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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信息化发展情况简介素材 

 

一、我省信息化发展现状 

“十一五”时期，以“数字安徽”建设为抓手，积极推进信息技

术在各领域的应用，着力建设信息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强化

信息化建设保障能力，形成了政府推动、各方协力、全社会共

同参与信息化建设的良好氛围，信息化水平迈上了一个新的台

阶。 

（一）信息网络建设。光缆、宽带数据网、广播电视网络

覆盖全省所有市、县、乡镇和大部分行政村，形成了以光纤传

输为主、微波和卫星通信为辅，能承载各种通信业务和数字电

视的信息传输网络。截至 2009 年底，长途光缆纤芯长度达到

70.6 万芯公里，本地光缆纤芯长度达到 477.0 万芯公里，互联

网宽带接入端口数达到 460 万个，骨干网省际出口带宽超过

820G。3G 网络的建设覆盖到全省 17 个市中心城区。广播和电

视人口综合覆盖率分别达到 97.01%和 97.20%，16 市 59 个县

开通了有线数字电视。 

（二）电子政务建设。省市级电子政务外网基本建成。省

市县网站群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已拥有省市县三级政府网站 170

多个，县以上政府网站全面建立，80%以上的乡镇区建立政府

网站。省市县级办公自动化系统广泛使用。各地各部门把电子

政务与业务流程紧密结合，政务公开和为民服务等方面均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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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显著成效。 

（三）电子商务应用。徽商集团等传统商贸企业、海螺集

团等工业企业电子商务应用水平不断提高。购物、订票等生活

领域电子商务逐步普及。涌现出了安徽粮食批发交易市场、省

烟草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电子交易平台、

省旅游信息网、亳州中药材交易市场、中国安徽进出口商品网

上交易会等一大批开展电子商务的典型。 

（四）农业农村信息化。全省农村信息化服务体系基本形

成。省市县建立了农业信息管理服务机构，90%以上乡镇建立

信息服务站，80%以上行政村建有信息服务点。阜阳、芜湖被

列为首批国家农村信息化综合信息服务试点市。“安徽农业信息

网”、“安徽农网”、信息田园、农信通等在促进农村信息化建设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 

（五）信息化支撑体系建设。初步建成全省空间地理基础

信息数据库、人口信息数据库等基础性数据库。产业创新能力

和为信息化服务能力有了新的提升，网络信息安全体系开始建

设，信息安全保障能力明显提高。信息化组织体系逐步完善，

出台了《“数字安徽”建设管理办法》和电子政务省级行政审批标

准体系，信息化舆论宣传工作不断深入，公务员应用能力培训

全面展开。 

二、安徽省未来信息化发展的重点 

（一）完善信息基础网络设施，构建信息高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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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 住 国 家 网 络 技 术 升 级 换 代 的 机 遇 ， 加 快 推 广 应 用

TD-SCDMA、CDMA2000、WCDMA 等 3G 技术。积极建设宽

带无线接入网络。实现宽带通达全省所有乡镇和行政村，构建

广覆盖、高可靠、多业务的综合信息基础设施。积极推进“三网

融合”，加强物联网建设。加快数字广播电视网络改造，完成从

模拟向数字的转换，提高数字电视覆盖率。 

（二）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 

从企业、行业、区域三个层面推进融合工作，深化信息技

术应用，推动工业优化升级。以汽车、钢铁、纺织、石化、煤

炭、装备制造等行业为重点，加快研发、生产、营销、管理环

节的信息技术改造。推进我省冶金、电力、石化、建材等高耗

能行业生产设备数字化和智能化，实现精准高效生产。积极开

展两化融合试点示范。充分发挥合肥、芜湖制造业信息化重点

建设工程的示范作用，推进全省制造业信息化进程。  

（三）提高电子政务应用水平，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加快建设全省电子政务传输骨干网。完善电子政务外网，

推动政府机关实施网上协同办公，推进政府各部门业务网络互

联互通，实现基础网络和决策信息资源分层共享。完善政府门

户网站服务功能。不断提升各级政府门户网站功能，深化政务

公开，推进网上办事，提高机关行政效能。实现政务信息共享

和业务协同，建立以互联网为基础，覆盖街道、社区和乡村，

各种技术手段相结合的政务公共服务体系。 

（四）积极推进电子商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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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面向不同行业、区域和消费者的电子商务服务，推动

中小企业利用电子商务手段开拓国际市场。鼓励专业市场利用

信息技术创新交易模式、丰富服务内容。推进政府采购电子商

务应用，强化国际贸易电子商务服务。着力推动 3G、物联网、

网络安全等先进信息技术在服务业的普及应用。支持网上商店、

网上银行、信息技术支持以及第三方电子商务服务等新兴服务

业发展。发展基于信息技术的现代物流体系，打造现代化物流

中心，建设区域性现代物流公共信息中心和公共信息服务平台。 

（五）广泛开展“三农”信息服务  

扩大农村信息网络的覆盖面，完成电话网络“村村通工程”，

实现“村村通宽带”，推进农村地区通信、广播电视和互联网发展，

拓展基层电子政务平台功能，逐步建立统一的、涵盖经济、科

技、教育、卫生、文化等领域的“三农”综合信息服务体系。加快

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经营中的应用，加大农业电子商务应用。

开展信息技术培训，提高农民信息化素质。 

（六）加强整合与共享，促进信息资源开发利用 

建设和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开展面向社会公众的信息服务。

依托国家自然资源与地理空间信息库安徽省试点项目，建设全省

基础地理空间信息支撑平台，加快地理空间信息资源整合、改造

和数据库建设，理顺信息共享机制，统筹管理地理空间信息数据

的采集、生产、更新及应用，建成基于多层次网络体系的地理

空间信息网络交换服务系统。加速各领域信息资源的公益性开

发利用，进一步完善人口、法人单位、档案信息、宏观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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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数据库建设。 

三、加强信息化建设的国际合作 

加强国际合作，是当今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全球

化和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的两大显著特征，国际合作是推动信息

化建设的重要推力之一。加强信息化建设的国际合作，要密切

关注世界信息化发展动向，建立和完善信息化国际交流合作机

制。坚持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积极参与多边组织，大

力促进双边合作。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好国际

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吸取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以皖江

城市带等区域性信息化项目合作为重点，切实加强电子商务、

公共服务、信息资源整合、人才交流等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一方面，通过进行国际合作，实现信息产业基础技术与标

准领域的突破。企业层面上，加强电子商务技术的国际合作，

特别是在物联网、网上商店等方面加强国内外企业间的技术交

流和合作，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全面提升我

国电子商务水平，并鼓励有实力的电子商务企业进入国际市场。

在公共服务领域上，加强医疗卫生、教育、城市管理等行业电

子政务信息化建设的国际合作，积极推动电子政务在世界范围

内快速、健康发展，不断提高我国电子政务发展水平。同时加

强信息资源整合和共享领域的国际合作，主要包括信息资源整

合和共享的机制、平台建设、关键技术等方面的交流和合作。 

另一方面，加强人才培训工作，实施信息化的人才战略。

人才是实现信息化技术推广应用的关键，要建立信息化的人才

培养、引进、使用体系。充分利用国际合作这个培养本国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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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人才和海外引进优秀信息技术建设人才的有效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