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子政务工程建设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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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电子政务工程旨在建设一个国家电子政务体系，将现有的和即将建设的各个政府网络和应用系
统联结起来，统一相关的技术标准和规范，做到互联互通，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政务服务平台。该工程
包括网络建设、信息资源建设、应用系统开发、公务员培训、法规法律建设等五个方面。 
  网络建设 
  国家电子政务体系从整体上来说是政府专网和应用系统，是现在电子政务项目中的三网合一，包括
内网、专网、外网的互联互通。 
  专用网络 专指政府部门之间的网络，因为对于机密信息的交换，需要在与外部网络物理隔离的专用
网络上传输，所以要求保证绝对的安全性。  
  内部网 政府内部的办公网络，以局域网为主。政府内部和政府部门间一般的信息交换，其网络要求
能够提供具有传统数据网络的性能优点（安全和QoS）和共享数据网络结构的优点（简单和低成本），能
够提供远程访问、外部网和内部网的连接。 
  外网 对于为公众提供的信息以及其它可公开的信息，可以利用政府网站等形式发布到Internet网
上。 
  资源建设 
  电子政务工程的建设，是软硬件等基础平台的建设，同时在信息资源的建设上必须跟进，否则是有
路无车。 
  政府部门的信息内容可以大致分成两类：来自公文系统的文档型信息和来自数据处理系统的结构化
数据信息。当前电子政务系统建设经验总结结果是：以元数据管理和XML作为数据交换标准为核心的政府
信息资源建设方案。 
  以元数据管理为核心 自上而下贯穿各级行业行政部门，从元数据管理的角度，为行业的行政管理和
行业信息资源的整合提供技术基础。采用分布式的数据存储形式，通过元数据实现了各级部门之间的信
息检索和内容调用。元数据管理采用科学的分类编目管理结构，对电子政务系统中的各类信息进行分类
组织，从而达到知识管理和决策支持目标。 
  以XML作为数据交换的标准 在数据交换和共享的层面上，基于XML和统一信息平台技术，实现不同系
统的联合与互联。它覆盖了信息处理的整个流程（从数据采集、处理和传输，到信息管理、分析和共
享），将多年来常见的管理信息系统延伸到数据分析、共享系统中，从信息中挖掘和提炼知识，为决策
提供了充足的信息和决策支持。  
  应用建设 
  电子政务工程中的应用建设是整个工程的关键。根据分析，电子政务系统的客户有四类，电子政务
工程的应用建设，就是按照这四类应用展开的： 
  政府和公务员（G2E) 利用Intranet建立有效的行政办公体系，为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服务。内容包
括：电子公文、 电子邮寄、电子规划管理、电子人事。  
  政府和经济活动(G2B) 利用互联网等网络手段为经济活动提供信息化支持，包括：电子商务、工
商、税务、金融、海关、法律等基础设施服务。 
  政府部门与政府部门(G2G) 政府间的信息交换有助于不同部门间的协同办公，可以解决"信息孤
岛"的问题，使目前无法实现的信息共享交换、协同工作等问题得以彻底解决。 
  政府和公民服务(G2C) 利用公共网络为公民提供范围广泛的服务，包括卫生、医疗、教育、职业、
法律、税务、金融等一系列的服务信息。  
  迫切问题 
  作为国家电子政务工程的启动，可以从标准制订和教育培训这两个主题开始，因为这是目前电子政
务建设中的两个关键问题。 
  标准体系 电子政务的建立以信息技术作为基础，应首先启动电子政务标准体系的研究和推广。其主
要方法是借鉴国内外相关标准的研究成果，并根据我国政务管理的实际情况修订与创建各项标准，最终
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电子政务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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