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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力影响因素研究
———以«关于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的若干意见»为例∗

马海群　 冯　 畅

摘　 要　 本文以«关于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的若干意见»为样本ꎬ研究影响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力的相

关因素ꎬ以期提高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效率ꎬ更好地指导和规范新的政策的出台和实施ꎮ 基于信息资源管理政

策执行力影响因素的特点ꎬ运用系统动力学原理ꎬ通过建模和仿真对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度、执行人员的素质与能

力、目标群体的结构与信息素质、配套政策的协同性、信息资源管理政策的明晰性和前瞻性这五个因素进行灵敏

度分析ꎬ对比各系统参数值的改变对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力的影响程度ꎮ 研究结果表明ꎬ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度

对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力的影响最显著ꎬ目标群体的结构与信息素质对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力的影响较小

且有限ꎬ其余三个因素均对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力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ꎮ 结合大数据时代的发展需求ꎬ对«关

于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的若干意见»的修订提出建议:推进政府数据开放ꎬ建立健全配套政策协同机制ꎬ

完善政策规范和体系ꎮ 提出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力的提升路径:提高政府信息公开和数据开放的程度ꎬ加强执

行主体协同与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活动的评估工作ꎬ增强政策制定过程的科学性ꎬ提升执行人员的素质与能力ꎮ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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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ｙｓ ｔｏ ｕｐｇｒａｄｅ ｔｈｅ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ｘｅｃｕｔｏｒｓ.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ａ ｎｅｗ ｓｅｔ ｏｆ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８ ｆｉｇｓ. １ ｔａｂ. ４６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Ｓｏｍｅ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ｓｅ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０　 引言

信息资源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ꎬ开发利

用信息资源将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文化效益、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ꎮ 为了优化信息资源的配

置ꎬ促进信息资源的产业发展ꎬ推动信息资源的

开发利用ꎬ提升国家信息资源的管理水平ꎬ我国

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信息资源管理政策ꎬ旨在对

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活动进行干预和引导ꎮ 其中

«关于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的若干意见»
(中办发[２００４]３４ 号ꎬ以下简称«意见»)的颁布

与实施是我国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法规建设中取

得的重要成就之一ꎮ 该政策涵盖了信息资源管

理的诸多领域与内容ꎬ是迄今为止最具针对性

的国家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指南ꎬ把信息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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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和利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１] ꎮ
政策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与落实ꎮ 在整个信

息资源管理政策的执行过程中ꎬ信息得到科学

合理的开发与利用的程度与信息资源管理政策

执行力高度相关[２] ꎮ “执行力”概念在政策文件

中首次出现于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５ 日ꎬ温家宝在第十

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
中提出“建立健全行政问责机制ꎬ提高政府执行

力和公信力”ꎮ 为解决公共政策执行不力问题ꎬ
由“企业执行力”概念演绎而来的“政府执行力”
概念在公共政策执行领域拓展演绎出“公共政

策执行力”概念ꎬ“公共政策执行力”是一个典型

的中国语境下产生的概念[３] ꎮ
信息资源管理政策作为公共政策的一种形

式ꎬ其执行力体现为政策的最终执行效力以及

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执行与落实的程度ꎮ 信息资

源管理政策执行力贯穿于整个信息资源管理政

策的执行过程中ꎬ是在政策执行环节各种力量

综合而成的合力ꎬ其强弱直接受到各种影响因

素的制约ꎮ 目前ꎬ针对公共政策执行力影响因

素的研究ꎬ多从理论、经验、主观的角度去区分、
辨别各个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ꎬ而关于量化分

析的研究相对较少ꎮ 因此ꎬ本文以«意见»为例ꎬ
采用系统动力学的方法ꎬ构建信息资源管理政

策执行力影响因素的系统动力学模型ꎬ并进行

仿真实验ꎬ试图探寻最关键的影响因素ꎬ以改进

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过程ꎬ从根本上提高政

策执行力ꎬ以有效实现政策目标ꎬ也为其他相关

政策诸如数据开放政策、数据安全政策的制定

与执行提供参考ꎮ

１　 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力的影响因素

通过分析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力影响因

素的特点ꎬ归纳确定相关因素ꎬ为构建系统动力

学模型和实证研究做准备ꎮ

１.１　 影响因素的特点

影响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力的各因素之

间紧密联系ꎬ共同作用于政策执行力ꎬ具有以下

特点ꎮ ①影响因素是多元的ꎬ包括执行主体、目
标群体、执行资源、政策本身、执行环境、风险因

素等ꎮ ②影响是长期性的ꎬ各影响因素持续不

断地产生作用ꎬ对政策执行力形成系统和稳定

的影响ꎮ ③影响方式具有传导性ꎬ影响因素系

统中的某些因素除直接对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

行力产生影响和作用外ꎬ还会影响其他影响因

素ꎬ借助传导作用于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力ꎮ
④影响方向具有可变性ꎬ当信息资源管理政策

执行力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积累达到一定程度

后ꎬ其影响方向可发生扭转ꎮ

１.２　 影响因素的确定

国内关于政策执行力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

划分为执行主体[２ꎬ４－１０] 、执行客体[５ꎬ７ꎬ９] ꎬ政策本

身[２ꎬ４ꎬ６ꎬ８ꎬ１０－１２] ( 即 执 行 政 策[１３] 、 政 策 质

量[９ꎬ１４－１６] )、 执 行 资 源[４－７ꎬ９ꎬ１１ꎬ１６－１８] ꎬ 执 行 环

境[２ꎬ４ꎬ５ꎬ７ꎬ８ꎬ１０ꎬ１４ꎬ１７ꎬ１９] 、 政 策 工 具[４ꎬ６] ( 即 执 行 工

具[１３] 、政策执行手段[１５] 、执行技术[２] 、执行方

式[１０ꎬ１３] )、科技因素[１３] 共 ７ 个维度ꎬ每一维度又

包含若干个方面的内容ꎬ具体如下ꎮ ①执行主

体受以下因素影响:执行主体的权威性ꎬ政策对

执行主体的益损性[２] ꎬ政策执行的监督[２０] ꎬ政
策执行的监控[４ꎬ６ꎬ１６] ꎬ政策执行的监督机制[１５] 、
动作机制[７] 、执行文化[９] 、利益因素ꎬ具体有执

行主体的利益驱使[２０] 、执行主体对于政策的利

益取向[１０] 、政策执行主体对于政策利益的权

衡[１１] 、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在利益上的冲

突[９] 、执行各方之间的利益博弈[１９] 等ꎮ 执行主

体包括政策执行组织[４] (即执行机构[１３] )、政策

执行个人[４] 和政策执行人员[１３ꎬ２１] (即政策执行

者[１４] )ꎮ 政策执行组织(即执行机构)的主要构

成因素有:功能完善的政策执行组织[６] ꎬ执行组

织的有效性[８] ꎬ执行组织的执行能力和执行技

术[４] ꎬ组织文化[７] 、组织架构[３ꎬ７] 和组织结构是

否合理[６ꎬ７ꎬ１５ꎬ２１] ꎻ政策执行人员(即政策执行者)
受其价值观[２１] 、能力与素质[８ꎬ１４] 、对政策的认同

程度[３ꎬ１７ꎬ１２] 、 执行态度[１２ꎬ１４] 和执行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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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３ꎬ１３ꎬ１６] 等因素的影响ꎮ ②执行客体受政策客

体的认同与支持程度、执行客体和执行主体之

间的契合程度[７] 等因素的影响ꎮ 执行客体包括

政策执行的目标群体[２ꎬ４ꎬ６ꎬ１２ꎬ１７](即政策对象[１４] 、
执行对象[２１] 、服务对象[１３] )、受益群体[７] 、行动

联盟[３] 等内容ꎮ 目标群体(即政策对象、执行对

象、服务对象)由以下因素组成:政策对象认同、
接受政策[１７ꎬ２１] ꎬ与目标群体是否能进行有效沟

通[１７] ꎬ目标群体的信息素质[２ꎬ５] ꎬ目标群体的信

息技术能力ꎬ目标群体的利益诉求[２] ꎬ影响对象

利益的程度[６] ꎬ目标群体的规模[６ꎬ１２] ꎬ目标群体

对待政策的态度[４ꎬ５ꎬ１６ꎬ１７] 和目标群体对待政策的

行为[４] ꎮ 受益群体受群众对政策的认同度、群
众素质[１２] 、公众素质、公众支持度[１４] 、公民参与

程度[１５] 、公众政策诉求[１８] 等因素的影响ꎮ 行动

联盟包括利益集团、意见领袖、媒体、研究机构、
行业协会等[３] ꎮ ③政策本身(即执行政策、政策

质量)受政策的合理性[２ꎬ４ꎬ６ꎬ９ ꎬ１１ꎬ１２ꎬ１４] 、政策的明

晰性[２ꎬ４ꎬ６] 、政策的稳定性[２ꎬ４ꎬ６ꎬ９ꎬ１５] 、政策的明确

性[９ꎬ１２ꎬ１４] 、政策的具体性[１１ꎬ１２ꎬ１４] 、 政策的协调

性[９ꎬ１１] 、 政 策 的 正 确 性[１１ꎬ１２] 、 政 策 的 系 统

性[２ꎬ１５] 、政策问题本身的特殊性[８] 、政策的可操

作性[１０ꎬ１１ꎬ１５] 、政策的重要性、政策的灵活性[１４] 、
政策的体系化[１０] 、政策具有的合法性[９ꎬ１５] 、政策

具有的连续性、政策之间能否良性循环[９] 以及

政策本身的内容[３] 等因素影响ꎮ ④执行资源包

括人 财 物 资 源[５ꎬ１８] 、 政 策 资 源[４] 、 信 息 资

源[５－７ꎬ９ꎬ１１ꎬ１７] 、制度资源[５－６] 、权威资源[５－７ꎬ１１ꎬ１７] 以

及科学可行的政策实施方案、有效适宜的执行

方法[１７] ꎮ ⑤执行环境包括自然环境[７ꎬ１７] 、政治

经济社会文化环境[１７] 、 现代化电子政务环

境[２] 、地方政府的公信力、主流价值观、法制环

境[１７] 、制度环境[１３] 、政策环境[１４] ꎮ ⑥政策工具

(即执行工具、政策执行手段、执行技术、执行方

式)受电子政务化程度、信息发布、信息资源、信
息咨询、信息反馈[２] 以及执行流程[２１] 、执行战

略[５] 的影响ꎬ 包括政策宣传[１２ꎬ１６ꎬ１８] 、 政策试

点[１６] 、民意表达[１４] 等内容ꎮ ⑦科技因素包括科

技水平、 科技潜力、 科技需求、 科技创 新 氛

围[１３] 等ꎮ
政策执行过程是将政策目标转化为政策现

实的唯一途径ꎮ 通过分析政策执行过程ꎬ辨别

影响政策执行的关键因素ꎬ把握与控制政策执

行力产生的主要环节与整体流程[２２] ꎬ可以更准

确地归纳出政策执行力的影响因素ꎮ 美国学者

史密斯在«政策执行过程»一文中提出了政策执

行过程模型ꎬ他认为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有四个

重要的组成部分:理想化的政策、执行机构、目
标群体、环境因素[２３] ꎮ 在政策执行过程中ꎬ政策

执行组织、政策目标群体、理想化政策和政策环

境这四者之间发生着互动ꎮ 政策执行的过程就

是四者互动的紧张状态经过处理走向协调平缓

状态的过程ꎮ 政策执行的结果作为反馈内容再

输入到政策制定过程ꎬ只有这四方面结合起来ꎬ
相互作用、 相互促进ꎬ 才能保证政策的有效

执行[２４] ꎮ
根据上文总结的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力

影响因素的特点、国内现有的研究成果及史密

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ꎬ本文选择并确定信息资

源管理政策执行力的 ６ 个一级影响因素和 １９ 个

二级影响因素(见表 １)ꎮ

１.３　 影响因素的内涵分析

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力影响因素涉及许

多方面ꎬ基于«意见»对各个影响因素的内涵分

析如下ꎮ
(１)执行主体ꎬ是指负责落实政策目标、

措施的人和组织 [ ２５] ꎮ « 意见» 的执行主体呈

现出多元化特征ꎬ即由多层次的机构体系构

成ꎬ既涵盖了国家相关部门ꎬ如国务院、工业

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等ꎻ也包含各地方政府以及相应部门ꎻ
还包括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

位ꎬ如公共图书馆和档案馆以及相关行业协

会组织等ꎮ 作为一级影响因素ꎬ执行主体可

细化为合理的组织结构、执行人员的素质与

能力、执行者的利益、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

监督机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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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力影响因素

一级影响因素 二级影响因素

执行主体

合理的组织结构

执行人员的素质与能力

执行者的利益

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监督机制

目标群体

目标群体的结构与信息素质

目标群体的参与程度

目标群体的利益诉求

目标群体的认同程度

执行资源

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度

信息资源质量

人财物资源投放的力度

政策本身

信息资源管理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信息资源管理政策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信息资源管理政策的明晰性和前瞻性

配套政策的协同性

执行环境
信息技术环境

政府公信力

风险因素
信息安全

信息垄断

①合理的组织结构ꎬ它是实现政策目标的

组织保证ꎬ要求纵横结构布局合理(即组织的

层级与幅度关系要适当) ꎬ各组织部门之间分

工合 作、 协 调 一 致ꎬ 组 织 关 系 中 权 责 关 系

明确[２６] ꎮ
②执行人员的素质与能力ꎬ是指政策执行

人员自身所具备的个人素质与政策执行能力ꎮ
其中个人素质包括执行者的思想素质、知识素

质、心理素质以及能力素质[８] ꎻ政策执行能力包

括对政策的理解、认知、分析能力ꎬ在政策执行

过程中采用有效执行技术和恰当执行方法的能

力ꎬ以及组织和管理能力、沟通与协调能力、危
机处理能力等ꎮ

③执行者的利益ꎬ是指政策执行者在执行

政策的过程中给自身带来的收益和损失[２７] ꎮ
④监督机制ꎬ其含义可概括为在信息资源

管理政策执行过程中ꎬ政策执行监督系统内部

各组成要素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运作方式ꎬ健全

的监督约束机制是确保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活动

得以推进的有力手段ꎮ
(２)目标群体ꎬ是指政策的直接影响者ꎬ即

受到政策影响与制约的社会成员ꎮ «意见» 的

目标群体范围十分广泛ꎬ主要包括非营利性组

织、个人、企业等ꎮ 目标群体因素可细分为结

构与信息素质、参与程度、利益诉求、认同程度ꎮ
①目标群体的结构与信息素质ꎬ指目标群

体的构成与接受信息教育和培训的程度ꎬ及对

政策的感知、理解、分析、应用能力ꎮ
②目标群体的参与程度ꎬ是指目标群体参

与政策制定与执行的状况ꎮ
③目标群体的利益诉求ꎬ是指目标群体在

政策执行过程中为满足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

而对经济、地位、权利的申请与请求ꎮ
④目标群体的认同程度ꎬ是指目标群体对

于信息资源管理政策的目标、内容、意义等的认

同水平与认同标准ꎮ
(３)执行资源ꎬ是保障政策有效执行所具备

的各类资源条件[５] ꎮ 信息资源管理政策的执行

依赖于足够的资源来支撑ꎬ否则信息资源开发

利用活动将无法顺利进行ꎮ 结合«意见»ꎬ信息

资源管理政策执行资源包括的因素主要有政府

信息公开的程度、信息资源质量、人财物资源投

放的力度ꎮ
①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度ꎬ是指政府将所拥

有的信息面向社会公开的数量、形式和规模ꎮ
②信息资源质量ꎬ是信息资源价值的重要

表现ꎬ 是信息资源的结构、品种、效用等属性在

质和量两个方面优劣程度的总和ꎮ 其中信息资

源质量所具有的多维性、隐蔽性、时滞性、相对

性是与物质资源的质量相比而独有的特性[２８] ꎮ
③人财物资源投放的力度ꎬ是指在信息资

源管理政策执行过程中ꎬ政府对执行人员、资

金、经费、物资设备的投放力度的大小ꎬ并运用

税收、补贴、担保等诱因性工具对信息资源开发

利用活动的支持强度ꎮ
(４)政策本身ꎬ是指政策自身所具有的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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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ꎬ是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首要环节ꎮ 依据«意

见»ꎬ政策本身的因素包括了信息资源管理政策

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合理性和合法性、明晰性和

前瞻性以及配套政策的协同性ꎮ
①连续性和稳定性ꎮ 连续性是指所制定的

新政策与已有政策之间要保持一定的内在联

系ꎬ不能出现新老政策脱节的现象ꎻ稳定性是指

构成政策系统的各个政策因素和政策关系保持

不变ꎬ对已形成的政策安排和政策结构不做大

的调整和变动ꎮ 　 　
②合理性和合法性ꎮ 合理性是指所制定的

政策能够准确地反映客观现实情况ꎬ政策所规

定的各项内容合乎情理ꎬ符合逻辑ꎬ具有公平

性ꎬ政策执行方式能够被目标群体所接受ꎬ执行

主体具备执行该政策的条件ꎬ政策的实施具有

现实的可行性ꎻ合法性是指所制定的政策要以

实现利国利民为归宿ꎬ和当代社会发展的需求

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符合ꎬ与国家现

有的法律、法规不相抵触ꎬ政策制定程序民主

化、法制化ꎮ
③明晰性和前瞻性ꎮ 明晰性体现在政策

本身拥有严格的执行界限、科学的操作程序与

准确的评估标准ꎬ并且政策目标明确ꎬ政策内

容清晰ꎬ不模棱两可、含糊不清ꎻ前瞻性是指政

策规划要着眼于未来ꎬ政策方案具有可预见

性、可预测性ꎬ能够对未来将出现的问题进行

处理ꎮ
④配套政策的协同性ꎮ 政策协同也称为政

策协调、政策整合[２９] ꎬ配套政策的协同性是指不

同配套政策之间要和谐匹配ꎬ不相互冲突ꎮ
(５)执行环境ꎬ是指政策执行的外部环境ꎮ

由于执行环境是不断变化的ꎬ因而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和制约着政策执行力ꎮ 针对«意见»ꎬ执
行环境因素主要包括信息技术环境和政府公

信力ꎮ
①信息技术环境ꎬ是指与政策生存空间相

关联的因素———信息技术与环境因素相结合构

成了信息技术环境ꎬ主要包括信息技术的发展

状况、信息技术的应用状况、公众对信息技术的

接受状况三个方面ꎮ
②政府公信力ꎬ是指政府依据自身信用所

获得的社会公众的信任程度ꎬ政府公信力是

政策得以顺利实施的最基本保证ꎮ 政府公信

力主要通过政府公务人员的具体行为、行政

措施来体现ꎬ并直接面向社会公众 [ ３０] ꎮ
(６)风险因素ꎬ是指政策执行过程中不能确

定的因素或事先不能加以控制并导致政策执行

偏离政策目标的现实的或潜在的因素ꎮ 联系

«意见»ꎬ风险因素主要受信息安全、信息垄断的

影响和制约ꎮ
①信息安全ꎮ 现代技术环境中信息安全所

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信息污染、信息泄露、信息

破坏、信息侵权、信息侵略等[３１] ꎬ集中表现为信

息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所涉及的国家信息安

全、商业信息安全、个人信息安全等方面ꎮ
②信息垄断ꎬ主要体现为信息资源开发利

用过程中各级政府部门或企事业单位为追求自

身利益而使公众在获取有用信息时受到的

限制ꎮ

２　 构建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力影响因
素的系统动力学模型

系统动力学是在非线性动力学和反馈控制

理论基础上建立的[３２] ꎬ它是一种由计算机辅助

的政策分析和设计方法ꎬ适用于复杂的社会、
管理、经济或生态系统中产生的动态问题ꎬ确
切地说ꎬ适用于任何具有相互依赖、交互作用、
信息 反 馈 和 循 环 因 果 关 系 等 特 点 的 动 态

系统[３３] ꎮ 　
本文借鉴汤志伟、敖雪妮所构建的网络

信息 政 策 执 行 影 响 因 素 的 系 统 动 力 学 模

型 [ ３４] ꎬ在原有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改动和调

整ꎬ构建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力影响因素

的系统动力学模型ꎮ

２.１　 模型边界与假设条件

模型边界的确立实际上就是确立系统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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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要素的过程[３５] ꎮ 由于研究的主体是信息资源

管理政策执行力影响因素ꎬ所以研究的边界也

只涉及与其相关的要素ꎬ剔除系统内相关度较

小的要素ꎬ从而达到满意的系统边界ꎬ并做出以

下假设ꎮ
(１)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力影响因素系

统属于一个封闭的系统ꎬ对国外相关部门对其

的影响不予考虑ꎮ
(２)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力影响因素系

统的发展与运行是一个连续、渐进的行为过程ꎮ
(３)信息资源管理政策的执行是在安定、

平稳、繁荣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下进行的ꎬ对

于一些因不可抗力如地震、洪水、灾疫以及战

争、罢工等因素引发的系统的崩溃ꎬ不予考虑ꎮ

２.２　 因果回路图

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力的强弱是在整个

政策执行过程中体现出来的ꎬ执行效果是对执

行力的最直接反应ꎮ 本文依据对信息资源管

理政策执行力影响因素的特点、内涵分析和各

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系统的基本假

设ꎬ利用系统动力学的方法ꎬ绘制信息资源管

理政策执行力影响因素的因果回路图ꎬ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力影响因素的因果回路图

　 　 图 １ 中有 １ 个正反馈回路:
执行资源→＋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效果

→＋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力增长量→＋执行

资源

该正反馈回路的含义是:执行资源得到保

障后会促使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效果得到加

强ꎬ有效推动政策执行力的提升ꎬ继而反过来促

进政府投入、释放更多的执行资源ꎮ

２.３　 系统流图

根据上文提出的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

力影响因素的因果回路图ꎬ构建信息资源管

理政策执行力影响因素的系统流图ꎬ如图 ２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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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力影响因素的系统流图

２.４　 方程设计

本文构建的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力影响

因素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所涉及的方程如下:
(１)人财物资源投放的力度 ＝ ３ ４７＋政府信

息公开的程度

(２)信息资源质量 ＝ ３ ２２＋政府信息公开的

程度＋人财物资源投放的力度

(３)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度＝ ４ ５６
(４) 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力增长率

＝ ０ ０９６８
(５)执行资源 ＝ ＤＥＬＡＹ１Ｉ(政府信息公开的

程度∗人财物资源投放的力度∗信息资源质量

＋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力增长率∗信息资源

管理政策执行效果ꎬ１ꎬ０)
(６)目标群体的利益诉求＝ ３ ５１
(７)目标群体的参与程度 ＝ ３ ０７＋信息技术

环境＋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度

(８)目标群体的结构与信息素质＝ ３ １３
(９)目标群体的认同程度 ＝ ３ １＋信息资源

管理政策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目标群体的利益

诉求＋目标群体的参与程度＋目标群体的结构与

信息素质

(１０)目标群体 ＝ 目标群体的利益诉求∗目

标群体的结构与信息素质∗目标群体的认同程

度∗目标群体的参与程度 / 政府公信力

(１１) 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监督机制 ＝
３ ５８＋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度＋目标群体的结构与

信息素质

(１２)执行人员的素质与能力＝ ３ ３２
(１３)合理的组织结构 ＝ ３ ３９＋配套政策的

协同性＋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监督机制＋政府

信息公开的程度

(１４)执行者的利益＝ ３ ６
(１５)执行主体 ＝ 执行者的利益∗合理的组

织结构∗执行人员的素质与能力∗信息资源管

理政策执行监督机制

(１６)信息安全＝ ４ ２６＋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度

(１７)信息垄断＝ ３ ６５＋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度

(１８)风险因素＝信息垄断∗信息安全

(１９)信息资源管理政策的明晰性和前瞻性＝３
(２０)信息资源管理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 ３ １５＋信息资源管理政策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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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资源管理政策的明晰性和前瞻性＋配套政

策的协同性＋信息技术环境

(２１)信息资源管理政策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 ３ ３９＋信息技术环境

(２２)配套政策的协同性＝ ３ ０５
(２３)政策本身 ＝ 信息资源管理政策的合理

性和合法性∗信息资源管理政策的明晰性和前

瞻性∗信息资源管理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配套政策的协同性

(２４)信息技术环境＝ ３ １７＋信息安全

(２５)政府公信力＝ ２ ９＋信息资源管理政策

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信息资源管理政策的连续

性和稳定性＋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度

(２６)执行环境＝信息技术环境∗政府公信力

(２７)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效果 ＝ ＩＮＴＥＧ
(执行主体＋执行环境＋执行资源＋政策本身＋目

标群体－风险因素ꎬ０)
关于上述方程设计中涉及的数据来源ꎬ说

明如下ꎮ
由于此模型中一些相关数据难以获取ꎬ所

以对于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力增长率使用

２０１２ 年的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指数均值的增长

率 ９ ６８％ [３６] 替代ꎮ 二级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

的定级、取值则通过问卷调查和算术平均法获

得ꎮ 为保证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ꎬ本
次调查对象的选取遵循广泛性、代表性原则ꎬ
涵盖了高校教师、在校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政

府机关人员以及科研院所、事业单位、企业等

的工作人员ꎮ 调查问卷分值设定在( １ꎬ５) 内ꎬ
共收回 １００ 份ꎬ有效问卷 ９６ 份ꎬ有效率为 ９６％ꎮ
利用 ＳＰＳＳ 社会科学统计软件ꎬ使用 Ａｌｐｈａ 信度

系数法ꎬ对收回的有效数据进行信度分析ꎮ 该

调查问卷共 １９ 个项目ꎬ可靠性的 Ａｌｐｈａ 值为

０ ９１１ꎬ可见项目之间存在较高的内在一致性ꎬ
表明该调查问卷的可靠性很强ꎬ然后将所得数

据通过算术平均法计算数值ꎮ

２.５　 模型运行检测

在建立完一个模型之后ꎬ首先要对模型的完

整性进行分析ꎮ 运用 Ｖｅｎｓｉｍ ＰＬＥ 软件提供的模

型检测(Ｃｈｅｃｋ Ｍｏｄｅｌ)功能对模型进行检测ꎬ以确

定模型是否正常运行ꎮ 经过检测ꎬ所建立的系统

动力学模型运行正常ꎬ通过了相应的测试ꎮ

３　 模型的仿真模拟与结果分析

在 Ｖｅｎｓｉｍ ＰＬＥ 平台上构建和仿真运行信息

资源管理政策执行力影响因素的系统动力学模

型ꎬ对结果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ꎮ

３.１　 模型的仿真模拟与初始状态分析

设定仿真时间为 ２０ 年ꎬ仿真步长为 １ꎬ“信

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效果”的初始值为 ０ꎬ仿真

运行的结果见图 ３ 所示ꎮ

图 ３　 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效果的初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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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３ 中可知ꎬ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效

果整体呈现指数增长态势ꎬ在模拟的 ２０ 年中ꎬ起
初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效果增长得非常缓

慢ꎬ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及与之相应的人员、资
金和信息资源投入的增加而显现出递增的趋

势ꎬ且增长速度随时间变化不断上升ꎮ

３.２　 灵敏度分析

灵敏度分析是通过改变模型中的相关参

数ꎬ比较模型的输出ꎬ确定其对系统的影响程

度[３７] ꎮ 鉴于执行者的利益、目标群体的利益诉

求、政策执行力增长率都不是我们能控制、调整

的ꎬ所以在排除执行者的利益、目标群体的利益

诉求、政策执行力增长率这三个参数的前提下ꎬ
仅对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度、执行人员的素质与

能力、目标群体的结构与信息素养、配套政策的

协同性、信息资源管理政策的明晰性和前瞻性

共五个参数的取值进行灵敏度分析ꎬ观察其参

数值变化对模型产生的行为影响ꎬ判断影响信

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力的最主要的因素ꎮ
３.２.１　 政府信息公开程度的灵敏度分析

基于模型的初始状态ꎬ分别将政府信息公

开程度的取值提高或者降低 ３０％ꎬ分析政府信

息公开程度对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效果的影

响ꎬ仿真运行结果如图 ４ 所示ꎮ

图 ４　 政府信息公开程度对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效果的影响

从图 ４ 可知ꎬ相对于初始状态ꎬ提高或降低

政府信息公开程度将促使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

行的效果增强或减弱ꎮ 主要原因如下:我国政

府掌握着 ８０％以上的社会信息资源ꎬ政府信息

公开的程度直接决定着信息资源的投入、供给

程度ꎮ 提高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度ꎬ会加大信息

资源的投入ꎬ获得更大的政策执行空间ꎻ降低政

府信息公开的程度ꎬ会使信息资源供给不足ꎬ导
致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力减弱ꎮ 同时ꎬ政府

信息公开的程度提高或降低将引起人财物资源

投放的力度、目标群体的参与程度、政策执行监

督机制、合理的组织结构、政府公信力等因素的

增强或减弱ꎬ促使政策执行力随之提升或降低ꎮ
此外ꎬ政策执行监督机制作用于合理的组织结

构ꎬ人财物资源投放的力度作用于信息资源质

量ꎬ目标群体的参与程度作用于目标群体的认

同程度ꎬ从而也会提高或降低政策执行力ꎮ 但

由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不健全ꎬ政府信息公

开的程度在加大的同时ꎬ却因公开的内容以宏

观、浅显的信息居多ꎬ民众关注的重点如环境保

护、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公开程度不够ꎬ使得有

价值的信息难以获取ꎬ也致使信息资源质量下

０６５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六卷　 第二四六期　 Ｖｏｌ ４６ Ｎｏ ２４６

降ꎬ信息资源利用率低ꎮ 但是ꎬ政府信息公开程

度提高ꎬ也增加了信息安全风险ꎬ容易引发国家

机密泄露、企业秘密泄露、个人隐私泄露等一系

列信息安全问题ꎬ对国家、企业和当事人造成潜

在的伤害[３８] ꎬ并且当前的数据平台也存在着大

量的运营风险ꎬ降低信息安全系数ꎬ削弱信息资

源管理政策执行力ꎮ 而从积极方面看ꎬ政府信

息公开程度加大ꎬ将打破信息垄断ꎬ保障政策执

行所需的重要资源ꎬ令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力

得到提升ꎻ降低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度ꎬ将加剧信

息垄断ꎬ造成“信息寻租” “信息孤岛”等现象ꎬ对

问题与危机的敏感性和应对能力也会丧失ꎬ导致

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力大打折扣ꎮ 从仿真运

行的整体结果来看ꎬ随着提高或降低政府信息公

开的程度ꎬ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效果会相应提

高或降低ꎮ
３.２.２　 执行人员的素质与能力的灵敏度分析

保持模型中其他参数值趋于稳定ꎬ仅把执行

人员的素质与能力的取值提高或者降低 ３０％ꎬ分
析执行人员的素质与能力对信息资源管理政策

执行效果的影响ꎬ仿真运行结果如图 ５ 所示ꎮ

图 ５　 执行人员的素质与能力对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效果的影响

从图 ５ 可知ꎬ基于初始状态ꎬ提高执行人员

的素质与能力ꎬ会提升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

的效果ꎮ 主要原因是:提高执行人员的素质与

能力能够促使执行人员准确把握政策的精神实

质ꎬ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能够依据环境的变化及

时调整政策执行的计划和方案ꎬ并充分考虑到

目标群体的认知水平、心理承受能力与相关利

益ꎬ选取先进的执行工具和适当的执行方法ꎬ提
升政策执行力ꎬ促进政策的有效执行和落实ꎮ
基于初始状态ꎬ降低执行人员的素质与能力ꎬ会
引起政策执行效果的减弱ꎮ 主要原因是:当执

行人员的素质与能力偏低时ꎬ受自身素质和能

力的影响ꎬ未能正确认识、理解政策ꎬ容易产生

政策执行偏差ꎬ尤其在应对突发情况和各种困

境时无法做到预先制定对策ꎬ不能实现未雨绸

缪、防患于未然ꎬ难以灵活有效地推进政策[３９] ꎬ
使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力减弱ꎬ导致执行效

果不理想ꎮ
３.２.３　 目标群体的结构与信息素质的灵敏度分析

在不改变模型中其他因素取值的前提下ꎬ
只调整目标群体的结构与信息素质的参数值ꎬ
提高或者降低 ３０％ꎬ分析目标群体的结构与信

息素质对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效果的影响ꎬ
仿真运行结果如图 ６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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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目标群体的结构与信息素质对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效果的影响

从图 ６ 中可知ꎬ当目标群体的结构与信息

素质基于初始状态上升或下降时ꎬ信息资源管

理政策执行的效果呈现增强或减弱的态势ꎮ 这

是因为:改善目标群体结构ꎬ提高目标群体的信

息素质ꎬ可以减少政策执行障碍ꎬ提升政策执行

力ꎻ如果目标群体结构单一且信息素质较低时ꎬ
会导致目标群体对政策的理解、接受能力下降ꎬ
进而弱化政策执行力ꎬ影响政策的有效执行ꎮ
此外ꎬ目标群体的结构与信息素质还会影响政

策执行监督机制和目标群体的认同程度ꎬ引发

政策执行力的提升或降低ꎮ 而信息资源管理政

策执行监督机制又作用于合理的组织结构ꎬ将
推动政策执行力的有效施展或阻碍政策执行力

的产生ꎮ
３.２.４　 配套政策协同性的灵敏度分析

保留模型中其他因素取值不变ꎬ将配套政

策协同性的取值提高 ３０％或降低 ３０％ꎬ探究配

套政策协同性对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效果的

影响ꎬ仿真运行结果图 ７ 所示ꎮ

图 ７　 配套政策协同性对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效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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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７ 中可知ꎬ当配套政策的协同性基于

初始状态提高或降低时ꎬ会相应引发信息资源

管理政策执行效果的增强或减弱ꎬ这是因为:增
强配套政策的协同性会使信息资源管理政策体

系中不同而相关的各个子政策之间和谐有序、
相互协作ꎬ形成科学合理的政策体系ꎬ提升政策

执行力ꎻ减弱配套政策的协同性会使各个政策

之间难以相互协调、有机配合ꎬ容易出现政策之

间行为规范的矛盾ꎬ让整个信息资源管理政策

系统相关政策的目标受损[４０] ꎬ造成政策执行力

不足ꎬ带来政策执行阻滞或失败ꎮ 另外ꎬ增强或

减弱配套政策的协同性ꎬ将影响信息资源管理

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合理的组织结构ꎬ能提

升政策执行力或造成政策执行力不足ꎮ 而政策

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还将影响政府公信力ꎬ有助

于政府取信于民或损害政府在公众中的形象与

权威性ꎬ从而提升或降低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

行力ꎮ
３.２.５　 信息资源管理政策的明晰性和前瞻性的

灵敏度分析

在模型中其他参数值不变的情况下ꎬ只对

信息资源管理政策的明晰性和前瞻性的取值进

行更改ꎬ提高或者降低 ３０％ꎬ探讨政策的明晰性

和前瞻性对政策执行效果的影响ꎬ仿真运行结

果如图 ８ 所示ꎮ

图 ８　 明晰性和前瞻性对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效果的影响

从图 ８ 可知ꎬ在模型初始状态的基础上ꎬ加
强或降低信息资源管理政策的明晰性和前瞻

性ꎬ会使得政策执行效果的增强或减弱ꎮ 这是

因为:增加信息资源管理政策的明晰性和前瞻

性能够确保政策边界清晰ꎬ使得政策不会随意

变通ꎬ增强政策的实际操作性ꎬ提升政策执行

力ꎻ减弱信息资源管理政策的明晰性和前瞻性ꎬ
则让政策执行人员与目标群体在政策执行过程

中感到迷茫和不知所措ꎬ导致政策的执行力受

损ꎮ 另外ꎬ政策的明晰性和前瞻性还影响政策

的连续性和稳定性ꎬ或使政策执行力发挥得更

持久ꎬ或使政策执行力消失殆尽ꎮ 而信息资源

管理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又作用于政府公信

力ꎬ能够获取公众信任ꎬ或使公众产生不安全

感ꎬ从而促进或抑制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力

的生成ꎮ

３.３　 结论

通过对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力影响因素

进行灵敏度分析ꎬ对比各影响因素的仿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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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在仿真模拟的 ２０ 年内ꎬ政府信息公开程度

的参数值变动给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效果带

来的变化幅度最明显ꎬ目标群体的结构与信息

素质的参数值波动对政策执行效果的影响不

大ꎬ其他各影响因素的参数值提高或降低与政

策执行效果均呈正相关关系ꎮ
综上所述ꎬ得出以下结论:政府信息公开

程度对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效果的影响最

高ꎬ也就是说ꎬ政府信息公开程度对信息资源

管理政策执行力的影响最大、最敏感ꎬ是最关

键的影响因素ꎬ而后依次是配套政策的协同

性、信息资源管理政策的明晰性和前瞻性、执
行人员的素质与能力、目标群体的结构与信

息素质ꎮ

４　 «意见»的修订建议及信息资源管理
政策执行力的提升路径

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既是国家信息化的核心

任务[４１] ꎬ也是信息化建设取得实效的关键ꎬ更是

网络强国战略的重要议题之一[４２] ꎮ 大数据常常

被视为制定新的公共政策的战略机遇ꎬ利用大

数据和相关技术ꎬ可以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

益ꎬ更高效地利用信息资源[４３] ꎮ 根据仿真结果ꎬ
基于相关影响因素的作用ꎬ联系信息资源管理

政策执行所处的新的信息技术环境ꎬ本文提出

对«意见»的修订建议以及提升信息资源管理政

策执行力的路径ꎮ

４.１　 关于«意见»的修订建议

为适应大数据时代ꎬ达到理想的信息资源

管理政策执行效果ꎬ对«意见»的修订建议如下ꎮ
４.１.１　 推进政府数据开放

«意见»中所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虽然能够

促进信息资源开发利用ꎬ但却无法解决由飞速

发展进步的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带来的问

题[４４] ꎮ 在大数据环境下ꎬ动态的政府数据比政

府信息更为海量化、更为多样化、更为直观[４５] ꎬ
仅仅做到政府信息公开显然已经无法满足实际

需求ꎮ 针对«意见»前瞻性不足的现状ꎬ应积极

拓展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ꎬ明确政府机构为相

关企业、社会机构提供信息资源的范围ꎬ在政府

信息公开的基础上开放政府数据ꎮ
４.１.２　 建立健全配套政策协同机制

建立健全信息公开与信息安全协同机制、
数据开放与数据安全协同机制、数据开放与知

识产权协同机制ꎬ成立专门的协调机构和管理

机构ꎬ完善问责机制ꎬ从利益协同、政策目标协

同、政策工具协同、执行主体协同、资源协同、技
术协同以及监管协同等方面ꎬ协调不同政策间

的冲突与矛盾ꎬ平衡各种政策工具之间的利弊ꎬ
防止政策工具过于倾斜导致的作用失效和政策

碎片化[４６] ꎬ并对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活动中政府

机构、企业、社会机构等的权益与责任进行协调

和限定ꎮ
４.１.３　 完善政策规范和体系

进一步确定“规范政务信息资源社会化增

值开发利用工作”的具体方案、步骤ꎬ以及探索

保证信息资源持续高效增值开发利用的手段ꎬ
同时明确“引导和鼓励企业、公众和其他组织开

发信息资源ꎬ开展公益性信息服务”的具体实施

方案ꎬ完善政策规范和体系ꎬ以提高政策的明晰

性和可操作性ꎮ

４.２　 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力的提升路径

为消除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各

种障碍ꎬ促进政策体系的健全与发展ꎬ提升政策

的执行力ꎬ提出四条路径ꎮ
４.２.１　 提高政府信息公开和数据开放的程度

政府信息公开与数据开放是信息资源开发

利用活动的基础和前提ꎬ为信息资源管理政策

的执行提供了丰富、独有、无法替代的信息资

源ꎬ直接影响着信息资源管理政策的实施效率ꎮ
因此ꎬ需要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和数据开放的程

度ꎬ具体如下:①重视大数据技术对政府信息公

开和数据开放活动的推动作用ꎬ不断整合信息

资源ꎮ 树立政府信息公开与数据开放的理念ꎬ
持续推进政府信息公开与数据开放的法制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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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ꎬ提高政府公信力ꎬ创建良好的信息资源管理

政策的执行环境ꎮ ②政府应加大资金、人员投

放的力度ꎬ进行政府信息公开和数据开放平台

建设和专业人才培训ꎬ强化从信息、数据中挖掘

知识和洞见机遇的意识ꎮ ③对政府信息公开和

数据开放的领域、范围进行清晰界定ꎮ 各级政

府在保障信息安全的前提下ꎬ以民生关注为出

发点ꎬ以民生需求为导向尽可能地公开、开放政

府信息与数据ꎮ
４.２.２　 加强执行主体协同与信息资源开发利用

活动的评估工作

在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过程中ꎬ明确执

行主体的责任ꎬ疏通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渠

道ꎬ让执行主体的各个部门之间能够有效配合、
相互监督ꎬ既能促进政府信息公开和数据开放ꎬ
又能保护知识产权和信息安全ꎬ最大限度地实

现信息资源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ꎬ进而推动信

息资源开发利用ꎬ增强信息资源管理政策的执

行力ꎮ
公共图书馆、档案馆应借助自身在政府信

息公开中的特殊地位ꎬ积极利用自身优势ꎬ避免

学术机构评议时出现的问题ꎬ将政府信息公开、
数据开放评议机构的职责主动承担起来ꎬ踊跃

开展评议工作ꎬ有效保障政府信息公开和数据

开放的数量、质量ꎬ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和数据开

放工作ꎮ
４.２.３　 增强政策制定过程的科学性

首先ꎬ要提高政策本身的质量ꎮ 政策制定

要符合社会的发展规律ꎬ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合

理的利益诉求ꎬ尤其要确保政策内容明晰ꎬ前瞻

性与可操作性强ꎬ配套政策之间可以互相依存、
协同发展ꎮ 其次ꎬ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要加强宣

传ꎬ扩大目标群体参与政策执行的渠道ꎻ应积极

组织教育培训ꎬ改善目标群体的结构ꎬ培养目标

群体的信息素质与数据素养ꎬ提高目标群体对

信息资源管理政策的关注度ꎬ将不同层级的目

标群体整合吸纳到信息资源管理政策的制定过

程中ꎬ增强目标群体的参与和认同程度ꎻ尊重目

标群体的知情权和参与权ꎬ建立沟通反馈机制ꎬ

听取目标群体的意见与建议ꎬ促进信息资源管

理政策的制定朝民主化、科学化方向发展ꎮ 最

后ꎬ依据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力影响因素ꎬ制
定、完善政策执行力的评估机制ꎬ明确评估对

象ꎬ建立评估标准ꎬ选择适当的评估方法与手段

验证政策的成效ꎬ并根据评估结果对具有滞后

性的政策和法律进行及时修订ꎬ防止因政策自

身的缺陷与不足导致执行力偏低ꎬ引发政策执

行的失效ꎮ
４.２.４　 提升执行人员的素质与能力

加强对政策执行人员的政治理论和政策理

论知识的培训ꎬ塑造政策执行人员的正确价值

观ꎬ为政策执行奠定基础ꎮ 注重对政策执行人

员专业知识的更新教育ꎬ尤其是对数据采集技

术、数据挖掘技术、数据分析方法的学习与培

训ꎬ扩展政策执行人员的知识领域ꎬ更新知识

结构ꎬ形成与大数据相匹配的信息技能ꎬ提高

创新能力ꎬ促使政策执行人员能够灵活、高效

地执行政策ꎮ 提高政策执行人员的思想道德素

质ꎬ强化政策执行人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ꎬ通
过树立典型、弘扬先进、发挥模范作用ꎬ建立严

格的奖罚规章制度ꎬ营造浓厚的政策执行力氛

围ꎬ努力培育政策执行文化ꎬ为提升信息资源

管理政策执行力提供潜在的文化思想动力

支撑ꎮ

５　 结语

本文以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力影响因素

作为研究对象ꎬ通过建立系统动力学模型以及

运行仿真模拟ꎬ来探索系统构成因素对其运行

产生的影响ꎬ为弥补信息资源管理政策自身和

执行过程中存在的缺陷提出建议和可行路径ꎬ
也为公共政策在制定与落实的过程中更准确地

把握方向提供依据ꎮ 本文也存在着一些不足ꎬ
由于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执行力强弱的衡量本身

是一个比较抽象复杂的过程ꎬ对其影响因素难

以做到全面的考虑ꎬ该模型对一些影响因素做

了相应的简化处理与假设排除ꎮ 后续研究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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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构建更为详尽的影响因素的模型ꎬ对配套政

策的协同机制实施仿真模拟ꎬ促进信息资源的

开发利用和管理水平ꎬ为社会发展提供信息

保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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