圾收集与环境整治属公共服务，

的确是政府、村、社区的职责，但从凤凰镇和莫干山镇五四村的实践来看，存在着公共服务过度

供给问题。经济发展水平一般、财政收入较低的乡镇和村承担不起这种即时服务的支出，而且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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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环保意识也达不到这样的要求。公章服务是村民欢迎的，但应该推动 “放管服”改革，减少

各种管制和审批，而不只是让盖公章更方便。

三、数字技术给基层治理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数字技术以比特为单位，将文字、符号、图片、声音通过二进制码方式生产、储存、加工、

传输信息。支撑数字技术的主要基础设施如基站、宽带、网络一旦建成，其传输信息的边际成本

基本为零，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故数字技术较传统的信息传输方式能节省大量人财物力。数字

技术也提高了政府组织内部信息上传下达的效率，减少了因各种开会、汇报、总结带来的文牍主

义和形式主义 ( 谭秋成，2019) ，有利于政府及基层组织监督政策执行效果。利用数字技术办理医

保、养老保险支付及民政事务，节约了居民的时间成本，方便了生活。作为一种信息传输工具，

基层治理应用数字技术可使信息传播更快，让政策和计划更加因时制宜; 基层治理应用数字技术

还使信息传输更易直达居民，避免传输过程中出现信息丢失和政策扭曲现象。此外，就教育、医

疗、交通运输而言，信息传输本身就是公共服务供给。基层治理利用数字技术开展线上教学、远

程教育，可以弥补经济不发达地区尤其是山区师资缺乏、教学质量较低的不足; 利用数字技术开

展网上诊疗、配送药物，可以让一般地区特别是缺医少药的农村地区获得较好的医疗服务，降低

居民就医购药的成本。

数字技术为居民参与基层治理提供了机会和手段。政府、基层组织通过网站、信息平台介绍

与居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各项政策，介绍近中期发展规划和措施，介绍各类援助项目的性质、

申请条件、申请方式等，居民通过电脑、手机上网便能很快知晓各项信息。信息公开透明以后，

地方政府无形中便接受居民的监督。尤其是财政扶持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因事关切身利益，居

民有激励监督项目进展、建设成本和工程质量。而且，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和规划发展项目

时，可以通过网站和平台征求社会各方建议，鼓励居民参与。政府与居民信息互动与反馈，让地

方政府更多知晓居民的偏好，提供的公共服务更有针对性，更能满足居民的需求，地方政府和基

层组织更容易得到居民的信任，其社会动员能力更强。

数字技术也给基层治理带来挑战，引起新的治理难题。如通过窃取银行账号、QQ 号盗取个人

资金，以就业招聘、合作生意、出售产品的名义诈骗钱财，传播不健康内容、从事非法交易等。

由于网络的复杂性和匿名性，这些诈骗和非法交易很难破案，给居民财产造成损失并引起社会不

安。数字技术及相互依存的互联网将信息产生、舆论传播去中心化，个人成为信息、舆论的制造

和发布者，网络成为类似池塘资源的公共品，个人为了利益可能在网上撒谎、欺骗、发布虚假消

息，既给网络施加负外部性、降低网络传播信息的价值，又造成社会不稳定。数字技术风险也可

能来自数据和技术的支配者，因为掌握了数据，企业、组织和政府在与居民交易合作中更有优势。

企业通过分析用户数据给个人定制广告，干预和控制个人的生活，并让个人生活在信息茧房中而

不自知; 政府则可能利用经济数据按自己的意志干预居民生活和市场秩序，导致社会经济运行低

效率 ( Erkut，2020) 。在民主制国家，政客可能利用数字技术干预投票和选举; 在威权制国家，

基层政府和组织为了短期利益，可能以审查的名义有选择性地放出有利于自己的言论，压制批评

的声音。此外，在等级制威严的政府组织内部，数字技术增加了上级政府了解、管理、控制下级

的手段和方式，上级政府凭借自己的权威给下级增派任务，要求更多汇报、工作必须留痕等，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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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政府和组织疲于应付各种事务。

四、数字化转型的成本与收益

数字技术传播的信息范围广、及时、准确，可提高治理效率。数字技术提供了居民参与基层

治理的手段，拓宽了居民表达公共品需求的渠道。数字技术让居民完全有条件知晓中央及省一级

政府颁布的各项农业农村政策，监督基层政府施政，评价政府兴建的农村基础设施及提供的公共

服务的质量。数字技术中的数据收集及算法为基层政府提供了预测居民公共服务需求、评估政策

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的工具。但是，使用数字技术需要购置设备和系统，需要技术和社会管理人

员开发和拓展功能，需要收集、储存、加工数据，需要专人操作和维护。因此，评价基层治理数

字化转型的有效性和必要性需权衡成本和收益。

部分数字技术在基层治理中产生的收益是明显的，如 “雪亮工程”在城镇和农村主要交通要

道安装摄像头、建监控平台，极大地减少了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在中小城市及农村地区发

生的偷盗、抢劫、诈骗、斗殴等事件，保护了居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部分数字技术节约了居民

获得公共品的成本，如通过网络上缴水电费、居民医疗保障金、养老保障金，办理各种民政事务

等。部分数字技术增加了公共品供给，提高了公共品供给质量，如网上教学、线上诊断、交通线

路规划等。部分数字技术拓宽了政府与企业经营者沟通渠道，改善了营商环境，吸引了更多的企

业投资，发展了当地经济，增加了就业，提高了财政收入，进而提高了社区居民整体福利水平及

基层政府供给更多更好公共品的能力。部分数字技术则改进了政府部门工作效率，减少了冗员和

人工开支。所以，只有基层治理利用数字技术后节约了政府人财物力，为社区提供了更多公共服

务，居民生活更满意，社会更稳定，当地经济发展能力提高等，这类技术才是值得应用和推广的。

相反，如果数字技术只是方便建立一个行政管理信息系统，在基层治理中的效果一般，应用和推

广高端设备、复杂系统的数字技术就没有必要。

五、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方向

( 一) 基层治理的中心内容是为居民提供更多公共品

在公共领域，治理是政府和社会相关方就某一事务进行讨论、决策及执行决策的过程。治理

将传统上完全由政府负责的公共事务部分转移给私人部门、社团和个人。治理采用的手段与之前

的行政命令、控制不同，强调各方相互妥协、合作，相互交换资源。政府在治理中仍起重要作用，

但政府不是唯一的权力中心，其他相关方只要得到社会认可，同样可以在讨论、决策和执行等层

面成为权威。各相关方在治理过程中的权利、责任、义务的分配方式形成治理结构。在基层治理

中，相关方包括党组织、基层政府、自治组织、企业、居民个人等。

基层治理的中心内容便是为居民提供更多的公共品或服务。公共品的本来含义是指那些在消

费上具有非竞争性及难以排他的产品。所谓非竞争性，指的是物品被一人消费或使用不会减少该

物品供他人消费的量; 而非排他性，则指的是要将某人排除在该种物品的消费之外极其困难。物

品的非竞争性意味着生产该物品的边际成本为零，而非排他性则意味着一旦该物品被生产出来，

消费者就自动获得了使用或消费该物品的权利。一些产品具有天然垄断性质，其生产函数呈规模

报酬递增，这些产品被认为由政府组织生产或提供更有效率，因而也被认为是公共品。还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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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具有正外部性，如果由私人提供，其产量会低于社会最优需求水平，将这些产品当作公共品

由政府提供是有益的。此外，由于政府的主要责任是保护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为社会提供公

平正义，而贫困、教育、医疗关系到个人在社会生活和发展过程中的公平竞争问题。因此，缓解

贫困、基础教育、医疗卫生保健也被认为具有公共品的性质，政府有责任提供这些产品或服务

( 谭秋成，2022) 。

公共品可以是一种手段，成为增加居民收入的一种物质资本。如修建道路可方便农产品进城、

日用品和生产资料下乡，促进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贸易，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修建农田

水利设施可增强农田抗旱排涝能力，减少自然风险对农业生产的冲击，保证农民收入稳定和提高。

公共品可以增加居民的体能、提高搜寻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如通过转移支付扶贫可以改善低收入

者营养水平，提高其生产能力; 基础教育、医疗保障可以提高居民的人力资本。公共品也可能直

接带来效用，如为留守儿童、妇女、老人提供一定的生活物资和精神关爱; 建设饮用水工程可提

供清洁的水源; 开展垃圾、污水处理等村庄整治行动能为农民提供清新的空气、干净整洁的环境，

减少传染性疾病发生。所以，同私人物品一样，公共品直接或间接带来效用，公共品和服务的水

平极大影响着居民的福利水平。

( 二) 信息平台一般应建立在县一级，乡镇建立微信公众号即可

山东淄博将基层治理数字化建设重点放在乡镇，浙江湖州将重点放在行政村。从实地调查来

看，试点的乡镇、村一般都区位条件优越，有很好的传统产业，或者有很好的旅游资源，经济实

力较强，居民对公共品质量要求更高，而且在数字化建设中都得到了政府大力支持。经济实力强

的镇或村社会网络更复杂，对外交易更频繁，与政府合作更密切，有必要也有能力建立推介自己

的信息平台。一般乡镇和村则没有必要，这与目前乡镇和行政村的性质有关。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之前，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人民公社政社合一，采取所谓 “三

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其中公社执行国家意志，监督大队和生产队完成国家计划和任

务。1983 年底，人民公社制度被废除，农村实行政社分设，建立了乡镇政府和自治组织村民委员

会。乡镇政府代表国家在农村行政，设有一级财政和相应的预决算制度; 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办

理本村的公益事业和公共事务。当时，乡镇政府承担了部分该由中央政府承担的事务，如民兵训

练、优抚、计划生育、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其收入主要来自向农民征收农业税以外的 “五项统

筹”费用; 村自治组织则通过征收 “三项提留”用于发展村集体经济、兴办村内公益事业、支付

村干部报酬。2005 年，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农业税及 “三提留” “五统筹”征收，大部分乡镇、

行政村失去了为农村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农村道路、水利、环境整治等基础设施建设，以

及教育、医疗、低收入保障、养老等公共服务供给的资金主要由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财政支付。

而且，这些公共品和服务具体由交通、水利、建设、教育、卫健、民政等专业职能部门负责，乡

镇、行政村只在部分项目缴费、征求居民意见等方面起协调作用，不再是公共品和服务的主要组

织者和落实者 ( 谭秋成，2022) 。

县一级政府是具体落实中央政策、发展地方经济、管理社会事务最基本的单位，具有完整的

事权和自主的财权。乡镇以执行县一级政府分派的任务为主，工业化、城市化以后大部分乡镇人

口缩减，经济结构单一，管理的事务相对简单。而且，乡镇和行政村既无经济实力又不具备专业

能力为居民提供公共品。因此，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重点在县一级，乡镇一级不宜建立技术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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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信息平台，只需建立并管理好微信平台或微信公众号即可。

( 三) 县一级政府以建立专业性平台为主

在浙江湖州，县及省一级农业农村部门建立了综合性的数据管理中心，山东淄博目前建在市

一级。农业农村领域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方方面面，建立综合性数据管理中心需要相关部门提

供数据，结果出现了数据指标内容、起始年份等口径不一致的问题，具体部门常以保密为由不愿

意提供。事实上，数据收集、加工、储存是有成本的，数据分析需要专业知识且要有适当的激励，

数据集中并不自动产生所要的治理方案。而且，政府的职责不同于企业，不是从大数据寻找盈利

商机，决策不是快速实现利润最大化，而是公平公正有效地为居民提供公共品。所以，县一级政

府建设数字治理平台主要是专业性平台，而不是资料大而全的综合性数据管理中心。

首先，县一级政府可鼓励并投资建设教育资源共享平台。2006 年开展新农村建设后，国家免

除了小学和初中学生的学费和杂费，农民教育负担显著降低。2017 年推行城乡教育统筹发展，财

政上对城乡中小学生均经费拨款完全相等。尽管如此，部分农村学校的教室、器材、宿舍、食堂、

运动场地和卫生设施尚未达到基本要求，加之生活环境、工作条件上的城乡差别，导致农村地区

教师队伍不稳定、流动性大，教师年龄结构老化，专业教师缺乏。目前，农村学校在教师专业结

构方面，不同程度地缺少音乐、体育、美术、信息技术等专业教师，一些小学还缺少专职的语文、

数学、英语等学科教师，这些都严重影响教学质量和知识结构的完整性。县一级教育局组织优秀

教师建立中小学网上教学平台，开展一些课程线上教学，可以部分弥补农村地区师资缺口，提高

教学质量。

其次，县一级政府可鼓励并投资建设医疗资源共享平台。2009 年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以后，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被定位为以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为主，医疗服务能力建设未受重视，大部分县

( 市、区) 政府也缺乏投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能力和积极性。结果，相当一部分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收不抵支。2020 年和 2021 年，笔者在湖南、江苏、四川等 6 省的 13 县 ( 市、区)

对 86 家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了问卷调查和访谈。结果显示，以调查年之前 3 年平均

收入和支出计算，调查的 67 个乡镇卫生院中，收不抵支的 32 个; 调查的 19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中，收不抵支的 8 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才严重缺乏，只能大量聘请编外人员。此外，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普遍存在办公环境局促、诊疗设备严重不足、配套设施不健全问题，导致其功能不完

善，不能有效开展常见病多发病诊疗工作 ( 谭秋成，2021)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设施和人才上的

窘境影响居民获得正常医疗卫生服务，导致居民看病难、看病贵。县一级卫健部门组织人民医院、

中医院建立网上诊治平台，可提高居民尤其是边远地区居民在医疗卫生服务上的可获得性和健康

水平。

最后，县一级政府还可以鼓励并投资建设针对低收入人群脆弱性的防止返贫监测平台和针对

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问题的养老服务平台。养老服务平台应是开放的，有基层政府、自治组织、

居民、企业家和志愿者多方参与。这一系列专业性平台都是针对居民最基本的公共品需求，既提

高居民福利水平，又有利于社会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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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iz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

Issues and Transformation Direction
Tan Qiucheng

Abstract: Digital technologies bring both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the grassroots govern-
ance. The main approach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 practice is building
information platform in the township government or administrative village. The contents of informa-
tion platform are not open to the public and residents’chances of governance participation are lim-
ited. When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and necessity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
ance，the cost and benefit must be traded off. The digital technologies can only be used in grassro-
ots governance if the government’ s human，material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are saved，more
public goods is provided for the community，residents are more satisfied with their lives，the socie-
ty is more stable，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potentiality is improved. On the contrary，it is
unnecessary to applicate and promote digital technologies of high-end equipment and complicated
system if these technologies are used to build an administrative system for easy control. The priori-
ty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is on the county government. The digital trans-
formation of governance in the county government is not to build a synthetic data management cen-
ter，but to build an educational and a medical resource sharing platform due to unequal distribu-
tion of these resources between the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among regions，to build a monitoring
platform for low-income population due to their vulnerability，to build platforms of service for the
aged due to the severe aging situation with multiparty participation by grassroots governments，self-
governance organizations，residents，entrepreneurs，and volunteers.
Key words : grassroots governanc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formation platform public g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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