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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子政务蓝皮书之《中国电子政务发展报告(迈向新阶段的地方电子政务2011版)》(作者洪毅、王长胜)
是由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洪毅和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王长胜共同主编的反映我国地方电子政务最
新进展，研究和分析地方电子政务领域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年度报告。
2011年报告的主题是：迈向新阶段的地方电子政务。

报告从新阶段我国地方电子政务发展的角度，重点探讨地方电子政务发展模式、推进机制、公共服务
、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等问题。
《中国电子政务发展报告(迈向新阶段的地方电子政务2011版)》分为六部分。

第一篇总报告在回顾近十年来地方电子政务发展的基础上，总结了地方电子政务发展模式与成功经验
，并对未来五年我国地方电子政务的发展思路进行了探讨。
报告认为，经过这十年的发展，我国地方电子政务在经济监管、社会管理、网上公共服务水平和政府
自身能力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并在项目建设、推进方式、技术路线选择等方面大胆探索，
逐步形成了不同的发展模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报告认为，当前我国地方电子政务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十二五”期间，要大力推进地方电子政务发展方式的转变，整合提升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和管理能力
，形成地方电子政务科学发展新格局。

报告第二篇到第五篇分别从发展模式、推进机制、公共服务和共享协同四个方面对新世纪以来我国地
方电子政务实践进行了分析。
报告第二篇围绕地方电子政务发展模式问题，重点介绍了地方政府在数字政府、政府网站、电子政务
网络等方面的建设和应用模式。
报告第三篇围绕地方电子政务推进机制问题，内容涉及电子政务顶层设计、地方电子政务建设的动力
系统与推进机制、电子政务运维服务外包机制、行政服务标准化等方面。
报告的第四篇围绕电子政务公共服务，介绍了地方政府在以信息化推进社会服务网格化管理、网络问
政、信息公开、社区综合服务信息平台、旅游电子政务等方面的典型做法。
报告的第五篇围绕地方电子政务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专题，介绍了江苏、上海、扬州、杭州等地在推
进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方面的典型经验。
报告的第六篇中的大事记，对最近一年来中国电子政务领域的重要事件进行了较全面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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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电子政府u形模型框架全面支撑了整体协同型政府的运作。
目前，一级政府很少有一个统一的单一的服务通道对外，还是依靠传统的本级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的
办事机构的服务窗口对外，这是部门职能分工、专业化运转的必然。
但是，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就呼唤一站／一窗／一处／办事，一级政府甚至两级政府只有一个便捷的服
务通道对外，政府各个部门在社会公众面前都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协同工作的组织机构，绝不是一个
个分散、零乱、分割的小模块。
比如，一级政府各个部门的行政许可如果能够遵循电子政府u形模型框架的原则，实现“统一办理、
联合办理、集中办理”，就可以达到提高办事效率及服务质量，实现便民利民的目的。
基础支撑平台的建设是为了满足电子政府u形模型框架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共性需求，以及不同行政层
级的政府机关及其组成部门的电子政府u形模型框架的共性信息化需求。
该平台是采集平台、调度（处理）平台、发布平台、电子监察系统的承载平台和载体，是所有信息化
应用系统的共同技术平台，为各类系统提供数据交换、基础数据、业务规范、技术接口和安全可靠的
运行环境等。
不同层级的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在基础支撑平台的建设上，需要做到上下沟通、左右通气，体现整体
协同型政府的建设特点。
电子政府u形模型框架需要随着各类平台和应用系统的建设而逐步完善。
该框架支撑一级政府及其组成部门的所有应用系统，即将各个部门的各类应用系统搭建在这个统一的
综合平台上，而且支撑多个应用系统的扩展。
依靠这个框架，同级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和上下级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可以整齐划一地为辖区居民或者流
动人口提供公共服务，实现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应用系统的互联互通。
电子政府u形模型框架的采集平台和发布平台与部门应用系统的采集和发布模块密切相关。
五电子政府U形模型框架总体说明电子政府u形模型框架，反映了信息供给方、信息需求方、信息调度
（处理）方之间的衔接关系。
政府通过采集平台从社会采集信息，此时公众和企业为信息的供给方，政府为信息的需求方。
政府通过发布平台向社会发布信息，此时，政府为信息的供给方，公众和企业为信息的需求方。
因此，信息供给方和需求方都是相对而言的，政府和社会公众在信息供需方面互为依存。
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通过调度（处理）平台，处理采集回的信息，加工生成反馈给社会的公共信息，政
府及其职能部门就是信息调度（处理）方。
通过u形模型平台，信息的提供方和信息的需求方进行信息对接、交流、服务，信息的调度（处理）
方对输入的信息进行加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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