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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首都城市的战略定位及全国总工会关于智慧工会建设的相关精神， 北京市总工会建设智慧工会需要从顶层
设计、 数据库建设、 线上和线下协同建设以及提高工会干部队伍素质建设等关键方面着手， 创新首善职工普惠服务
新模式， 竭诚服务广大职工群众。

理论
园地

智慧工会发源于互联网技术
的发展和运用。 所谓智慧工会，
是以移动互联技术、 大数据、 人
工智能等技术为背景， 依托工会
组织和工会网上平台， 对工会系
统数据资源进行收集、 整合和加
工， 推进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
构建面向职工的、 网上网下深度
融合、 相互联动的一体化服务体
系， 竭诚服务广大职工群众， 推
进工会工作和社会治理。

2017年，全国总工会发布《全
国工会网上工作纲要（2017-2020
年）》，提出“互联网＋工会就是充
分运用移动互联、云计算、大数据
和人工智能等网络信息技术，推
进互联网在工会的广泛应用和融
合发展 ，构建 ‘互联网＋’工会服
务职工体系，打造方便快捷、务实
高效的服务职工新通道， 不断提
升运用网络服务职工的能力水
平， 推动工会工作创新发展。 ”
2018年， 中国工会十七大报告提
出：“积极建设智慧工会。 ”

北京市总工会深刻领会移动
互联等信息网络技术给工会工作
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以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
重要论述以及全国总工会关于工
会改革的精神为指导， 牢牢把握
首都城市战略定位， 坚持首善标
准， 强化政治担当， 主动参与推
动首都 “四个中心” 建设， 全面
提升 “四个服务” 水平， 推动工
会改革全面深化， 不断增强工会
组织的政治性 、 先进性和群众
性， 创新首善工会工作新模式，
在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城市
中贡献北京工会新形象。

北京市总工会以 “三级服务
体系”为载体，推动工会工作与移
动互联技术的融合发展， 逐步完
善实名制会员数据库， 提供网上
“一键式”服务，促进形成互联互

通、资源集约、高效便捷、上下协
同的智慧化服务体系， 切实为职
工提供便捷、普惠、精准、常态的
暖心服务。做实慰问帮扶、医疗救
助、就业创业、“两节”送温暖等工
会品牌，推进工会普惠性服务。目
前北京市总工会采集了近 20 万
工会组织、数百万工会会员数据，
开发北京工会12351手机APP，建
设智慧化服务平台， 可以在最快
的时间内向职工展示、 推送工会
的服务，加强与职工的互动，倾听
职工的呼声，及时回应职工诉求。
智慧工会服务平台建设， 优化工
会服务流程，简化办事流程，提高
了服务效率，保障“时时有人在、
事事有人答”，极大地优化了职工
群众的服务体验和获得感。

目前北京市智慧工会建设已
经初步取得成效， 但是还远远不
够。 当前， 新的科技革命正深刻
改变着产业构成和产业形态， 进
而深刻影响着职工的职业构成、
技能需求 、 劳动关系 ， 流动性
等， 这是工会在履行基本职责过
程中必须面对并努力给出满意回
答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工会要坚持以职工为中心的工
作导向， 抓住职工群众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认真履
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竭诚服务
职工群众的基本职责， 把群众观
念牢牢根植于心中， 哪里的职工
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哪里的工会
就要站出来说话。” 需要工会紧
紧把握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发展
机遇， 建设智慧工会， 竭诚服务
广大职工群众， 使他们更容易找
到 “家”， 感受到 “家” 的温暖。

一、 从战略高度规划智
慧工会建设的顶层设计

立足于北京首善之区的政治

定位以及枢纽型社会组织的社会
功能 ， 围绕北京市的 “四个中
心” 的定位， 在智慧工会建设要
有大视野， 高布局。 在平台的功
能模块设计上力求全面和便捷，
更好地促进工会工作理念、 服务
模式、 活动方式的转变， 进一步
密切工会组织和职工群众的联
系， 更好地服务职工群众， 让广
大职工群众随时随地感受到 “职
工之家” 就在身边， 增强工会组
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 2017 年
初全国总工会印发的 《全国工会
网上工作纲要 (2017-2020年 )》
提出了互联网 + 工会的十大类
应用建设， 这可以作为智慧工会
功能模块建设的重要参考， 其中
在权益维护类中重点强调打造8
大类系统， “即困难职工帮扶管
理系统、 农民工服务系统、 职工
法律服务系统、 劳动保护应用系
统、 职工意见征求系统、 集体协
商工作服务系统、 女职工服务系
统 、 对口援疆援藏工作服务系
统。” 北京市总工会也可以借鉴
其他省市的先进经验， 结合北京
市工会的具体实际来规划北京智
慧工会的顶层设计， 更好地为广
大职工群众提供普惠首善服务。

二、 高度重视数据库建设

截至2016年12月， 北京市网
民为1690万 ， 互联网普及率为
77.8%，居全国首位。 网络的普及
为工会数据库建设和应用提供了
方便， 通过对数据库数据的分析
和挖掘， 可以为职工群众提供更
加精准的普惠和个性化服务。 《大
数据时代》 的作者舍恩伯格指出
：“世界的本质是数据， 大数据是
新的黄金。 ”《中华全国总工会改
革试点方案》 明确提出要建立全
国统一的工会工作和会员信息基

础数据库，实现服务对象全覆盖、
服务时间全天候， 使工会服务广
大职工群众更方便、更精准、更有效。

按照此方案的要求， 北京市
总工会要建立和完善两个主干数
据库： 一是工会组织和工会会员
的信息数据库， 可以据此实时掌
握其状态；二是工会业务数据库。
通过收集、统计、分析职工对工会
服务的反馈评价， 掌握基层工会
和会员个性化的需求， 进而根据
统计分析的结果来及时调整改善
工会提供的服务， 科学有效地调
配工会资源， 更好地服务职工群
众。在为职工群众服务过程中，要
注意消除数据壁垒， 注意数据在
不同终端和不同部门之间的流动
和协同， 提供服务的有效性和针
对性，提供职工群众的满意度。

三、 协力推进线上和线
下同步建设

智慧工会建设是信息技术革
命时代工会工作模式的一种创
新， 但它绝不能代替扎实有效的
基层工会组织建设和实体服务提
供。 建设智慧工会， 不仅要大力
建设线上平台及服务体系， 也要
加强线下实体及服务的建设， 并
不断改进线下工作模式和服务方
法， 形成完整的线上线下工作链
条和无缝对接， 才能开创北京智
慧工会工作新局面。 北京市总工
会以职工之家、 职工暖心驿站为
重点， 深化 “会、 站、 家” 一体
化建设就是很好的做法。 在中关
村智造大街等产业、 人员密集地
区建立公共区域职工之家， 在便
利店、 银行网点、 加油站等场所
建立职工暖心驿站， 几乎把工会
服务直接送到广大职工群众的手
里。 广东佛山市总工会提出建设
“实体店+网店=职工家园” 体系

的构想也可以借鉴。 “实体店”
即全市各级工会建立的帮扶中
心、 维权中心、 服务中心等实体
场所； “网店” 则是指网站、 微
博、 微信以及手机客户端等。 无
论是 “网店 ” 建设还是 “实体
店 ” 建设 ， 两者都竭力协同建
设， 功能互通， 实现 “线上了解
职工需求， 线下提供精准帮扶；
线上进行技能培训， 线下组织技
能比武； 线上提供信息平台， 线
下完善服务功能”， 形成了线上
和线下深度融合、 相互协同联动
促进的 “职工之家”。

四、 加强工会干部队伍
素质建设

智慧工会建设实质上是一场
理念和文化革新， 而不仅仅是信
息技术在工会管理上的应用。 到
目前为止， 北京市为数不少的工
会干部对智慧工会的认识还停留
在工会信息化的层面上， 更多地
关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对
支 撑 智 慧 工 会 运 行 的 网 络 技
术及大数据掌握和运用甚少。 在
实践中， 不少工会研发的平台成
本高昂且互不兼容， 有的工会网
站、微信 、微博等多种平台载体
之 间 内 容重复 、无特色 ，职工的
关注度较低， 这些平台载体也缺
少与职工互动， 回应职工关切问
题不及时， 这更降低了工会平台
载体的关注度。因此，在智慧工会
建设过程中， 转变工会干部观念
提高工会干部队伍整体素质尤为
重要。 要从首善之区的高度来
加强工会干部队伍素质建设，要
提升工会干部的数据收集和挖掘
能力，掌握的信息越多，挖掘的数
据价值越大，参考的价值更大，实
现为职工维权和服务的精准化会
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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