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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一、重点支持领域

1、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应用示范工程

结合推进落实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工作，加快整合形成本

地区统一的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实现与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的

“网络通、数据通、业务通”。重点针对“放管服”改革中的紧迫需

求和主要痛点，以政务服务、社会治理、社会信用、新型智慧城

市建设、新型城镇化发展、新型电子政务架构设计等为重点，以

应用为导向，加强政务信息资源汇聚和共享应用服务。

政务服务领域要横向打通本地区各部门，纵向打通中央、省、

市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及基层政务服务大厅的全链条，推动跨部

门、跨层级一体化政务服务。

社会治理领域要整合政府、社区、企业等各类数据资源，建

立联动管理、多级共治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提升城市社会治理的高效性和精准性。

社会信用领域要推进信用数据共享，构建企业风险和信用评

估指标体系及风险防控模型，建设监管预警系统，提升市场主体

监管的针对性和精准性。

新型智慧城市领域要汇聚、融合城市不同层级、维度、粒度

的数据，形成包含城市运行全息信息的全量数据，探索建设城市

数据大脑，有效调配和优化公共资源，提高城市运行和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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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发展领域要紧密结合政府在新型城镇化推进过

程中对管理、决策的应用需求，完善新型城镇化监测、管理、评

估体系，为推进新型城镇化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城镇化

布局、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等重点任务提供科学支撑。

2、大数据应用创新工程

在医疗、交通、教育、金融、物流、环境保护以及时空信息

应用等领域，开展大数据采集处理、分析挖掘和创新应用，依托

本地区统一的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开展跨部门、跨地域的数据融

合应用和协同创新。

医疗领域要以大数据推动健康医疗领域数字转型，促进优质

医疗资源普惠共享，发展个性化医疗，优化诊疗流程，提高健康

医疗领域的管理能力和决策水平。

交通领域要联合社会优质资源开展出行信息、交通诱导等增

值服务，实现综合交通管理决策和监测预警。以大数据推动综合

交通领域数字转型，提升交通协同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

教育领域要探索优秀数字教育资源汇聚机制，构建适龄入学

人口基础数据库、学生基础数据库和终身电子学籍档案，实现教

学过程质量管理、学生学习成长监测、教育管理智能决策，以大

数据推动教育领域数字转型，变革教育方式，促进教育公平，提

升教育质量。

金融领域要整合金融数据资源与应用服务资源，建设市场监

控的多维度可视化分析，以及决策指标体系，以大数据推动金融

领域数字转型，降低管理成本，优化管理流程，提升政府部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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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机构的大数据应用能力。

物流领域要建立多式联运综合物流数据服务体系，加强与各

类运输信息平台、物流交易信息平台、相关政务信息平台的对接，

探索多式联运综合物流的大数据分析挖掘和创新应用，实现物

流、商流、资金流、信息流的汇集融合互通，促进物流供需信息

对接，开展物流信息全程监测、预警，提高物流运输设施在线化

水平。

环境保护领域要开展生态环境大数据采集处理、分析挖掘和

创新应用，实现城市大气环境、水资源和水污染防控预警、林业

资源监测、生态安全评价，以大数据推动环境保护领域数字转型，

提升生态环境保护的监管决策和公共服务能力。

时空信息应用领域要重点完善空间地理信息资源建设，整合

基础地理信息、政务地理信息、多源遥感影像、北斗导航定位、

地理国情监测等数据，探索开展基于空间地理信息的城市公共服

务创新应用。

3、数字经济公共基础设施

全国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顶层设计工程。由国家电子政务

外网管理中心牵头，开展政务数据资源体系设计，统筹社会专业

力量，开展技术体系设计，以业务应用为导向，以数据体系和技

术体系为支撑，探索政务数据和社会数据的交换机制和技术路

径，构建“横向打通部门、纵向贯通地方、政府社会互通”的全国

数据资源体系，促进实现技术融合、数据融合、业务融合，在若

干部门和地方试点应用验证，开展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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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跨业务的系统互联、数据共享、业务协同应用。

电子印章管理与服务平台建设工程。在公安部门指导下，依

托现有全国公章刻制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的基础，建设全国电子

印章管理基础数据库，形成电子印章与实物印章一体化的发行、

验证和应用服务体系，组织有关省及城市进行数据联网，探索为

各类电子商务市场主体提供电子印章查询、比对、验证等相关服

务，为各类市场主体电子合同在线签署提供支撑。

电子商务信用建设工程。由工商总局会同有关单位，择优选

择基础条件较好的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探索建立电子商务行

业各类市场主体信用记录，监测电子商务信用状况，为电子商务

行业监管和行业自律提供基础支撑，做好与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

台的共享，利用好第三方信用机构开展电子商务领域严重失信问

题专项治理。

4、中国-东盟信息港示范工程

按照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整体规划，由广西自治区牵头，

选择已具备较好实施基础、东盟国家具有较强需求和合作意向的

跨境电子商务、新型智慧城市、产业互联网金融、技术转移、双

向投资及产能、大数据、智慧物流等领域实施早期收获项目，加

快建设以广西为支点的中国和东盟信息枢纽及核心基地，进一步

完善相关领域线上、线下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创新运营模式，

对接市场服务资源，探索中外合作参与方式，为中国-东盟信息

港的全面建设实施发挥先导示范作用。

5、“一带一路”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合作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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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中阿网上丝绸之路经济合作实验区、海峡两岸电子商务

经济合作实验区，以及在“网上丝绸之路”建设框架下，与“一带

一路”重要节点开展对点合作的城市，以企业为主体建设城市间

跨境数字基础设施，在电子商务、技术合作、文化交流等方面率

先开展跨境数字经济合作应用试点项目，组织有关机构开展国际

数字经济标准规范研发和协同，积极推进中外政策法规协同。通

过城市间对点合作，实现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机制、政策、标准、

平台及应用突破，为全面实施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提供经验借鉴。

二、组织申报和实施要求

（一）请各项目汇总申报单位结合本地产业发展实际，加强

公益性、基础性、战略性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择优选择发展基础

好的项目予以申报，要求所申报项目未获得过同类专项国家补助

资金支持。第 1、2项工程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

市组织开展，可综合各领域应用也可针对每个具体领域申报。各

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涉及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申报数量不超

过 2个，其余各省、自治区申报数量限 1个，各计划单列市申报

数量限 1个；第 3项工程由相关部门、有关地方发改委组织申报，

鼓励依托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开展，

每个领域申报数量限 1个；第 4项工程由广西自治区组织开展，

申报数量不超过 2个；第 5项工程由重庆、深圳、银川、哈尔滨、

苏州（昆山）、福州（平潭）组织开展，每个城市限报 1个。

其中，按照《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实施方案》（国办发

〔2017〕39号）、《加快推进落实〈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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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工作方案》（发改高技〔2017〕1529号）等文件要求，已

整合形成统一的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并接入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

台的地区，予以优先支持；对于未按时按要求完成数据资源目录

编制等任务的地区，原则上不予受理项目申请。

（二）项目建设单位应实事求是制定建设方案，并对资金申

请报告主要内容和相关附件真实性予以说明。存在提供虚假材

料、弄虚作假等行为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可以将其失信记录纳入

社会信用体系，并可以根据其情节轻重提请有关机关依法追究有

关责任人的行政或者法律责任。要严格控制征地、新增建筑面积

和投资规模，对于内部日常信息化、零散应用、“低小散”的数据

中心建设等，不应纳入建设范围。同时，各重大工程系统建设中

要按照相关要求积极推广应用国产密码，确保系统安全。

（三）重大工程建设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发展理念，建立组织有序、分工明确、协调配合的工作机制，

加强优势资源统筹，加强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的资源互通互

享，形成上下联通、纵横协同、政企合作的新机制。围绕解决大

数据、电子商务、智慧城市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开展系统性、

整体性、协同性、高标准的试点工程，形成各自领域国家级试点

示范，为后续试点经验的推广发挥引领带动作用。

（四）项目汇总申报单位要加强对所申报项目信息公开和事

中事后监管，加强动态情况跟踪，建立对重大工程实施过程，定

期对下设重大工程的进展情况进行监督和汇总，使国家资金发挥

应有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