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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及数字化城市管理探析

杨 青
济阳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山东�济南�251400

摘�要：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各种技术在社会的发展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在这样的发展习，对于城市管

理也提出了新的发展思路。将信息技术使用在城市管理中，促进公共管理和数字化城市发展。在对各种技术在使用

的过程中提升了整体的管理水平，并且结合当前的发展需要，促进城市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在数字化城市管理中，

各种技术的优势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对于城市管理制度、机制以及体制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实现城市管理的创

新，但是其中依然存在问题。本文针对公共管理及数字化城市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且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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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的出现城市管理也随之出现了新的模

式，实现了数字化城市管理。这种城市管理方式对于城

市管理的组织和技术方法等多方面都有很大的突破，对

于促进城市发展有着很重要的影响。但是在进行尝试的

过程中引燃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也导致了数字化城市

管理的效果并不明显。对当前的城市发展中通过对实施管

理的实际情况进行思考，在公共管理视角下对于数字化城

市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进行综合考虑找

到具体的解决方式，为城市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1��数字化城市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1  管理职能重叠
数字化城市管理的实现，对于提升居民的生活水平

以及城市管理质量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1]。但是通过当

前数字化城市管理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不难发现，还存

在着公共组织职能重叠的问题，这样就会导致在进行工

作时，工作效率比较低下，在进行管理过程中往往需要

要伴有一定的能源消耗，所以如果在进行管理的过程中

存在管理效率低下的问题，会使管理周期得到延长。这

一问题的出现可能会导致出现大量的资源浪费，因此对

于节能性城市建设有着十分不利的影响，并且能源的大

量浪费也不符合城市化建设的要求。因此在现阶段的发

展中，进行城市管理中数字化城市管理的出现可以很大

程度的解决问题，但是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所以对于职

能重叠的问题，必须要进行针对性的解决，能够提升工

作效率，对于数字化城市管理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1.2  管理秩序混乱
在对数字化城市管理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发现有志

愿者管理混乱问题的存在。在进行城市管理工作中，志

愿者管理是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在数字化城市管

理实践过程中，志愿者的作用十分重要。但是也需要对

这些志愿者进行有效的管理，这样才能使志愿者的作用

在数字化城市管理中可以充分的发挥，能够更好的促进

城市服务能力的提升，促进城市服务水平的应用价值得

到有效提高。但是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因为志愿

者管理工作存在秩序混乱的问题，也使志愿者的工作职

能无法得到充分的发挥，降低了其实际价值，对于数字

化城市管理的稳定发展也会有一定的阻碍，同时也可能

带来资源浪费的问题[2]。

1.3  管理意识不足
具有较强的服务管理意识是能够保证数字化城市管

理工作效率得到提升的重要内容[3]。但是通过对当前的

实际情况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存在着严重的管理意识不

足的问题，这样就会导致在进行管理时，因为没有先进

的管理意识而导致在执行工作时不能紧跟时代发展的步

伐。管理者对于促进数字化城市管理水平的提升有着重

要的影响，并且管理者也是能够保证数字化城市管理中

各项制度和要求得到具体落实的关键环节。所以，如果

城市管理者具有先进的管理意识，能够在进行管理工作

中及时发现其中存在的不足和风险，并且可以尽快的给

予针对性的解决措施，是能够促进数字化城市管理工作

水平得到提升的关键，也使城市的发展水平加快。因

此，也要求管理者必须要具备较强的服务意识，这样能

够在进行管理的过程中有突出的服务管理意识，只有在

意识的引导下相关。才能更具有针对性和目的性，并且

获得的结果也会更明显。所以，因为存在着服务意识和

管理意识差的问题，导致一些工作在开展过程中不能顺

利进行。

1.4  信息不对称
在数字化城市管理过程中，对于公共政策的执行还

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通过对当前管理工作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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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进行分析，在对相关政策进行执行的过程中，必须

要了解政策的影响范围，同时能够针对性的预防执行政

策之后可能会出现的影响，并且根据这些影响可以做出

科学的预判[4]。这样才能保证政策可以得到具体落实，并

且能够保障政策的实际作用能够得到更好的发挥，结合

当前的数字化城市管理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不难发现，

在对相关政策进行执行的过程中，还存在着执行主体信

息不对称的问题，这样在实施相关政策时，也会带来一

些不利的社会影响，严重的导致了政策的具体落实，同

时，其应有的作用也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

2��公共管理及数字化城市管理问题的解决措施

2.1  完善城市公共组织的职责划分
在数字化城市管理工作中，必须要明确公共组织机

构的职责划分，这样能够使数字化城市管理工作的实际

水平得到提升，并且可以获得较为明显的管理成果，因

此要重视职责的明确，在提升工作效率的基础之上进行

有效实践，城市公共组织必须要明确自身存在的问题，

对机构臃肿的状态进行及时的改善，能够有效的去除工

作效率低下的不利影响[5]。在执行管理工作时，也需要

根据工作的实际情况以及岗位的职能进行明确的责任划

分，确保相关政策得到具体落实，并且保证数字化城市

管理工作能够顺利开展，这也是能够时工作效率得到实

际提升的前提条件，因为数字化城市管理对于城市公共

组织的职责划分有着较高的要求。所以必须要结合数字

化城市管理的特点，对相关机构的性质和职责进行不断

的完善，促进组织结构的合理性，能够实现对外服务窗

口的完善，使用这种方式能够有效的激发工作人员的积

极性，也是能够提升工作人员创新性的重要方式。除此

之外，要结合法律要求给予非政府组织一定的监督权，

这样才能保证在数字化城市管理工作中能够充分发挥其

监督作用，为获得更明显的管理效果提供保障。

2.2  重视数字化城市公共组织志愿者管理
因为志愿者管理工作，对于提升志愿者服务水平以

及促进数字化城市管理水平的提升都有着重要的影响[6]。

所以在进行实践的过程中，必须要明确志愿者的工作内

容，通过对其组织形式进行积极引导，能够朝着健康持

续的方向发展。在执行管理工作时，要根据志愿者服务

的活动性质进行科学合理的划划分，这样能够保证志愿

者的作用可以更突出，为数字化城市管理水平的提升奠

定基础，同时，对于非政府组织而言，在数字化城市管

理工作中，其有效性也能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就当前实

际管理工作来看，明确志愿者的工作性质和范围，以及

工作内容和后期的管理，首先必须要明确招募条件，结

合志愿者的具体定位，对招聘原则所使用的途径和方法

进行深入考量，并且在录用之后，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对

志愿者进行培训，能够促进综合素质的提升，在对志愿

者进行管理时也能方便管理。因此，在数字化城市管理

工作中，必须要根据志愿者的工作情况进行有效的引

导，为其提供相应的经费支持，这样能够促进志愿者工

作表现更为突出。此外，通过将志愿者工作纳入城市信

息管理平台的方式，对于提升整体的管理效果也十分有

效，能够提升志愿者管理工作的实际水平，为城市的发

展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2.3  提升服务意识
服务管理意识的提升也市能够促进整体管理水平提

升的重要内容，在城市数字化管理工作中，必须要以市

民为基础，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具体的管理工作

中，可以结合对市民审美服务以及对各种产品的需求进

行综合性的考虑[7]。这样能够提升服务的针对性，同时

也需要对当前城市组织的服务管理情况进行深入分析，

判断是否能够满足市民的实际要求。在建设的过程中，

要以市民满意为核心理念，所以在数字化城市管理工作

中，必须要重视市民理念的外化，为提高市民满意度做准

备，将其作为数字化城市管理工作导向，以此为基础，要

重视自身服务管理意识的提升，通过提高服务管理水平，

创新服务管理手段对各个方面进行不断的优化，使其能

够得到完善。除此之外，需要重视的一点，在城市公共

服务组织执行相关的管理工作中必须要有明确的工作战

略，这样在执行相关工作时才更具有导向性。

2.4  提升市民参与意识
城市是公众进行活动的重要载体，所以市民也有参

与城市管理工作的责任和义务，在传统的城市管理中，

市民的参与程度并不高，并且表现了对城市管理的不关

心[8]。所以也无法进行积极主动的管理，在数字化城市管

理工作的执行过程中，要以公共管理为基础，通过对市

民参与意识的培养，促进市民能够主动的参与到城市管

理工作中，并且结合自身的要求能够提出建议，并且市

民本身也能够成为城市管理的监督者。在参与城市管理

工作中，相关部门可以对市民的意见进行有效吸收，对

于建设的针对性提供保障作用，同时也能加大城市管理

的整体力量，在对相关政策进行落实的过程中，也更具

有针对性和有效性。

结束语

总之，数字化城市管理对于促进城市发展，为市民

提供优质的城市服务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要针对当前

数字化城市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制定针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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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措施，能够保证相关政策的具体落实，同时，确保

数字化城市管理的实际效果和作用能够充分展现。城市

发展也是社会发展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要重

视城市管理水平的提升，结合数字化的优势，提高整体

的管理水平，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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