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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上的日子

没想到上海可以把大数据用得如此精准！”翟先生感慨道。

这样顺利的复工例子，举不胜举。可以说，徐汇区在全市

率先成立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大数据工作组，开发“汇治理”

等疫情防控系统及指挥平台，力图用好人口库、法人库、地理

信息库以及道口健康登记、“随申码”、企业复工登记等市、

区相关数据资源，精准赋能疫情防控和营商服务。

形势总在逼人：尤其是进入 3 月之后的华东地区，复工复

产呼声开始日益高涨。就在 3 月 3 日，上海市委、市政府“一

网统管”课题调研组在徐汇区城市运营中心平台实地考察，深

入了解大数据“超级工厂”精准支撑社区防疫和企业复工复产

的实际战斗力。初步答卷是可以拿高分的：考察当日，已经累

计访问 1674.7 万人次，支持 1.65 万家企业、5000 多家商铺、76

家工地复工复产复市……眼下，徐家汇也已经恢复生机！

倒逼政府效能改革

目前，徐汇的经验已经具备了全市推广的可行性，甚至可

以为海外城市有所合理借鉴。当然，一网通办在加速了网上办

事便捷性的同时，也不可能替代所有的人工服务和部门上门服

务。企业所期待的营商环境，很多是线上无法充分解决的，还

需要更实际的制度化或政策性创新。

例如，一位不愿意透露自己姓名和企业名称的国企负责人

就告知笔者：上海和长三角经济的基本面继续向好的态势不会

改变，上海也将如期实现今年的全面建成国际金融中心、贸易

中心等根本目标；但是当下态势下，迅速实行全面复工的成本

是很高昂的。他的例子是：一个跨越全年周期的建筑工地要实

现全面复工，就会有一千多人投入工程建设；一千多人从外地

回到上海，要经过十四天隔离、且必须是旅馆单间条件下完成；

这样的高昂成本是以前从来没有面临过的局面。所以，没有进

一步政策性创新、企业自然会觉得很难马上就地实现良性的经

营。因此，笔者认为云上讲究速度，云下还需温度。

那什么叫“云下还需温度”呢？就是根据企业的实际困

难打造些新平台。如笔者在调研中就了解到一家新疆风味的烤

肉连锁店，本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其主打的羊肉和牛肉原材

料基本上依赖于新疆原产地供应，现在原产地的原材料物流供

应已经中断四十多天了。而企业如果宣布彻底关门，则意味着

一千多个少数民族员工的失业。面对困境，企业投资者和员工

们都体现了社会责任感；投资者表态决不会关门和解雇员工，

而员工们纷纷表示无营业额期间不要工资。但是总得有活干、

有新的利润源吧？企业投资者、企业工会代表经过市场调研，

发现社区居民和社区范围内已复工的其它企业需要外卖（盒饭）

服务；而那些鸡肉、鱼虾和蔬菜等潜在的新服务品种所需的原

材料，也很容易在上海本地市场就近获取。

那么，能否尽快转型为新快餐服务呢？如按原先的工商管理

和食品安全制度，是很难变更的。甚至需要重新注册一家公司，

接受验资、消防、食品安全等相关检查流程后才能展开新的业务。

这就需要进一步地解放思想和提高线下工作温度了，让企业尽快

转入新角色而渡过难关，也算是抗疫和复工倒逼政府效能改革吧。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

徐汇区城市运行中心指挥大厅的徐汇区疫情防控指挥平台。

市民使用徐汇“汇治理”预约口罩、扫码登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