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赢得领导对电子政务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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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第五期全国政府系统政务信息化培训班第二组分组讨论报告 

  电子政务，就是政府机构应用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将管理和服务通过网络技术进行集成，在互联
网上实现政府组织结构和工作流程的优化重组，超越时间和空间及部门之间的分隔限制，向社会提供优
质和全方位的、规范而透明的、符合国际水准的管理和服务。电子政务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的
建立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是一个逐步建立和完善的过程；在服务内容实施方面，是一个从试行到
广范应用、由存在疑虑到自觉贯彻的长期过程。  

  我组成员来自我国中部、东部和西部不同地区，各地经济发展程度和领导重视程度存在一定的差
异，因此，各地区的电子政务发展水平也存在着不同。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天津、浙江台州、
安徽宣城、福建福州等城市电子政务发展较快，而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如甘肃、新疆等部分地区电子
政务发展速度较慢。我们认为，要实现经济发达地区的电子政务建设再上新台阶，要改变落后地区的电
子政务发展缓慢的现状，政府领导的重视与支持是关键。因为是否改变传统工作方式为电子方式，只有
领导才能“作主”，政府领导是电子政务的核心动力、推动者。其中，领导班子里的第一把手又起到了
决定性的作用。概言之，电子政务工作取得领导支持，特别是一把手重视，是我们从事具体工作的同志
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如何赢得领导对电子政务工作的重视和支持？我们小组经过研究和讨论,根据领导的偏好和行为取
向，把领导分为三种类型,并根据不同的类型提出了相应的赢得领导重视和支持的解决方案。  

  (一) 精通政务和信息化工作的专家型领导 

  此类领导紧跟信息时代的脉搏，对电子政务有一套独特的见解，能吸收其它电子政务试点城市的经
验，是信息化建设的主心骨，必将引领电子政务建设的潮流。如天津市科委的主要负责同志是计算机专
业的归国博士，2000年上任伊始就提出要在全委实现无纸化办公。在他的主动推动下，天津市科委制定
了电子政务发展规划，在全市范围内比较早地建立了OA系统，建成了电子政务内外网，开发运行了视频
会议系统、业务交流系统等应用平台。遇上此类领导，对我们从事电子政务工作的同志来说，既是机遇
也是挑战。机遇在于有强大的领导支持，为建设电子政务软硬件设施提供了保障；挑战在于领导要求
高，从事电子政务工作的同志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增强组织协调能力，高质量地完成建设与维护任
务，才能得到领导的肯定。 

  我们认为，要通过以下策略，推动此类地区的电子政务建设，以得到领导的进一步重视与支持： 

  路径一，加大网络基础设施与应用系统的整合力度。目前，不少地方电子政务建设各自为政，各系
统垂直建设网络，开发运行了多个相类似的电子政务应用系统。我们要利用专家型领导热衷推动电子政
务的优势，加大网络基础设施的整合力度，建立全地区或本部门的内外网；建设协同办公系统，优化重
组业务流程，促进原先分散的业务系统的整合，以实现跨部门、跨地区的网络资源共享。 

  路径二，拓展电子政务应用领域。按照“加强为民服务、提高机关工作效率”的总体要求，在专家
型领导的支持下，增强门户网站的为民办事功能，提供快捷的办事流程，实现“一站式受理”,使行政相
对人足不出户，通过计算机网络就能办理需要的行政事项；在统一的协同办公系统内开设公务员上网行
为监测等新型应用项目,最大限度地发挥电子政务的优势与功能。 

  （二）精通政务，对电子政务不甚了解的学习型领导 

  此类领导精通政府的业务工作，清晰政府各部门的工作流程，囿于电子政务工作在不少地方刚刚起
步，对电子政务工作了解不深，但他们乐于接受新鲜事物，总的来说是支持电子政务建设的，但支持的
力度有多大，就需要我们具体从事电子政务建设的同志去争取了。如何争取，大家认为有三条路径可供
选择： 

  路径一，创新机制，做出成绩，赢得支持。电子政务的建设、维护和发展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离
不开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在领导对电子政务的运用与发展不甚了解的情况下，可以立足机制、体制创
新，广泛吸纳社会资金、技术等要素投入，先从简单的事情做起，开展一些力所能及的基础设施建设与



运用，待领导体会到电子政务的益处后，自然能得到认可与支持。97年浙江省政府信息中心建成后，先
向银行贷款建设，建成了内网办公系统，机关使用后普遍感到这一系统提高了效率，进而取得了省长认
可与表扬，顺利地拿到了经费，还清了贷款。再如，班长所在的宣城市，地处安徽省东南部，2001年撤
地建市，人口270万，财政收入20多亿，要拿出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来建设电子政务十分困难。他们创新思
路，分别和电信、移动、联通等运营商进行洽谈，利用外包的方式进行建设。经过招标，确定了电信作
为合作伙伴，电子政务平台建设的软、硬件和光缆接入全部由电信投资，并按照要求采购硬件设备，按
政府需求确定开发商设计软件应用系统，政府以付年租费的方式进行租用。该市电子政务平台2006年11
月试运行，今年3月1日正式开通。经过两个多月的运行，普遍反映效果较好。我们组学员认为这些做法
值得各地借鉴。 

  路径二，制定规划、稳步推进。在取得领导的认可与支持后，可以请相关领导带队到电子政务开展
得比较好的地区考察学习，让领导切身感受电子政务的优越性，激发领导开展电子政务的工作热情。然
后，按照《国家电子政务总体框架》、《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以及省里的相关规划，借鉴
先行地区经验与做法，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本地区的电子政务发展规划。规划必须以本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的实际为依托，充分吸纳领导层、IT专业人士、普通公务人员和行政相对人的意见，着眼于提高政府
的公共服务能力和机关工作效率，坚持“资源共享、讲求实效，统一平台、业务分建，统一标准、保障
安全，分布实施、分层推进”的原则，成为一个时期内本地区电子政务工作的行动纲领。 

  路径三，建立机制，完善制度。完成了发展规划的制定后，我们要建立健全电子政务工作机制，确
保各项目标任务的完成。靠制度管人，靠制度办事，是我们扎实推进电子政务建设的有效抓手。因为，
电子政务建设是行政管理方式的一场深刻变革，涉及体制改革和利益调整，需要协调各部门、各方面的
力量进行配合。在现阶段的中国，不建立相应的机制与制度，无法保证工作的持续推进。可以考虑建立
的机制有：一是建立主要领导挂帅、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全地区电子政务建设领导小组，共同推进电子
政务建设。二是整合电子政务建设与管理机构，确保上下级政府机构衔接，政令畅通，形成工作合力。
三是将电子政务建设纳入对县（市、区）及部门的年度考核，以考核为抓手，深入推进这项工作。我组
的甘肃省天水市就将电子政务纳入了全市的年度目标考核，分值占100分中的5分，较好地推动了电子政
务工作的开展。四是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或本级政府与政府组成部门签订目标责任状，一级抓一级，层
层抓落实。据云南怒江的同志介绍，云南省政府与各州市政府签订了电子政务建设目标责任书，不少州
市也与所属县（市、区）签订目标责任书，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五是出台《电子政务年度建设任务指导
书》，加快网络建设与整合，加大应用推广和应用共享的力度。浙江省与甘肃省从2005年开始，每年都
出台建设任务指导书，全省电子政务建设年年都有新进展。 

  (三) 具有纸质情结的传统型领导 

  这类领导习惯于在纸介质上工作，大多年龄偏大，工作经历丰富，不太容易接受新生事物。对于这
类领导，我们认为应采取“软硬兼施”的“哄”、“压”、“逼”等方式，引起他们对电子政务工作的
重视与支持。 

  路径一，“哄”。提高这类领导对计算机与网络的认知水平，享受上网的乐趣，让他们跟上信息时
代的步伐，进而激发开展电子政务的热情。具体途径有三：一是分层对这类领导进行计算机、网络与办
公自动化的培训，使他们能享受信息文明带来的巨大益处。利用培训的机会，阐明开展电子政务的好
处；二是尽可能地邀请主要领导参加电子政务的现场演示。这方面的方法很多。比如可以利用考察其他
地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机会，将电子政务建设纳入考察内容，让他们切身感受到加快电子政务建设的迫切
性；三是通过典型引路的方法引起领导重视。在本地选择一个县（市、区）或一个部门作为开展电子政
务的试点，用该地或部门取得的成绩去影响领导，进而加速推进全地区的电子政务建设。 

  路径二，“压”。在领导对网络文化有了初步认识后，可以通过建立一些机制来推动本区域的电子
政务建设。一是建立电子政务建设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对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进行协调和处理，从而
引起各部门的重视；二是将电子政务建设工作任务进行目标分解，纳入电子政务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各成
员单位年度目标考核内容，并将此作为各部门、各单位年终考核的重要指标，以此引起领导的重视。 

   路径三，“逼”。将网络基础设施建好后，推出OA等应用系统，届时机关工作人员都在网上办
公，领导们也将不得不跟随时代潮流，加速推进本地的电子政务建设了。 

  总之，领导重视与支持是电子政务建设的重要保证。我们要根据不同的领导偏好与类型，采取不同
的工作方法，引起领导对这项工作的关心与支持，以切实推进本地区的电子政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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