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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政府的职能定位直接决定了电子政务实施的内容和方向。随着中国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逐渐成为主导，推动政务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聚焦民生、强化公共

服务是政府的重点工作内容。未来几年我国电子政务建设的重点是推动政务信息系统的互联

互通、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完善公共服务等管理信息化服务体系，实现以政府的服务质量

为主、兼顾政府的管理职能、提高政府内部工作效率以及提供更优质、便捷的公共服务的目

标，最终实现我国政府由职能型向服务型的转变。因此，构建&ldquo;管理服务型&rdquo;电子

政务为我国现阶段电子政务建设的主要方向。  

近年来，我国电子政务市场规模持续较快增长。电子政务行业 2008 年至 2015年的市场规模分

别为 740 亿元、 861.7 亿元、 1,010.9 亿元、 1,188.6 亿元、 1,397.8亿元、 1,634.2 亿元、 1,915 亿

元和 2,234 亿元，行业规模的年增长率均超过 16%，高于同期的 GDP 增速。未来我国电子政

务市场规模仍将保持较快增长， 2015 年的市场规模达到 2,234 亿元。

 2008 - 2015 年中国电政务行业市场规模情况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8-2024年中国电子政务产业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评估报告》

共六章。首先介绍了电子政务行业市场发展环境、电子政务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电

子政务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电子政务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电子政务做

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电子政务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电子政

务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电子政务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报告目录：

第 一章 中国电子政务发展概述 23

第 一节 电子政务的基本概念 23

一、电子政务的定义 23

二、电子政务的特点 23

（一）以改革政务流程为基础的人机结合的信息系统 23

（二）以安全支撑体系为保障 23



（三）以互联网络为基础运行环境 23

（四）建设应用效果依赖于政府各部门业务信息化程度 24

（五）能够满足新经济条件下公众和企业对政府的新要求 24

三、电子政务应用领域 24

四、中国电子政务发展历程 27

（一）起步阶段 27

（二）推进阶段 27

（三）发展阶段 28

（四）高速发展阶段 29

第二节 电子政务发展环境分析 33

一、电子政务发展的政策环境 33

（一）《&ldquo;十二五&rdquo;国家政务信息化工程建设规划》 33

（二）《国家电子政务&ldquo;十二五&rdquo;规划》 33

（三）《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强和完善国家电子政务工程建设管理的意见》 34

二、电子政务发展的经济环境 35

（一）中国GDP增长情况分析 35

（二）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分析 36

（三）宏观经济发展走势预测 37

三、电子政务发展的社会环境 38

（一）人口环境分析 38

（二）教育环境分析 40

（三）科技环境分析 41

（四）中国城镇化率 42

四、电子政务发展的技术环境 43

（一）大数据对电子政务影响及对策 43

（二）电子政务即将迈入云安全时代 46

（三）云计算或成电子政务建设领航员 46

第三节 国外电子政务发展经验借鉴 49

一、美国电子政务发展分析 49

二、加拿大电子政务发展分析 50

三、新加坡电子政务发展分析 50

四、国外电子政务的发展经验 51



五、国外电子政务存在的问题 51

六、国外电子政务发展战略分析 51

 

第二章 中国电子政务市场发展情况 53

第 一节 中国电子政务投资建设情况 53

一、中国电子政务投资规模 53

二、中国电子政务建设情况 53

三、电子政务项目建设资金保障 54

第二节 中国电子政务市场发展状况 55

一、电子政务市场发展现状 55

（一）多项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55

（二）政府上网工程初具规模 55

（三）政府信息化已取得显著成效 55

二、电子政务市场规模分析 56

（一）电子政务市场规模 56

（二）电子政务市场结构 57

 2015年中国电子政务市场结构

 2008-2015年电子政务市场构成表（亿元）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硬件   361.86   410.17   473.10   517.03   566.10   645.79   710.99   791.52       网络设备   141.35  

149.94   153.65   184.24   209.68   244.42   288.95   334.28       软件   74.00   94.79   121.31   154.52   202.69  

282.16   374.72   470.51       服务   162.80   206.81   262.84   332.81   419.33   461.84   540.34   648.99       合

计   740.00   861.70   1010.90   1188.60   1397.80   1634.20   1915.00   2245.3   

 

三、电子政务市场竞争格局 58

四、电子政务市场发展形势 58

五、电子政务发展方向及应用重点 59

（一）加快推动重要政务应用发展 59

（二）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应用 60

（三）加强创新社会管理应用 61

（四）强化政务信息资源开发利用 62

（五）建设完善电子政务公共平台 63

（六）提高政府信息系统的信息安全保障能力 64



六、电子政务市场发展目标 65

第三节 中国电子政务项目建设分析 68

一、电子政务共建项目的建设 68

（一）中央跨部门共建项目应统筹建设方案整体推进 68

（二）中央和地方共建项目应统一规划整体立项 69

二、对电子政务项目需求的重视 70

（一）强化电子政务项目需求分析工作 70

（二）发挥项目建设部门业务司局的主导作用 70

（三）明确需求分析工作的基础地位 70

三、电子政务项目的质量管理 71

（一）严格电子政务项目的立项审批 71

（二）完善电子政务项目的全过程管理 71

（三）保障电子政务项目建设所需资金 71

四、电子政务项目的安全保障 72

（一）统一使用国家网络信任服务设施 72

（二）加强信息系统分级保护和等级保护 72

（三）积极采用安全可控信息技术和产品 72

五、电子政务项目的改革创新 72

（一）创新电子政务项目建设运维模式 72

（二）推进新技术在电子政务项目中的应用 73

（三）加强对规划实施的有效督促 73

（四）加强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基础设施建设管理 73

第四节 中国电子政务细分市场分析 73

一、电子政务硬件市场分析 73

（一）电子政务硬件市场规模 73

（二）电子政务硬件市场竞争分析 74

（三）电子政务硬件市场发展趋势 75

二、电子政务软件市场分析 75

（一）电子政务软件市场规模 75

（二）电子政务软件市场竞争分析 76

（三）电子政务软件市场发展趋势 76

三、电子政务服务市场分析 77



（一）电子政务服务市场规模 77

（二）电子政务服务市场发展趋势 77

 

第三章 中国电子政务的应用模式与平台 79

第 一节 电子政务应用模式分析 79

一、G2G模式分析 79

（一）G2G模式的概念 79

（二）G2G模式适用范围 79

（三）G2G模式的实现方式 80

1、政府内部网络办公系统 80

2、电子法规、政策系统 80

3、电子公文系统 80

4、电子司法档案系统 81

5、电子财政管理系统 81

6、电子培训系统 81

7、垂直网络化管理系统 82

8、横向网络协调管理系统 82

9、网络业绩评价系统 82

10、城市网络管理系统 83

（四）G2G模式发展现状分析 83

（五）G2G项目的特点与难点 84

（六）G2G建设项目案例分析 85

二、G2B模式分析 87

（一）G2B模式的概念 87

（二）G2B模式的主要形式 87

1、政府电子化采购 87

2、电子税务系统 88

3、电子工商行政管理系统 88

4、电子外经贸管理 88

5、中小企业电子化服务 89

6、综合信息服务系统 89

（三）G2B模式发展现状分析 89



（四）G2B模式发展制约因素 90

（五）G2B电子政务与物联网 91

三、G2C模式分析 96

（一）G2C模式的概念 96

（二）G2C模式的主要应用 96

1、电子身份认证 96

2、电子社会保障服务 97

3、电子民主管理 97

4、电子医疗服务 97

5、电子就业服务 98

6、电子教育、培训服务 98

（三）G2C模式的服务成本及效益 98

（四）G2C电子政务客户需求分析 99

（五）基于云服务的G2C电子政务 101

四、G2E模式分析 104

（一）G2E模式的概念 104

（二）G2E模式的具体应用 105

1、公务员日常管理 105

2、电子人事管理 105

第二节 电子政务应用平台建设 105

一、政府门户网站平台 105

（一）政府门户网站概述 105

（二）政府门户网站特点 106

（三）政府门户网站建设现状 107

（四）政府门户网站存在的问题 108

（五）政府门户网站发展对策 110

二、行政审批服务平台 114

（一）行政审批服务平台概述 114

（二）行政审批服务平台组成 115

（三）行政审批服务平台建设现状 115

（四）行政审批服务平台存在的问题 118

（五）行政审批服务平台发展对策 119



三、网上政务大厅平台 121

（一）网上政务大厅概述 121

（二）网上政务大厅特点 121

（三）网上政务大厅建设现状 121

（四）网上政务大厅对政府的作用 122

（五）网上政务大厅发展趋势 122

四、公文交换平台 123

（一）公文交换平台概述 123

（二）公文交换平台特点 123

（三）公文交换平台功能要求 123

（四）公文交换平台建设要求 124

（五）公文交换平台建设现状 125

（六）公文交换技术发展趋势 125

五、协同办公平台 126

（一）协同办公平台概述 126

（二）协同办公平台特点 126

（三）协同办公平台的功能 127

（四）推广应用的难点问题 128

（五）协同办公平台建设思路 128

（六）协同办公平台发展趋势 130

第三节 微博平台电子政务分析 130

一、政务微博认证规模 130

二、政务微博分布结构 130

（一）政务微博地域分布 130

（二）政务微博部门分布 133

（三）政务微博行政级别分布 135

三、政务微博影响力分析 135

四、政务微博发展经验总结 139

（一）部委微博起到政府信息公开表率作用 139

（二）政务微博迈向&ldquo;覆盖式&rdquo;发展道路 141

（三）政务微博与媒体微博联播互动加强 142

（四）政务微博渐成应对公共突发事件&ldquo;标配&rdquo; 143



（五）基层政务微博折射整体政务服务水平 144

（六）法院微博成为政务微博发展一大亮点 144

五、政务微博发展经验总结 145

（一）政务微博影响网络舆论走势 145

（二）微博粉丝服务平台助力服务型政务微博建设 146

（三）政务微博发布厅持续为民服务 147

（四）基层政务微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148

（五）政务微博不能得失语病 149

（六）政务微博应注重加强自身建设 149

（七）公务人员当不断创新微博工作机制 150

六、政务微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51

七、促进政务微博发展的几点建议 152

（一）准确把握政务微博的职责定位 152

（二）进一步完善政务微博规范制度 152

（三）切实提升政务微博的传播效果 153

（四）努力打造专业化的管理队伍 154

八、政务微博案例分析 155

（一）@最高人民法院 155

1、微博介绍 155

2、微博分析 155

3、媒体评价 157

4、综合评价 157

（二）@证监会发布 159

1、微博介绍 159

2、微博分析 159

3、媒体评价 161

4、综合评价 162

（三）@中国地震台网速报 163

1、微博介绍 163

2、微博分析 163

3、媒体评价 164

4、综合评价 166



（四）@盘锦周恩义 166

1、微博介绍 166

2、微博分析 167

3、网友评价 168

4、综合评价 169

（五）@法医秦明 170

1、微博介绍 170

2、微博分析 170

3、媒体评价 171

4、综合评价 173

第四节 微信平台电子政务分析 174

一、政务微信的类型及特点 174

二、政务微信的功能 176

（一）移动化的民生服务平台 176

（二）精准化的信息传播载体 176

（三）零距离的官民互动频道 177

（四）创新型的公共服务空间 177

三、政务微信认证规模 177

四、政务微信分布结构 178

（一）政务微信地域分布 178

（二）政务微信部门分布 178

（三）政务微信级别分布 178

五、政务微信与政务微博对比 178

六、广东政务微信发展分析 179

（一）政务微信发展现状 179

（二）政务微信分布结构 179

（三）整体发展格局及特点 181

（四）政务微信的提升对策 182

1、加快推动政务微信的开通和认证 182

2、部分政务微信的定位需要厘清 182

3、政务微信的互动功效要更加凸显 183

4、政务微信的内容质量需要保障 183



5、加强线上线下跨职能部门的协同合作 183

6、投入适当人员和资金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 183

（五）政务微信论坛案例分析 183

1、清远发布 183

2、廉洁广州 184

3、福田民生 184

4、佛山市公安局 185

5、中山禁毒 185

七、政务微信发展经验总结 186

（一）准确定位，打造特色政务微信 186

（二）形成稳定的推送频率和时间，控制推送数量 186

（三）信息分栏归类，重点一目了然 187

（四）微信信息回复以自动回复代替人工回复 187

（五）语言要接地气，使用亲民话语，内容贴近民生 187

（六）采取多种表现形式，增强可读性 188

（七）调动市民参与热情，加强互动 188

（八）保证时效性，不发过期信息 189

（九）微信微博双管齐下，优势互补 189

（十）及时打击山寨政务微信 190

 

第四章 主要地区电子政务发展状况分析 191

第 一节 北京市电子政务发展状况 191

一、北京市电子政务发展现状 191

二、北京市电子政务面临的挑战 192

三、北京市电子政务发展目标 193

四、北京市发展电子政务的主要任务 193

（一）提升面向领导和公众的集成服务能力 193

（二）推进重点领域的智慧提升 195

（三）建设新阶段的电子政务基础支撑 198

五、北京市发展电子政务保障措施 199

（一）完善电子政务体制与机构 199

（二）建立顶层设计和管理机制 199



（三）加强资金投入与融资渠道建设 199

（四）规范电子政务服务市场 200

（五）健全人才引进与培养体系 200

（六）完善政策法规体系 200

（七）建立绩效导向的考核机制 200

六、北京市电子政务案例分析 201

（一）北京市政务部门微博发布厅 201

（二）首都之窗北京市政务门户网站 202

第二节 上海市电子政务发展状况 204

一、上海市电子政务发展现状 204

二、上海市电子政务面临的形势 205

三、上海市电子政务发展总体目标 206

（一）统筹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206

（二）应用平台建设进一步推进 206

（三）信息资源体系进一步完善 206

（四）核心业务应用进一步深化 206

（五）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 207

（六）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 207

四、上海市发展电子政务的主要任务 207

（一）深化完善公共网络建设服务 207

（二）有效促进信息资源共享利用 208

（三）重点推进基础应用深化服务 208

（四）积极推动重点领域业务协同 209

（五）着力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 210

（六）全面提升综合支撑保障能级 210

五、上海市发展电子政务保障措施 211

（一）加强组织领导，完善体制机制 211

（二）增加资金投入，落实重点工程 211

（三）建立考评制度，提高建设效益 211

（四）加强队伍建设，搞好宣传推广 211

（五）创新技术应用，加强合作交流 212

六、上海市电子政务案例分析 212



（一）上海政务微博办事厅 212

（二）上海市出入境管理局电子政务平台 213

第三节 深圳市电子政务发展状况 214

一、深圳市电子政务发展现状 214

（一）电子政务制度化建设加速推进 214

（二）公共服务信息化进一步普及 214

（三）社会和城市管理信息化水平稳步提高 215

（四）信息化成为党政机关工作创新的重要支撑 215

（五）电子政务基础设施及安全保障逐步完善 215

二、深圳市电子政务面临的形势 216

（一）电子政务已经成为国际先进城市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216

（二）我国进入了电子政务深化应用、加速转型的攻坚阶段 216

（三）电子政务依托的信息技术手段面临重大飞跃 217

（四）深圳面临电子政务发展的新挑战和新契机 217

三、深圳市电子政务发展目标 217

（一）总体目标 217

（二）具体目标 217

四、深圳市发展电子政务的主要任务 218

（一）构建电子公共服务体系 218

（二）提高社会管理信息化水平 220

（三）推进阳光政务建设 222

（四）提升党政机关信息能力 223

（五）推动城市建设智能化 225

（六）推行电子政务集约化建设 227

五、深圳市电子政务建设重点工程 228

六、深圳市电子政务建设保障措施 234

七、深圳市电子政务案例分析 238

（一）深圳市电子政务资源中心 238

（二）深圳市罗湖电子政务网 238

第四节 南通市电子政务发展状况 239

一、南通市电子政务发展现状 239

二、南通市电子政务面临的形势 241



三、南通市电子政务发展目标 241

（一）电子政务建设模式不断规范 242

（二）电子政务服务应用成效明显 242

（三）电子政务资源共享实现突破 242

（四）电子政务业务协同能力显著增强 242

（五）电子政务平台建设和综合管理水平持续提升 242

四、南通市电子政务的发展重点 243

（一）实施电子政务重点引领工程 243

（二）实施公共基础平台完善工程 243

（三）实施提升效能改善民生工程 244

（四）实施政务信息资源整合工程 245

（五）实施政务应用发展工程 245

（六）实施信息安全防护巩固工程 246

五、南通市发展电子政务保障措施 246

（一）加强组织领导，保持稳步发展势头 246

（二）保障运维资金，确保项目建设到位 247

（三）强化统一管理，保障整体联动建设 247

（四）健全服务体系，提升系统运行效率 247

（五）加强人员培训，培养专业素质人才 247

六、南通市电子政务案例分析 248

第五节 杭州市电子政务发展状况 248

一、杭州市电子政务发展现状 248

二、杭州市电子政务存在的问题 251

三、杭州市电子政务发展目标 251

（一）总体目标 251

（二）具体目标 252

四、杭州市电子政务发展的主要任务 253

（一）大力推进信息技术与政务的深度融合 253

（二）加大电子政务集约化、一体化建设的力度 253

（三）积极推动电子政务建设和应用向基层延伸 253

（四）建立和完善城市公共服务信息平台 254

（五）进一步加强公共基础数据库和共享平台建设和应用 254



（六）大力推进区（县、市）电子政务建设，统筹城乡电子政务发展 254

（七）进一步加强信息安全保护和电子政务标准规范应用 255

五、杭州市电子政务重点应用领域 255

（一）社会服务领域 255

（二）市场监管领域 256

（三）公共管理领域 256

（四）集约化建设领域 256

（五）政府办公与决策领域 257

（六）城乡统筹和农村信息化领域 257

六、杭州市电子政务建设保障措施 258

（一）加强领导，明确分工 258

（二）加强对电子政务项目的管理 258

（三）提高对电子政务系统运行和维护的认识 258

（四）完善电子政务绩效评价体系 259

（五）加快电子政务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259

（六）积极筹措、合理使用资金 259

七、杭州市电子政务案例分析 259

第六节 山东省电子政务发展状况 262

一、山东省电子政务发展现状 262

二、山东电子政务存在的问题 264

三、山东省电子政务发展目标 264

四、山东省电子政务的主要任务 265

（一）继续完善统一的电子政务网络体系 265

（二）加强重点领域应用系统建设 265

（三）大力推动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 266

（四）强化基层电子政务的公共服务能力 266

（五）积极推进政务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 267

（六）全力保障网络与信息安全 267

五、山东省电子政务的重点工程 267

六、山东省电子政务建设推进措施 269

（一）加强组织领导，完善体制机制 269

（二）完善法规和标准，优化发展环境 270



（三）加强宏观指导，强化考核管理 270

（四）加大资金投入，完善项目管理 270

（五）完善支撑体系，抓好人才培养 270

七、山东省电子政务案例分析 271

（一）山东省网上政务大厅 271

（二）山东省级电子政务综合服务平台 272

 

第五章 中国电子政务领先企业经营情况 274

第 一节 电子政务硬件企业经营分析 274

一、联想集团有限公司 274

（一）企业基本情况分析 274

（二）企业产品及解决方案 274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274

1、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276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276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277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277

（四）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277

（五）企业发展战略规划 278

二、神州数码控股有限公司 278

（一）企业基本情况分析 278

（二）企业产品及解决方案 278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279

1、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280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281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281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281

（四）企业主要客户分析 281

（五）企业发展战略规划 282

三、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282

（一）企业基本情况分析 282

（二）企业产品及解决方案 282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283

1、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285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285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286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286

（四）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286

（五）企业发展战略规划 287

四、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88

（一）企业基本情况分析 288

（二）企业产品及解决方案 288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289

（四）企业主要客户分析 290

（五）企业发展战略规划 292

第二节 电子政务软件企业经营分析 292

一、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292

（一）企业基本情况分析 292

（二）企业产品及解决方案 292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293

1、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294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294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295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295

（四）企业标杆项目汇总 296

（五）企业发展战略规划 296

二、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97

（一）企业基本情况分析 297

（二）企业产品及解决方案 297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297

1、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298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299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299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300



（四）企业标杆项目汇总 300

（五）企业发展战略规划 301

三、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301

（一）企业基本情况分析 301

（二）企业产品及解决方案 302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02

1、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303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04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04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305

（四）企业主要客户分析 305

（五）企业发展战略规划 306

四、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307

（一）企业基本情况分析 307

（二）企业产品及解决方案 307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07

1、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308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09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09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310

（四）企业主要客户分析 310

（五）企业发展战略规划 310

五、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11

（一）企业基本情况分析 311

（二）企业产品及解决方案 311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11

1、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312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13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13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314

（四）企业标杆项目汇总 314

（五）企业发展战略规划 315



六、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315

（一）企业基本信息介绍 315

（二）企业产品及解决方案 315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16

1、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317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18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18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318

（四）企业标杆项目汇总 319

（五）企业发展战略规划 319

七、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320

（一）企业基本情况分析 320

（二）企业产品及解决方案 320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21

1、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322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22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23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323

（四）企业标杆案例汇总 323

（五）企业发展战略规划 324

八、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324

（一）企业基本情况分析 324

（二）企业产品及解决方案 324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25

1、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326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26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27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327

（四）企业主要客户分析 327

（五）企业发展战略规划 328

九、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28

（一）企业基本信息介绍 328



（二）企业产品及解决方案 328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28

1、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330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30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30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331

（四）企业标杆项目汇总 331

（五）企业发展战略规划 332

十、北京数字政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33

（一）企业基本情况分析 333

（二）企业产品及解决方案 333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33

1、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335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35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35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336

（四）企业主要客户分析 336

（五）企业发展战略规划 337

十一、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337

（一）企业基本情况分析 337

（二）企业产品及解决方案 338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38

1、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340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40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41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341

（四）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341

（五）企业发展战略规划 342

十二、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343

（一）企业基本情况分析 343

（二）企业产品及解决方案 343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44



1、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345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45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46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346

（四）企业主要客户分析 346

（五）企业发展战略规划 347

十三、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347

（一）企业基本信息介绍 347

（二）企业产品及解决方案 348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48

1、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349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50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50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350

（四）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351

（五）企业发展战略规划 351

十四、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352

（一）企业基本情况分析 352

（二）企业产品及解决方案 352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53

1、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354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54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55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355

（四）企业主要客户分析 355

（五）企业发展战略规划 356

十五、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356

（一）企业基本情况分析 356

（二）企业产品及解决方案 357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57

1、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358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59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59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359

（四）企业主要客户分析 360

（五）企业发展战略规划 360

 

第六章 中国电子政务未来发展趋势与建议 361

第 一节 电子政务投资风险与规避 361（ZY LII）

一、企业进入电子政务市场的风险 361

（一）宏观经济风险 361

（二）法律法规风险 361

（三）市场竞争风险 361

（四）技术进步风险 362

二、政府建设电子政务的风险与规避 362

（一）启动阶段的风险与规避 362

（二）实施阶段风险与规避 363

（三）移交阶段风险与规避 365

（四）运营阶段风险与规避 365

第二节 电子政务发展存在的问题 366

一、缺乏明确的发展策略 366

二、信息公开力度不够 366

三、信息安全问题 366

四、保障电子政务发展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 366

五、信息鸿沟 367

第三节 中国电子政务的发展规划 367

一、国家电子政务内网平台发展规划 367

（一）建设目标 367

（二）建设内容 367

二、国家电子政务外网平台发展规划 367

（一）建设目标 367

（二）建设内容 367

第四节 中国电子政务未来发展趋势 368

一、&ldquo;以民为本&rdquo;的理念将深入人心 368



二、政府信息资源共享将受到高度重视 368

三、电子政务的安全问题将得到改善 368

四、协同政务将成为电子政务发展方向 368

五、电子政务的绩效评估体系趋于完善 368

六、城乡协调发展将成为建设重点 369

第五节 对我国电子政务发展的建议 369

一、增强认识，以电子政务促体制改革 369

二、统一规划，整合资源，加强建设 369

三、高度重视信息安全 370

四、加强立法，建立规范 370

五、加大落后地区的信息化建设和教育投入力度 370

六、推进电子政务信息共享的对策建议 370

（一）加强立法推动 370

（二）完善体制机制 371

（三）鼓励社会参与 371

（四）重视新技术应用 371

（五）健全信息安全体系 372（ZY LII）

 

图表目录：

图表 1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及增长变化趋势图 36

图表 2 国内生产总值构成及增长速度统计 36

图表 3 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趋势图 37

图表 4 中国人口总量增长趋势图 39

图表 5 中国人口数量及其构成情况统计 39

图表 6 末中国各年龄段人口比重 40

图表 7 中国各级各类学校招生人数统计 41

图表 8 中国城镇化率变化趋势图 42

图表 9 中国电子政务投资规模变化趋势图 53

图表 10 中国电子政务市场规模增长趋势图 56

图表 11 中国电子政务市场规模预测趋势图 57

图表 12 中国电子政务市场结构变化趋势图 57

图表 14 &ldquo;十二五&rdquo;时期中国电子政务发展主要指标 68



图表 15 中国电子政务硬件市场规模增长趋势图 74

图表 16 中国电子政务硬件市场规模预测趋势图 75

图表 17 中国电子政务软件市场规模增长趋势图 76

图表 18 中国电子政务软件市场规模预测趋势图 77

图表 19 中国电子政务服务市场规模增长情况 77

图表 20 中国电子政务服务市场规模预测趋势图 78

图表 21 G2B电子政务总体框架图 94

图表 22 政府与企业信息流动网络图 95

图表 23 中国主要政府门户网站情况表 107

图表 24 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首页截图 108

图表 25 新浪微博平台认证的政务微博数量统计 130

图表 26 新浪党政机构微博地域分布情况 131

图表 27 新浪公职人员微博地域分布情况 132

图表 28 全国政务微博地域分布图 133

图表 29 新浪党政机构微博部门分布情况 134

图表 30 新浪公职人员微博部门分布情况 134

  详细请访问：http://www.abaogao.com/b/qita/J68941JJKN.html

http://www.abaogao.com/b/qita/J68941JJKN.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