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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的普及应用，信息技术已经运用到社会的各个

领域。电子信息技术已经从成熟的商务领域逐步运用到公共行政管理中。在疫

情期间，更是做到了“足不出户”便能办好平时需要去政府部门当面处理的业务。

加大我国电子政务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本文就我国电子政务发展现状、存在

的问题以及相应对策进行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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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子政务的定义及特点

电子政务是指国家机关在政务活动中，全面应用现代信息技术、网络技术

以及办公自动化技术等进行办公、管理和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全新的管

理模式。广义电子政务的范畴，应包括所有国家机构在内；而狭义的电子政务

主要包括直接承担管理国家公共事务和社会事务的各级行政机关。［1］

相对于传统行政方式，电子政务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其行政方式的电子化，

即行政方式的无纸化、信息传递的网络化、行政法律关系的虚拟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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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电子政务建设的现状

我国电子政务的开端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这些年来随着国家对电子政务

的重视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我国的电子政务近年来取得了重大成效。

电子政务体系逐步完善：当前，我国电子政务统筹协调机制和顶层设计逐

步健全，电子政务工作体系化、系统化不断加强，建立了国家电子政务统筹协

调机制；明确了各部门在电子政务发展进程中的职能；提高了电子政务政策实

施的协调性；开展了国家电子政务综合试点，推动地方解决管理机制不顺、信

息系统整合不足、业务系统水平不高、政务服务不到位等问题。

“互联网 + 政务服务”深入推进：《2020 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显示，

中国的在线服务指数为 0.9059，指数排名大幅提升全球第 9 位，国家排名位居

第 12 位，在线服务达到全球“非常高”的水平。目前，各省份都已经建成省级

网上政务服务平台，“互联网 + 政务服务”成为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方式。全

面优化网上服务成为深化“放管服”改革的重要支撑，大部分省级行政许可事

项已具备网上在线预约预审功能，平均办理时限大幅度压缩。各地“互联网 +

政务服务”优秀实践案例不断涌现［2］。

信息资源整合共享成效初显：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

享实施方案》要求，持续推进政务信息互通、资源整合，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

享取得了积极成效。以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为抓手，加强统筹规划和整体推进，

有效地将分散于各级政府和部门的信息数据进行系统整合和有序共享，从整体

上提升了政府信息资源的利用水平和政务服务水平。通过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

享，可以逐步实现部委业务办理系统和地方政务服务平台互联互通，逐步实现

基础信息数据和服务事项的交换共享和联动办理。

电子政务逐渐与社会信息化融合发展：电子政务建设逐步从项目建设向服

务转变，更多的社会机构和企业参与到政府信息化建设中，政务云市场不断扩大，

政务云的稳步推进提升了政府信息化的建设效率［3］。各地也正在积极推动政务

信息资源开放利用，逐步推动与经济社会发展高度相关的数据向社会企业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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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升人民群众的满意程度和电子政务建设的成效，

更好地调动各个社会主体的参与积极性。

3  存在的问题

面对当前新的机遇和挑战，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我国电子政务的不足之处，

以求更好的改进发展。   

政府线上服务理念不够：当前大部分政府都有上线网上政务服务，并且推

出 24 小时在线服务。但在实际过程中，很多问题确实积压处理，往往回复的时

间周期比实际去政府部门处理周期更长。实质是政府对于网上服务不够重视，

管理体制不够完善。

重电子、轻政务现象：某些地方政府为了跟进更进最新的电子设备，不论

其实用性以及使用频率便进行购买。而实际上，电子设备使用率并不高，造成

了财力的浪费。

电子政务存在众多信息安全问题，在信息安全方面仍然不够健全，还有很

大的空间进行完善。

各政府内部部门以及政府与政府之间协作仍不够：内部部门以及政府之间

缺少实质性的电子信息交流，仍有大量纸质化办公，造成部分工作反复，浪费

人力物力。

4  解决的对策

应该加大对政府服务人员的培训，培养人员的服务意识，从根本上增加电

子政务的服务满意度。

对于重电子、轻政务现象，应该加大管控，进行宏观管理。

对于信息安全问题的解决，一是应该加大相关技术的开发投入，增强安全

性能；二是国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管理。

积极开展电子政务宣传活动：在电子政务系统建设完毕之后，政府部门

必须要大力在社会公众之间推广电子政务，鼓励他们积极主动的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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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们更加了解电子政务的各项内容，并且有效的引导他们通过电子政务来

办理业务。

鼓励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到电子政务当中：电子政务系统建设的最终目的是

为了服务社会公众，所以在电子政务的实施过程当中必须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

施，让他们真正的参与到其中。

5  总结

以上所描述的问题的解决对策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能完成。只有整个社会

充分认识到电子政务建设的重要性，各级政府部门努力的建设基础设施，最大

限度的降低其负面影响，确保电子政务能够呈现出健康协调的发展趋势，只有

这样才能够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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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Interne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been applied to all fields of society. Electron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been gradually applied to public administration from mature business. Even 

in the COVID-19 epidemic period, people can do lots of government business 

at home. It has great significance to increase the development of e-government 

in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existing problems an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of e-government develop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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