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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政府是指以现代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为支撑，充分契合政府发展的客观
规律与政府建设创新的主观能动性的一种多元化协同、多维度互动、多空间泛在的新时代高效行政服务
模式。

截至2021年11月底，我国有21个省级地方成立了数字政府建设相关领导小组，23个省级地方设立了政务
数据统筹管理机构，24个省级地方出台发布了数字政府建设相关规划、方案、行动计划等。广东、浙江
、江苏等部分地区开始探索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统筹推进和指导数字政府建设；数据开放方面，截至2
021年10月，我国已有193个省级和城市的地方政府上线了数据开放平台，其中省级平台20个（含省和自
治区，不包括直辖市和港澳台），城市平台173个（含直辖市、副省级与地级行政区）。目前，我国71.43
%的省级（不含直辖市）政府和51.33%的城市政府已上线了政府数据开放平台。2021年，全国一体化政务
服务平台实名用户超过10亿人，其中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注册用户超过4亿人，总使用量368.2亿人次，为地
方部门提供身份认证核验服务29亿余次，群众满意度、获得感不断提升。2022年以来，数字政府建设再
次驶入快车道。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数字政府建设，推动政务数据共享，进一步压减各类证明，扩
大“跨省通办”范围，基本实现电子证照互通互认，便利企业跨区域经营，加快解决群众关切事项的异
地办理问题。

2022年8月，IDC发布了《中国数字政府数据治理市场厂商份额，2021》报告。2021年中国数字政府数据
治理市场整体规模达39.7亿元人民币，年复合增长率为15%，处于快速增长阶段。

2021年12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了《“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提出打造协同高效
的数字政府服务体系，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打造服务型政府。2022年1月，国务院印发《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规划》提出加大政务信息化建设统筹力度，强化政府数字化治理和
服务能力建设，有效发挥对规范市场、鼓励创新、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支撑作用。建立完善基于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统计监测和决策分析体系，提升数字经济治理的精准性、协调性和有效性。20
22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要求，新的一年里要“加强数字政府建设，推动政务数
据共享。强化政府监管责任，严格落实行业主管部门、相关部门监管责任和地方政府属地监管责任，防
止监管缺位。2022年6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就主动顺应经济社会数字
化转型趋势，充分释放数字化发展红利，全面开创数字政府建设新局面作出部署。2022年9月，《民政部
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的实施方案》发布，文件提到，到2025年，形成



与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民政数字政府建设发展新局面，体系规划设计更加完善，统筹协调机制
更加有效，履职能力、制度规则、数据资源、平台支撑、安全保障等数字政府体系框架基本形成，政府
履职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基本民生保障精准化、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基本社会服务便捷化
取得实质性成果，数字政府建设在促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构建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等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

截至2022年6月，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超过五成地区已经发布了专门的
数字政府战略规划文件，各地基本都成立了由政府一把手带队的数字政府建设领导小组统筹指导数字政
府建设。另有若干省份在数字经济和智慧城市相关规划中提及数字政府建设要求。

报告目录

第一章 数字政府的基本概述

第一节、数字政府相关界定

一、数字政府相关含义

二、数字政府与电子政务

三、数字政府基本特征

四、数字政府建设标志

五、数字政府构成模型

六、数字政府组织架构

七、数字政府评估体系

第二节、数字政府建设原则

一、注重系统性

二、注重整体性

三、注重协同性

四、注重开放性

第三节、数据驱动下的数字政府

一、数字政府的框架

二、数字政府的核心

三、数字政府的基础

四、数字政府的价值

五、数字政府的关键



六、数字政府的实现

第四节、数字政府的协同治理机制

一、政企合作

二、政民互动

三、启示与建议

第二章 2020-2022年全球数字政府建设综况及经验借鉴

第一节、全球数字政府建设情况

一、数字政府基本综述

二、数字政府发展现状

三、数字政府战略规划

四、数字政府竞争格局

五、数字政府技术体系

六、数字政府数字治理

七、数字政府具体实践

八、数字政府经验借鉴

第二节、美国数字政府建设情况

一、数字政府建设背景

二、数字政府发展历程

三、数字政府顶层设计

四、数字政府建设原则

五、数字政府建设特点

六、数字政府建设成果

七、数字政府治理亮点

八、数字政府发展趋势

九、数字政府经验借鉴

第三节、英国数字政府建设情况



一、数字政府发展背景

二、数字政府建设现状

三、数字政府技术工具

四、数字政府服务标准

五、数字政府制度保障

六、数字政府建设困境

七、未来政府改革重点

八、数字政府经验借鉴

九、数字政府发展前景

第四节、澳大利亚数字政府建设情况

一、数字政府建设战略

二、数字政府建设进展

三、南澳州数字政府布局

四、政府数字化转型困境

五、数字政府发展机遇

六、数字政府经验借鉴

第五节、新加坡数字政府建设情况

一、数字政府建设背景

二、数字政府建设历程

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四、数字政府建设标准

五、数字政府建设战略

六、数字政府建设不足

七、数字政府建设实践

八、数字政府经验借鉴

第六节、韩国数字政府建设情况



一、数字政府建设历程

二、数字政府政策支持

三、数字政府3.0发展回顾

四、数字政府竞争力分析

五、数字政府新政措施

六、数字政府新政投入

七、数字政府战略合作

第七节、俄罗斯

一、数字政府建设目标

二、数字政府建设进展

三、数字政府建设绩效

四、数字政府经验借鉴

第八节、其他国家数字政府建设情况

一、日本

二、丹麦

三、加拿大

四、新西兰

五、哈萨克斯坦

第三章 2020-2022年中国数字政府建设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经济环境

一、宏观经济概况

二、工业运行情况

三、固定资产投资

四、宏观经济展望

第二节、政策环境

一、数字政府相关政策



二、数字政府区域政策

三、数字政府发展规划

四、数字政府纳入政府报告

五、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

六、数字政府建设指导意见

七、政务服务标准化建设指导意见

八、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指南

第三节、技术环境

一、“5G+”数字政府

二、云计算与数字政府

三、大数据与数字政府

四、***与数字政府

五、人工智能与数字政府

第四节、社会环境

一、人口规模构成

二、社会消费规模

三、居民收入水平

四、居民消费水平

五、网民发展规模

六、用户思维分析

七、企业数字化转型

第五节、疫情下的数字政府建设情况

一、疫情下的数字政府

二、电信运营商助力抗疫

三、信息化厂商助力战役

四、地方数字政府建设经验



五、疫情下数字政府发展意义

六、疫情下数字政府发展问题

七、疫情下数字政府发展对策

八、疫情下数字政府发展前景

第四章 2020-2022年中国电子政务行业发展基础分析

第一节、全球电子政务发展综述

一、全球电子政务建设历程

二、全球电子政务发展现状

三、全球电子政务区域发展

四、全球电子政务发展特点

五、国际电子政府发展趋势

六、全球电子政务经验借鉴

第二节、2020-2022年中国电子政务发展分析

一、电子政务产业链

二、电子政务政策环境

三、电子政务发展历程

四、电子政务用户规模

五、电子政务市场规模

六、电子政务细分市场

七、电子政务发展水平

八、电子政务发展成就

九、电子政务竞争格局

十、电子政务发展机遇

第三节、2020-2022年中国政务新媒体发展分析

一、政务新媒体发展现状

二、政府网站运营情况



三、政务微博运行情况

四、政务头条号运行情况

五、县级融媒体发展状况

六、政务新媒体发展问题

七、政务新媒体发展建议

第四节、我国电子政务标准综述

一、电子政务标准的含义

二、电子政务标准体系分类

三、电子政务标准的重要性

四、电子政务标准体系制定要求

五、电子政务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六、大数据助力电子政务标准化

第五节、我国电子政务现存的问题

一、我国电子政务行业目前面临的挑战

二、部门业务协同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三、相关标准及法律规范体系尚未形成

四、公共数据资源开放共享机制不健全

五、政务数据安全保密风险仍需要防范

第六节、我国电子政务发展对策

一、加强健全统筹推进机制

二、加强数据资源**利用

三、推进公共治理模式转变

四、以政府数字化转型为重点

第七节、中国电子政务发展前景分析

一、电子政务发展趋势

二、电子政务“互联网+”趋势



三、电子政务未来发展前景展望

四、“十四五”电子政务发展方向

第五章 2020-2022年中国数字政府发展总体分析

第一节、2020-2022年数字政府市场运行状况

一、市场发展背景

二、市场发展历程

三、市场发展阶段

四、驱动因素分析

五、建设进展现状

六、市场发展规模

七、用户注册规模

八、数据管理机构

九、市场发展价值

十、跨界治理创新

十一、典型案例分析

第二节、2020-2022年数字政府服务能力评估分析

一、数字政府服务能力综况

二、省级数字政府服务能力卓越级

三、省级数字政府服务能力**级

四、数字政府**典型创新案例

第三节、2020-2022年数字政府发展指数分析

一、数字政府指标体系建构

二、数字政府指标总体情况

三、数字政府建设总体格局

第四节、2020-2022年中国数字政府产业链与竞争态势分析

一、数字政府的竞争主体



二、产业链主要厂商分布

三、产业链厂商竞争格局

四、产业链变化趋势分析

五、运营商市场发展建议

第五节、2020-2022年数字政府建设的代表性应用

一、“互联网+”带动政务服务便捷高效

二、数字技术推动社会治理触角延伸

三、大数据助力疫情防控科学精准化

第六节、2020-2022年政务云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一、行业发展历程

二、市场发展现状

三、市场发展规模

四、产品结构分布

五、市场区域分布

六、市场竞争格局

七、企业竞争态势

八、市场商业模式

九、市场发展机遇

十、市场发展趋势

第七节、2020-2022年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创新实践

一、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的建设背景

二、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的创新探索

三、“跨省通办”指导意见落实的情况

四、制约实现“跨省通办”的主要难点

五、提升“跨省通办”成效的相关建议

第八节、数字政府建设面临的问题



一、数字政府面临的挑战

二、建设供需不平衡的矛盾

三、地方数字政府发展不平衡

四、统一规划和探索创新矛盾

五、创新治理和体制机制矛盾

六、数字安全和数据利用矛盾

七、政府数字化转型不足的原因

第九节、数字政府建设的思路与建议

一、加强数字政府统筹建设

二、促进履职应用效能提升

三、加强安全保障体系建设

四、创新建设运营管理方式

五、坚持全面推进数据赋能

六、强化平台支撑能力建设

第六章 2020-2022年“互联网+政务”行业发展模式分析

第一节、“互联网+政务”相关概述

一、基本内涵

二、服务特征

三、服务模式

四、发展意义

第二节、2020-2022年“互联网+政务”运行综况

一、互联网+政务政策体系

二、互联网+政务服务内容

三、互联网+政务发展现状

四、互联网+政务平台建设

五、互联网+政务平台架构



六、互联网+政务典型案例

七、“互联网+政务”监管情况

第三节、2020-2022年地区“互联网+政务”运行情况

一、地方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评价指标

二、地方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等级分布

三、地方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一级指标

四、地方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区域比较

五、直辖市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的比较

六、地方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发展现状

七、地方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发展瓶颈

八、地方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发展建议

九、地方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发展趋势

第四节、2020-2022年省级政府“互联网+监管”建设进展

一、发展成效

二、面临问题

三、对策建议

第五节、“互联网+政务服务”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境

一、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举步维艰

二、数据资源孤立制约部门协同

三、电子政务平台与政务服务脱节

四、互联网+政务服务向纵深发展问题

第六节、“互联网+政务服务”发展对策

一、强化理论保障

二、坚持省级统筹

三、优化机构设置

四、规范服务流程



五、标准化体系建设

六、强化法制保障

第七章 2020-2022年中国智慧政务发展状况分析

第一节、智慧政务相关概述

一、智慧政务基本定义

二、智慧政务主要内容

三、智慧政务架构方案

四、智慧政务发展意义

第二节、我国智慧政务的服务模式综述

一、G2G模式

二、G2B模式

三、G2C模式

四、G2E模式

第三节、2020-2022年智慧政务发展综况

一、智慧政务发展历程

二、智慧政务扶持政策

三、智慧政务发展现状

四、智慧政务技术应用

五、智慧政务竞争格局

六、疫情下智慧政务案例

七、智慧政务典型企业

八、智慧政务发展趋势

第四节、我国部分区域“智慧政务”转型发展案例

一、北京市

二、深圳市

三、安徽省



四、河南省

五、云南省

六、江西省

七、重庆市

第五节、我国智慧政务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二、数据资源整合不足

三、实用服务功能欠缺

四、支撑能力极不平衡

第六节、我国智慧政务建设问题的解决对策

一、强化资源整合

二、强化约束激励

三、强化借力发展

第八章 2020-2022年中国数字政府技术架构与治理平台

第一节、数字政府技术与平台发展成熟度

一、数字政府成熟度模型

二、机构的数字化成熟度

三、数字政府的技术平台

第二节、数字政府架构与评估体系分析

一、政府数字化技术转型

二、数字政府的总体框架

三、数字政府的技术架构

四、数字政府的评估体系

第三节、数字政府“六位一体”构架综述

一、基本构架分析

二、底层技术支撑



三、具体实施路径

第四节、我国数字政府关键技术分析

一、互联网技术

二、大数据技术

三、人工智能技术

四、***技术

第五节、新时代我国数字政府治理平台建构分析

一、基本概述

二、主要功能

三、主要问题

四、问题成因

五、发展途径

六、发展趋向

第九章 2020-2022年中国重点区域数字政府发展分析

第一节、广东省

一、发展历程

二、发展阶段

三、发展现状

四、改革成果

五、主要问题

六、面临形势

七、发展目标

八、规划布局

九、发展策略

第二节、福建省

一、发展历程



二、政策环境

三、建设成果

四、发展举措

五、技术支持

六、发展策略

七、发展重点

八、发展目标

第三节、浙江省

一、政策环境

二、发展历程

三、建设目标

四、建设思路

五、建设成果

六、主要做法

七、主要任务

八、保障措施

九、经验启示

十、政策影响

第四节、湖北省

一、政策环境

二、发展原则

三、建设架构

四、建设现状

五、发展成果

六、存在问题

七、基础建设



八、应用建设

九、实施路径

第五节、安徽省

一、政策环境

二、建设现状

三、存在问题

四、建设架构

五、建设目标

六、基础建设

七、战略合作

八、发展机遇

第六节、贵州省

一、数字基础

二、政策环境

三、工作重点

四、建设成果

五、技术标准

六、数字创新

七、发展举措

八、典型案例

九、发展目标

第七节、河南省

一、数字基础

二、政策环境

三、建设现状

四、现存问题



五、建设架构

六、发展重点

七、建设抓手

八、发展路径

九、建设目标

第八节、山西省

一、政策环境

二、建设架构

三、建设现状

四、发展成果

五、典型案例

六、发展问题

七、发展策略

八、发展重点

九、发展目标

第九节、其他地区

一、上海市

二、北京市

三、重庆市

四、甘肃省

五、四川省

六、江苏省

七、江西省

八、山东省

九、河北省

十、黑龙江



十一、广西自治区

第十章 中国数字政府投资项目案例分析

第一节、阜新数字政府项目

一、项目概述

二、中标情况

三、基础设施类

四、政务应用类

第二节、广东省省级政务信息化服务项目（2022年第五批）

一、项目概述

二、采购需求

三、中标情况

第三节、数字珠海数据赋能平台建设项目

一、项目概述

二、项目背景

三、建设范围

四、采购方式

第四节、高平市数字政府建设项目

一、项目概述

二、项目定位

三、项目进度

四、项目回顾

第五节、抚州市“雪亮工程”政务云服务项目

一、项目概况

二、项目背景

三、建设目标

四、服务内容



五、采购方式

第十一章 2019-2022年中国数字政府建设重点企业分析

第一节、阿里巴巴集团

一、企业发展概况

二、数字政府布局

三、2021财年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四、2022财年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五、2023财年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第二节、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况

二、数字政府布局

三、经营效益分析

四、业务经营分析

五、财务状况分析

六、核心竞争力分析

七、公司发展战略

八、未来前景展望

第三节、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况

二、数字政府布局

三、经营效益分析

四、业务经营分析

五、财务状况分析

六、核心竞争力分析

七、公司发展战略

八、未来前景展望



第四节、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况

二、数字政府布局

三、数字政府规划

四、经营效益分析

五、业务经营分析

六、财务状况分析

七、核心竞争力分析

八、公司发展战略

九、未来前景展望

第十二章 2022-2026年中国数字政府发展前景和趋势预测

第一节、中国数字政府未来发展趋势分析

一、政务平台更加趋向统建共用

二、数据资源更加趋向价值释放

三、共性能力更加趋向敏捷赋能

四、数字履职更加趋向高效协同

五、安全保障更加趋向提质可控

六、运行管理更加趋向多元一体

七、标准体系更加趋向健全实用

第二节、中国数字政府未来建设方向

一、打通政务动脉

二、破冰企业融资

三、提升信用监管

四、保护知识产权

五、积极与国际接轨

第三节、“十四五”时期数字政府发展前景展望



一、“十四五”数字政府新发展阶段

二、“数字政府3.0”体系总体框架

三、“十四五”数字政府发展目标

四、“十四五”数字政府发展导向

五、“十四五”数字政府发展重点

六、“十四五”数字政府发展趋势

第四节、2023-2028年中国数字政府行业预测分析

一、2023-2028年中国数字政府行业影响因素分析

图表目录

图表1 电子政务与数字政府的主要区别

图表2 数字政府五因素模型

图表3 数字政府评估体系

图表4 数据驱动的数字政府框架

图表5 各国积极推进数字政府建设

图表6 四国战略规划比较

图表7 中国在各项指标上的得分和排名

图表8 2020、2022年电子政务发展指数***15的国家

图表9 四国技术体系比较分析表

图表10 全球主要国际组织或倡议常设数字议题情况

图表11 美国和欧盟对重点数字议题主张的比较

图表12 英国政府数字政务服务标准对比

图表13 新加坡数字政府蓝图计划

图表14 新加坡数字政府发展历程

图表15 韩国数字政府建设阶段与发展特点

图表16 俄罗斯数字政府建设的主要文件

图表17 2003-2020年俄罗斯电子政务发展指数得分



图表18 2020年GDP*终核实数与初步核算数对比

图表19 2021年GDP初步核算数据

图表20 2022年我国GDP初步核算数据

图表21 2020-2021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速度

图表22 2021年规模以上工业生产主要数据

图表23 2021-2022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速度

图表24 2022年规模以上工业生产主要数据

图表25 2020-2021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速

图表26 2021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主要数据

图表27 2021-2022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速

图表28 2022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主要数据

图表29 2015-2022年国家层面数字政府行业政策汇总

图表30 2018-2022年部分省级政府数字政府规划文件

图表31 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

图表32 2021年年末人口数及其构成

图表33 20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月同比增长速度

图表34 2017-202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35 2021-202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

图表36 2021-2022年按消费类型分零售额同比增速

图表37 202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主要数据

图表38 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数与中位数

图表39 2021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数与中位数

图表40 2021-2022年全国及分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增速

图表41 2020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及构成

图表42 2021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及构成

图表43 2022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及构成



、、、、、、、、、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