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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出的有四大因素：

• 政策环境、体制环境、社会环境、技术环境

• 政策环境：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对电子
政务的影响；

• 体制环境：十二五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对电子政务的影
响：

• 社会环境：未来网络民主与网络监督发展对电子政务
的影响。

• 技术环境：三网络融合等发展对电子政务的影响    



    

1111、1 1 1 1 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对电
子政务的影响：

• 复苏呈现““““三强三弱””””的特点

• 一是保增长的动力强劲，措施得力；调结
构相对力度较弱，步履艰难

• 政府的主要精力用于保增长，保稳定

• 振兴产业带有明显的非市场化倾向



• 二是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成效明
显，内需启动迟缓，消费拉动相对
较弱，结构性矛盾突出：

• 涉及到整个国家的收入分配政策的改革；

• 涉及到国家层面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

• 涉及到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



• 三是国有经济在应对金融危机中表
现抢眼，但民营经济作用相对较弱、
特别中小企业依然困难

• 中小企业面临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 国进民退令人担忧



““““三强三弱””””折射出问题：

• 政府的潜意识中，并没有真正摆脱经济增
长方式的传统思维；

• 救市的重拳，并没有促使中国经济增长方
式由投资拉动型转向内需驱动型，至少这
个过程是漫长的；

• 救市的政策在某些方面可能导致市场化改
革的中断；

• 救市有可能进一步强化垄断行业的地位



• 电子政务如何为发展方式转变服务，成为
一篇大文章



1111、2   2   2   2   十二五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对电子政务
的影响

• 十二五””””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目标————————构建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建设
服务型政府

• 第一，调整政府主导经济的管理模式，促进经济
发展方式的转型，把政府职能的侧重点转移到社
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

• 第二，进一步调整政府组织结构，以深化大部制
改革、建立决策、执行、监督三位一体的横向权
力结构为重点，理顺关系，优化结构，规范政府
行为，克服和抑制部门利益。    



• 第三，在城乡一体化大战略下，加快省直管县改
革步伐，减少行政层级，强县扩权，管理重心下
移，为未来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提供体制保障。

• 第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重构公共服务
体系。改革事业单位，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
和服务水平。

• 第五，加快政府自身改革，提高政府公信力。在
制度建设方面，强化政府自身管理的制度化建
设，提高政府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为公众的
广泛参与提供制度保证。



• 1111、3 3 3 3 未来网络民主与网络监督发展对电子
政务的影响。    

• 公民社会的快速发展

• 网络民主的兴起

• 网络监督的异军突起



• 1111、4  4  4  4  技术及其环境发展的影响

• 一是三网融合、三GGGG的推广和使用、下一代

互联网等新技术，对电子政务建设必将产
生重要影响。

• 二是信息安全需要特别关注

• 三是信息共享、业务协同必须重视

• 四是电子政务的国产化比例也要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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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的趋势：

• 整合：对已有系统的深入整合，实现重点业务领
域的跨部门协同

• 互联：克服条块分割，加快实现互联互通

• 共享：在整合、互联、协同的基础上，提高资源
共享的水平

• 重构：按照政府组织体系的调整，重构一些重大
综合应用项目

• 效率：提高电子政务的应用服务水平和资金使用
效率



具体表现在10101010个方面

• 第一，电子政务建设的重心下移，在推进城乡一
体化战略和省直管县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

• 第二，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极中发挥重要作用，
重点是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 第三，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标，重点发展以公
众为中心的服务型电子政务。如各种便民服务应
用项目



• 第四，基层政府应大力发展基于互联网的电子政
务；提升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

• 第五、围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构建一些全国
性的重点应用项目：如医疗、教育、社保、就业、
住房、就业等

• 第六，大部制改革的深入，为推进跨部门协同电
子政务，促进信息资源共享提供更大空间



• 第七，加强电子政务的法治环境建设，逐
步取消电子、手工的双轨制

• 第八，以行政服务中心为重点的电子政务
审批服务、办事服务将提升到一个新水平。



• 第九，适应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需要，不断
完善电子政务的管理体制机制

• 第十，““““低成本、集约化、见实效””””的中国

电子政务建设道路，将有新的进展；电子
政务的投入产出比以及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将进一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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