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政府
2023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本年度报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以

下简称《规定》）的要求,由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编制。全文包括总体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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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被申请行

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以及

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等。报告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自 2023

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本年度报告可在“上海虹口”

门户网站（www.shhk.gov.cn）下载。如对本年度报告有任

何疑问，请联系虹口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地址：飞虹路 518

号，联系电话：021—25658888 转）。

一、总体情况

2023 年，本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

要讲话精神，严格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上海市有关决策

部署，全面提升政务公开的标准化规范化水平和工作能级，

加快政务公开职能转变，以公开促落实、助监督、强监管，

以更高质量政务公开为中国式现代化重要展示窗口提供有

力支撑。

（一）主动公开方面。

全年共发布区政府及区府办文件 130 件（含规范性文件



4 件），其中人事任免文件 30 件。制定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

事项目录（26 项）并全流程公开政策制定过程。率先打造“阅

办联动”专栏，实现 19 条政策文件“阅后即办”。

（二）依申请公开方面。

积极做好依申请公开答复和信息公开类行政复议、诉讼

工作，全年共受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76 件，已答复 82 件（含

上年度结转申请 10 件，另有 4 件申请按照《条例》顺延到

下年度答复），均在法定期限内予以答复。

（三）政府信息管理方面。

一是加强源头管理和政策集成。优化政策文件标签目

录，确保政策文件标签精准分类，发文时同步推送至市、区

集成式发布政策库。二是优化主动公开公文库。对公文进行

主题、机构、特色标签分类，改善搜索功能，方便公众查阅

与辨别；三是强化重大行政决策全流程公开。优化栏目设置，

增设全流程展示专栏，提高重大行政决策公开集成度。

（四）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建设方面。

强化专栏设置。一是增设“集成式发布政策库”专栏，

梳理归集 145 条涉主题区级政策信息；二是打造“阅办联动”

专栏，实现 19 件“阅后即办”事项，打通政策公开平台和

政务服务平台；三是持续优化“北外滩开发建设”专栏，增

设“北外滩专区”“航运北外滩专区”栏目；四是打造“路

标”政策解读系列专题品牌，强化政策惠企利民功能；五是

增设政策咨询知识库，对与市民企业密切相关的政策文件，

梳理提炼常见问题近 400 条。



拓展线下渠道。打造全市首个政务公开观察站，构建

“1+9”政务公开观察站体系，即根据不同专题和功能定位，

在居民区、企事业单位和其他基层组织中选定的集政务公开

工作意见建议征集、政府公报取阅、政务公开观察活动、相

关政策发布解读等功能为一体的政务公开服务平台。

（五）监督保障方面。

加强队伍建设和外部监督。一是编制《2023 年虹口区政

务公开工作制度汇编》，举办覆盖全区政务公开工作人员的

通识及专项培训共 5 场；二是聘请 12 名政务公开观察员，

结合政务观察站和相关主题活动，为政务公开、政务服务、

政策实施开展监督评价、建言献策，通过基层政务公开观察

强化外部监督。

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第二十条第（一）项

信息内容 本年制发件数 本年废止件数 现行有效件数

规章 0 0 0

行政规范性文件 4 3 10

第二十条第（五）项

信息内容 本年处理决定数量

行政许可 0

第二十条第（六）项

信息内容 本年处理决定数量

行政处罚 0



行政强制 0

第二十条第（八）项

信息内容 本年收费金额（单位：万元）

行政事业性收费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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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0 0 0 0 0 76

二、上年结转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数量 10 0 0 0 0 0 10

三、本

年度办

理结果

（一）予以公开 31 0 0 0 0 0 31

（二）部分公开（区分处理的，只计这一情形，

不计其他情形）

0 0 0 0 0 0 0

（三）不予公开

1.属于国家秘密 0 0 0 0 0 0 0

2.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公开 0 0 0 0 0 0 0

3.危及“三安全一稳定” 0 0 0 0 0 0 0

4.保护第三方合法权益 0 0 0 0 0 0 0

5.属于三类内部事务信息 1 0 0 0 0 0 1

6.属于四类过程性信息 0 0 0 0 0 0 0

7.属于行政执法案卷 0 0 0 0 0 0 0

8.属于行政查询事项 5 0 0 0 0 0 5



（四）无法提供

1.本机关不掌握相关政府信息 27 0 0 0 0 0 27

2.没有现成信息需要另行制作 15 0 0 0 0 0 15

3.补正后申请内容仍不明确 1 0 0 0 0 0 1

（五）不予处理

1.信访举报投诉类申请 0 0 0 0 0 0 0

2.重复申请 1 0 0 0 0 0 1

3.要求提供公开出版物 0 0 0 0 0 0 0

4.无正当理由大量反复申请 0 0 0 0 0 0 0

5.要求行政机关确认或重新出

具已获取信息

0 0 0 0 0 0 0

（六）其他处理

1.申请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补

正、行政机关不再处理其政府

信息公开申请

0 0 0 0 0 0 0

2.申请人逾期未按收费通知要

求缴纳费用、行政机关不再处

理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0 0 0 0 0 0 0

3.其他 1 0 0 0 0 0 1

（七）总计 82 0 0 0 0 0 82

四、结转下年度继续办理 4 0 0 0 0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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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0 0 0 3 1 0 0 0 1 2 0 0 0 2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

存在问题：一是政策公开数字化转型有待进一步推进；

二是政策阅办联动覆盖面有待进一步扩大；三是政策留言板

及评价功能有待进一步改善。

改进举措：一是进一步夯实政策检索、推送、分析的数

字化基础，探索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来提升政策标签

管理和推送，全面了解群众对政策的需求和偏好；二是继续

坚持“公开即服务”理念，推动更多“一网通办”办事事项

上线“阅办联动”功能，加强技术巡检确保专栏稳定；三是

进一步扩大政策留言板覆盖面，并在政策解读发布界面同步

上线“评价”功能，让企业群众给予“好差评”，提升政策

解读和跟踪解读质效。

六、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2023 年，区政府办公室积极发挥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

部门作用，严格按照中央和市委、市政府有关政务公开工作

的要求，认真贯彻落实《2023 年上海市政务公开工作要点》

（沪府办字〔2023〕5 号）、《2023 年虹口区政务公开工作

要点》（虹府办发〔2023〕8 号）要求，紧紧围绕区委、区

政府中心工作，较好完成了各项既定目标任务。

（一）重点领域工作推进情况。

积极做好惠企政策集成服务。一是升级“惠企助企”重

点领域栏目，其中汇集中小企业专区、政策体检等特色专栏；



二是新增政策集成发布页面，方便市民企业一键查询国家、

市、区相关领域的政策，目前已归集涉“营商环境”“惠企

政策”区级政策 98 条；三是推出“优质中小企业培育辅导

手册”，集中收录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等各类企业称号的申报政策、申报流程、

注意事项等，线上线下同步发布。

持续扩大政府开放活动影响力。一是常态化开展政府开

放活动 45 场，高质量举办 8 月份“政府开放月”系列活动，

重点围绕北外滩开发建设、营商环境优化、“一网通办”“一

网统管”、实事项目等公众关切领域，集中展现政府为民履

职、为企服务实际行动；二是邀请利益相关方代表列席区政

府常务会议 5 次，常态化开展政务公开观察活动 5 次，深入

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不断优化政民互动主渠道建设。一是建立政策咨询知识

库，聚焦群众关切每月更新常见问题，目前已归纳涉及 12

个部门的 400 个问答，并配有 24 小时在线智能客服，方便

社会公众进行线上咨询；二是依托“随申办”人民建议征集

令平台、“上海虹口”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公开

征集遴选 2024 年实事项目和 2022-2023 年完成情况满意度

评价。

更新完善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对本区所有单位标准化目

录进行全盘梳理，定期开展自查自纠，动态调整、优化更新

政务公开标准目录所涉事项及相关超链接。同时新增“旅游”

“统计”“自然资源”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领域



清单。

（二）创新工作情况。

一是打造全市首个政务公开观察站，创新探索基层政务

公开观察。根据新时代政务公开工作的新方向和新要求，按

照不同专题和功能定位，因地制宜，在全区构建“1+9”政

务公开观察站体系。“1”即 1 个区级政务公开观察站，设

在上海白玉兰党建服务站，重点开展涉企政策的意见征集、

效果评估和公开。“9”即围绕北外滩开发建设、金融、民

生、绿色低碳、科创等主题，建立 9 个专题观察站，覆盖重

点商业街区、商务楼宇、园区港区服务站、社区会客厅、婚

登中心等。

二是聘请政务公开观察员，以公众视角检验公开成效、

开展政府工作观察。选取首批 12 名来自不同领域的代表作

为政务公开观察员，包括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代表、

专家、专业人士和企业负责人等，为政务公开、政务服务、

政策实施开展监督评价、建言献策，助力虹口政务公开提质

增效。自 8 月政务公开观察站授牌以来，政务公开观察员已

积极参与 5次政务公开观察活动，包括区重大行政决策解读、

征求意见座谈会、区人大代表专题视察活动等。

三是探索“阅办联动”机制，打通政策公开和政策服务

平台。增设“阅办联动”专栏，对现行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

件和政策文件进行全面梳理，对 19 个包含“一网通办”办

事事项内容的文件，在标题页和相关内容页增设“办”字图



标，便利市民群众直接点击跳转至办事页面，实现从“看政

策”到“用政策”的无缝衔接。

四是探索政策解读新路径。创新打造“路标”政策解读

系列专题品牌，凸显政策惠企利民功能。目前纳入“税 e 知”

网上政策宣讲课堂、“虹学堂”和“虹才 i 课堂”三大子品

牌，重点围绕企业税收、中小企业政策服务、人才服务等开

展“政策公开讲”，强化惠民利企政策辅导培训。充分运用

“虹口区政务公开数字解读官”元素，提升多元化制作解读

材料和开展解读活动的质量，助力政策有效落地，塑造虹口

政府部门对外统一形象。

（三）信息处理费收取情况。

2023 年，区政府未收取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