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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电子政务的发展现状 ,然后剖析了网格技术在我国电子政务中的应用实践情

况 ,据此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 ,以期为我国电子政务更好地应用网格技术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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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的出现 ,改变了人们使用计算机的方式 ,而

Internet 的出现 ,又改变了人们使用网络的方式。

纵观互联网的发展历程 , Internet 技术和 Web 技术

的主要成就是实现了计算机和网页的连通 ,提供了

收发邮件、浏览和下载网页信息等相关服务 ,它所关

注的问题是如何使信息传输流量更大、传输速度更

快、传输更加安全。而网格技术则关注如何有效安

全地管理和共享连接到 Internet 上的各种资源 ,并

提供相应的服务。网格所关注的问题无论从范围、

程度还是本质都与互联网所关心的互连问题有很大

的不同。互联网的新一轮浪潮的实质 ,就是要将万

维网 ( World Wide Web) 升华为网格 ( Great Global

Grid) ,即实现 WWW 到 GGG的变革。

网格技术的主要特性包括 : ①高性能。网格不

仅拥有高带宽以及高性能的计算机 ,而且还能够很

好地利用这些优势资源。②一体化。网格技术能把

计算机上的所有资源和知识孤岛连为一体 ,在逻辑

上就像一台机器。用户可以方便地使用网格资源 ,

就像使用自己计算机上的资源那样方便。③资源共

享。网格能够共享的资源范围可以无限大 ,它包括

网络服务、应用软件、数据、信息、知识以及计算机、

雷达、家用电器等设备和仪器 ,并具有面向用户和透

明性的特点 ,用户可以在不考虑资源物理位置的情

况下 ,通过网格方便地使用这些资源。④协同工作。

通过网格的众多结点 ,整合而成的“超级计算机”的

协同工作 ,实现了广域化、空间化、无限化的连接 ,全

球性的资源共享可瞬间享受。⑤知识生产。网格可

以通过互连、组合、协同解决用户的各种复杂问题 ,

从而产生具有附加值的新服务、新数据和新信息等

资源来满足用户的新需求 ,即可以进行知识的再生

产[1 ] 。

网格技术从诞生之日起便表现出强大的生命

力 ,它正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但网格技术在我

国电子政务中的应用研究却很不活跃。从中国期刊

网检索出的 1999 —2008 年的相关研究的核心期刊

文献仅 11 篇 ,滤掉其中不相关的以及低质量的 2 篇

文献 ,只得到 9 篇高度相关的研究文献。这些相关

文献几乎都是从技术角度探讨网格在电子政务中应

用的系统结构及其设计问题 ,其中仅有 2 篇文献在

介绍了系统的体系结构后 ,给出了验证其系统有效

性的应用实例[2 ,3 ] 。本文试图在分析我国电子政务

发展现状的基础上 ,剖析网格技术在我国电子政务

中的应用实践情况 ,从而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 ,以期

为我国电子政务更好地应用网格技术提供一定的参

考依据。

1 　我国电子政务的发展现状

电子政务 ,是指政府机构运用现代计算机和网

络技术 ,将其管理和服务职能转移到网络上完成 ,同

时实现政府组织结构和工作流程的重组优化 ,超越

时间、空间和部门分隔的制约 ,向全社会提供高效优

质、规范透明和全方位的管理与服务。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办公自动化”工程算起 ,我国的电子政

务之路已经走过了 20 年。在这期间 ,由于我国政府

的高度重视 ,国内电子政务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然

而到目前为止 ,我国的电子政务整体上还处在初级

阶段 ,仍然存在相当多的问题。

在 2008 年中国电子政务论坛上 ,国家发改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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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产业司副司长顾大伟提出了我国电子政务实施

中存在的 3 个突出问题[4 ] :

第一 ,“重建设 ,轻应用”。具体表现为在硬件方

面投入多、软件投入过少。国家级电子政务建设中

软件投入低于 30 % ,而硬件却盲目追求高档次 ,有

的部门采购的存储系统可以支撑未来 10 年发展的

容量 ,但有的部门硬件网络资源利用率不足 5 %。

在电子政务建设中 ,政府部门过多侧重于内部事务

处理和自我服务 ,已经建成的国家电子政务工程中 ,

面向公众服务的具体应用比例不到 3 % ,面向决策

的不到 8 %。

第二 ,促进信息交换、共享以及业务协同的应用

机制还未形成。各部门丰富的专业信息资源还没有

形成共享机制 ;跨部门业务协同亟待从国家层面予

以梳理和完善 ;支撑业务协同的技术条件尚需在各

部门的工程中予以落实 ;电子政务系统对已建公共

资源的使用还不充分 ,如中央部委 90 多个专网的业

务中 ,目前仅有 3 个部门的 6 项应用迁移到电子政

务外网平台 ;规范和指导电子政务建设的国家标准

还没有得到广泛采用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电子政

务的互连互通和整体发展。

第三 ,对我国自主品牌的软硬件产品使用明显

不足。国家电子政务工程采购的软硬件产品中 ,自

主品牌产品的装备严重不足 ,采购金额还不到采购

总额的四成。国产软硬件产品主要集中在中低端 ,

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基本为国外产品。国产软硬件

产品中 ,合资、外资产品占绝大部分 ,自主品牌所占

比例仍然很低。核心的软硬件产品基本为国外垄

断 ,我国自主生产的数据库、操作系统、高端服务器

和存储设备几乎没有得到应用。显然 ,国家电子政

务工程建设对我国自主产业的拉动作用明显不足。

2 　网格技术在我国电子政务中的应用
实践

　　网格技术在电子政务中大有用武之地。通过建

立网格 ,政府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各部门系统 ,最大

限度地减少各部门系统建设时的重复投资 ;快速应对

新的跨部门系统建设的需求 ;满足相关的安全标准和

可控性的要求 ;整合和管理分散在各部门的信息化资

源 ,实现网络虚拟环境下的资源共享和协同工作 ;建

设一个统一、灵活、有弹性的信息基础设施 ,为电子政

务的快速、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我国电子政务中网格技术的应用主要分为两类 :

第一 ,借助网格技术的理念 ,实行城市网格化管

理的新模式。该模式将一个城市或者社区分成许多

个大小不等的网格 (一般大小为 10000 平方米左

右) ,各个网格由专门的监督员负责管理 ,后台则由

城市管理指挥部统一协调 ,它将过去传统、被动、定

性和分散的管理 ,转变为现代、主动、定量和系统的

管理 ,能够有效地提高城市管理尤其是公共设施管

理的能力和水平。这一应用模式已经在上海、北京

等大城市得到试用并取得良好效果 ,如北京市东城

区[5 ] 、丰台区[ 6 ]以及上海的 10 个中心城区[7 ] 等 ,均

已实现网格化管理的覆盖。

第二 ,将网格技术应用于电子政务信息系统 ,解

决电子政务中遇到的实际难题 ,如信息共享与业务

协同等问题。应用于电子政务信息系统的网格技术

主要有以下 3 种[8 ] : ①数据网格与计算网格。数据

网格可以集成多种异构、分布的数据源 (如政府机关

各部门原有的数据库、数据仓库等) ,进而为海量数

据的存储、传输、处理与融合提供基础框架。计算网

格由多个服务器集群构成 ,是大型、分布式系统的自

然延伸。通过集群技术将政府机关各个部门的服务

器融合成为一台透明的、功能强大的“高性能计算

机”,用于提供高性能计算服务。②信息资源网格。

信息资源网格基于数据网格和计算网格构建 ,对来

自数据网格的数据和计算网格的计算结果进行处

理 ,进而形成信息资源。③服务网格。服务网格提

供电子政务信息系统所支持的各种服务 ,同时对于

各个部门的应用系统提供服务支持 ,这种服务支持

包括信息服务、知识服务、计算服务和智能信息处理

服务等。服务网格提供的服务大多是单台机器或单

个子系统无法提供的服务 ,如协作计算、大规模实时

多媒体应用等 ,同时可用于建立虚拟环境 ,使不同组

织的人、系统可以协同和交互。

本文把以上网格技术在我国电子政务中的两类

应用统称为新型电子政务。我国新型电子政务的应

用实践主要有 :上海市网格建设试点工程[9 ] ;上海市

徐汇区知识网格[10 ] ;广东省肇庆市基于网格技术的

低成本电子政务[11 ] ;广东省高要市针对经济指标及

计划相关业务的网格应用[12 ] 等。虽然这些应用实

践体现了网格技术在促进资源整合、信息共享、业务

协同以及降低电子政务成本等方面的优势 ,但是从

整体上来看 ,也暴露出了我国在电子政务中应用网

格技术的 3 个核心问题 : ①国家缺乏宏观统一规划 ,

各省市“各自为政”; ②没有形成统一的网格技术应

用规范及技术标准 ; ③很多政府官员尚未认清网格

技术在电子政务中所能发挥的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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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国电子政务中网格技术应用的发
展对策

　　基于对我国电子政务发展现状的分析 ,以及对

我国电子政务中网格技术应用实践情况的剖析 ,本

文提出了我国电子政务中网格技术应用的发展对

策 :

第一 ,由国家有关部门统一规划和指导我国电

子政务中的网格技术应用。国家有关部门应该统一

规划和指导 ,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在我国信

息化建设的几十年间 ,曾经历过不少重复建设、资源

浪费的弯路。究其原因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缺乏科

学有效的远景规划。与信息化建设一样 ,在我国电

子政务的建设过程中 ,各个省市的电子政务各自为

政 ,互相模仿 ,造成了严重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现在 ,应用网格技术的新型电子政务建设中依然存

在这个问题。因此 ,我国应该吸取信息化和电子政

务建设的经验教训 ,绝不能再重蹈覆辙 ,在应用网格

技术的新型电子政务建设过程中 ,应该由国家相关

部门统一规划和指导 ,可以将一些电子政务水平相

对发达、具备应用网格技术条件的大城市 (如上海、

北京、广州等)作为我国未来电子政务网格平台的主

干节点 ,先对它们进行新型电子政务的建设。在主

干结点建设完成后 ,再向一些中等发达地区延伸 ,最

后再扩展到那些电子政务建设相对薄弱的地区。通

过分阶段、有条不紊的建设 ,在我国将会形成一个完

整的全国电子政务网格。

第二 ,由有关专家制定我国自主的网格技术应

用规范和技术标准。网格技术在电子政务中最主要

的应用便是促进信息交换、共享以及业务协同。但

是 ,这仅仅限于某地政府内部 ,各地政府之间的信息

共享和业务协同等问题依然难以得到解决。在这种

情况下 ,事先建立相应的网格技术应用规范和技术

标准 ,便可以使各地政府电子政务系统的各种网格

拥有很好的相似性和兼容性 ,将来各地政府之间的

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问题的解决也会变得相当容

易。在共同的应用规范和技术标准下 ,各地政府的

电子政务系统实际上已经被置于一个全国性的电子

政务平台之上。值得指出的是 ,网格技术作为一种

正在高速发展的新技术 ,相关的应用规范和技术标

准还比较少。在这种形势下 ,我国科技界如果能够

发挥其创造力 ,制定相关的网格应用规范和技术标

准 (包括网格技术在电子政务中的应用规范和技术

标准) ,不但会对国内的网格实践大有益处 ,而且将

会提升我国在国际网格技术领域中的影响力 ,使我

国在网格技术上享有更多的话语权。所以 ,我国应

该在实践中制定适合我国新型电子政务的网格技术

应用规范和技术标准 ,为我国未来全国性的电子政

务网格平台铺平道路。

第三 ,由相关部门对各地政府官员进行新型电

子政务建设的宣传和培训。网格已经是目前公认的

第三代网络体系结构 ,是互联网的发展方向。网格

技术能在电子政务中发挥巨大作用 ,它能促进信息

整合、信息共享及业务协同 ,并且能够降低电子政务

的成本。然而 ,目前国内各地政府绝大多数对此还

没有清醒的认识 ,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新型

电子政务的发展。因此 ,我国应该由相关部门对国

内的各地政府官员进行网格技术在新型电子政务中

应用的培训 ,或者由中央下达统一文件 ,让各地政府

官员学习相关知识 ,提高他们对于网格技术应用以

及新型电子政务建设的认识 ,以便能够从战略实施

的角度促进我国新型电子政务的建设。

4 　结语

网格是当前 IT 和互联网发展的前沿领域 ,是

公认的未来互联网的发展方向。网格技术与电子政

务的结合 ,不仅可以提高政府办公的效率 ,增强政府

部门之间的共享和协同能力 ,还能推动网格技术的

发展 ,进而促进我国现代化的建设。我国虽然已有

一些地方政府将网格技术应用到新型电子政务建设

中 ,但整体上来看 ,不但应用数量很少 ,而且其中还

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因此 ,我国政府必须对国内新

型电子政务的建设给予足够的重视 ,从战略角度进

行统一规划和指导我国电子政务中的网格技术应

用 ,制定我国自主的网格技术应用规范和技术标准 ,

对各地政府官员进行新型电子政务建设的宣传和培

训 ,从而加快我国新型电子政务建设的健康发展。

只有这样 ,我国才能在未来网格技术的浪潮中立于

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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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bing of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of

Grid Technology Application in China’s E2government

Shen J ing ,Qin Mang
(Depart 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 First ,t his paper analyzes t he development status quo of E2government in China ,and t hen anatomizes t he grid application practice in

China’s E2government . Finally ,it put s forward t he corresponding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better applica2
tions of grid technology in China’s E2govern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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