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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一、总体概况一、总体概况一、总体概况

“数字北京”组织建设体系

北京市电子政务总体框架

北京市电子政务发展现状



““““数字北京数字北京数字北京数字北京””””组织建设体系组织建设体系组织建设体系组织建设体系



““““数字北京数字北京数字北京数字北京””””组织建设体系组织建设体系组织建设体系组织建设体系



““““数字北京数字北京数字北京数字北京””””组织建设体系组织建设体系组织建设体系组织建设体系

面向全市的专业信息化服务机构



北京市电子政务总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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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数据采集统筹与更新

政府信息公开

跨部门、跨层级政务信息资源共享

基础信息库建设与共享

信息资源公益性和增值性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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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务外网、内网分别接入了 367个单位、

155个部门，及18个区县

18区县政务外网基本覆盖了各政务部门和

街道、乡镇。

京信发[2007]1号文要求，加强市政务内

网、市区（县）两级政务外网、无线政务

网络的统筹规划、综合协调、集约建设、

接入与应用以及监督管理。  

决策机制：市委常委会、市信息

化工作领导小组的宏观决策；市

政府办公会专题决策；市信息化

专家咨询委员会咨询。

机构人员：信息办（公务员编制）

/信息中心（事业编制）

项目组织：电子政务多部门协

同，社会力量参与。电子政务项

目全流程管理

电子政务带动自主创新，国产软

硬件发展

是各政务部门电子政务系统互联互

通和互操作的重要基础设施

具体业务功能实现和运行由市区两

级共享交换平台承载

共享交换平台是本级政务信息资源

共享交换的中枢，是管理本级政务

信息资源目录、支撑各部门开展政

务信息资源共享交换的核心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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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电子政务发展现状北京市电子政务发展现状北京市电子政务发展现状北京市电子政务发展现状



北京市电子政务发展现状北京市电子政务发展现状北京市电子政务发展现状北京市电子政务发展现状

北京市电子政务发展阶段

北 京 市 正 从 � 核 心 业 务 建 设 阶 段 � 迈 向  � 融 合 阶 段 �

� 电 子 � 与 � 政 务 � 融 合 成 为 发 展 主 旋 律



2006-2020首都信息化发展战略

北京市电子政务发展现状北京市电子政务发展现状北京市电子政务发展现状北京市电子政务发展现状



二、设计案例二、设计案例二、设计案例二、设计案例

信息整合 机制创新

政务空间共享服务政务空间共享服务政务空间共享服务政务空间共享服务

•早期规划早期规划早期规划早期规划

•发展历程发展历程发展历程发展历程

•体系设计体系设计体系设计体系设计

•实践成果实践成果实践成果实践成果

•应用绩效应用绩效应用绩效应用绩效

城市应急管理城市应急管理城市应急管理城市应急管理

•五大体系简介五大体系简介五大体系简介五大体系简介

•组织管理体系组织管理体系组织管理体系组织管理体系    

•技术支撑体系技术支撑体系技术支撑体系技术支撑体系    

•平台建设成果平台建设成果平台建设成果平台建设成果

顶层设计
实践案例



        2005年4月，北京市在全国率先成立应急委，负责

统一领导全市突发公共事件预防和应对工作。

        多年来，市应急委坚持以“一案三制”（预案、

体制、机制和法制）为核心，以“首都安全”为目标，

建立了适合北京特点的应急管理“五大体系”。

城市应急管理城市应急管理城市应急管理城市应急管理



“分工明确、职责清晰”的组织管理体系

五大
体系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应急预案体系 

“渠道畅通、及时准确”的信息管理体系 

政府主导、全民参与”的宣教动员体系

“科技领先、互联互通”的技术支撑体系 

城市应急管理－五大体系城市应急管理－五大体系城市应急管理－五大体系城市应急管理－五大体系



城市应急管理－－组织管理体系城市应急管理－－组织管理体系城市应急管理－－组织管理体系城市应急管理－－组织管理体系

市级应急管理机构、市属市级应急管理机构、市属 1414

个专项应急指挥部、区县应个专项应急指挥部、区县应

急管理机构急管理机构  

以以110110为龙头的紧急报警服为龙头的紧急报警服

务中心，以便民电话务中心，以便民电话1234512345
为主的非紧急救助服务中心为主的非紧急救助服务中心

以属地为主，企业、学校、以属地为主，企业、学校、

社区、农村等社会单元为基社区、农村等社会单元为基

础的基层应急工作体系础的基层应急工作体系   

“分工明确、职责清晰”的组织管理体系



城市应急管理－－技术支撑体系城市应急管理－－技术支撑体系城市应急管理－－技术支撑体系城市应急管理－－技术支撑体系

城市公共安全信息平台体系规划图

北京城市公共安全信息平台北京城市公共安全信息平台北京城市公共安全信息平台北京城市公共安全信息平台

城市运行 安全奥运 应急管理 宣教动员

国务院
市委、市
政府领导

全市各级应
急管理机构 本市公务员

信息安全体系
共享交换平台
容灾备份中心

信息化基础设施全市基础数据库

法人、人口、空间
社会经济数据库

区县应急
应用系统 

专项应急
应用系统 

相关单位
应用系统

社会面
信息

首都地区
应急联动机制



政务外网环境政务内网环境 因特网环境

物理隔离 逻辑隔离

应急网站

科普宣传

应急演练

信息发布

法律法规

工作动态

事迹宣传

信息反馈

意见征集

其       他

专项指挥部、区
县中心工作用机

市应急中心内网

值班快报

管理动态

应急专刊

涉密信息

国务院

市应急指挥中心

专项指挥部、
区县应急中心

街乡镇

社区、村

四级网络体
系应用系统

人口 房屋 危险源

东城 延庆公安 建委

   应用接口    Web服务

共享交换平台

信息资源目录管理体系

 基础库目录  应急库目录

应急门户

调用
存储
更新

发布信息审核
机制

职能

数据

北京市应急指挥技术系统部署与运行逻辑结构图



市级应急指挥平台以“六大”技术系统为支撑

移动指挥通信系统

计算机网络应用系统 有线指挥调度系统

无线指挥通信系统

综合保障系统 图像监控系统

市应急市应急市应急市应急
指挥平台指挥平台指挥平台指挥平台

城市应急管理－－平台建设成果城市应急管理－－平台建设成果城市应急管理－－平台建设成果城市应急管理－－平台建设成果



一、为本市各级应急机构二级门户预留接口；一、为本市各级应急机构二级门户预留接口；一、为本市各级应急机构二级门户预留接口；一、为本市各级应急机构二级门户预留接口；

二、集成以公务员门户、决策服务系统等提供的有关二、集成以公务员门户、决策服务系统等提供的有关二、集成以公务员门户、决策服务系统等提供的有关二、集成以公务员门户、决策服务系统等提供的有关

                            信息资源，获取城市运行监测信息；信息资源，获取城市运行监测信息；信息资源，获取城市运行监测信息；信息资源，获取城市运行监测信息；

三、接入地理空间、决策服务、法人查询等系统，三、接入地理空间、决策服务、法人查询等系统，三、接入地理空间、决策服务、法人查询等系统，三、接入地理空间、决策服务、法人查询等系统，

                                服务于应急业务应用。服务于应急业务应用。服务于应急业务应用。服务于应急业务应用。

一、应急管理业务系统集中管理与调用；一、应急管理业务系统集中管理与调用；一、应急管理业务系统集中管理与调用；一、应急管理业务系统集中管理与调用；

二、接入公务员门户上常用的短信、期刊等常用二、接入公务员门户上常用的短信、期刊等常用二、接入公务员门户上常用的短信、期刊等常用二、接入公务员门户上常用的短信、期刊等常用工具。工具。工具。工具。



统一展现应急管理工作相关信息统一展现应急管理工作相关信息统一展现应急管理工作相关信息统一展现应急管理工作相关信息

收集应急宣传教育相关知识收集应急宣传教育相关知识收集应急宣传教育相关知识收集应急宣传教育相关知识



城市应急管理－－平台建设成果城市应急管理－－平台建设成果城市应急管理－－平台建设成果城市应急管理－－平台建设成果



全面整合城市运行监
测的实时信息

构建“三位一体”
城市公共安全

长效机制

整合

创新

积极推动应急科技手
段应用和业务创新

城市应急管理－－平台建设成果城市应急管理－－平台建设成果城市应急管理－－平台建设成果城市应急管理－－平台建设成果



     “十五”期间，首都信息化发展规划中两个仅有的信息资源

开发与利用类工程——北京市信息资源网工程和北京市空间

信息工程。

政务空间共享服务－早期规划政务空间共享服务－早期规划政务空间共享服务－早期规划政务空间共享服务－早期规划



1. 1999年11月，刘淇同志正式提出“数字北京”概念及其实施计划。

2. 2001年3月，北京市信息资源管理中心正式成立。

3. 2001年4月，启动“数字北京”总体技术框架的研究。 

4. 2001年9月，北京市年度航空摄影共享机制开始实施。  

5. 2002年12月，数字北京位置服务网站正式上线。  

6. 2003年6月，北京市全球卫星定位综合服务系统开始上线运行。

7. 2005年10月，北京市地址数据库开始提供地址匹配服务。  

政务空间共享服务－发展历程政务空间共享服务－发展历程政务空间共享服务－发展历程政务空间共享服务－发展历程



8. 2006年12月，北京市政务地理空间信息共享服务平台正式上线，

提供多种空间共享服务。

9. 2007年11月，“奥运官方网站观众服务地理信息系统 ”正式上线。 

10. 2008年8月，北京市地理空间信息在奥运保障、应急指挥、食品

安全、智能交通、城市运行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11. 2009年10月，北京市地理空间公众服务平台正式上线。

12. 2010年6月，基于北京市地理空间公众服务平台，搭建了市园林

绿化局、市文化局、市国土局、市城管执法局等多家公众地图

服务网站。

政务空间共享服务－发展历程政务空间共享服务－发展历程政务空间共享服务－发展历程政务空间共享服务－发展历程



政务空间共享服务－体系设计政务空间共享服务－体系设计政务空间共享服务－体系设计政务空间共享服务－体系设计

政务地理空间信息资源管理和共享服务应用体系的总体规划



政务空间共享服务－体系设计政务空间共享服务－体系设计政务空间共享服务－体系设计政务空间共享服务－体系设计

政务地理空间信息资源数据库总体规划



政务空间共享服务－实践成果政务空间共享服务－实践成果政务空间共享服务－实践成果政务空间共享服务－实践成果

已建成全市统一的政务基础共享地理空间信息资源数据库



遥感影像数据库（组织了 2001－2009年航拍和卫星影像统一购买）

数字线划图（规划委统一提供最新版）

政务电子地图（正在组织制作 2010年最新数据）

地址数据库（全市70多万条地址数据）

政务信息图层（ 33个市级政府部门的1000多个图层）

       2008年5月，已基本完成北京市政务基础共享地理空间信息资源数

据库框架建设，目前正在更新、运维：

政务空间共享服务－实践成果政务空间共享服务－实践成果政务空间共享服务－实践成果政务空间共享服务－实践成果



政务空间共享服务－实践成果政务空间共享服务－实践成果政务空间共享服务－实践成果政务空间共享服务－实践成果



        北京市政务地理空

间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平

台经过三期建设，初具

规模，已经支撑了30多

个政府部门的60多个业

务系统，并且是全市50

个重要政务信息系统之

一。 

北京市政务地理空间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北京市政务地理空间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北京市政务地理空间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北京市政务地理空间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平台

平台总体构成



政务地理空间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政务地理空间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政务地理空间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政务地理空间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平台



丰富的资源服务丰富的资源服务丰富的资源服务丰富的资源服务



V1.0平台提供的服务

V3.0平台提供
的服务

V2.0平台提供的服务

完善的功能服务完善的功能服务完善的功能服务完善的功能服务



北京市地理空间信息资源公众服务平台北京市地理空间信息资源公众服务平台北京市地理空间信息资源公众服务平台北京市地理空间信息资源公众服务平台

      为满足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需要向公众提供地理信息

服务的应用需求，北京市统一搭建了“地理空间信息资源

公众服务平台”建设，为全市政府部门发布基于地理空间

资源的公众服务网站，提供统一的地理空间资源接入服

务，并通过“首都之窗”集中提供服务。







       北京市政务地理空间信息

共享服务平台为全市政务部门

提供了一种在线实时获得政务

地理空间信息资源的共享服务

新模式，这种共享服务新模式

自2005年底开始提供服务以

来，政府用户群逐年不断增加。

       截至目前，该平台已支撑

了全市38个政府部门的63个系

统的应用，取得了十分显著的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政务空间共享服务－应用绩效政务空间共享服务－应用绩效政务空间共享服务－应用绩效政务空间共享服务－应用绩效



政务空间共享服务－应用绩效政务空间共享服务－应用绩效政务空间共享服务－应用绩效政务空间共享服务－应用绩效



市财政局—预算审批空间可视化系统平台



市工商局—北京市市场网络主体监管系统



政务空间共享服务－应用绩效政务空间共享服务－应用绩效政务空间共享服务－应用绩效政务空间共享服务－应用绩效



三、实践总结三、实践总结三、实践总结三、实践总结

实践案例的深度分析

个人工作的几点体会



业务先行，技术驱动

城市公关安全城市公关安全

应急案例应急案例

政务地理空间政务地理空间

共享应用案例共享应用案例

机制创新，流程再造

顶层设计，集约建设

实践案例的深度分析实践案例的深度分析实践案例的深度分析实践案例的深度分析



建立规范有效的政府业务创新统筹机制

例如，建立业务成熟度评估模型；成立业务流程研究专家组；建立政府业务

创新协调机构等

建立规范有效的建设项目统筹管理机制

强化信息基础建设统筹管理机制

例如，建立政府信息系统项目立项评审和建设保障经费汇审制度；建立重大政

务信息资源建设项目技术协调机制；建立信息标准化执行管理机制；建立以重

大信息化项目牵引带动全局性信息资源整合和开发利用的推进机制等。

例如，建立政府业务系统体系架构研究机制；强化政务信息资源总体规划研究

机制；建立政务信息资源环境治理协调机制；强化基础信息资源运维保障与服

务机制等

个人工作的几点体会个人工作的几点体会个人工作的几点体会个人工作的几点体会



个人工作的几点体会个人工作的几点体会个人工作的几点体会个人工作的几点体会

建立配套的政务信息资源管理支撑环境

例如，建立政务信息资源管理规则制订修订机制；建立产学研相结合、优势

互补的学术理论研究机制；建立信息资源管理和保障专业人才培养机制等

必要时设立高层次专职的政府首席信息官

在必要和可能情况下设置高层专职领导职务，作为本级政府首席信息官（ CIO）

兼首席管理官（CM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