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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报价

《中国城市信息化建设产业动态及投资战略研究报告（2011-2015年）》信息及时，资料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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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信息，准确、全面、迅速了解目前行业发展动向，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和效果，是把握企业

战略发展定位不可或缺的重要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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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前言】 

    经过各地区和各部门的共同努力，我国中小城市的信息化建设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在中

小城市的管理中，信息技术不断应用，信息化基础设施逐渐完备，服务水平不断提高，信息

产业持续快速增长。中小城市信息化立法、标准制订、培训等基础工作也不断加强，城市信

息化工作的组织协调机制和专家决策咨询制度初步建立。中小城市信息化的推进，对改造传

统产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我国信息化水平逐年上升，区域差异较大。我国各地区信息化水平整体上呈逐年上升的趋

势，但区域间的差异较大，区域间信息化发展不平衡问题仍然十分严峻。2002~2008年，各地

区信息化水平差异表现在：北京、上海在信息化水平上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广东、天津、

浙江、福建紧随其后。甘肃、安徽、贵州信息化水平较低，其余各省处于中间水平。 

    北京、上海作为信息化的领先地区，7年中长期处于一类地区，并且信息化水平指数排名稳

居第一和第二。 

    在 31 个省级政府网站中，上海、北京仍然排在前 2 位，与其他省级网站相比具有较大的领

先优势。浙江、安徽、吉林、广东、云南、陕西、江苏、黑龙江等省级政府网站分列 3 至 10 

位。广东省、河南省、海南省政府网站的进步很大，排名上升较快。广东省网站首次进入前

10 名。 

    推进公共事业信息化是城市信息化尤其是电子政务的核心内容之一。推进公共事业信息化

要深度开发利用公益性信息资源，探索多种方式的信息服务模式，使城市居民能够方便、快

捷、低成本获取政府提供的信息和服务。要做好公共服务信息化，政府要减少对市场的干预

；削减名目繁多的规制，简化政府管理的行政流程；在政府管理中引入市场机制，推行政府

主导、企业参与的公共服务市场化运作机制；将部分政府职能向社会转移，更多地发挥非政

府组织或民间组织在公共管理中的作用；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将政府的决策和执行功能分离

，提高政府管理的透明度等。只有把政府公共服务措施与推动政府信息化、发展电子政务有

机结合起来，才能让市民真正地享受到城市信息化发展成果。 

    城市管理信息化能够提高城管部门的办事效率，节约了管理成本；能够使城市居民和群众

反映的问题迅速得到解决。通过信息化的手段改革优化城市管理体制，再造城市管理流程，

实现了城市管理由粗放、盲目、落后方式向高效、敏捷、精确方式的转变，解决了职责交叉

、推诿扯皮、多头管理等政府管理难题。城市管理信息化运用信息技术实现了城市管理全过

程信息的实时传递与处理；实现了技术支撑体制、体制保障技术应用的良性互动；支撑了整



个系统流程再造，系统的内生评价；支撑了精确、敏捷管理方式的实现，做到了需求引导信

息化建设，信息化建设带动政府管理效率的提高。信息化带动城市管理模式变革在城市科学

管理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具有广阔的拓展空间。以城市管理信息化为切入点，优化城市管理

的内部结构，应逐步明确规划、建设、管理职能分配的框架，重点解决以往城市中普遍存在

的&ldquo;轻规划、重建设、轻管理&rdquo;的问题。城市管理模式创新将在功能设定、理念确

立、组织设计、方法设计、激励约束机制设计、管理对象精确化、信息技术的应用等方面发

挥更大的作用，将进一步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有利于城市管理长效机制的

建立。 

    城市信息资源在信息化过程中得到不断积累，只有以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为导向，城市信息

化综合效益才能得到提高。目前不少地方和部门都在积极开展信息化建设，信息化工作也有

一定的基础，但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划和指导，条块分割现象严重，一些纵向信息网络自成体

系，不能实现互联互通等，形成了许许多多&ldquo;信息孤岛&rdquo;，难以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面对我国新一轮的电子政务热潮，暴露出来的问题之一就是&ldquo;重新建、轻整合&rdquo;

，违背了城市信息化建设 &ldquo;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平台、整体推进&rdquo; 的基本

要求。如果条块分割，各自为政，势必影响城市信息化建设的统一和协调，造成重复投资、

资源浪费和混乱无序。另外，城市公共信息平台建设进展缓慢，公众信息服务的内容、质量

和效益有待提升，数字城市的绩效评价缺乏合适的方法，进一步推进的难度和阻力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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