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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在各行各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政府

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可以进行数据共享、缩减办事流程，为人民提供更加精细化、精准化的服务。电子

政务的发展在政府建设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顺应政府改革的重要举措，是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
环节，有助于推动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芜湖市政府积极顺应国家政务信息化建设规划，着力推进行

政方式的智能化，在电子政务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然而，芜湖市电子政务发展仍存在诸如地区建设差

异、数据共建共享不足、宣传推广不到位等问题，有待在今后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加强数据资源管理、

汇聚多方力量、强化多主体监督等措施进行完善，提高政府的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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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age, mobile Internet, big data, cloud computing and other 
technologies play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all walks of life. The government can use the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share data, reduce procedures, and provide more re-
fined and accurate services for the people. The development of e-government plays an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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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government, it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comply with the government 
reform, it is an important link to transform the government function, and it is helpful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 ability. The Wuhu government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in e-government by actively adapting to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information construc-
tion plan and promoting the intelligentization of administrative method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government in Wuhu, such as regional construction dif-
ferences, insufficient data sharing and co-construction, insufficient publicity and promotion, etc.,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improve the infrastructure,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data re-
sources, gather multi-forces and strengthen multi-subject supervision to improve the service level 
of the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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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时代的深入发展，国内外各级政府均采取了相应措施来促进电子政务的发展。综合学者的

意见，本文认为当代电子政务主要是指政府部门积极学习并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来进行业务办理，以更

好地履行政府职能，实现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的高效率、高智能。电子政务的建设与发展符合我国

整体的行政规划，是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重要推手。各级政府积极推进电子政务的建设有助

于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更好地处理政府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从而可以使

政府更好地向社会、企业、公民提供服务。 
电子政务的建设有着良好的网络氛围，符合互联网时代的发展特色。当今社会，互联网环境发生根

本变化，网民结构与网民素质发生极大改变。根据官方网站统计的数据，截至目前，我国的总体网民数

量已突破十亿，上网的工具包括电脑、平板、手机等，其中利用手机的网民数量最多[1]。这些网民除了

利用互联网进行办公、沟通、娱乐等，还利用网络进行参政议政、享受政务服务等。根据官方发布的信

息，截至目前，利用线上平台享受政务服务的人员数量已经突破九亿。另外，电子政务的发展指数不断

增高，在世界上的排名也不断上升[1]。由此可见，手机网民数量处于较高水平，这就为电子政务的发展

提供了较大的空间。 
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手机网民数量的不断增长以及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都

要求电子政务不断进行革新。然而我国电子政务整体发展水平一直处在全球电子政务发展指数平均水平

的中游位置，与国家综合实力、公众的期待、政府自身发展要求都有较大差距[2]。与之相对应，安徽省

芜湖市电子政务的发展仍然存在许多不足，本文将对芜湖市电子政务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并以此

为根据提出发展策略。 

2. 芜湖市电子政务发展的现状 

芜湖市在安徽省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从多领域多角度加强电子政务的

建设、推进电子政务向更深层次发展。上世纪九十年代芜湖市初步进行政府上网系统工程的建设，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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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的不断尝试与探索，电子政务在很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电子政务建设方面，芜湖市曾获

得多种荣誉称号，比如智慧城市、“宽带中国”等的国家首批试点城市，为电子政务的进一步发展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芜湖市电子政务建设涵盖范围较广，包括基础设施、资源共享开放体系、政务流程优化、

信息惠民工程、城市智能管理等方面，主要是围绕政府履行职能的简练化、高效化，使服务更加精细化。 
芜湖市电子政务的建设从四个重点方面展开，分别是政府与政府之间、政府与公民之间、政府与企

业之间、政府与公务员之间。从这四个方面出发，芜湖市大力建设基础设施资源的虚拟化共享服务平台，

并利用云计算技术进行资源整合，实现资源的最优化。此外，芜湖市大力推进线上政务服务、构建政务

服务数据共享平台，不断加强政府服务集约化、高效化、精细化建设。具体而言，芜湖市电子政务建设

与发展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基础设施。芜湖市电子政务平台在 2008 年顺利开通，在根据实际政务发

展的需求上，将重点放在政务信息交流和业务应对方面，以此促进信息共享和业务办理效率。该电子政

务平台包括基础的办公处理、交互信息、办公应用、服务支撑等系统，是一个较为完整的平台，集信息

共享、业务办理、监督管理于一体，提高了政府运作效率。二是移动监管。这个方面主要涉及政府和企

业的关系，是政府履行市场监管职能的体现。芜湖市根据现代通讯传播技术、GPS、GIS 等成功研发出

了移动式执法系统，扩大了监管范围，提高了监管效率。比如工商行政执法移动监管系统的应用，在基

层执法者对市场经营主体的日常监督、监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利于规范市场主体的经营活动。智

能交通系统的运用也为交通监管带来了极大便利，芜湖市移动执法车可用来进行路面勘察、收集违法信

息并做出相应惩处等，减轻了执法人员的负担，提高了办事效率。三是网络问政。本着“为人民服务”

的原则，芜湖市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加强政务服务的建设，满足人民的日常需求。线上便利服务主要表现

为微博、微信、APP 等方面的开展，为居民办理业务、寻求帮助、建言献策提供了渠道。芜湖市官方微

博包括多部门、多领域，比如“平安芜湖”(公安局)、“芜湖发布”(互联网宣传管理办公室)、“芜湖消

防”(消防救援支队)等，为居民了解咨询、享受服务提供了便利。此外，以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形

式出现的芜湖市人民政府发布包含更为综合的内容，涉及政务、服务、互动三大模块。为了方便居民线

上办理业务，芜湖市推出了各类 APP，涵盖社保公积金、健康服务、教育考试、政务便民服务、交通服

务等多个方面，为民众提供了切实服务。 

3. 芜湖市电子政务存在的问题 

信息化建设是国家层面的重点战略，芜湖市电子政务的发展有着良好的政策环境，并且有着新一代

信息技术的支撑，这些都有助于推动电子政务的深入发展。芜湖市电子政务的健康发展，可以提高芜湖

市的信息化建设水平，为人民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从而提高政府满意度。然而在实际生活中，芜湖市

电子政务存在一些发展困境，包括“互联网 + 政务服务”的普及程度不足，在推广“互联网+”电子政

务方面缺乏专业化人才，以及大数据的利用率较低等问题，这些都阻碍了电子政务的建设进程。本文主

要从地区建设差异、数据共建共享、宣传推广、绩效考核四个方面阐述芜湖市电子政务存在的问题，找

出其症结所在。 

3.1. 基础设施不完善，地区差异化明显 

应时代环境的变化，芜湖市从资金、技术、人才等多方面推动电子政务的基础设施建设，经过多

年发展，取得了不错的进步。但是在市、镇、乡方面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具体表现为地区之间的基础

设施差异化明显，不利于芜湖市电子政务的整体性发展。芜湖市在电子政务整体建设方面缺少统一规

划，即使农村地区基础网络设施相比之前得到了很大改善，但是乡镇一级政府电子政务水平仍然较为

落后。这就使得相关业务难以在线上完成办理，不利于政府办事效率的提高。有些政府部门为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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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自主建设单一功能电子政务平台，未与其他部门进行信息互通和交流[3]。这样一来，基础设施

资源就可能面临分配不均的问题，导致有些部门电子政务建设缺乏相应的资金和资源。实际生活中，

芜湖市在电子政务的基础设施方面，有些该分散的没有分散，该合并的没有合并，使得部分资源浪费。

此外，乡镇一级电子政务方面的专业人才有所缺乏，导致电子政务的应用程度较低。这些都说明芜湖

市电子政务整体统筹和统一规划方面仍存在很大不足，分散化、碎片化现象普遍存在，不利于电子政

务的均衡发展。 

3.2. 政务大数据共建共享的水平有待提高 

数据收集是开展工作的基础步骤，数据共享是关系政务处理速度的关键环节[4]。芜湖市政府在利用

大数据方面有了一定进步，但政务大数据共建共享的水平仍然难以满足实际需求。这些年，芜湖市大力

采用网格化管理模式，利用网格化管理队伍，采集到了大量数据资源，为政务大数据的利用提供了来源。

但是芜湖市对于收集来的数据资源，缺乏深入挖掘，导致这些信息资源没有发挥出该有的作用。这些数

据资源不仅包括政府大数据，还包括互联网、企业和个人等社会大数据，所以仅靠芜湖市政府来进行采

集和应用是远远不够的。于是芜湖市政府与社会各界人士展开了合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在采用新

一代信息技术处理信息资源方面仍然存在明显不足。除了数据资源挖掘的广度和深度不足以及新一代信

息技术的运用程度较低之外，芜湖市政府各部门之间还存在着数据独有现象。具体表现为个别部门为了

更快、更好地处理完本部门的事务，单独开发了网上信息服务系统，从而导致和其他部门的数据兼容性

不强，造成了数据资源的条款化分割和信息碎片化等现象，严重阻碍了政务数据的共建共享[5]。 

3.3. 宣传推广不足，政务服务利用程度较低 

芜湖市建设电子政务的最终目的是更好地服务大众，这个过程中的居民参与显得尤为重要。电子政

务所包含的政务服务主要采取线上办理的方式，为居民提供便利。然而由于相关宣传推广不到位，很多

居民仍然采用线下办理的方式，这不仅浪费居民的时间，还增加了相关人员的工作量。电子政务不断更

新换代，涵盖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但是有些居民对此并不知情[6]。芜湖市政府大力建设官方网站、官方

微博、官方公众号，将政务信息传播给民众，接受民众的监督、听取民众的建议。民众可以通过这些渠

道了解最新的政务资讯、线上办理各种业务、享受政府提供的各类服务。然而现实生活中，网站、微博、

微信公众号、各类 APP 的应用程度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比如官方网站新闻中心发布的文件，阅读量

仅为百余次。另外，居民中仍有部分群体在利用智能手机办理业务方面存在不足，这类群体是有望享受

线上政务服务的，需要有关人员对其进行培训。 

3.4. 绩效评估体系不健全，相关工作改进不到位 

当前芜湖市对于电子政务方面的绩效评估仍有明显不足，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指标体

系的构建不够科学。电子政务涉及到政府多个部门和各类人员，而考核指标的设定过于宽泛，缺乏相应

的针对性[7]。另外，指标体系的整体设置是相对于业务内容而言，基本局限于政府内部，较少与市场主

体和普通居民挂钩。二是评估信息披露机制有所缺失。有些评估信息并未纳入政府信息公开的范畴，使

得各评估主体与政府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各评估主体获取信息的渠道受限，从而导致其参与评估

的广度和深度不足，尤其是第三方评估机构难以发挥出自身的专业水平。三是绩效沟通机制有待健全。

绩效评估涉及多方主体，要使绩效评估取得良好的结果，势必需要各方主体就评估信息进行沟通交流以

掌握较为完整的信息。然而目前芜湖市并没有形成明确的、常态化的绩效沟通机制，这使得评估主体难

以进行合理的评估。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由于绩效信息没有得到充分交流，评估往往局限于政府内部或

者是某一具体业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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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芜湖市电子政务的发展对策 

安徽省芜湖市紧跟国务院文件和上级政府的指示，全力建设电子政务，在重多领域取得了进步。但

是，面临日益复杂的市场环境以及人民群众日益多样化的需求，芜湖市电子政务仍然面临诸多挑战。主

要体现在：整体统筹规划不足、政务数据资源共享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利用程度较

低、考核评价体系不健全等，需要采取各种措施加以改进。针对芜湖市电子政务存在的这些问题，本文

将从完善基础设施、加强数据资源管理、汇聚多方力量、加强宣传推广、改进绩效评估四个方面提出发

展策略。 

4.1. 完善基础设施，促进电子政务集约化 

目前芜湖市电子政务的地区差异化明显，需要进一步优化现有市、县、区政务网架构，全面提升基

础网络覆盖率，为乡镇一级政府电子政务建设提供基本网络环境。同时还要加快推进政务骨干网络的升

级改造，建设覆盖全市的感知网络。 
对于网络建设，要加强整体统筹规划，深化全市统一的电子政务网络，建成纵横交错、覆盖全面的

电子政务网络体系[8]。在规范化管理方面，以分级管理来对电子政务网络进行全流程监管，加速政务网

与移动互联网的安全可控融合，满足政府机关在应急预警、环境监测、城市治理等方面的应用需求。对

于各类政府网站群进行业务整合，推动各县区利用全市统一技术平台开办政府网站，强化微信、微博、

手机客户端等新技术应用，扩大服务范围。在电子政务基础建设资源方面，该分散的分散，该整合的整

合，实现集约控制和统一管理，构建全市统一的智慧政务云平台。利用电子政务资源池，向全市各部门

各单位提供互联网、数据收集、基础软件应用等设施服务，建设绿色环保、高质高效、基于云计算的共

享平台。 

4.2. 加强数据资源管理，深化资源的互联互通 

数据的收集与存储是开展电子政务的基本条件，是政府开展各项工作的基本依据[9]。芜湖市要根据

国家、省电子政务建设标准，建立数据动态采集、储存系统，开展数据标准化分类、数据管理与合理使

用等工作。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数据资源的作用，需要加强数据资源的交流与传播，使各部门能够获得

所需的数据。为此要进一步推进大数据共享平台建设，依托这一平台，可以实现数据资源的交流交换工

作，还可以使各部门对数据的真实性、客观性进行监督。除了各层级政府各部门进行数据资源共享以提

高办事效率之外，有些数据资源有必要向民众公开，以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为此应单设公共数据资源开放目录，将各类信息向社会开放，尤其是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保障服

务领域。电子政务的开展除了需要政务数据资源之外，还需要大量的社会数据资源。芜湖市应加强数据

平台建设，将政务数据资源和社会数据资源更好结合起来，并对其进行有效利用，发挥数据资源的优势。

同时还要整合各类数据库的信息，包括企业法人数据库、国家地理信息数据库、社会视频数据库等，以

方便信息的提取和使用。 

4.3. 加强宣传推广，提升电子政务服务水平 

芜湖市电子政务建设关系到各方利益主体，仅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需要社会多方力量的共

同参与。政府、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企业、个人等主体应从自身特点出发，结合电子政务发展的需要，

推动相关工作的开展[10]。政府在电子政务中应承担领导责任，完善各方面设施并加强宣传，吸引其他主

体的参与。在这个过程中，要重点发挥媒体的作用。当今时代，民众多通过网络获取信息，政府可借助

媒体宣传相关文件精神，与民众交流思想。芜湖市政府要带头汇聚各方力量促进移动政务服务与电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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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融媒体平台和社会化网络平台的互联互通、融合发展。同时，还要建设针对乡镇一级的融媒体平台，

使农村居民能够及时获取信息，跟上政务服务的步伐。此外，还要大力推行“移动优先”策略，着眼移

动用户、手机网民的切实需求，整合政务服务 APP、微信公众号等移动平台，创新政务服务模式，最终

实现线下线上融合贯通的一体化政务服务格局。 

4.4. 深入开展电子政务绩效评估，改进服务质量 

恰当的绩效评估是对电子政务工作的总结，也是吸取经验、改进策略的过程。芜湖市应根据省级绩

效管理要求，设立市政府专职电子政务绩效管理的委员会和办公室，指导并监督绩效评估的开展。委员

会应定期开会，根据电子政务发展需要，制定具体的、操作性高的考核指标，客观的、可量化的评估策

略，并通过与多元参与方的合理沟通来进行适当的调整。为了使绩效评估更好发挥作用，芜湖市政府应

成立权威性的专家咨询机构，成员应当包括政府部门的专业评估人才、高校的权威学者，第三方机构的

专家等，并使他们能够切实参与到电子政务绩效管理的全过程[11]。绩效评估的目的不是简单地追求政府

绩效，而是与奖惩机制挂钩，更好地激励工作人员为民服务。所以，绩效评估结果的合理运用极其重要。

芜湖市政府在评估过程结束之后，要将评估结果的具体内容反馈给相关人员，为其改进工作提供方向。

评估结果还可以用来进一步完善绩效指标体系，更好地发挥绩效管理的作用，如此循环往复可以不断提

升政府的服务水平。 

5. 结语 

电子政务的建设符合我国关于互联网 + 政务服务的战略部署，是地方政府谋求治理能力提升的关键

一步。芜湖市重视政府管理和服务的信息化建设，全方位采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

信息技术，致力于实现业务办理的无纸化、政务服务的网络化等。电子政务的逐步发展与完善是政府管

理技术与手段不断创新的过程，这个过程包含政府办公自动化的不断实现、政府提供服务的流程不断优

化等，有利于改进政府的工作，维护良好的政府形象。电子政务有助于民众更加方便地获取行政信息，

更加积极主动地享受政务服务，使政务工作更有效、更精简。芜湖市电子政务不断进步与革新，在数据

共建共享方面，致力于消除“信息孤岛”效应，将数据资源整合到各个政务服务大数据平台，实现数据

相通，缩短业务办理的流程和时间。但是芜湖市电子政务仍然存在地区建设差异、数据共建共享不足、

宣传推广不到位、绩效评估不健全等问题，今后芜湖市要完善基础设施、加强数据资源管理、加强宣传

推广、深入开展绩效评估等，拓展政务新媒体服务，全方位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通过学习先进城市的成功经验，建立一网通办、政务云平台等形成适合自身发展的电子政务新模式，逐

步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横向协同、纵向联动”的格局。芜湖市应本着服务社会、服务企业、服

务民生的原则，加快跨领域、跨部门、跨行业合作，切实提升电子政务应用水平。电子政务应涵盖社会

治理、城市规划、智能交通、安全生产、公共决策等领域，实现城市管理与服务的精细化和智能化，不

断提高群众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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