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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政务云计算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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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南构建国内首个省级政务云计算中心

近日，海南省正式宣布构建省级政务云计算中心，该中心以

“企业投资建设、政府购买服务”模式运营，该中心也是全国唯

一以省为单位、全省统一购买云计算服务的数据中心。

省级政务云计算中心的建设，旨在利用新兴技术提升全省信

息化水平，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节约建设资金，

降低管理成本，加快海南向信息社会转型的步伐。该中心作为国

内首个省级政务云计算中心，不仅供省直各部门统一使用，各地

市县的政务信息化也逐步纳入云计算中心建设整体规划中，最终

实现全省政务信息化整体购买云服务。为了加快、保障政府购买

云服务，海南省制定了《海南省政务云计算中心管理办法》，在

云计算中心管理、资源使用申请等方面做出清晰、详尽的规定，

同时对云计算中心业务、数据集中的信息安全做了高标准的要

求。

政务云计算中心的建设不但为海南省带来了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还将拉动当地信息产业链的发展。未来，该中心扩建完

成后，可直接面向华南地区提供云服务，使得海南省成为中国南

部重要的云服务基地，带动整个区域信息产业链的发展。（美通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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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河北加大电子认证工作力度，为网络应用安全保驾护航

近日召开的河北省第三次电子认证管理委员会全体会议提

出，充分发挥电子认证在保障电子政务、电子商务、智慧城市及

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中的支撑作用，构建安全可信的网络环境。

近年来，河北省积极推动电子认证服务，已有 30 余个政务

部门使用数字证书进行网上办公、公文流转、网上审批等工作，

尤其在工商、质监、税务、社保、卫生医疗等民生领域加大应用，

使近 30 万家企业、2 万名个人享受到了电子认证所带来的取消

纸质报表和文书的便利以及相应的网络应用安全保障。特别是完

成了电子认证系统的算法升级，使河北省电子认证机构成为全国

首家正式加入国家 SM2 信任源根 CA 的电子证服务机构。

未来，河北省将加快推进电子认证的应用，电子政务实行电

子认证强认证机制，同时鼓励社会公众在网上购物、网上办事等

网络应用中使用电子认证，提高信息安全防范水平。（河北经济

日报）

3、陕西省“智慧城市”体系架构和总体要求发布

近日,陕西省首个智慧城市技术规范——《陕西省智慧城市

体系架构和总体要求》发布。

陕西省从去年8月开始,组织省级有关部门及几十家IT企业

分三批启动编制 23 类智慧城市技术规范。此次发布的《陕西省

智慧城市体系架构和总体要求》属于智慧城市公共支撑类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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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智慧城市概述、智慧城市体系架构、智慧城市总体要求、智慧

城市标准体系等方面作了规定,明确了陕西省智慧城市以省、市、

县三级信息化公共平台为核心的体系架构,同时对省级智慧应

用、省市共建智慧应用、市级智慧应用、行业智慧应用也做了要

求和规定。

此外还同时印发了《陕西省信息化公共平台技术规范第七部

分——信息资源规范》,对信息化公共平台的信息资源体系架构、

标识、设计、实施和使用等方面提出了要求。（中国经济网）

4、首都之窗“云搜索”开通 一键搜索解决信息“失联”

近日，北京市政府“首都之窗网站群云搜索门户”（http：

//so.beijing.gov.cn）正式开通，将为市民提供搜索信息一键

直达的服务，帮助市民在浩瀚的信息海洋里快速准确的找到目标

信息，有效提高办事效率。

首都之窗是北京市国家机关在互联网上统一建立的网站群，

包括北京市政务门户网站、区县政务门户网站和各级国家机关网

站。该网站群涉及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信息量十分巨大，如果

没有一个好的搜索门户帮助，大量有用信息就会沉淀下来，与百

姓的需求“失联”，云搜索的开通将有效解决上述难题。

针对百姓浏览网站目的在于搜索“办事”频道相关信息的情

况，“首都之窗云搜索门户”在搜索设计方面做了个性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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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搜“生育服务证”，结果页面右侧会出现“相关政策”“相关

流程”，相关办事频道的入口等贴心小功能。此外还在搜索的细

节设计上处处映衬首都之窗“人文北京”的服务定位，在搜索中

支持下拉、相关词提示和自动分类。当用户在“图片”频道输入

“红叶”，除结果页面展示出红叶图片外，左侧的区域还出现与

搜索词“红叶”相关的多种分类，如“自然景物”、“专题影展”、

“公园风景”等，同时统计每个频道搜索命中的数量，方便用户

缩小检索范围，更快更精准的命中所需信息。

进入特色频道，用户可以检索到比普通搜索门户更全面的信

息。如在“政务”频道搜索“大气污染”，结果页面最先展现的

是“雾霾天气应急专题”，结果信息更专注、精准，更贴合社情、

时事，这也让首都之窗这个“北京之门”在政务、人文、公共服

务等方面的能力得到了有效提升。（光明网）

5、安徽欲建网上行政审批平台 最快年内试运行

近日，安徽省公布了网上行政审批平台，欲在今年建设覆盖

全省的网上行政审批平台。为保障办事人需求实现，该平台将先

期设置政务公开、事项管理、网上办事、效能监察四个功能栏目，

后续逐步增加公共资源交易、便民服务、政民互动等功能模块，

改变现有的“碎片化”服务方式，构建“一网式”整体型政府服

务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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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建设规划，今年 8 月底前，部署全省网上行政审批平台

建设工作，制定出台平台建设的相关标准规范。12 月底前，完

成相关软件开发、硬件部署、业务加载和系统测试工作，并投入

试运行，部分审批事项实现网上办理。之后逐步增加网上办理事

项，最终实现能够网上办理的事项全部网上审批和部门业务协

同。（安徽财经网）

6、辽宁省人社部门首“晒”114 项行政权力

5 月 13 日，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电子政务大厅正

式开通，114 项行政权力事项首次面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各方

面监督。此次公开的是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审批以及带有审批

特征的行政权力事项，其中行政许可 8项、非行政许可审批 106

项。

省人社厅首先公布了行政职权目录，对行政职权进行分类登

记，编制行政权力目录，按权力类别逐项明确服务对象、受理部

门、实施依据、办理时限、收费依据、投诉举报电话等。此外还

公开了权力运行流程图，对每一项(类)行政权力运行流程进行优

化简化，逐一编制行政权力运行流程图，依次注明行使职权的条

件、具体办理环节、办结时限或结果说明等项目，细化、优化运

行路径，统一工作标准和程序，简化、规范办事程序。（辽宁日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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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IDC 发布《大数据在智慧城市的应用研究》

近日，IDC 发布了《大数据在智慧城市的应用研究》。《研究》

指出，中国智慧城市的建设已逐步进入大数据的价值挖据和应用

阶段，大数据应用场景不断扩展，与之相关的技术生态系统也逐

步完善。IDC 2013-2017 年中国大数据市场预测和分析报告显示，

中国大数据技术和服务市场规模将会从2013年的2.38亿美金增

长到 2017 年的 8.5 亿美金。（IDC）

8、日本政府计划提升组织级别 强化网络安全措施

据日本共同社 19 日报道，日本政府信息安全政策会议(议

长：官房长官菅义伟)在首相官邸召开会议，公布“网络安全推

进体制的功能强化相关方针”草案。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会议伊始发言称“从国家安全保障和危

机管理的角度来看，确保(网络)安全是极为重要的课题”，表示

希望为网络安全措施做到万无一失。

现行政策会议将法制化，于 2015 年度前后升级为“网络安

全政策会议”(暂定名)。会议分析认为，由于对网络空间的依赖

度上升，网络受害在全球呈扩散趋势，危险性已不容忽视。考虑

到 2020 年东京将举办奥运会和残奥会，会议认为政府必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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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功能。

除 IT 战略总部外，新的政策会议还将与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NSC)紧密合作，参与重要政策基本方针的起草以及在重大事件

发生时查明原因。届时还将增设事务次官级别的“内阁网络安全

官”(暂定名)一职管理事务局，负责与其他行政机关、民间及海

外的协调工作。（中国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