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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电子政务发展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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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 了 年我国电子政务建设所取得的进展和电子政务在国家社会经济生活 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展望 了 年 电子政

务发展的新趋势
、

新特点
,

并指 出了今后我国电子政务建设应遵循的原则和发展的道路及其面临的结构调整的内容与要求
。

电子政务 电子政务服务 政务信息公开

一
、

年电子政务发展回顾

年是中国欢乐和艰辛同舟的一年 也是中国愉

悦和忧郁相厮相守的一年
。

律回春晖渐
,

万象始更新
。

回

顾 。。 瞻望 。。
,

我国电子政务建设也是取得辉煌成

绩和迎来更多挑战与机遇的一年
。

无论是我们成功举办

了奥运会 战胜了百年一遇的特大雪灾
,

还是惊天地
、

泣

鬼神的四川浪川抗震救灾 所有这些成就伟业
,

所有这

些历练磨难 都与这些年来中国大力推动信息化和电子

政务是分不开的
。

在今年的雪灾和坟川大地震中 电子政务发挥了非

常重要的作用
。

如果没有快捷的信息传递 我们调动
、

组

织的过程是不可想象的
。

甚至网友在网上也发挥了非常

重要的作用
,

如最早 月初在网上发布的西藏暴乱 奥

运火炬传递在许多国家受到阻挠事件中和地震以后
,

网

民在网上所起的作用不仅震撼了世界 也震撼了高层
。

应该说凝聚了我们国家的人心 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
。

特别是胡锦涛总书记专门在人民网跟网友在线交流 体

现了党中央和国家最高领导对全国 亿网民的关怀和

爱护
。

从这个意义上讲 笔者同意很多学者的意见
,

即

年我国社会信息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这与政府

信息化水平不断往前推进密切相关
。

因此必须看到这来

源于电子政务建设的先导作用
,

政府信息化带动了企业

的信息化
,

带动了社会信息化
,

带动了老百姓和家庭个

人信息化
。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
,

在信息化的征程

中正在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

。。 年电子政务的一个突出特点 就是在大力推进

服务型电子政务中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
。

各级各地在基

本完成电子政务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 抓住推进实施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的大好时机
,

利用门户网站 开展

网上报税
,

办理各类证件和各类网上办事
,

给居民和企

业提供了诸多的方便
。

在各地蓬勃发展的平安城市建设

中 通过安装全市重要地段
、

景点
、

地点的视频监控系

统 不仅有效地调度交通 缓解了客流量 更大大降低

了犯罪率
、

提高了破案率 增加了市民的安全感
。

服务

型电子政务应用到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 与这几年政府

大力推进服务型电子政务密切相关
。

近来一些地方政府

还充分利用电子政务
,

开展扶贫济困
、

扶植中小企业解

决融资
、

贷款
、

担保难的问题 主动利用政府网站和业

务系统
,

帮助厂商和客商牵线搭桥 有效地缓解了国际

金融海啸的影响
。

二
、

年电子政务发展新趋势

展望 年 电子政务的发展将呈现以下 个方面

的趋势与特点

第一
,

在全球经济不景气
,

应付危机和困难的大背

景下
,

电子政务建设也要过紧日子
,

要更加注重应用为

本
、

重在服务的基本原则
,

走出一条低成本
、

重效益的

发展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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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任闪

我们一定通过推进电子政务建设 充分总结几年来

成功的经验和失误
、

教训
。

电子政务建设不宜一味追求

速度和投资规模 而应把重点放在应用的广度
、

深度和

服务面的扩大和普及上来 切实提升老百姓对电子政务

的满意度
,

使电子政务建设得到老百姓的认可
。

因此电

子政务在 年要过紧日子 精打细算开支 充分利用

已有资源 更加注重降低成本 更加注重利用国产软硬

件设备
。

第二
,

电子政务建设必须通过调整整体结构 全力

服务于保发展
、

促就业问题的解决
。

。。 年
,

是我们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七大精神 推

进
“

十一五
”

规划顺利实施的关键一年 也是我们应对

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变化 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

重要一年
。

我们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 也在面对前所

未有的挑战
。

如何通过电子政务建设 推进各项改革 改

善政府服务 创新体制机制
,

以至促进就业和引领工业

化与信息化的融合 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的课题
。

如何

通过电子政务建设
,

进一步辅助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
,

为实现保增长
、

扩内需
、

调结构
、

促改革
、

惠民生 继

续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信息支撑 是电子政

务应用系统建设中值得重视的问题
。

例如 如何把正在

建设中的
“

金宏
’‘

工程做得更好 发挥其在宏观调控中

信息支撑和辅助决策的重大作用
。

再如 在世界经济衰

退
、

出口型企业订单大量减少
、

企业面临困难的背景下

如何通过电子政务服务保增长 从政府来讲就是给企业

提供非常良好的服务
。

电子政务要注重实效 如何使政

府利用电子政务系统帮助企业解决困难
,

摆脱困境 做

好融资 提高整个社会就业的能力
。

这方面 电子政务建

设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

又如
,

如何帮助政府监管好国家

的 万亿扩大投资
,

确保资金能够管好用好 在利用政

府信息化系统这方面也有很大的空间 通过科学决策和

严格监管 提升决策水平
,

最大可能地避免决策失误造

成的浪费
。

所以明年要把电子政务应用放在更重要的位

置
,

使其更卓有成效 而不是一种形式
。

第三
,

电子政务建设必须调整整体结构
,

更加注重

资源整合
。

目前
,

我国的计算机网络规模全球第一 宽带规模

全球第二 上网人数全球第一
,

域名高达一千多万个
,

网

站也达到几十万个
。

可 以说 在全国范围内电子政务基

础设施大规模建设已经基本完成或初具规模的情况 下

年电子政务建设更应该注重结构调整
,

彻底扭转

“

重硬轻软 重基础环境建设
、

轻信息资源开发 重视网

站数量 忽视应用实效
‘ ’

的
“

三轻三重
’

倾向 同时
,

不

仅关注内部应用 更要强调对外应用 政府如何利用系

统给企业提供服务
,

给公众提供服务 我们需要这样的

调整
。

例如 要更加重视利用已经建设的国家电子政务

外网 要进一步推进公共服务多元化和公共服务平台的

整合
。

向上是将大平台整合起来 向下是延伸服务 向

城乡和不同的领域延伸服务
。

在技术上
,

应用系统的整

合和拉动非常关键
。

今天从技术上来讲 匕 。和

的架构为我们建设数据中心
、

快捷为百姓服务带来了可

能 提高了双 向互动和多元互动的效力
。

电子政务技术

平台可 以把多个应用系统集成在一起
,

达到系统的高效

性和可靠性
。

虽然政府信息已通过政府网站实现公 开
,

但是不管前台的功能有多强大 最终取决于后台的互联

互通 其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实现信息系统之间的互联互

通
。

因此 要加强办公资源的整合
,

建立起跨部门的综

合业务系统 只有解决好条与块之 间割裂的问题 才能

更好地推动各部门信息的交换和应用
。

要通过整合
,

满

足今天对电子政务越来越高的要求
,

使电子政务建设越

来越符合实际
、

更有实效
,

能够派上用场 服务企业
、

服

务民众有实际进展
。

第四
,

确实落实政务信息公开条例
,

大力提升电子

政务与广大公众的互动性 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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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的实施
,

为构建阳光型政府奠

定了基础
。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首先给老百姓获得政府

信息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

另外 在不涉及国家机密的

大原则下 老百姓不仅可 以直接获取政府信息 而且可

以满足更多的个人诉求
。

政府信息公开在全世界都是认

同的 公开是原则
,

不公开是例外
。

如果在大潮流下我

们不实施政府信息公开
,

政府面临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
。

各级政府都要按照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
,

切实做好

政务信息公开工作
,

满足广大公众对可公开政务信息的

合理需求 这是服务型政府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形式
。

在

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进程中 要认真通过网络倾听广大公
、

众的声音 必须看到 网民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

民意 要从网民声音 中看到广大民众的智慧和爱国之

心 同时又要通过政务信息公开
,

引导网络舆情 各级

政府官员
,

都要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洋同志一样

有勇气
、

有胸怀直接与网民对话
,

欢迎网民对政府工作

“

灌水
、

拍砖
‘ ’ ,

大大缩短政府和各级官员与广大公众和

网民的距离 使我们的政府和政府官员更加具有亲和力
,

从而提升各级政府的执政能力 为企业
、

为百姓提供更

方便的服务
。

年可能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

难的一年 也是蕴含着重大机遇的一年
。

面对挑战和机

遇 也是电子政务建设和应用可以发挥重大效用的机遇

所在
。

电子政务能否为各级政府部门维护好经济发展的

大局
、

维护好深化改革的大局
、

维护好社会稳定的大局

发挥应有的
、

不可替代的作用
,

值得认真探索
、

锐意创

新
、

加倍努力
。

古人云
’‘

器大者声必阂
,

志高者意必远
‘’ 。

我们完

全相信 依靠各级政务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加强领导 依

靠广大从业者的共同努力
,

在新的一年里
,

我国电子政

务建设一定能够扎实推进 积极创新 谱写高水平
、

有

特色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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