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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数字政府是指以现代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为支撑，充分契合

政府发展的客观规律与政府建设创新的主观能动性的一种多元化协同、多维度互动、多空间

泛在的新时代高效行政服务模式。 

截至2021年11月底，我国有21个省级地方成立了数字政府建设相关领导小组，23个省级地方设

立了政务数据统筹管理机构，24个省级地方出台发布了数字政府建设相关规划、方案、行动

计划等。广东、浙江、江苏等部分地区开始探索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统筹推进和指导数字

政府建设；数据开放方面，截至2021年10月，我国已有193个省级和城市的地方政府上线了数

据开放平台，其中省级平台20个（含省和自治区，不包括直辖市和港澳台），城市平台173个

（含直辖市、副省级与地级行政区）。目前，我国71.43%的省级（不含直辖市）政府

和51.33%的城市政府已上线了政府数据开放平台。2021年，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名用

户超过10亿人，其中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注册用户超过4亿人，总使用量368.2亿人次，为地方部

门提供身份认证核验服务29亿余次，群众满意度、获得感不断提升。2022年以来，数字政府

建设再次驶入快车道。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数字政府建设，推动政务数据共享，进一步

压减各类证明，扩大&ldquo;跨省通办&rdquo;范围，基本实现电子证照互通互认，便利企业跨

区域经营，加快解决群众关切事项的异地办理问题。 

2022年8月，IDC发布了《中国数字政府数据治理市场厂商份额，2021》报告。2021年中国数

字政府数据治理市场整体规模达39.7亿元人民币，年复合增长率为15%，处于快速增长阶段。 

2022年6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就主动顺应经济社会数字化

转型趋势，充分释放数字化发展红利，全面开创数字政府建设新局面作出部署。2022年9月，

民政部办公厅印发《民政部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的实施方

案》，明确了民政领域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总体要求、主要任务与保障措施，并有机衔接

《&ldquo;十四五&rdquo;民政信息化发展规划》，对进一步推动民政数字化转型作出系统部署

。地方层面，2023年1月，随着31个省区市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出炉，各地数字政府的发展规

划均已明确。 

党的十九大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

。十九届四中全会发展了十九大的理论成果，在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方面增加了&ldquo;民主协

商&rdquo;和&ldquo;科技支撑&rdquo;。数字政府恰好回应了我国体制性改革的要求，并顺应

了数字时代对政府转型的技术倒逼。数字政府建设的推进，未来将极大改变现有的治理结构

，加速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重新形塑政府治理的诸多方式和治理主体。 

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数字政府市场研究与战略咨询报告》共十二章。首

先介绍了数字政府的基本概述，接着分析了国外数字政府建设状况及国内数字政府发展环境



，然后以电子政务为行业背景进行阐述，并对数字政府的总体发展、互联网+政务、智慧政务

、技术领域及部分重点区域进行深入剖析。随后，报告分析了重点企业运营状况、国内项目

投资案例；最后对数字政府的发展前景进行了科学的预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工业信息部、IDC、中国电子政务研究中心、产业

研究报告网、产业研究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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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对数字政府建设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数字政府相关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

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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