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种思维 改变一把手电子政务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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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政务在实施时之所以难度很大，主要原因在于一把手是否能够认识到电子政务与传统政务的本
质差别，在于一把手是否想要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电子政务，在于一把手是否能够摆脱“救急管理”、
“应付管理”的习惯做法。 

  电子政务项目通常被人们称为一把手工程，以强调首长重视、直接领导、积极推动对电子政务项目
成败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电子政务建设的特殊性。从各地各部门电子政务实际发展情况看，
首长重视对电子政务项目的成功实施确实事关重大，一些电子政务建设成就突出的地方和部门，其最高
首长通常就是电子政务事业的热心拥护者、推动者。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些成功的电子政务项目是与特
定的领导人的个人理念、学识、独到的眼光和战略发展思维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没有这样的一把
手，就不可能建成成功的电子政务项目。在电子政务的应用方面，也是一样，这样的一把手在位一天，
电子政务的运行就能延续一天，而一旦重视电子政务应用的一把手另有高就，已建成项目就会面临倒
退、反弹的危险。这说明了一把手的重视、正确的电子政务建设定位、清醒的战略指导对电子政务建设
实效的重要意义。 

  一把手是关键 

  一把手的重视对电子政务项目的成败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但是电子政务项目实效的实现，仅仅依靠
一把手的重视是远远不够的。有越来越多的例证表明，同样是一把手的推动，所带来的不仅不是电子政
务的有效应用，而是耗费巨大的“电子政绩工程”、“电子面子工程”，这些只重形式不重实效的“工
程”，造成了严重的浪费，影响了电子政务事业的未来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败坏了电子政务的形象，增
加了电子政务实施和应用的难度。因此，某种程度上看，对富有成效的电子政务建设而言，一把手的重
视和推动固然重要，但一把手为什么重视和如何推动的问题更具有核心、关键的意义。从这个角度出
发，目前一方面需要大力提倡、鼓励一把手对电子政务事业的介入。但另一方面，一把手自身也需要深
化对电子政务的认识和理解，迅速超越等因奉此、鹦鹉学舌、照办照抄的办事模式。认识到不是为电子
政务而电子政务，发展电子政务是为了更好地改进政府管理，有利于制度创新和政府、社会的高效率、
低代价的可持续发展。 

  一把手的发展思维 

  具体而言，合格的一把手电子政务发展思维应当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一把手必须对本地方、本部门政府管理的现状有强烈的改进意愿。希望通过电子政务实现管
理的创新和发展，尤其是能够为未来进一步的制度创新预留必要的操作空间，而不是仅仅着眼于现有管
理的完善化，更不能是现有管理的电子化、自动化和仿真化。一把手如果不能对管理的现状具有深刻的
洞察和理解，不能够在较高的层次、开阔的视野里对管理现状开展批判性、建设性反思（哪怕现有的管
理体制效能还没有完全丧失），仅仅停留在工具性、维持性引用管理工具的层面，电子政务的潜力将无
从发挥，电子政务的意义会大打折扣。 

  第二，一把手必须深刻理解技术手段——管理改进——制度诱变的内在联系。站在建设社会主义政
治文明的高度、实现执政为民宗旨的价值层面上认识电子政务建设的重要意义。尽管技术手段的发展具
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对具体的管理技术手段而言，其对体制、制度具有不同的创新功能。另一方面，具
有先进型、超越性的技术手段对管理体制和制度也具有能动、创新的功能。一把手如果能认识到从技术
手段的改进入手，经过管理水平的提高，进而实现改变不合理、不完善制度的目标的话，那么一把手对
电子政务的规划、设计和指导，将不会仅仅停留在工具、技术的层面，而是战略性、前瞻性的。因此，
在这样的思维指导下的电子政务建设将一定会具有极大的政治和时代价值。正如特定历史发展阶段都会
存在特定形态的管理技术和工具的情况一样，一把手正确地理解和推动电子政务事业的发展，在新世纪
将会有力地推动中国社会更准确、更迅速地迈向政治文明高度发展的境界。 

  第三，一把手必须注重电子政务的实效。电子政务的实效体现在政府管理的实际改进和政府工作人
员行为和意识的进步方面。从政府管理实际改进的角度看，电子政务实施以后，如果政府管理不能发生
大的改观，政府服务的能力没有根本性的提高，那么电子政务的意义实际上是不显著的。因此，一把手
必须具有紧迫、明确的政府管理标准和绩效意识，并落实在具体的制度中。为了做到这一点，在电子政
务项目实施之初和应用的过程中，一把手必须建立明确、具体、量化、可操作的管理评价标准，提出旨



在提高政府管理实效的包括信息技术和政府管理技术在内的标准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管理的改
进、制度的创新最终都必须体现和落实在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和意识上，没有合适的机构和合
格的工作人员，技术和制度设计都不会具有真正的价值。因此一把手注重电子政务的实效，如果不能落
实在机构和人员的行为和意识的进步上，即使是再先进的电子政务系统，也会蜕变为高级摆设。 

  第四，一把手必须规划和构造单位内部的信息、权力和组织结构。电子政务在运行形式上体现为特
定形式的信息流、权力流和一定形态的组织结构。如果说，电子政务与传统政务有差别的话，那么电子
政务实施以后政府的信息流、权力流和组织形态也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最核心、最
关键的是信息流的状态将会发生的变化。是共享的信息机制，最大限度地实现政府管理信息的公开和透
明，还是继续高度垄断和封闭？尽管答案是不言自明的，但在实际操作中，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还是相
当困难的。而要实现一把手宏观规划和控制的职能，信息的开放和权力的下放是基本条件。 

  一把手在规划和构造单位内部的信息、权力和组织结构的时候，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强化
管理、提高效率、全面监控的同时，也要高度重视尊重工作人员权利的问题。尽管电子政务是高度非人
格化的管理工具，但说到底，电子政务是物而不是人，决定政府管理最终实效的仍然是政府工作人员。
因此，维护和扩大政府内部最广大多数工作人员的权利，进一步下放权力，实现全面监控条件下的赋
权，应当成为一把手电子政务思维中不亚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方面。之所以如此，目的在于保证政府
工作人员在相应的技术条件下，能够积极发挥与技术空间相匹配的巨大能动性、生产力和责任心。 

  (http://industry.ccidnet.com/pub/article/c14_a72553_p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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