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共产党的信息化 ——基于党和国家重要文献的历程分析（1956-2022）

[摘    要] 中国共产党应用信息技术，开发利用信息资源，提升自身建设质量和领导能力的信息化实

践是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内容构成和内在要求。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为依据，基于信息技术与信

息资源两个维度对党的信息化历程做总体分析可以发现，党的信息化共经历了相互交错，但有所侧重

的六个阶段。在信息技术维度经历了由单机计算机到手机，由固网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由单向传递

技术到信息交互技术、信息智能分析技术的迭代；而在信息资源维度，则经历了信息局域网化到单一

工作领域信息互通，从单一工作领域信息资源系统化到跨工作领域互通，从跨业务系统集成到枢纽平

台型集成的跃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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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1]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党”）不仅是推动和引领我国信息化进程的

主体，其自身也是信息化的对象物。“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2]

183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化时代的来临，成为党长期执政考验的时代特征。适应信息化发展的趋

势，克服信息化能力不足的危险，则成为党要面对的时代课题。更好地履行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的历

史使命，需要党前瞻性地把握信息化脉搏，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自身的信息化，以期更好地“运用现代

信息技术为‘中国之治’引入新范式、创造

新工具、构建新模式”[3]

。而考察党在管党治党、推进工作中的信息化实践历程，厘清党的信息化的实践态势，是总结党的信

息化建设经验，完善党的信息化战略，提升党的信息化能力的基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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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析党的信息化的前提性问题

（一）何为“党的信息化”

对于党的信息化的发展阶段，相关研究有不同的认识。如刘大秀将党建网站的建设分为三个阶段：个

人或党组织委托的个体建站为主阶段（2001-2005年）；与现行党委领导体制相一致的四级党建网站

阶段（2006-2010年）；以中央党建网站为枢纽、各地党建网站为支撑的网络体系阶段（2011-2015

年）[4]

。曹泽林认为电子党务的发展阶段有三个：起步阶段的“党建上网”；发展阶段的“网络党建”；提升阶

段的党的建设信息化[5]

331-333

。马德秀将电子党务分为公文电子化、内部办公自动化、管理流程信息化、党务管理网络化等四个阶

段[6]

17

。苏咏喜将党的建设信息化分为办公应用（1990-2002），电子党务（2002-2007），党的建设信息

化（2007年以后）三个阶段[7]

127-130

。刘红凛按照世界信息网络技术发展阶段将党的信息化分为三个阶段：推行电子党务、实现办公信息

化（1994-1999年）；建立党建网页与党建网站（2000-2009年）；党建信息化即时化时代与党建网

络体系化（2010-2015年）[8]

。芮晓武将党的信息化发展分为推行电子党务、建立党建网站、创新党建手段等三个阶段[9]

84-86

。金江军认为数字党建经历了以办公自动化为主的初始阶段（1985-1999）；以党建网站为主的起步

阶段（1999-2009）；运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的快速发展阶段（2009-2014）；以及中央网络安全

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以来的全面发展阶段（2014至今）[10]

37-38

。部分研究从理论层面进行了分析，如李君如结合党的建设工作规律和信息化发展规律，提出了党建

信息化四阶段观点，即：信息支撑阶段，建立全国性的党建信息系统平台；组织支持阶段，建立网络

化的党组织体系；党务支持阶段，实现党务网上运作；决策支持阶段，建立党的方针政策决策支持和

监督系统[11]。可见，学者们对党的信息化的阶段划分并不完全一致，且使用的概念也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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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回答何为“党的信息化”是研究党的信息化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从党的信息化的相关既有研究

看，“网络党建”“电子党务”“数字党建”“党建信息化”“互联网+党建”“智慧党建”等概念多是既有研究的分

析起点。这些概念的具体阐释有别，但显而易见的是，概念的核心词涉及互联网、电子技术或信息技

术、智慧技术等。而互联网和智慧技术也都是信息技术本身。换言之，相关研究的概念基础是“信息技

术”。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概念指向“党建”“党务”不同范畴，“党务”又涉及狭义的党的办公事

务和宏观的党的领导、执政事务等不同层次的内容。虽然也有学者使用了“党的信息化”概念（如前述

刘红凛、芮晓武等），但重心都指向党的建设。我们以“党”这个主体概念对“党建”和“党务”加以统摄，

以服务于对党的自身建设和党的工作等各方面的信息化做全整性分析的需求。

在以上概念中，“信息化”是另外一个需要关注的核心词。但在既有研究中，“信息化”多指对现代信息

技术的应用行为。例如，一般将党建信息化或党务信息化界定为使用信息技术来改进党的建设或党务

工作。在不同学科领域，“信息化”的定义不同，但从党的文献来看，1997年《国家信息化“九五”规划

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将国家信息化界定为：“在国家的统一规划和组织下，在农业、工业、

科学技术、国防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深入开发、广泛利用信息资源，加速实现国

家现代化的进程。”[12]

302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将信息化界定为：“充分

利用信息技术，开发利用信息资源，促进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转型的历史进程。”[13]

可见，在党和国家自身来看，“信息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其核心是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的使用。这与

前述党的信息化的相关研究是有所区别的。

笔者认为，贴合党自身对“信息化”的认识，从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两个维度去观察党的信息化历程，

有利于避免使用理论框架剪裁和限制对党的信息化的实践研究。同时，通过对“信息技术”概念进行总

体分析，避免从单一信息技术维度进行分析，忽视了信息技术的多样性和不同时期发展程度的差异而

产生分析偏误，并且只有结合信息资源的维度，才能准确分析信息技术应用的实际状态。基于以上原

因，本文认为，党的信息化是党应用信息技术，开发利用信息资源，提升自身建设质量和领导能力的

历史过程。它包含了党的各方面工作〔组织工作、宣传思想工作、纪检工作、政法工作、统战工作、

群众工作、党委办公厅（室）工作等〕的信息化，简称党的工作信息化；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

风等各方面建设的信息化，学界一般称党的建设信息化；以及党的工作机关以办公室业务为中心的办

公信息化。显然，这一定义是整合了既有研究和党的实践的综合性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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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据何种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进行分析

信息技术的发展具有迭代性，以技术应用来划分党的信息化阶段也是可操作的。本文在“技术功能论”

意义上，将信息技术理解为能够用来扩展人的信息功能的技术。它包含了信息获取（感测与识别技术

）、信息传递（通信与存储技术）、信息认知与再生（计算与智能技术）、信息执行（控制与显示技

术）等技术[12]

7

。按已有研究观点将信息技术分为“传统信息技术”和“现代信息技术”。前者主要指电报、电话、传真

机、电视等，后者则包括了电子邮件、网络电话、数字电视等，是否基于计算机和微电子技术是二者

的分水岭[14]

21

。本文侧重在现代信息技术，范畴中包含了辅助党的信息获取、传递等各方面信息功能的技术，如通

信技术、计算机技术、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当然，我们不仅分析某一技术在党的信息化

历程中出现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分析技术应用的重点。对于“信息资源”，本文取狭义范畴，指基于现

代信息技术媒介存储、传递、加工的信息内容。同时，本文不对信息资源进行分类，而是对党随着技

术变革在工作中如何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做总体分析。

（三）以何种依据分析党的信息化

党是领导一切的。广义而言，党政军民学等各方面信息化都可视为党的信息化范畴，但领导一切不是

包办替代，在各组织或领域之间亦存在的功能区分。同时，为了避免将党的信息化混同于国家信息化

、政府信息化、社会信息化，我们必须将主体和对象都限定在党的范畴。而党的文献是党的实践的记

录，党的重要文献是党的各方面工作实践的主要记录载体。因而，本研究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

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写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至《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

》为基础研究依据，同时以可获得的网络文献和研究材料做补充。

二、准备阶段：信息化思维的萌生与重新确立（1956-1985）

20世纪50年代是世界范围内以“计算机”为标志的电子信息技术发展的起步阶段。1956年1月，中共中

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口号以及“确定科学发展的远景计划

”的要求[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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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同年10月，“由几百个中国科学家和近百个苏联专家经过半年多的时间讨论写成”的《1956-1967年

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通称“12年科技规划”）已注意到，“电子计算机的创造已为计算技术开

辟了一个新纪元”[16]

429、483

。并将无线电电子学中的新技术（指超高频技术、半导体技术、电子计算机、电子仪器和遥远控制）

列为重点任务。1963年，根据当时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参照世界科技发展情况，中央科学小组、国

家科委党组在“12年科技规划”的基础上制定了《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通称“10年科技规

划”）。这一规划指出，“12年科技规划”执行中“无线电电子技术和仪器仪表的薄弱情况十分显著”。同

时指出，“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17]

497、508

。可以说，紧跟世界科技发展趋势的党的信息化在1956年即已萌芽，期间取得了第一台电子模拟计算

机制成、集成电路计算机开始批量生产等成果。但是，“从领导思想来看，我们又长期对科学技术的作

用认识不够，实际做法上也有不少‘左’的东西”[18]

762

。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提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

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并强调“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正

在迅速提高生产自动化的程度”[19]

86-87。这一讲话，“为我国在新时期制定发展科学技术的基本方针和政策，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20]

781。这一时期，受历史因素影响被阻滞的信息化意识被重新确立。

1981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国家科委党组<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的通知》提

出研究制定计算技术、集成电路等新兴技术政策。“六五计划”将大规模集成电路和计算技术的研发作

为科技攻关“最重要的项目”之一，同时将微型、小型计算机、电视机作为电子行业发展的主要方面[21]

31、82、119

。为推动信息化的普及，1983年10月，中组部下发的《1983-1990年全国干部培训规划要点》要求“广

泛采用电视、广播、录音、录像等现代化教学手段”进行远距离教学[22]

245

，但在实践中仍限于传统信息技术的电化教育。198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国家科委党组<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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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的通知》强调，“要积极把德才兼备而又懂得科学技术的人才吸收

到领导班子中来”，“提倡全党干部学科学、学技术”[18]

759

。1984年9月，邓小平在给《经济参考报》的题词中提出了“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的指示。

这表明党利用信息技术、开发信息资源的信息化理念已确立，并贯彻到了组织和政策上。

三、第一阶段：计算机+信息局域网（1986-1992）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第一次使用了“信息技术”，并建议“

积极开拓新兴技术领域，重点开发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和新型材料”。同时，认为“在电子计算机行

业的发展中，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把应用范围广泛的微型机及其软件开发放在首位”[23]

812、813

。这一建议体现在1986年的“七五计划”和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在上述文献中，可以发现此时党

的信息技术应用是以“微型机及其软件开发”为主。1987年，中国向世界发出了第一封电子邮件，标志

着中国正式开始接入全球互联网。

（一）基于计算机的办公自动化

这一时期党的信息化实践集中体现于1986年实施的“海内工程”。这项工程的目标是在党和政府首脑机

关开展办公自动化建设，逐步实现宏观管理与科学决策方面的信息网络化。办公室党务之外首先是宣

传思想工作中提出信息技术应用。1986年9月，中共中央转发国家科委《关于当前科技工作形势和今

后若干意见的报告》，提出发挥电子计算机、现代化的声像手段和广播卫星等科学技术在精神文明建

设中的作用[24]

230-231

。其次，则是反映在组织工作中。1992年2月的《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领》要求各级党政领导

机关“努力提高自己的科技素养”[25]

1967、1969

。在1992年6月的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江泽民指出：“不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虽然也能勉强做某

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 [25]

2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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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在改革和建设中的战斗力的意见》指出，要结合干部

工作需要“加强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培训[25]

2193

。虽然上述文献并未涉及使用何种信息技术手段，但从党的“七五计划”建议到1992年的《国家中长期

科学技术发展纲领》，都将微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定位为高新技术发展的重点，后者更是将通信、

计算机、自动控制等视为此时的“关键信息技术问题”[25]

1946、1954。这也说明，这一时期办公自动化，重在辅助办公需求的信息电子化和处理的计算机化。

（二）信息资源的局域网化

“海内工程”的首批计算机应用项目主要是：针对秘书局的核心业务——公文运转管理，开发公文管理

系统；针对领导同志和机关工作人员的决策参考需求——历史公文档案查询，开发国务院要事数据库

；针对中央与地方政府办公厅之间的关联业务——公文与信息交换，开发信息共享的远程数据交换系

统[26]

682-683

。这表明，办公信息资源系统建设作为办公室业务的支撑性工作，在办公软件的支持下已开始稳步推

进。199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信息中心成立，负责领导全国党委办公厅系统办公自动化和信息网络建

设，并于1992年12月召开了全国党委办公厅系统计算机联网工作会议。此次会议“成为我们党委办公

厅系统计算机信息网络建设全面展开的重要标志”[27]

。可见，这一时期党的信息化重心在党委办公厅系统，同时也开始注重“计算机信息网络”建设。1993

年，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指出：“现在信息（或数据）专用网很多，分散、重复建设严

重”，“互相封锁”[12]

263

。这从侧面说明，此前随着办公自动化的发展，已有了基于工作或业务流的局域信息网，但尚未实现

基于互联网的跨部门、跨业务的“联网”。这进一步说明，1986年提出的在精神文明建设中使用“电子计

算机”，并非在远程教学信息资源传递意义上，而是尚限于内部办公。

四、第二阶段：互联网+领域内信息互通（1993-1999）

1993年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的设立，表明“信息化”已进入党的工作视野。自1993年起，我国逐步

部署了金桥、金卡、金关等“金”字信息化工程。“金桥”工程是国家信息化基础设施之一，目的是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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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专用网分散和基础设施重复建设、相互封锁等问题。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

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正式提出科教兴国战略，要求“逐步建立现代化的信息网络，加快国民经济信息

化的进程”[28] 1349。 “信息网络”和“信息化”正式出现在党的文献中。同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江泽民

、朱镕基将信息化与自动化、智能化、电子化等并用。“信息化”一词逐渐普遍化，且不再限于经济领域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国民经济信息化进程”任务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

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进行现代化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国民经济信息化”，并提出“重点发展

集成电路、新型元器件、计算机和通信设备，增强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信息化系统和装备的能力”的

计划[28]

1856、1859

。发展“计算机和通信设备”，提升“信息化系统和装备的能力”的要求，指明了党的信息化软硬件建设

重点。

（一）互联网：现代通信技术的应用

1994年印发的《九十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提出“有重点、分层次地大力推进信息高速网络建设”[29]

756

。1994年4月，我国实现了与国际互联网Internet的全功能连接，正式进入互联网时代。1995年8月，

“金桥”工程初步建成，基于卫星网在24省市开通联网并与国际网络互联。1996年1月，我国公用计算

机互联网全国骨干网建

成开通，全国范围的公用计算机互联网络开始

提供服务[30]。这意味着，在这一阶段，党的信息化已具备了“互联网”这一信息技术基础设施。

1996年12月，江泽民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相较于《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使用的“电子信息技术”，首次指明了这一阶段党

对“信息技术”的认知范围，即“以微电子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技术、通信技术为基础的信

息技术”[31]

2133

。在1996年制定、1997年修订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中，

“互联网络，是指直接进行国际联网的计算机信

息网络”[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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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这一阶段广泛使用的“信息网络”，是基于计算机的信息网络，即“计算机信息网络”“互联网

络”，亦即我们现在所指的“互联网”。而计算机信息网络是与电信业务网、广播电视网相并列的国家信

息化的三个业务网。这表明，在这一时期发展互联网技术，实现计算机信息的网络化是党的信息化的

重心所在。如果说前一阶段还重在传统的计算机技术，那么随着通信技术的光缆化、数字化转向，互

联网技术逐渐在党的信息化中加以应用。

从党的文献来看，1994年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

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通知》《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组织广大干部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通知》

等文件，以及胡锦涛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讲话等，都要求党的干部学习科学技术知识。而这里所指

的科学技术在1994年江泽民为《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干部选读）》一书所作的序中可以得到印证

，即“以电子信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为支柱的一系列高新技术”[33]

42

。《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和改进党员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及“运用大众传播媒介”开

展党员教育，要求“有条件的地方，要积极帮助党校逐步实现教学手段现代化”[29]

799、810

。这里的“大众传播媒介”和“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表述，可在几个文献中得知：第一，1991年，江泽民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现在广播、电视影响很大，我们必须把它牢牢掌握在手里，把它办

好”[25]

1709

。第二，1996年《1996年-2000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中在教学手段上所指的是“广播、电视、函

授、自学考试等多种形式”[22] 258 [34]

431

。第三，1998年《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通知》强调：“进一步发挥党报、党刊

、国家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和重要出版单位在理论宣传中的主导作用。”根据不同时间的文献，

可以判断，当时的现代化教学手段或大众媒介主要是指广播、电视等传统信息技术。

（二）工作领域内信息互通

1994年国家经济信息化联系会议上，提出了“三金”工程建设的“统筹规划，联合建设，统一标准，专通

结合”方针。1997年颁布的《国家信息化“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确定了“统筹规划、国家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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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标准、联合建设，互联互通、资源共享”的国家信息化方针[12]

268、285

。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逐渐置于信息化的核心位置。但对于信息资源的运用，从文献来看首先是机关

信息化方面。1995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信息工作的意见（试行）》提出“加快信

息自动化技术处理手段的研究、引入和运用”[35]

。1999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信息工作的意见》专列一条，要求“提高计算机信息处

理的现代化水平”[36]

。为贯彻这一意见，同年4月至7月，中办秘书局主办了全国党委办公厅系统信息工作培训班，对信息

自动化处理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系统培训[37]

。直至2000年，全国党委办公厅系统计算机信息网络已初步建成，

成为中办与各省区市办

公厅信息沟通的主要通道，并实现了部分信息

资源共享[38]

。同时，组织工作中基于互联网的信息互通开始推进。1995年，中组部发出《全国组织干部人事信息

系统信息结构体系》，为信息表达和信息交换提供指南。虽然在1999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政

法干部队伍建设的决定》《关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若干问题

的决定》等文件中也分别提出要注重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或信息技术，但从文献看，一方面，此时信息

资源的处理重在深化办公自动化的业务领域内信息开发，因而也注重提升党务人员的计算机信息处理

能力。另一方面，随着计算机的逐步普及和互联网基础设施铺设，党的工作领域内开始信息互通与共

享，且走向互联网化。

五、第三阶段：网站+领域信息系统化（2000-2005）

江泽民在2000年全国两会上的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的党建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工作、宣传

工作、群众工作，都应适应信息网络化的特点，否则是很难做好的。”并指出，对待信息网络化的“基

本方针是积极发展，加强管理，趋利避害，为我所用”[33]

180

。这是在党的文献中首次对党的信息化做出全面且明确的要求。同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关于制

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将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置于“覆盖现代化建设全

局的战略举措”[39] 1371、1377。党的信息化也随之进入新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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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站：依赖于Web的党务上网

党在制定“十五计划”的建议中指出，要“在全社会广泛应用信息技术，提高计算机和网络的普及应用程

度，加强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扩大利用互联网，促进电信、电视、计算机三网融合” [39]

1371、1377

。 “互联网”一词正式见诸党的文献。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的逐渐完善和计算机使用的逐步普及，互联

网的大众传媒属性愈发增强，作为互联网应用Web技术的“网站”成为信息集散平台和新的信息技术形

式。

“网站”的关注首先是在宣传思想工作方面。党对制定“十五计划”的建议中将“新闻网站”列为需要加强建

设和管理的思想文化阵地[39]

1394

。在2000年11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指出，“充分利用多种形式特别是广播影视、互联网

等现代传媒手段，努力巩固和拓展社会主义文化阵地”[39]

1474

。在2002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胡锦涛指出，要适应信息网络化迅速发展的要求，“切实

加强互联网上的舆论宣传，进一步办好重点新闻网站”[40]

2216、2218。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上也强调，“互联网站要成为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 [41]

29

。2004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要求“

[42]

184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传媒对社会舆论的影

响”，“加强互联网宣传队伍建设”[42]

285。自此，宣传思想工作实现了从“内容上网”到“队伍上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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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和纪检工作方面，《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

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要求将“互联网媒体”作为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宣传手段[42]

422

。2003年监察部网站上线后的当年，中央纪委、监察部和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纪委、监察厅（

局）在全国纪检监察计算机信息网上建立了网站[43] 

。2005年，中央纪委监察部以及12个省（区、市）纪检监察机关开通了信访举报网站[44]

159

。2005年1月颁布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要求“善于运

用信息技术等现代化手段”开展反腐倡廉教育，但新的措施主要是“加强反腐倡廉网络宣传教育，开设

反腐倡廉网页、专栏，正确引导网上舆论。加强对互联网站反腐倡廉宣传教育的指导和管理 ” [42]

539-540。可见，此时党已逐渐适应互联网的发展，开始走向基于互联网衍生性技术的应用。

（二）单向信息资源传递

如果说办公自动化和业务信息网络建设中，信息资源的使用具有内部性，那么，网站则体现了信息资

源的社会开放性，即面向群众的社会性应用。所以，这一时期在宣传思想工作、组织工作和纪检工作

中党务网站的建设，都开始呈现信息资源使用的群众导向。如在群众工作方面，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2004年下发的《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和2005年下发的《关于

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的意见》都将“网络”作为与广播、电视等媒体并列的村务或政务公开的形式。200

4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充分利用政

府门户网站

、重点新闻网站、报刊

、广播、电视等媒体”，“为公众获取政府信息

提供便利”[45]

。互联网的发展带来了党的各方面工作中信息资源远程传递的可能，突出表现在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

中，如2000年《中共中央关于面向二十一世纪加强和改进党校工作的决定》、2001年《2001-2005年

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及2002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都强调在干部教育培训中使用“信息网络”或“网络

[42]

461、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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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网站”是信息传播、内容发布的平台，党员和群众主要使用浏览器被动获取信息。而党员干

部教育的网络化也是基于信息中心的外部扩散模式，因而，这一时期的信息资源传播具有基于网站或

信息中心的单向传递特征，互联网承担了媒介作用。

值得强调的是，在这一时期“手机”作为移动终端已被关注。2003年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

网络、手机等新型信息传播渠道迅速兴起”，“为宣传思想工作提供了新的手段和途径”[41]

533、542

。 “手机”首次出现在党的重要文献中。此后，2004年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2005年的全国精神文明

建设工作表彰大会都强调加强“手机短信”这一宣传阵地和传媒手段的管理与运用。2005年，人民网联

合中国人大新闻网、中国政协新闻网开办了以手机为终端的“两会”无线新闻网站。人民网和新华网等

联合创办了“掌上天下”WAP网站[46]

。但此时关注的重心是手机的“短信”内容方面。而WAP网站作为手机版的网站，并未改变这一阶段党

的信息资源单向传播的主要特征。

（三）工作领域内信息系统化

在这一时期，党的主要工作领域开始进行较为独立和系统的信息化规划。如在政法工作方面，2001年

9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意见》要求“充分发挥现代科学技

术在治安管理和防范中的作用”[40]

1971-1972

。2002年《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关于我国电子政务建设指导意见》提出建设“金盾”工程后，中共中央

2003年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工作的决定》，将“金盾工程”作为实现公安工作信息化的

重要载体和措施[41]

501

。在组织工作方面，2003年的全国党校校长会议上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党校信息化建设，形成一个

全国党校系统信息资源共享、统一开放的信息网络体系”[41]

271

。2003年，中组部制定《全国组织系统信息化建设总体方案》，确定了以“三网三库一平台”的组织系

统信息化目标。在纪检工作方面，《全国纪检监察系统信息化建设2004-2008年规划》在现状介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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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至2003年底，基本建成覆盖市（地）级以上纪检监察机关的全国纪检监察计算机信息网络；

陆续在全国推广电子邮件、案件管理、信访管理、法规查询等应用系统。”但在对系统现状的介绍中也

强调，“计算机应用仍处于以单项业务、单机操作为主的初级阶段，整体水平不高”。同时提出，“建设

纪检监察信访、党风廉政、案件、档案、法规信息资源库及纪检监察综合信息资料库；根据纪检监察

业务的需要，开发相关的应用系统和辅助决策系统” [43]

。党的多方面工作的独立信息化系统建设表明信息化基础设施逐渐具备，已开始着手建设工作业务领

域基础数据库建设，为特定工作领域实现信息化提供资源支撑。同时，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1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的《关于进一步推动全国党委办公厅系统信息化建设的意见》明确了办公厅（室

）在党委系统信息化建设中的统筹职责。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

力建设的决定》从提高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出发，提出“建立多种形式的决策咨询机制和信

息支持系统”，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42]

282。这无疑有助于推进跨工作部门的信息化统筹和信息资源互通共享。

六、第四阶段：移动通信+跨领域信息互通（2006-2010）

2006 年是党的信息化发展历程中尤为特殊的一年。这一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

、转发了《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以下简称《战略》）《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关于推

进国家电子政务网络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发布《国家电子政务

总体框架》（以下简称《框架》）《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等多个文

件。同时，“十一五”规划开始实施，并提出“深度开发信息资源”，“加快国家基础信息库建设，促进基

础信息共享” [47]

。这表明，党主动迎接信息化发展机遇，推进向信息化转型的进程。2007年1月23日，胡锦涛在中共

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能否积极利用和有效管理互联网”，“关系到国家文化信息安全和国家长

治久安，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48]

559。从而，党的信息化上升到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

（一）“手机”：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应用

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移动通信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备，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通信终端成为新的信息媒

介。虽然自2003年以来“手机”已进入党的文献，但面向全党工作强调“手机”的重要性，则是在十六届

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胡锦涛指出：“要加强对互联网、手机短信等现代媒体的应用和管理”[44]

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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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手机”以“移动多媒体”“新媒体”成为与“互联网站”或“网络”并列的，要加强建设、应用和管理

的对象。直至2010年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和普及给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带来

新形势新挑战，“特别是3G手机的应用，进一步推动了由固网互联网向移动互联网延伸，使人人、时

时、处处上网成为可能” [49]

377

。要求“把对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的建设和管理提高到新水平”，“积极拓展网络多媒体、移动多媒

体、手机报、手机短信等新兴领域和新兴传播阵地”[49]

385。“手机”此时成为移动互联网阶段党所关注的代表性媒介。

在党的组织工作领域，2006年发布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关于加强党员经常性教育

的意见》以及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07年党的十

七大以及2008年《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文献中，党员干部教育培

训采用的手段或媒介包括网络、远程教育、电化教育。直至2010年1月，在全国基层党建工作手机信

息系统开通仪式上就指出，“将手机等新技术应用到党建工作中，既是信息化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也

是党建工作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的重要体现”[50]

。之后，“手机”一词出现在2010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

创先争优活动的意见》中，要求“充分发挥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以及现代远程教育网络、党员电

化教育、党建信息网和手机短信平台的作用”，做好活动宣传引导[49] 627。

“手机”这一移动通信终端的出现，标志着党的信息化在技术维度的新发展。但此时在文献中仍较为注

重“手机短信”。如全国基层党建工作手机信息系统也是以手机短信作为互动的形式，强调手机作为信

息获取和传递的媒介属性。而在政法工作中，“手机短信”尚停留在管理的对象。如在2006年全国政法

工作会议上就强调，“要深入研究加强对互联网和手机短信息管理的新办法”[44]

771、776

。但2010年开始，从“手机短信”到“手机”的话语转变，表明“手机”已成为移动互联网阶段的代表和信息

传播的主要载体。期间，2009年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放第三代移动通信（3G）牌照。2010年6月3

0日，国务院确定第一批“三网”（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融合试点地区名单。“三网”在技术、

网络、应用层面的融合，不仅丰富了手机的内容和功能，也为信息互通、资源共享提供了新条件。可

以说是党的信息化逐渐走向“掌上党务”和“掌上党建”的技术驱动力。

（二）基于骨干传输网的信息互通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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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更加强调党政部门间的信息互通和共享。《战略》将信息化发展的战略方针定位为：“统筹规

划、资源共享，

深化应用、务求实效，面向市场

、立足创新，军民结合、安全可靠。”[51]

突出了资源共享的统筹和信息资源的应用。《意见》将电子政务网络分为政务内网和外网，而“政务内

网由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的业务网络互联互通形成”。同时，要求“中共中央办公

厅会同国务院办公厅负责统筹协调政务内网中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业务网络间顶

层互联互通平台的建设和管理，指导管理政务内网的交换体系建设”，并指出“用3年左右的时间，形成

中央到地方统一的国家电子政务传输骨干网，建成基本满足各级政务部门业务应用需要的政务内网和

政务外网”[52]

。在这一意见基础上，同年3月下发的《框架》列举了涵盖办公及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已建、在建和拟

建的为党委提供电子政务技术支持的20个电子政务应用系统。明确在“十一五” 期间，“以政务信息资

源开发利用为主线”。“重点是完善已建应用系统，强化已建系统的应用，推动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

支持部门间业务协同” [53]

。这表明，在这一时期，不仅明确了信息化建设和资源统筹的主体，也通过《战略》《意见》《框架

》相匹配的方式整体性推进面向信息资源共享的应用开发。

（三）工作领域信息互通

这一阶段处于上一阶段工作领域内信息系统建设的推进期。但此时已在基础数据库建设的基础上，更

加强调综合数据库建设，并实现数据资源基于同一网络或平台的分享和业务性应用。例如，在组织工

作方面，《2006-2010年全国组织系统信息化工作规划》推进“三网三库一平台”建设，重在建设自中

央到地方四级贯通的“大组工网”，促进组织工作系统内的信息资源共享。《关于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

管理工作的意见》要求有条件的地方党委组织部门建立“流动党员信息库”[44]

512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2009年秋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特别要高度重视、充

分

利用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网络阵地，整合各类资源，实现资源共享”，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创造条件[49]

267。在纪检工作方面，2008年1月，十七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提出，“推广电子监察系统” [54]

165、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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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进一步提出“建立预防腐败信息共享

机制和腐败风险预警机制”，“逐步构建统一的招标投标信息平台”，“整合有关部门和行业信用信息资

源，建立综合性数据库”[54]

430-440

。在群众工作方面，2006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2007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信访工作的意见》先后提出“建立全国信访信息系统”。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围绕

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提出了“办好党报党刊和党建网站”，“推进基层党组织工作信息化”，“建立

全国党员信息库，加强党员动态管理”；建立“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网络”，“注重分析网络舆情”

，“健全反腐倡廉网络举报和受理机制、网络信息收集和处置机制”，注重增强“舆论引导、新兴媒体运

用”能力等要求[49]

149-161

。这些任务分布于党的十七大对党的建设布局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等各方面，是对

前期信息化任务重点的整合，也是新的部署和推进。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二次全体会议上，胡锦涛

在解释对党的建设信息化部署时说到：“目的就是要运用信息网络技术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高党

建工作效率” [49]

169

。党的建设工作是内嵌于党的各方面工作的，无疑，这利于党的信息化的全方位推进。前述几个包含

党的业务系统的政务信息化指导性文件，无疑也将推动基于电子政务传输骨干网的党的各工作领域和

业务部门的内外信息互联互通。因而，在骨干传输网基础上的党的建设信息化正在实现着跨工作领域

的信息互通。然而，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的部署指向的是党的建设各方面的重点工作，主要涉及组织

工作、群众工作、纪检工作等，这使得党建驱动的党的工作领域的信息互通仍是有局限性的。

七、第五阶段：社交媒体+跨业务系统集成（2011-2015年10月）

这一阶段仍处于《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

6-2020）》部署的信息化战略实施阶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加

快建设宽带、融合、安全、泛在的下一代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实现电信网、广电网、互联网三网融

合，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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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网络互联互

通和业务融合”，“推动重要

政务信息系统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55]

。作为这一阶段贯彻《战略》和“十二五”规划部署的《“十二五”国家政务信息化工程建设规划》，“以

促进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提升治国理政能

力为宗旨”，提出了“执政能力建设信息化工程”[56]

。这一工程的提出，意味着顺应经济社会信息化发展的要求，党的信息化已走向以执政能力建设为主

导的系统性谋划。

（一）社交媒体：群众导向的技术应用

一般而言，党务网站在网页上会设置互动交流性栏目，但重点则是基于网站的“读”和信息的“取”。中

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意见》要求使用“互联网访谈”等形式发布权威党务信

息[49]

897

。2010年11月，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推出“组织部长面对面”在线访谈栏目。但这些基于网站或固定平台

的互动中，群众或网民在议题设置和信息发布上的主动性是较弱的。2011年，3G和Wi-

Fi的普遍覆盖和应用，推动中国移动互

联网进入快速发展阶段[57]

，也促进了基于Web2.0的更具即时性、互动性的以虚拟社区、博客、播客、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的

发展和党务化应用。2011年2月，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专门对手机和“博

客”用户数量给予了关注，强调“加强网络舆情分析和研判，建立网络舆情监测体系”[58]

154

。习近平在此次研讨班结业式上指出，“信息渠道越多，越要防止漠视民意；通信手段越发达，越要防

止听不到真实声音” [58]

187

。在同年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要高度重视信息化发展对党的建设的

影响，做到网络发展到哪里党的工作就覆盖到哪里，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改进党员教育管理、提高群众

工作水平，加强网络舆论的正面引导” [58]

690。主动的“网上群众工作”成为此阶段党着重关注的新工作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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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党的工作领域看，对社交媒体发展的反映依然首先是在宣传思想工作中。2011年，全国道德模范座

谈会提出，“善于运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等先进传播技术打造道德建设的新平台，运用手机短信、社交

网络、微博等新载体传播和弘扬道德文化”[58]

513、520

。在2012年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再次提出应对微博等媒介予以关注。在组织工作中，社交媒体也开

始面向党员群众。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

[58]

882-883

。《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意见》要求在活动宣传中“重视发挥网

站、微博客等新兴媒体的作用”[59]

292

。《2014-2018年全国党员教育培训工作规划》则要求“基层党组织要组织党员上网学习、在线培训，

鼓励党员参与网上论坛、QQ群、博客、播客、微博、微信等互动交流”[60]

12

。群众工作方面，《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要求“群团组织要提高网上群众工

作水平，实施上网工程”，“综合运用维权热线和网络论坛、手机报、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进行网

上引导和动员” [61]

315。可见，借助于即时通信工具和社交媒体成为党增强与群众互动的信息化新手段。

（二）基于互联网的群众信息收集

虽然开通网络举报、建立信访信息系统、关注网络舆情等都体现了对群众性信息源的重视，但还未作

为党的信息化构成。在2013年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对“手机网民”和“微博用

户”的数量给予强调，并指出“对那些恶意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歪曲党史国史、造谣生

事的言论”，“一切数字报刊、移动电视、手机媒体、手机短信、微信、博客、播客、微博客、论坛等

新兴媒体都不能为之提供方便” [62]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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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强调：“面对传播快、影

响大、覆盖广、社会动员能力强的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和即时通信工具用户的快速增长，如何加强

网络法制建设和舆论引导，确保网络信息传播秩序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

现实突出问题” [59]

506

。在这两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都提出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要求。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领导小组还在2014年下发《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推动媒体资源整合

，传播方式创新，以适应分众化的社交媒体时代的工作需求。

社交媒体的发展带来的信息生产由单向向多元发展，信息结构在移动终端普及的Web2.0时代变得碎片

化，这促使党在工作中愈发强调群众信息源平台的建设和民意收集。一个侧面是纪检工作中对舆论监

督或互联网监督的重视。十七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工作报告指出，“互联网快速发展拓宽了社会参与反

腐倡廉的渠道，但如何积极回应和妥善处置又成为一个新课题” [58]

790

。并要求“畅通和规范网络举报渠道”，“加强反腐倡廉网络舆情的收集、研判、处置工作，健全网上舆

论引导机制”[58]

796-798

。《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提出，“健全网络举报和受理机制、网络

信息收集和处置机制，及时揭露、发现、查处腐败案件” [59]

487。《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强调“运用和规范互联网监督”[59]

532

。之后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及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等，都

对做好反腐倡廉网络舆情信息工作，加强舆论和互联网监督作出要求。2014年，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开通“四风”举报直通车，在“猎狐2014”行动中开通网上举报。2015年6月，中央纪委监察部在客户端

推出反“四风”手机拍举报功能。这表明纪检工作愈发主动地采用新的互联网技术和工具来收集信息，

以此作为纪检工作的辅助信息源。

（三）跨业务部门的资源系统建设

                            ?? 20 / 34



这一时期，在宏观规划方面也更加注重党政系统的资源互通和共享。201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

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工作的通知》，要求“按照资源共享、业务协同、安

全可靠、节省资金的要求积极推进党政机关信息化建设，加快制定实施信息共享标准和规范”[63]

33

。2012年5月《“十二五”国家政务信息化工程建设规划》要求“减少各部门互联网出入口数量，推进党

政机关互联网统一接入”。同时提出了“执政能力建设信息化工程”，这一工程旨在“充分运用信息化手

段，加强党的建设，优化配置党的执政资源”，主要建设内容是：“整合利用各级党委、政府和其他相

关机构的信息资源，建设完善党的决策指挥管理系统、执政资源配置和运行监测系统、惩治和预防腐

败系统、社会管理和群众工作服务系统” [56]

。可见，“执政能力建设信息化工程”成为党的信息资源整合的牵引性工程。而其所推动的资源共享主

要集中于以上4个“系统”，或者说以这4个跨党政业务工作的“系统”为重点引导信息资源整合。

这4个“系统”的提出表明党的工作领域和业务领域的信息资源基础数据库和综合数据库建设已基本具备

且持续深入。例如，在上一阶段注重反腐倡廉数据库建设的基础上，这一阶段更加注重惩治和预防腐

败信息系统建设。这反映在《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中，也意味着在

党的工作领域内，基础数据的集成和共享基本完成，且将走向综合性和平台性应用。又如，在组织工

作方面，《2011-2015年全国组织系统信息化工作规划》提出，到2015年底全国组织系统主要业务信

息资源库和党员、干部、人才信息管理平台基本

建成[64]

。2012年6月，习近平在出席共产党员网、共产党员电视栏目、共产党员手机报等教育平台开通仪式

时指出，“哪里有共产党员，共产党员网

就要努力覆盖到哪里” [65]

。而这3个平台也是学习、交流、服务资源的整合性平台。这表明，这一时期党的工作走向了跨业务

部门、跨工作领域的系统性集成，而在业务领域内则走向了平台型集成。

八、第六阶段：数智技术+平台型集成（2015年10月至今）

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实施网络

强国战略，加快构建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实

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资源开放共享”[61]

819-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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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系列重大决策，不仅开启了国家信息化发展的新征程，也开启了党的信息化的新阶段。同时，“

 [2]

183

。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并在增强党的执政本领要求中指出：“善于运用互联网

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66]

48

“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成为这一时期党增强信息化主动性的体现。服务

于党长期执政能力建设成为这一时期党的信息化工作的重点。

（一）数智技术成为新的技术阶段

随着新技术新应用的发展，分众化、差异化、信息化成为互联网时代最显著的特点。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善于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展工作，是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让互联网成为我

们同群众交流沟通的新平台，成为了解群众、贴近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新途径，成为发扬人民民

主、接受人民监督的新渠道” [2]

195

。这一时期，网络、手机、“两微一端”等已成为党推进各方面工作的常规载体。这反映在党的新闻舆

论工作座谈会、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等会议议程和主题中，以及《

关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方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

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

（试行）》等文件中。

党此时所面对的新形势是《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所指出的，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

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所推动的信息化浪潮[68]

。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数据是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善于获

取数据、分析数据、运用数据，是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懂得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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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用好大数据，增强利用数据推进各项工作的

本领”[69]

。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70]

204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加快

数字化发展”，“发展数字经济”，“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

智能化水平” [71]

796

。《“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进一步提出建设泛在智联的数字基础设施体系，深化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信息技术在提升基层党建服务管理中的应用，以及集约建设政务云平台和数据中心体系，构建云

网融合的新型算力设施等规划[3]

。这表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以来，党对信息技术的认知已经指向数字化、智能化的互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5G等现代信息技术，亦可称其为数智技术。适应这一技术的党的信

息化，学界一般称“智慧党建”“互联网+”党建。

基于数智技术的信息化建设代表性地反映在2016年《“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提出的“推动‘互联网+

党建’”中。《“十三五”国家政务信息化工程建设规划》提出基于大数据的“执政能力信息化工程”。具体

来看则主要体现在纪检和组织工作中。《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信息化工作规划（2018-2022年）》要求

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与纪检监察业务的深度融合。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常委会第十七次集

体学习中，将“依托大数据精准科学监督”作为强化日常监督的措施，同时要求巡视巡察工作“要重视大

数据、信息化建设”[71]

720、725

。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风保

证的通知》要求“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化手段提高督查效率和质量，探索运用‘互联网+督查’

，让数据多‘跑腿’，让干部群众少‘跑路’” [71]

505

。2019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要求“主动适应信息时代新形势和党员队伍新变

化，积极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创新党组织活动内容方式，推进‘智慧党建’”[66]

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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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到党的二十大报告，再到《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已成为支撑现代基层治理体

系或管理服务平台的结构性要件。

（二）基于中央枢纽的信息资源统筹

随着网民信息生活的手机化，“新闻客户端和各类社交媒体成为很多干部群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第一信息

源，而且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信息源。有人说，以前是‘人找信息’，现在是‘信息找人’” [2]

353

。在这一阶段，党在注重融媒体和全媒体建设的同时，采用大数据技术推进舆情信息收集和分析研判

已成为常态，关注要点转为更加注重党的工作系统的信息资源统筹。此时“统一完整的国家电子政务网

络基本形成，基础信息资源共享体系初步建立”[72]

，为推进党的信息资源整体性配置提供了基础。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机构的设立，则为统筹推

进党的信息资源开发和利用提供了组织支持和政治保证。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

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强化信息资源深度整合，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要以

信息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统筹发展电子政务”，“打通信息壁垒，构建全国信息资

源共享体系，更好用信息化手段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科学决策” [2]

192-194

。2017年12月，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以数据集中和共

享为途径，推动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打通信息壁垒，形成覆盖全国、统筹利用、统一接

入的数据共享大平台，构建全国信息资源共享体系，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

的协同管理和服务”
[69]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则提出“

推动数据资源开发利用”[71]

796

。这些新的要求置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框架下，为党的信息资源开发和利用提供了新

的原则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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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2016年7月发布实施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从“服务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出发，以“提高”

“全面提高”“加强”等话语规划推进党委工作、党的组织工作、纪检工作等方面的信息化，且重在“推进

信息资源共享，提升各级党的部门工作信息化水平” [68]

。为落实这一部署，2016年12月的《“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从“服务党的建设工作”出发，提出“推

动‘互联网+党建’”。而其话语重心则是“统筹”和“整合”，如“支持统筹建设全国党员信息库和党员管理信

息系统、党员

教育信息化平台”，“推动整

合基层党建信息化工作平台和网上民生服务”等[72]

。为贯彻落实上述战略和规划制定，《“十三五”国家政务信息化工程建设规划》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出发，进一步提出“构建形成大平台共享、大数据慧治、大系统共治的顶层架构，

建成全国一体化的国家大数据中心”的政务信息化目标。这里的“大系统”是“以跨部门、跨地区协同治

理大系统为工程建设主要形态”，包含了党的“执政能力”在内的六大系统工程。而“执政能力信息化工

程”建设的首要内容是“建设和完善覆盖党中央各部门的核心业务系统，整合构建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

落实综合协调与保障信息化平台”。“加强党委信息资源的按需汇聚，推动政府部门相关信息与党中央

各部门的数据共享，支撑党的执政资源配置优化和全面从严治党”[73]。

进入“十四五”时期，《“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提出了“与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相适应的党政机关信息

化建设和管理体系基本形成”的目标[3]

。但《“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十四五”推进国家政务信息化规划》主要是对“十三五”时期信息化

战略或规划的延续。重在“推进”“优化”“提升”“深化”党的工作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且首要的工作都

是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信息化，围绕党中央各部门核心业务进行信息系统建设，服务党中央决策指挥。

这说明，自“十二五”时期开始的党的执政能力信息化工程已逐渐成熟，以党中央为中心枢纽的信息资

源系统渐趋完善。而在这一工程的牵引和驱动下，跨部门的一体化数据资源共享和开发作为支撑性条

件也走向深入。如2022年下发的《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指南》要求，“全国一体化政务大

数据体系具备对接党委、人大、政协、纪委监委、法院、检察院和军队等机构数据的能力，应遵循互

联互通、资源共享的原则”[74]

。信息资源的“统筹”“整合”“融合”“共享”成为这一阶段党的信息化的关键词。

（三）枢纽平台型信息资源集成

“十三五”到“十四五”党的信息化战略和规划围绕着党的执政能力信息化，提出了“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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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综合协调与保障信息化平台”“政务云平台”“智慧检务”等支撑平台建设的目标。从党的纪检工作来

看，在十八届中纪委第六次全会上，提出“建设覆盖全国纪检监察系统的信息平台，建立情况明、数字

准、可监控的数据库”[67]

151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纪委提出“建设贯通纪检监察业务全流程、全要素的信息化系统，建成覆盖全国

纪检监察系统的检举举报平台，完善

大数据查询监督平台等系统”[75]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提出，建立健全党内法规制度统一发布平台，建设

全国党内法规工作专网，建立党内法规数据库[67]

513-515。之后《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提出建设全国统一的党内法规信息平台[76]。

组织工作方面，在前期数据库和平台建设的基础上，《2016-2020年全国组织系统信息化工作规划》

提出，推进党员、干部、人才等各类基础信息、各项组工业务办理信息和统计分析数据的有机整合，

开展数据治理、信息挖掘，

实现问题预警、推演研判，提高信息使用效益[77]

。 2019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提出“统筹规划、整合资源”，“推进党员教育

管理网站、移动客户端等平台一体化建设，建立党性教育基地网上平台”。同时，依托党员教育管理信

息化平台，开展党员信息管理等业务应用[78]

。在这一部署的基础上，《2019-2023年全国党员教育培训工作规划》又提出“推动党员教育信息化平

台一体化建设，完善学用功能”[79]

10

。民政部等9部门印发的《关于深入推进智慧社区建设的意见》提出“全面推进‘互联网+社区党建’”。要

求各相关部门“搭建共享开放的数字底座，统筹推进智慧社区应用场景建设，推动部门业务协同和数据

共享，加强数据管理和挖掘” [80]

。以这两个方面的工作为代表，可以发现，在中央枢纽型资源平台建设的同时，党的工作领域也走向

了资源“平台”建设，而这一平台往往具有多元功能，是集成了基础数据和应用数据的集成性平台。

九、结语

基于信息技术与信息资源两个维度对党的信息化历程做总体分析可以发现，党的信息化共经历了六个

阶段。在信息技术维度经历了由单机计算机到手机，由固网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由单向传递技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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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交互技术、信息智能分析技术的迭代；而在信息资源维度，则经历了办公信息局域网化到单一工

作领域信息互通，从单一领域信息资源系统化到跨工作领域互通，从跨业务系统集成到枢纽平台型集

成的跃迁。可见，在党领导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不同时期，党治国理政的任务重心不同，党的不同工作

领域信息化发展的节奏有别，管党治党的重心亦不相同。这不仅与党的信息化的意识相关，也受到了

信息技术发展水平的客观限制[81]

。当然，党的信息化作为一个内容丰富的历史过程，其阶段划分是相对的。同时，需承认的是，虽然

我们相信党的信息化意识和实践样态总体上可以通过既有文献得以反映，但由于党的相关文件尚未公

开或公开的情况在党的工作、党的建设各领域有所不同，这使我们对党的信息化的分析可能存在偏误

疏漏之处。此外，尽管限于篇幅，我们未对党的信息化历程特征做专门分析，但显而易见的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以来，党的信息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改变了党的信

息化滞后于政府信息化和社会信息化的被动局面，已由改革开放初期面向经济的追赶走向了新时代面

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方位融入与主动引领。可见新时代党的信息化正在为“中国之治”引入新范式、

创造新工具、构建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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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z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ased on Analysis of Important Literature of the Party and the nation（1956-2022）

ZHU Guowei, ZHANG Yinghui

Abstract: The informatiz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eans apply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veloping and utilizing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he

Party’s own construction and leadership capacity. It is both the content and internal requirement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Based on important literature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and on the two dimension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resources, the Party's

informatization has experienced six stages that are overlapping with each other but with different

focu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imens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has evolved from

personal computer to mobile phone, from fixed network to mobile network, from one-way

transmission to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and intelligence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imension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it has transformed from local area network to information

exchange within a single-functional workplace,, from information systematization within one

workplace to information exchange within cross-functional worksplace, and from cross-business

system integration to hub-platform integration.

Key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formatization of the Part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formation resourc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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