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信息化：我国城市发展新动力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

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41/2021_2022__E5_9F_8E_

E5_B8_82_E4_BF_A1_E6_c29_141386.htm 城市信息化建设是城

市现代化建设的龙头，城市现代化建设是城市信息化建设的

主体。 党中央、国务院把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确

立为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国家信息化正在从领

域信息化、区域信息化、企业信息化、社会信息化等各方面

、各层次展开和深化。显然，区域信息化不能走“以农村包

围城市”的道路，而是走“以城市辐射农村，以城市带动农

村”的道路，于是，城市信息化就成了区域信息化的核心和

龙头。另一方面，我国在加快农村城镇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

过程中，城市信息化建设将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新主题与新

动力，成为解决城市发展中所面临诸多难题的有效手段。可

以说，城市现代化建设与城市信息化建设将日益水乳交融，

密不可分。 重在服务和管理 说城市信息化是国家信息化的缩

影也好，子集也好，都不要忘记：城市信息化工作不能面面

俱到，而应该突出重点，应该着眼于提高城市服务功能和管

理功能，提高城市运行效率，使广大市民日益感受到信息化

带来的益处 城市信息化建设可归类为四大部分。 信息网络与

资源 要建设一个先进适用的城域网。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类

窄带与宽带等网络资源，重点抓好宽带接入网和用户住地网

建设，积极发展各种新的网络增值业务。 城域网建设要与城

市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密切结合，扶持网络服务提供商、网络

内容提供商、应用服务提供商、托管业务提供商等网络服务

企业。 城市信息资源库建设要紧密结合本市资源状况和特点



。一般说来，应包括自然资源和空间地理基础信息库、公共

设施信息库、人口信息库、企业信息库、信用信息库。 城市

信息资源库的建设要与相关的信息系统建设紧密结合，为运

行与管理、社区与服务、产业与经济等信息系统的有效运转

提供基础数据和应用接口支持。同时，在相关信息系统有效

运行中，实施信息库的动态更新。要实现网上公布、查询、

管理和综合利用，满足政府、企业和公众等对信息日益增长

的需求。 城市管理与运行 主要包括电子政务系统、城市应急

救灾系统、城市规划管理系统、城市社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

、城市交通管理信息系统、城市环境监控信息系统。 电子政

务工程是 2002年国家信息化工作重点。城市信息化，政府要

带头。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等机关都要建立电子

政务系统，实现机关办公、依法行政和为市民服务等各环节

的信息化。各城市电子政务建设要注意与国家电子政务建设

的无缝连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