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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3-2017年中国城市信息化建设发展现状分析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

十章。首先介绍了中国城市信息化建设行业市场发展环境、中国城市信息化建设整体运行态

势等，接着分析了中国城市信息化建设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中国城市信息化建

设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中国城市信息化建设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

了中国城市信息化建设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城市信息化建设产业有个系统的

了解或者想投资城市信息化建设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世界上许多城市现在都面临着信息化问题，城市的活力、吸引力和辐射力。不能光靠管辖

范围的规模大小，而是要依靠资金、信息和科技创新。只有提高城市信息化 水平，才能增强

城市的活力，疏通城市与周围区域各种联系渠道，积极为周围区域提供金融、信息、科技、

文化等服务，以此来增强城市的辐射力。 

第一章 2012年中国城市信息化建设综述 

第一节 2012年中国城市信息化建设动态分析 

一、城市信息化高峰论坛亮点聚焦 

二、现代城市信息化的典型模式探索 

三、从五省市实践看城市信息化的战略作用 

第二节2012年中国城市信息化的基本内容 

一、网络与信息资源 

二、城市管理与运行 

三、服务与社区 

四、产业与经济 

第二章 2012年中国中小城市信息化评估 

第一节 2012年我国中小城市信息化现状分析 

一、信息化环境促进作用明显 

二、与城市经济发展和人民的实际需求差距表现 

第二节 2012年我国中小城市信息化建设三大阻碍 

一、信息化人才相对短缺 

二、信息技术应用差别明显 

三、信息化环境有待加强 



第三节 2012年我国中小城市信息化发展四个关键因素 

一、组织领导因素 

二、法制环境因素 

三、资金投入因素 

四、信息化人才因素 

第三章 2012年中国城市信息化建设市场运行环境分析 

第一节 2012年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中国GDP分析 

二、消费价格指数分析 

三、城乡居民收入分析 

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析 

六、进出口总额及增长率分析 

第二节 2012年中国城市信息化建设政策环境分析 

一、信息化建设与应用规划 

二、城市信息化的政策环境 

三、城市信息化的法律法规环境 

四、城市信息化的标准环境 

第三节 2012年中国城市信息化的社会条件 

一、人才条件 

二、产业与技术条件 

三、经济条件 

第四章 2012年中国城市信息化评估指标体系 

第一节 城市信息化评估指标体系建立的原则 

一、要遵循国家信息化建设的方针政策 

二、要具有科学性和完整性 

三、要具有综合性和可操作性 

四、要具有导向性 

第二节 城市信息化评估指标体系的引导方向 

一、重视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 



二、要把电子政务建设作为城市信息化的重点 

三、信息安全问题逐步受到重视 

第三节 城市信息化评估指标体系的内容 

第五章 2012年中国直辖市信息化评估与分析 

第一节 直辖市信息化评分指标 

第二节 直辖市信息化水平评估 

一、直辖市信息化水平综合排名 

二、直辖市信息化建设综述 

第三节 直辖市信息化单项指数对比分析 

一、网络基础设施水平得分对比 

二、政府信息化水平得分对比 

三、企业信息化水平得分对比 

四、社会信息化水平得分对比 

五、信息化环境状况得分对比 

第四节 直辖市信息化发展特点分析 

一、社会信息化水平绝对领先 

二、信息系统应用全国领先 

三、信息化人才基础较好 

第六章 2012年中国省会和计划单列市信息化评估与分析 

第一节 省会和计划单列市信息化评分指标 

第二节 省会和计划单列市信息化水平评估 

一、省会和计划单列市信息化水平综合排名 

二、省会和计划单列市信息化建设综述 

第三节 省会和计划单列市信息化发展特点分析 

一、政府信息化应用特色突出 

二、社会信息化水平较好 

三、信息化人才基础较好 

四、信息化发展水平区域不平衡特征明显 

第七章 2012年中国地级市信息化评估与分析 



第一节 地级市信息化评分指标 

第二节 地级市信息化水平评估 

一、地级市信息化水平综合排名 

二、地级市信息化建设综述 

第三节 地级市信息化发展特点分析 

一、信息化人才相对短缺 

二、信息技术应用差别明显 

三、信息化环境有待加强 

四、省份及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特征明显 

第八章 2012年中国重点城市信息化建设透析 

第一节 上海市加快城市信息化发展步伐 

一、政务信息化 

二、社区信息化 

三、公共领域信息化 

四、经济领域信息化 

五、城市建设和管理信息化 

第二节 河北省城市信息化飞速发展 

一、政务信息化 

二、社区信息化 

三、公共领域信息化 

四、经济领域信息化 

五、城市建设和管理信息化 

第三节 阳泉城市信息化发展纪实 

一、政务信息化 

二、社区信息化 

三、公共领域信息化 

四、经济领域信息化 

五、城市建设和管理信息化 

第四节 长春市城市信息化发展现状及规划 

一、政务信息化 

二、社区信息化 



三、公共领域信息化 

四、经济领域信息化 

五、城市建设和管理信息化 

第五节 武汉市城市信息化建设取得新进展 

一、政务信息化 

二、社区信息化 

三、公共领域信息化 

四、经济领域信息化 

五、城市建设和管理信息化 

第九章 2012年中国城市信息化发展总体评价 

第一节 城市信息化发展总体分析 

一、城市信息化发展总体排名 

二、城市信息化发展水平100强区域分布情况分析 

三、城市信息化发展水平100强分层级分析 

第二节 2012年中国城市信息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沟通、协调不畅 

二、信息化规划不周 

三、信息安全管理工作有待加强 

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与应用失衡 

五、信息资源共享进展缓慢 

第三节 2012年中国城市信息化策略分析 

一、组织保障是基础，积极投入是关键 

二、注重提高全社会的信息化意识，形成宣传工作体系 

三、重视法规和标准建设，制定整体发展规划 

四、落实人才培养计划，重视应用效果 

第十章 2013-2017年中国城市信息化发展趋势和展望 

第一节 2013-2017年中国城市信息化趋势展望 

一、业务系统整合和信息共享将成为发展重点 

二、城市管理信息化与城市管理模式的变革将互动发展 

三、信息资源开发利用逐步走向市场化运作 



四、和谐社会的建设要求加快公共服务信息化建设进程 

五、城市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得到进一步加强 

六、社区信息化工作由点到面全面展开 

七、网络融合的步伐明显加快 

第二节 2010－2013年中国城市信息化前景预测分析 

一、中国城市信息化迎来发展浪潮 

二、推进城市信息化发展 应该讲究实效 

三、城市信息化我国城市发展新动力、 

第三节 2013-2017年中国城市信息化发展战略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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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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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