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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ldquo;互联网+政务&rdquo;是指，政府面对&ldquo;互联网+&rdquo;时代经济社会基本状况

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在管理、服务和基本秩序管控等方面采取相应措施、作出相应调整、形

成相应的制度机制和组织体系。在&ldquo;互联网+&rdquo;时代，政府在线服务能力已是衡量

一个国家实力和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指标，更是一个国家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随着互联网

技术的不断提高，&ldquo;互联网+政务&rdquo;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方式在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

的实践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深入挖掘二者之间的互构逻辑，阐明&ldquo;互联

网+政务&rdquo;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作用机制，对于优化政府治理，助力实现政府治理现

代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截至2022年12月，我国在线政务服务用户规模达9.26亿，较2021年12月增长515万，占网民整体

的86.7%。2022年，我国在线政务服务相关顶层设计更加完善，平台建设更加有效，技术应用

更加普及，发展态势持续向好。《2022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显示，我国电子政务水平

在193个联合国会员国中排名43位，是自报告发布以来的最高水平，也是全球增幅最高的国家

之一。其中，作为衡量国家电子政务发展水平核心指标的在线服务指数为0.8876，继续保

持&ldquo;非常高&rdquo;水平。  

2021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移动端建设指南》（以下简称《

建设指南》），文件的出台，标志着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全国一体化平台）

移动端建设进入统筹化、标准化、规范化时代，对全面提升移动政务服务能力和水平，增强

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具有重要意义。2022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ldquo;十四

五&rdquo;推进国家政务信息化规划》。《规划》提出了三大任务11项具体工程，到2025年，

推进政务信息化工作迈入以数据赋能、协同治理、智慧决策、优质服务为主要特征的&ldquo;

融慧治理&rdquo;新阶段。2022年9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建

设指南》，建设目标提出，2023年底前，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初步形成，基本具备数

据目录管理、数据归集、数据治理、大数据分析、安全防护等能力，数据共享和开放能力显

著增强，政务数据管理服务水平明显提升。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互联网+政务建设市场深度评估与前景趋势报告》共十

三章。首先介绍了互联网+政务的概念、特征及中国互联网+政务的发展环境，然后对中国互

联网+政务的发展现状以及电子政务、移动政务市场的发展做了深度分析，随后报告具体分析

了政务大数据建设状况、智慧政务及互联网+政务的典型案例，并对区域建设情况及重点企业

经营状况做了详细解析，最后，报告对互联网+政务的投资状况及典型投资项目做了详细分析

，并对其发展前景做了科学的预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国务院、商务部、财政部、中企顾问网、中企顾问

网市场调查中心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

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想对互联网+政务有个系统的

了解、或者想投资互联网+政务相关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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