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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智慧政府充分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以用户

创新、大众创新、开放创新、共同创新为特征，强调作为平台的政府架构，并以此为基础实

现政府、市场、社会多方协同的公共价值塑造，实现政府管理与公共服务的精细化、智能化

、社会化。  

      &ldquo;智慧政府&rdquo;不仅利用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数据挖掘、

知识管理等技术，还强调以用户创新、大众创新、开放创新、共同创新为特征创新2.0方法论

，提高政府办公、监管、服务、决策的智能化水平，形成高效、敏捷、便民的新型政府

。&ldquo;智慧政府&rdquo;是电子政务发展的高级阶段，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手段。

      随着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Web 2.0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电子政务正由电

子政府到&ldquo;智慧政府&rdquo;转变。智慧政府不仅强调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也强调以

用户创新、大众创新、开放创新、共同创新为特征的创新2.0[1] 。现代政府事务日益复杂，传

统政府的智能水平已经难以应付这种新的形势，必须建立&ldquo;智慧政府&rdquo;。

      政府的四大职能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ldquo;智慧政府&rdquo;

就是要实现上述职能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精细化、社会化。与传统电子政务相比

，&ldquo;智慧政府&rdquo;具有透彻感知、快速反应、主动服务、科学决策、以人为本等特征

。

一般来说，&ldquo;智慧政府&rdquo;包括智能办公、智能监管、智能服务、智能决策四大领域

。

      智能办公    在智能办公方面，采用人工智能、知识管理、移动互联网等手段，将传统办公

自动化（OA）系统改造成为智能办公系统。智能办公系统对公务员的办公行为有记忆功能，

能够根据公务员的职责、偏好、使用频率等，对用户界面、系统功能等进行自动优化。智能

办公系统有自动提醒功能，如代办件提醒、邮件提醒、会议通知提醒等，公务员不需要去查

询就知道哪些事情需要处理。智能办公系统可以对代办事项根据重要程度、紧急程度等进行

排序。智能办公系统具有移动办公功能，公务员随时随地可以进行办公。智能办公系统集成

了政府知识库，使公务员方便查询政策法规、办事流程等，分享他人的工作经验。       智能监

管    在智能监管方面，智能化的监管系统可以对监管对象的自动感知、自动识别、自动跟踪

。例如，在主要路口安装具有人脸识别功能的监视器，就能够自动识别在逃犯等；在服刑人

员、嫌疑犯等身上植入生物芯片，就可以对他们进行追踪。智能化的监管系统可以对突发性

事件进行自动报警、自动处置等。例如，利用物联网技术对山体形变进行监测，可以对滑坡

进行预警。当探测到火情，建筑立即自动切断电源。智能化的监管系统可以自动比对企业数



据，发现企业偷逃税等行为。智能化的移动执法系统可以根据执法人员需求自动调取有关材

料，生成罚单，方便执法人员执行公务。       智能服务    在智能服务方面，能够自动感知、预

测民众所需的服务，为民众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例如，如果某个市民想去某地，智能交通系

统可以根据交通情况选择一条最优线路，并给市民实时导航。在斑马线安装传感器，当老人

、残疾人或小孩过马路时，智能交通系统就能感知，适当延长红灯时间，保证这些人顺利通

过。政府网站为民众提供场景式服务，引导民众办理有关事项。       智能决策    在智能决策方

面，采用数据仓库、数据挖掘、知识库系统等技术手段建立智能决策系统，该系统能够根据

领导需要自动生成统计报表；开发用于辅助政府领导干部决策的&ldquo;仪表盘&rdquo;系统，

把经济运行情况、社会管理情况等形象地呈现在政府领导干部面前，使他们可以像开汽车一

样驾驭所赋予的本地区、本部门职责。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智慧政府市场供需趋势预测及投资战略分析报

告》共七章。首先介绍了智慧政府行业市场发展环境、智慧政府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

了智慧政府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智慧政府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智慧政

府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智慧政府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智

慧政府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智慧政府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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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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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智慧政府环保支撑平台建设分析

（3）智慧政府环保应用系统建设分析

4.4.2 智慧政府环境保护需求分析

（1）智慧政府环保需求规模分析

（2）智慧政府环保需求结构分析

（3）环保重点应用系统需求分析

4.4.3 智慧政府环境保护案例分析

4.4.4 智慧政府环境保护前景分析

（1）智慧政府环保建设价值分析

（2）智慧政府环保建设驱动因素

（3）智慧政府环保建设挑战分析

（4）智慧政府环保建设发展趋势

 

第5章 我国智慧政府区域建设发展情况分析



5.1 北京智慧政府发展现状分析

5.1.1 北京智慧政府基础资源分析

（1）北京市互联网发展规模

（2）北京市物联网发展现状

（3）北京市大数据应用现状

5.1.2 北京智慧政务发展现状分析

（1）北京市政府门户网站绩效评估

（2）北京市微博政务应用情况分析

（3）北京市微信政务应用情况分析

5.1.3 北京数据开放程度分析

5.1.4 北京智慧政府服务领域

（1）北京安全管理发展现状

（2）北京智慧交通发展现状

（3）北京智慧医疗发展现状

（4）北京智慧环保发展现状

5.1.5 北京智慧政府网络安全

5.1.6 北京智慧政府发展战略

5.2 上海智慧政府发展现状分析

5.2.1 上海智慧政府基础资源分析

（1）上海市互联网发展规模

（2）上海市物联网发展现状

（3）上海市大数据应用现状

5.2.2 上海智慧政务发展现状分析

（1）上海市政务门户网站绩效评估

（2）上海市微博政务应用情况分析

（3）上海市微信政务应用情况分析

5.2.3 上海数据开放程度分析

5.2.4 上海智慧政府服务领域

（1）上海安全管理发展现状

（2）上海智慧交通发展现状

（3）上海智慧医疗发展现状

（4）上海智慧环保发展现状



5.2.5 上海智慧政府网络安全

5.2.6 上海智慧政府发展战略

5.3 广东智慧政府发展现状分析

5.3.1 广东智慧政府基础资源分析

（1）广东省互联网发展规模

（2）广东省物联网发展规模

（3）广东省大数据应用现状

5.3.2 广东智慧政务发展现状分析

（1）广东省政务门户网站绩效评估

（2）广东省微博政务应用情况分析

（3）广东省微信政务应用情况分析

5.3.3 广东数据开放程度分析

5.3.4 广东智慧政府服务领域

（1）广东安全管理发展现状

（2）广东智慧交通发展现状

（3）广东智慧医疗发展现状

（4）广东智慧环保发展现状

5.3.5 广东智慧政府网络安全

5.3.6 广东智慧政府发展战略

5.4 浙江智慧政府发展现状分析

5.4.1 浙江智慧政府基础资源分析

（1）浙江省互联网发展规模

（2）浙江省物联网发展规模

（3）浙江省大数据应用现状

5.4.2 浙江智慧政务发展现状分析

（1）浙江省政务门户网站绩效评估

（2）浙江省微博政务应用情况分析

（3）浙江省微信政务应用情况分析

5.4.3 浙江数据开放程度分析

5.4.4 浙江智慧政府服务领域

（1）浙江安全管理发展现状

（2）浙江智慧交通发展现状



（3）浙江智慧医疗发展现状

（4）浙江智慧环保发展现状

5.4.5 浙江智慧政府网络安全

5.4.6 浙江智慧政府发展战略

5.5 福建智慧政府发展现状分析

5.5.1 福建智慧政府基础资源分析

（1）福建省互联网发展规模

（2）福建省物联网发展规模

（3）福建省大数据应用现状

5.5.2 福建智慧政务发展现状分析

（1）福建省政务门户网站绩效评估

（2）福建省微博政务应用情况分析

（3）福建省微信政务应用情况分析

5.5.3 福建数据开放程度分析

5.5.4 福建智慧政府服务领域

（1）福建安全管理发展现状

（2）福建智慧交通发展现状

（3）福建智慧医疗发展现状

（4）福建智慧环保发展现状

5.5.5 福建智慧政府网络安全

5.5.6 福建智慧政府发展战略

5.6 四川智慧政府发展现状分析

5.6.1 四川智慧政府基础资源分析

（1）四川省互联网发展规模

（2）四川省物联网发展规模

（3）四川省大数据应用现状

5.6.2 四川智慧政务发展现状分析

（1）四川省政务门户网站绩效评估

（2）四川省微博政务应用情况分析

（3）四川省微信政务应用情况分析

5.6.3 四川数据开放程度分析

5.6.4 四川智慧政府服务领域



（1）四川安全管理发展现状

（2）四川智慧交通发展现状

（3）四川智慧医疗发展现状

（4）四川智慧环保发展现状

5.6.5 四川智慧政府网络安全

5.6.6 四川智慧政府发展战略

5.7 湖南智慧政府发展现状分析

5.7.1 湖南智慧政府基础资源分析

（1）湖南省互联网发展规模

（2）湖南省物联网发展规模

（3）湖南省大数据应用现状

5.7.2 湖南智慧政务发展现状分析

（1）湖南省政务门户网站绩效评估

（2）湖南省微博政务应用情况分析

（3）湖南省微信政务应用情况分析

5.7.3 湖南数据开放程度分析

5.7.4 湖南智慧政府服务领域

（1）湖南安全管理发展现状

（2）湖南智慧交通发展现状

（3）湖南智慧医疗发展现状

（4）湖南智慧环保发展现状

5.7.5 湖南智慧政府网络安全

5.7.6 湖南智慧政府发展战略

5.8 湖北智慧政府发展现状分析

5.8.1 湖北智慧政府基础资源分析

（1）湖北省互联网发展规模

（2）湖北省物联网发展规模

（3）湖北省大数据应用现状

5.8.2 湖北智慧政务发展现状分析

（1）湖北省政务门户网站绩效评估

（2）湖北省微博政务应用情况分析

（3）湖北省微信政务应用情况分析



5.8.3 湖北数据开放程度分析

5.8.4 湖北智慧政府服务领域

（1）湖北安全管理发展现状

（2）湖北智慧交通发展现状

（3）湖北智慧医疗发展现状

（4）湖北智慧环保发展现状

5.8.5 湖北智慧政府网络安全

5.8.6 湖北智慧政府发展战略

5.9 安徽智慧政府发展现状分析

5.9.1 安徽智慧政府基础资源分析

（1）安徽省互联网发展规模

（2）安徽省物联网发展规模

（3）安徽省大数据应用现状

5.9.2 安徽智慧政务发展现状分析

（1）安徽省政务门户网站绩效评估

（2）安徽省微博政务应用情况分析

（3）安徽省微信政务应用情况分析

5.9.3 安徽数据开放程度分析

5.9.4 安徽智慧政府服务领域

（1）安徽安全管理发展现状

（2）安徽智慧交通发展现状

（3）安徽智慧医疗发展现状

（4）安徽智慧环保发展现状

5.9.5 安徽智慧政府网络安全

5.9.6 安徽智慧政府发展战略

5.10 海南智慧政府发展现状分析

5.10.1 海南智慧政府基础资源分析

（1）海南省互联网发展规模

（2）海南省物联网发展规模

（3）海南省大数据应用现状

5.10.2 海南智慧政务发展现状分析

（1）海南省政务门户网站绩效评估



（2）海南省微博政务应用情况分析

（3）海南省微信政务应用情况分析

5.10.3 海南数据开放程度分析

5.10.4 海南智慧政府服务领域

（1）海南安全管理发展现状

（2）海南智慧交通发展现状

（3）海南智慧医疗发展现状

（4）海南智慧环保发展现状

5.10.5 海南智慧政府网络安全

5.10.6 海南智慧政府发展战略

 

第6章 智慧政府方案提供商领先企业分析

6.1 国外智慧政府方案提供商领先企业

6.1.1 IBM

（1）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2）公司经营发展情况分析

（3）公司智慧政府业务规模

（4）公司智慧政府业务类型

（5）公司智慧政府服务案例

（6）公司智慧政府业务战略布局

（7）公司智慧政府业务优劣势分析

6.1.2 Intel

（1）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2）公司经营发展情况分析

（3）公司智慧政府业务规模

（4）公司智慧政府业务类型

（5）公司智慧政府服务案例

（6）公司智慧政府业务战略布局

（7）公司智慧政府业务优劣势分析

6.1.3 Oracle

（1）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2）公司经营发展情况分析



（3）公司智慧政府业务规模

（4）公司智慧政府业务类型

（5）公司智慧政府服务案例

（6）公司智慧政府业务战略布局

（7）公司智慧政府业务优劣势分析

6.2 国内智慧政府方案提供商领先企业

6.2.1 东软集团

（1）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2）公司经营发展情况分析

（3）公司智慧政府业务规模

（4）公司智慧政府业务类型

（5）公司智慧政府服务案例

（6）公司智慧政府业务战略布局

（7）公司智慧政府业务优劣势分析

6.2.2 浪潮集团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2）公司经营发展情况分析

（3）公司智慧政府业务规模

（4）公司智慧政府业务类型

（5）公司智慧政府服务案例

（6）公司智慧政府业务战略布局

（7）公司智慧政府业务优劣势分析

6.2.3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2）公司经营发展情况分析

（3）公司智慧政府业务规模

（4）公司智慧政府业务类型

（5）公司智慧政府服务案例

（6）公司智慧政府业务战略布局

（7）公司智慧政府业务优劣势分析

6.2.4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2）公司经营发展情况分析

（3）公司智慧政府业务规模

（4）公司智慧政府业务类型

（5）公司智慧政府服务案例

（6）公司智慧政府业务战略布局

（7）公司智慧政府业务优劣势分析

6.2.5 融创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2）公司经营发展情况分析

（3）公司智慧政府业务规模

（4）公司智慧政府业务类型

（5）公司智慧政府服务案例

（6）公司智慧政府业务战略布局

（7）公司智慧政府业务优劣势分析

6.2.6 开普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2）公司经营发展情况分析

（3）公司智慧政府业务规模

（4）公司智慧政府业务类型

（5）公司智慧政府服务案例

（6）公司智慧政府业务战略布局

（7）公司智慧政府业务优劣势分析

6.2.7 华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2）公司经营发展情况分析

（3）公司智慧政府业务规模

（4）公司智慧政府业务类型

（5）公司智慧政府服务案例

（6）公司智慧政府业务战略布局

（7）公司智慧政府业务优劣势分析

6.2.8 神州数码控股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2）公司经营发展情况分析

（3）公司智慧政府业务规模

（4）公司智慧政府业务类型

（5）公司智慧政府服务案例

（6）公司智慧政府业务战略布局

（7）公司智慧政府业务优劣势分析

6.2.9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2）公司经营发展情况分析

（3）公司智慧政府业务规模

（4）公司智慧政府业务类型

（5）公司智慧政府服务案例

（6）公司智慧政府业务战略布局

（7）公司智慧政府业务优劣势分析

6.2.10 泰得利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2）公司经营发展情况分析

（3）公司智慧政府业务规模

（4）公司智慧政府业务类型

（5）公司智慧政府服务案例

（6）公司智慧政府业务战略布局

（7）公司智慧政府业务优劣势分析

 

第7章 我国智慧政府发展前景与投资趋势分析（ZYPX）

7.1 中国智慧政府发展环境分析预测

7.1.1 智慧政府政策发展环境预测

7.1.2 智慧政府技术发展环境预测

（1）大数据发展趋势预测

（2）云计算发展趋势预测

（3）物联网发展趋势预测

（4）移动互联网发展趋势预测

7.1.3 智慧政府社会发展环境预测



（1）我国互联网应用规模预测

（2）我国移动终端应用规模预测

7.2 我国智慧政府发展趋势与投资建议

7.2.1 中国智慧政府发展趋势分析

（1）公共数据开放程度扩大

（2）政府信息孤岛逐渐消除

（3）形成数据驱动管理模式

（4）公众参与政府决策机制

7.2.2 中国智慧政府发展风险分析

（1）数据质量风险

（2）数据预测风险

（3）信息安全风险

（4）能源消耗风险

7.2.3 中国智慧政府投资现状分析

（1）中国智慧政府投资规模分析

（2）中国智慧政府主要投资方式

（3）中国智慧政府优秀投资案例

7.2.4 中国智慧政府投资前景预测

（1）中国智慧政府投资规模预测

（2）智慧政府发展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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