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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政务知识体系框架研究

杨雅芬

摘　 要　 本文从概念界定、文献综述、构建思路、构建过程等方面对电子政务知识体系进行分析总结，认为：为了

更好地理解电子政务，有必要对电子政务已有的学术成果进行分析与整合，以便从中提炼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结

构的电子政务知识体系，并建立起适合的知识体系框架。 研究采用“逻辑起点论”与“问题系统论”两种方法论，

最终提出一个由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原理和规律、技术理论知识、管理服务理论知识五个模块构成的电子政

务知识体系框架，每个模块中的知识内容来源于电子政务问题研究者的各种思想和观点。 通过该电子政务知识

体系框架，人们能够更好地把握电子政务各种属性和关系的内在联系，进一步审视当前电子政务研究的状态和效

果，同时也对电子政务的实践活动起到一定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图 ４。 表 ２。 参考文献 ２５。
关键词　 电子政务　 知识体系　 知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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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政务”这一概念自首次被提出至今已

有 ２０ 多年的历史。 虽然，电子政务还不具备成

为一门真正学科的资格，但已经拥有较为明确

的研究范围与研究领域，同时也有大量的研究

成果问世，具备了走上“学科化”演进轨道的基

础条件［１］ ，学科轮廓初露端倪。 然而，电子政务

学术实践中庞杂的研究对象与所借鉴理论的

外来性使其一时很难建立起为多数学者公认

的科学、系统、逻辑严密的学科理论体系，因

此，目前仍然很难从学科理论体系本身对电子

政务进行完整、统一的理性把握。 不过，在学

者的研究过程中，有关电子政务的知识已经有

了一定的积累，但是到底哪些内容属于电子政

务的知识范围，这个问题还没有统一的定论。
为了更好地理解电子政务，有必要对这二十几

年间的相关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分析与整合，以
便从中提炼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结构的电子

政务知识体系，并建立起适合的电子政务知识

体系框架。
科学合理的知识体系不仅是电子政务研究

领域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对于从根本上提高

电子政务的研究，推动电子政务学科的建立，以
及培养我国电子政务专业人才来说也是十分必

要的。 截至目前，关于电子政务知识体系的研

究极少，尚未有人提出完整的知识体系或框架。
本文立足于现有学科理论体系的构成及方法

论，探索电子政务知识体系的构成，提出电子政

务知识体系框架。

１　 概念界定

关于电子政务的定义，不同主体从不同的

角度进行描述，包括国家层面、国际机构以及专

家学者等。 虽然不同主体对电子政务有着不同

的理解，但是几乎所有定义都强调政府对信息

通信技术的使用，并且通常会提及三个目标，即
“更高效的政府管理”、“为公众提供更好的服

务”、“改善民主进程” ［２］ 。 不过，在过去的几年

里，许多国家在电子政务实践中或定义上对“改

善民主进程”这一提法有所淡化［３］ 。 尽管如此，
民主仍然是国内外电子政务研究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一般列入公民参与环节，也可视为政府

实施管理并提供公众服务的一种。 综上所述，
本文认为，电子政务是指政府及其他公共管理

主体运用信息通信技术及其他先进技术，对自

身的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进行优化重组［４］ ，同
时聚焦于如何更好地提供政府服务，鼓励公民

参与和促进治理［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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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在电子政务研究领域积累了丰富的

感性知识（事实），并拥有各个局部和侧面的大

量理性知识（概念、理论、规律、学说等）之后，就
需要将这些知识加以综合，形成电子政务研究

领域比较完整、具体的理论知识［６］ ，并建立起科

学合理的知识体系。 其中，知识是指人类实践、
研究、发现以及感悟所获得的关于事物的事实

和状态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 关于研究对象

某些方面的联系的知识，聚集形成知识单元，
规范化的知识单元通过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形

成知识体系［７］ 。 电子政务知识体系是指在某

一历史阶段，对电子政务领域的各种理论知识

进行系统化总结而构成的，能够完整再现电子

政务本质和规律性的学问的总称，是按一定的

组合方式构成的、具有多层次特点的知识系

统。 而“框架”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概念结构，电
子政务知识体系框架是指电子政务领域各个

知识单元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而构成的一种前

后连贯、具有逻辑性的理论框架。 一个完整的

知识体系框架能够综合反映电子政务知识的

主体、范畴的界定、知识领域的划分以及知识

单元的分解，是建立电子政务知识体系的基础

和前提。

２　 文献综述

目前，以“知识体系”为主题的研究文献很

少，国内研究以秦浩［８］ 的《电子政务学科的知识

体系与人才培养模式》为代表，其余相关文献多

数为会议纪实。 秦浩从学科角度对电子政务知

识体系的建构思路进行论述，但没有具体指出

构成电子政务学科知识体系的“知识”有哪些。
国外以“知识体系”为主题的研究文献很少，笔
者仅检索到 １ 篇相关文献，即 Ａｙｙａｄ 于 ２００８ 年

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９］ 。 该研究的主旨在于归

纳和建构电子政务信息学（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ｏｆ 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的知识体系框架。 Ａｙｙａｄ
认为人们在计划、设计以及实施电子政务的时

候，大多面临着同样或者相似的问题，遵循一定

的逻辑过程，而这个抽象的逻辑过程具有普遍

性。 因此，亟需建立一个初始框架，将电子政务

建设所需的知识系统化组织起来，以便人们能

更加胜任电子政务项目的领导职能。 Ａｙｙａｄ 采

用共性分析的技术方法对“可重复使用的知识”
（ｒｅｕｓａｂｌ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和“电子政务本体” （ ｅ⁃ｇｏｖ⁃
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进行分析，认为人们在解决各

式各样且同样的电子政务问题时使用了大量的

理论、技术、方法论、模型以及框架等知识，并以

思维导图（Ｍｉｎｄ Ｍａｐ）的方式对电子政务知识体

系的边界进行界定，从而表明电子政务知识是

一个可分解成不同维度和元素的有序系统。 不

过，Ａｙｙａｄ 仅从电子政务的社会环境、结构、设

计、实施和绩效管理五个方面进行分析。
与知识体系最相关的另一类研究是电子政

务知识框架的研究，属于知识体系的局部性研

究，它侧重研究电子政务某一方面的知识内容，
并以表格、框架或图形的形式展现，数量也不

多。 典型的例子有：Ｄａｗｅｓ［１０］ 从变革的技术、政
府角色与目标、社会化趋势、人为因素、信息管

理以及交互性六个方面描绘了电子政务系统的

关键因素，每一大类又可细分成若干小类，反映

了电子政务系统的本质属性，属于一种典型的

知识框架图。 Ｇｒａｎｔ 等［１１］ 使用图形和文本混合

的表示方法提出一种可在不同政府机构之间进

行传播和分享的知识框架，属于电子政务愿景、
活动等方面的一种知识抽象。 Ｈｅｅｋｓ［１２］ 等从诸

多样本文献中提炼出电子政务研究潜在的知识

基础，包括研究视角、哲学基础、理论、方法和方

法论等。 Ｖａｌｄéｓ 等［１３］ 从战略、ＩＴ 治理、过程管理

以及组织人员四个方面提出电子政务成熟度评

价的知识框架，包括诸多关键领域以及关键因

素。 Ｒａｎａ 等 ［１４］ 在大量文献基础上，系统归纳并

提炼出电子政务在 ＩＴ 采纳、扩散、使用、应用以

及实施等研究领域的知识点，包括各种 ＩＳ ／ ＩＴ 接

受理论和模型，并用表格的形式予以表示。 英

国虚拟电子政务研究所 （ Ｔｈｅ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ＩＥＧＯ） ［１５］ 为未

来电子政务研究提供了一种包含社会、技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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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组织等方面的关键主题和术语的知识框架

图，根据该框架图，研究人员可以更加明确未来

电子政务研究的目标。
综上所述，关于电子政务知识体系的研究

数量偏少，且多数属于知识体系的局部性研究，
无法全面反映电子政务知识体系的整体构成。
因此，需要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与

整合，厘清电子政务知识体系的构成，并提炼出

相应的知识体系框架，这个体系化的研究过程

能使电子政务的知识更具有协调性和系统性。
从研究基础而言，电子政务相关主题的研究文

献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基础，这类文献往往包含

学者们在电子政务问题研究过程中提出的各

种理论、方法、思想和观点等，是电子政务知识

的重要构成。 Ａｙｙａｄ 的研究［９］ 为本文提供了研

究思路：①在现有学术积累的基础上，可以进

一步提炼出部分可重复使用的电子政务知识，
并从中归纳出电子政务的知识领域。 ②通过

对电子政务知识领域的梳理，可以界定电子政

务知识体系的边界，并构建电子政务知识体系

的框架。

３　 框架构建思路

研究电子政务知识体系的构成，还需了解

一般科学知识体系的构成，并选择合适的研究

方法。 目前，比较常见的是钱学森提出的科学

知识层次划分方法［１６］ ，由应用技术、技术科学以

及基础科学三部分组成。 严强认为知识体系由

理论知识、方法知识以及应用知识构成［１７］ 。 毛

海峰认为知识体系由基础知识、通用知识及专

门领域知识组成［１８］ 。 李龙认为知识体系的理论

框架由本体论、核心论、过程论、资源论和绩效

论五个部分组成［１９］ 。 Ｈｅｅｋｓ［１２］ 将电子政务研究

粗略划分为六类：基于特定理论的研究、基于概

念框架的研究、基于技术架构的研究、基于概念

模型的研究、基于相关概念的研究，以及其他综

合性研究，这也意味着电子政务研究知识至少

包含理论、概念、框架、架构、模型等方面。 显

然，知识体系的构成并不具有唯一性，通常因学

科及知识特性的不同而存在差异，需根据学科

本身及知识的具体特点来选择知识体系的构建

方法。 然而，电子政务的发展历史决定其学科

归属以及理论依托一时还难以依靠自身的积累

来彻底解决。
本文从一般学科理论体系的研究思路及方

法论入手，在“逻辑起点论”与“问题系统论”的

基础上，围绕电子政务所要解决的问题，研究电

子政务知识体系的构成及其逻辑架构，进而给

出电子政务知识体系框架。 学科理论体系本质

上也是该门学科系统化的一种知识体系，是知

识体系的子集，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属于知识

体系构建的研究范围。 不过，相比之下，学科理

论体系更加强调逻辑性，层次分明，结构严密，
需要经过缜密的推理和严谨的论证。 因此，依
据学科理论体系方法论所构建的电子政务知识

体系框架将更具有逻辑性和严谨性，以下对构

建思路进行简单论述。
电子政务知识体系框架的建立必须合乎内

在逻辑的协调性，在构建电子政务知识体系框

架的过程中需慎重思考三个方面的问题：①导

向问题，以什么为导向建立电子政务知识体系

框架；②结构问题，如何确定和描述框架中各组

成模块之间的基本结构关系；③构成问题，如何

确定知识体系框架各模块的具体构成元素。 不

同的个体对上述问题的不同认识将会形成不同

的知识体系结构。 以下围绕上述三个问题以及

学科理论体系构建的两种方法论展开，对框架

构建的总体思路进行系统阐述。
第一，采用目标导向的方式，初步确立知识

体系框架的构建方向和结构特征。 其中，如何

整合现有知识资源服务于电子政务的学术和实

践研究是电子政务知识体系研究的目的。 此

外，电子政务知识体系的构建过程在性质上不

同于一般科学知识的发现过程，既不同于科学

事实的发现，也不同于个别科学概念和科学定

律的发现，而是属于另一种研究工作，即将电子

政务问题研究进行较为精确的提炼，继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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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政务知识体系框架内容的配置。 尽管电子

政务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有其内在联系，但更

多的是平行关系，所涉及的知识往往也是针对

各自的问题，因此，采用“模块化”的设计导向更

为合适，同时便于日后对知识体系框架的内容

进行补充和修正。
第二，采用“逻辑起点论”的方法模式对知

识体系的整体构成进行划分，同时界定其间的

理论关联。 即明确知识体系框架的逻辑起点，
并由它引申出整个知识体系的逻辑主线、逻辑

结构和逻辑终点［２０］ ，最终构成较为严谨的知识

体系。 依据该方法模式，本文以电子政务领域

最基本、最抽象的基本概念作为知识体系框架

的逻辑起点，将电子政务基本原理和规律在实

践中的应用作为逻辑终点，以“理论”与“应用”
为主线对知识体系进行组织和划分，从而将知

识体系的整体逻辑架构划分为本体论、本质论

及实践论三大模块。 “本体论”部分向人们提供

关于电子政务的世界观、认知方法以及途径等，
同时为电子政务研究提供理论基础与方法论指

导；“本质论”部分包含电子政务的基本原理和

规律；“实践论”部分为电子政务实践研究提供

原理、机制、技术与方法支持。 这三大模块相辅

相成，较为完整地体现了电子政务研究的意义

和价值。
第三，采用“问题系统论”的方法模式。 该

方法模式认为，梳理理论体系的关键在于确立

这门学科的基本问题，并以基本“问题”为核心

引申出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

价值的“问题”，并逐步发展出一套理论，最终构

成一个逻辑严密的问题系统［２１－２２］ ，从而构成完

整的理论体系。 同理，通过对电子政务基本问

题的深层分解，厘清相关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可
以提炼出联结电子政务各方面主要因素的问题

系统，进一步明确知识体系框架各模块的具体

构成，从而建立一个有限的、范畴与边界明确的

体系框架，而基于具体问题研究所产生的知识

则是知识体系的内涵与关键。

４　 框架构建过程

基于上述思路，本文初步提出电子政务知

识体系的框架。 一是以“理论”与“应用”为主线

对知识体系进行组织和划分；二是在“逻辑起点

论”的基础上，采用“模块化”的设计理念将电子

政务知识体系划分为三部分；三是在“问题系统

论”的基础上，整合集成当前电子政务研究问题

的最新发展。

４ １　 构成模块的确立

Ｓｃｈｏｌｌ 采用 Ｂｉｇｌａｎ 的学科系统分类法［２３］

（硬科学、软科学、理论科学及应用科学）对电子

政务的研究范围进行分析，发现电子政务的主

要研究问题分布在四个象限里［２４］ ，详见图 １。 依

图 １　 电子政务的研究范围［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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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研究问题的分布情况，电子政务是一个应用

性较强的多学科研究领域，其核心研究问题超

越了任何单一学科的范围［２５］ 。 其中，硬科学类

的问题研究较多，应用科学类的问题研究体现

的集聚效应最为明显，理论科学类的问题研究

比较少。
根据图 １ 纵轴所示，电子政务研究可划分

为理论科学类研究与应用科学类研究，本文以

此划分方法为依据将电子政务的研究问题划分

为理论问题与应用问题，并将电子政务领域的

知识划分为“基础理论知识” 与“应用理论知

识”，前者属于电子政务领域的基本概念、基本

理论以及原理、规律方面的基础理论知识，后者

是关于电子政务自身建设的实践应用知识，侧
重应用而非理论。 具体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电子政务知识体系框架基本构成模块

知识划分 构成模块

基础理论知识

基本概念（本体论）

基本理论（本体论）

基本原理和规律（本质论）

应用理论知识
技术理论知识（实践论）

管理服务理论知识（实践论）

从“本体论”的角度进行分析，首先需对电

子政务领域最基本、最普遍的现象进行抽象与

概括，得出最抽象的概念，作为整个知识体系理

论演绎的逻辑起点。 人们对电子政务的认识经

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抽象的过程，即在获得大

量感性材料之后，开始在思维中抽取对电子政

务本质的认识，“基本概念”就是这一阶段认识

的产物。 电子政务的基本概念蕴含着电子政务

研究领域尚未展开的全部概念，通过基本概念

可以探讨电子政务如何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

产生和发展。 此外，电子政务研究的目的和任

务、性质和特点、对象和范畴、研究方法、理论基

础、学科归属、体系结构等内容构成电子政务领

域的“基本理论”，基本理论是对电子政务现象

的整体抽象与概括。
为了在思维中再现电子政务发展变化的过

程，还需依赖思维发展的第二阶段，即从抽象上

升到具体，充分揭示电子政务从简单到复杂的

发展过程，这部分称为知识体系框架的“本质

论”。 本质论是电子政务及其相关现象具有普

遍意义的基本原理和规律，主要阐释电子政务

本身是如何发展和运行的。 “本质论”从各个侧

面揭示了电子政务的本质，是电子政务从理论

走向实践的过渡，包含指导人们更进一步认识

和理解电子政务，科学推进电子政务项目建设

的一系列指导思想。 在具体内容上，基本原理

和规律不是简单重复电子政务的概念内涵，而
是要深入剖析电子政务的理念、原则、目的、任
务、模式、内容、功能、制度、价值及取向、发展历

史及趋势等方面，体现了电子政务发展的客观

规律。
从基本原理和规律向逻辑终点推进，是研

究与电子政务实践活动相关的理论知识，涉及

原则、程序、方法和技术等问题，这部分可被称

为知识体系框架的“实践论”。 “实践论”向人们

展示了电子政务应用中的具体现象和活动，将
对电子政务本质与规律的认识进一步具体化为

指导电子政务实践的原则及其目标、计划、途

径、技术、方法与评价等，是对某一个特定的电

子政务实践活动及其规律所做的归纳和总结，
同时也是电子政务基础理论的具体化，反映了

人们对电子政务的研究逐步从低级向高级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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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过程。 依据电子政务的发展、作用、特点和定

义可知，电子政务的根本目标在于“通过信息技

术的应用实现政府管理和服务的职能”，加上管

理与服务两者之间总是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
因此，将“实践论” 的主体分解为“技术理论知

识”与“管理服务理论知识”两大子模块，二者共

同构成电子政务领域的应用理论知识。

４ ２　 构成模块的细化

电子政务的基本问题在于如何将“电子”与

“政务”二者进行有机的融合。 通过对这个基本

问题的表述，可引申出与之相关的其他一系列

具体问题，这些具体问题往往是当前电子政务

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关注的重点或热点所在。 为

此，本文对国内外电子政务研究的问题域进行

了系统全面的调研和分析，并根据调研结果对

表 １ 所示的框架进行细化。
调研 过 程 分 为 三 部 分： 一 是 对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数据库以及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中相关文献的主题与内容进行分析；二是对电

子政务相关著作和书籍进行调研；三是对近十

年来电子政务国际会议的核心议题进行分析。
在电子政务研究领域，国际会议占据着十分重

要的位置，电子政务研究领域的学术带头人一

般会在三个最主要的电子政务年会上定期碰

面：①由 ＨＩＣＳＳ 主办的电子政务追踪会议；②由

ＤＧＳＮＡ 主办的 “ ｄｇ ｏ” 会议； ③由欧盟主办的

ＩＦＩＰ ＥＧＯＶ 会议。 除了上述三个会议，本文还对

ＤＥＸＡ ／ ＥＧＯＶＩＳ 会议、 ＥＣＥＧ 会议、 ＩＣＥＧＯＶ 会

议、ＭｅＴＴｅＧ 会议四个主要国际会议议题进行

分析。
经过一系列的调研分析，本文初步得到电

子政务研究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还需采用

德尔菲法进行过滤与整合，最终确立近十年电

子政务研究的问题域。 问卷名为“国内外电子

政务研究的问题域：基于德尔菲法调查”，每一

个问题对应一个问项，最后一个问项是开放式

问项，由专家对问项中没有提到的其他问题进

行补充。 问卷采用李克特式五点量表法作答，
被调查专家根据每个问题的描述，选择符合自

己意向的选项，并对每个问项所对应问题的重

要性进行判断。 每个问题包含五个选项，分别

为“非常不重要”、“不重要”、“一般”、“重要、
“非常重要”，每个选项给予的分值范围为“１—
５”分。 所调研专家分为两类：一类来自政府信

息化部门，负责电子政务建设和研究；另一类来

自高校的电子政务研究学者，这些学者对电子

政务研究领域的历史和发展情况都有比较深入

的理解。 整个调查过程分三轮进行，调查时间

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５ 日，初始

调研专家人数为 ２２ 名，之后每一轮调查得到的

有效问卷均为 １５ 份。 最终获得了 １５ 位专家比

较一致的意见，得出近十年国内外电子政务研

究的问题域：基础理论问题、发展环境问题、技
术采纳问题、技术应用问题、整合协同问题、系
统开发问题、组织管理问题、电子参与民主相关

问题、公众服务问题、应用评价问题、最佳实践

和案例、人才教育培养问题。
上述十二类问题的研究既相对独立又彼此

联系。 从电子政务的基本问题延伸到具体问

题，学者们研究的对象与内容越来越丰富，问题

对应的知识模块也越来越细化。 依据专家调查

结果，可将表 １ 的知识体系框架进一步拓展（见

表 ２）。
电子政务发展环境问题研究关注的是内外

部环境因素对电子政务发展的影响过程，反映

了电子政务的发展规律，并入基本原理和规律

中。 最佳实践和案例研究所得出的知识内容本

质上属于电子政务组织管理研究，而电子政务

人才的培养、开发和利用等教育问题研究在现

有研究中所占的比重较低，先不予以考虑。 最

终，本文提出一个较为完整的电子政务知识体

系框架，具体如图 ２ 所示。 从电子政务的基本概

念、基本理论到基本原理和规律的分析，再到基

础理论在电子政务实践活动中的应用，共同组

成了有机联系的电子政务知识体系，同时也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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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电子政务知识体系框架的模块构成

知识划分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三级模块

基础

理论知识

本体论

本质论

基本概念 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管理、服务、民主等相关概念

基本理论
目的 ／ 任务、性质 ／ 特点、对象 ／ 范畴、研究方法、理
论基础等

基本原理和规律
发展历史、发展模型、发展理念、运行模式、价值取

向等

应用

理论知识
实践论

技术理论知识 技术采纳、技术应用、系统开发、整合协同等

管理服务理论知识 组织管理、电子民主、公众服务、应用评价等

了电子政务知识体系的理论框架。 该框架从整

体上展现了电子政务知识体系的模块构成，每
一个模块内包含的知识要素则是框架最核心的

内容。 这部分知识主要来源于国内外学者对电

子政务诸多问题研究中所包含的概念、理论、原
理、技术、架构、框架、模型、方法、学说、观点等，

是知识体系框架的内涵所在，同时也是人们把

握电子政务的性质、结构和运动规律的重要知

识基础。 但是，这部分知识内容很难在知识体

系框架中一一体现，加上文章篇幅所限，在此就

不再具体论述。

图 ２　 电子政务知识体系框架

图 ２ 列出了知识体系框架第一、二、三层级

的模块，第三层级的每一个模块还可以再根据

现实情况分解为若干项，构成框架的第四层级

模块，具体如图 ３ 和图 ４ 所示。 以此类推，还可

以继续分解，包括第五层级模块和第六层级模

块。 可见，电子政务知识体系框架具有一定的

结构和层次，内部也有明确的分支类别和等级

层次。 此外，电子政务知识体系是一个不断发

展和开放的体系，在以后的学术和实践研究中，
还需要对图 ２ 所示的知识体系框架进行适当的

补充、修改和完善，不断丰富电子政务的知识内

涵，并扩大其外延，从而使电子政务的知识体系

框架更具有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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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电子政务基础理论知识框架

图 ４　 电子政务应用理论知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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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总结与分析

总体而言，电子政务知识体系框架是多学

科方法聚焦于电子政务基础理论问题和实践应

用问题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理论抽象

与概括而形成的，属于一种整体性的逻辑梳理。
当前，电子政务知识体系框架实质上仍是由多

种相关学科的知识整合而成的，即按照电子政

务研究的内在逻辑，将不同学科参与电子政务

研究所得到的知识，纳入到电子政务知识体系

中。 框架内每一个知识单元蕴含的知识内容一

般不是由个别研究者发现的，而是不同时期、地
域的研究主体共同创造的。 这个体系化的研究

过程使得电子政务的知识更具有协调性、系统

性，同时还可以进一步审视电子政务现有研究

的状态和效果。
此外，电子政务发展至今仅有二十几年的

历史，很难一下子就走向体系化。 正如所有科

学知识系统的形成与完善都要经历一个内在知

识门类依次积累的过程一样［１７］ ，电子政务的知

识体系在其最初发展阶段一般只能先在理论研

究方面有所建树，且需要一定的实践和时间来

检验。 随着电子政务实践应用的深入和信息技

术水平的提高，之前被纳入电子政务知识体系

中的某些知识还需要被修正、淘汰和取代。 也

就是说，电子政务知识体系有一个逐步成熟和

完善的过程，并不是一开始就能够全面完整。
它应该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体系，需要不断地

吸收新的科学成果，不断地在更高的水平上发

展和完善。 因此，在描绘和构建电子政务知识

体系的基本框架时，应当保留其动态、开放、不
断发展的特点，而不是将其视为一个封闭式的

框架。 借助电子政务知识体系框架，人们能够

更好地把握电子政务各种属性和关系的内在联

系，从而对电子政务研究的性质、结构和运动规

律给予更为全面完整的理论说明，同时也对电

子政务的实践活动起到一定的指导和借鉴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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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 　 Ｉｒａｎｉ Ｚ， Ｅｌｌｉｍａｎ Ｔ，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Ｐ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ＵＫ： 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ｇｅｎｄａ［Ｊ］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０７， １６（４）：３２７－３３５

［１６］ 　 于景元 钱学森的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 Ｊ］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１３（３）：２６－３３

（Ｙｕ Ｊｉｎｇｙｕａｎ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Ｑｉａｎ Ｘｕｅｓｅｎ［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ＪＴＵ （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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