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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报告

2016 年南宁市信息化发展现状及展望

（一）发展成效

1. 信息化基础不断加强

深入实施“宽带南宁”战略和“互联网 +”行动，南宁市信息化

基础设施不断加强。2016 年，南宁市长途光缆、本地网中继光缆、

接入网光缆纤芯长度分别达 21 万芯公里、29 万芯公里、33.1 万芯公

里；移动电话基站 2.81 万个，其中 4G 基站 1.35 万个；互联网宽带

接入端口 385 万个，其中 FTTH/O 端口 213 万个；互联网出口总带宽

2 680 G。城市光网覆盖率达到 98%以上，其中新建小区光纤高速宽

带网络覆盖率 100%。城市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192 万户，家庭宽带

普及率 67%；农村行政村互联网宽带接入通达率 98%，自然村互联网

宽带接入通达率 91%。3G 网络实现了城市地区连续覆盖，农村地区

的行政村 100%覆盖，100 户以上的自然村覆盖率为 90%以上。南宁

市组织申报了工信部第二批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对 113 个行政村的通

信基础设施进行建设和升级改造，建成后全市行政村宽带通达率将达

99%，96%以上行政村宽带接入带宽达到 12 M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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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智慧城市应用全面推进

一是电子政务应用重点突出。积极按照国家、广西壮族自治区印

发的《推进“互联网 + 政务服务”开展信息惠民试点实施方案》及《广

西推进“互联网 + 政务服务”开展信息惠民试点工作方案》要求，推

进政务服务“一号”申请、“一窗”受理、“一网”通办，南宁市政

务服务效率进一步提升。二是城市管理信息化应用成效显著。大力推

进统一网络、整合资源、构建平台、开发应用等方面的发展，建设市

区防涝预警监控信息系统、餐厨垃圾智慧监管平台等，扬尘治理、防

涝、市政行业管理等方面的信息化建设不断完善。三是民生服务信息

化应用加快建设。累计发放市民卡约 180 万张，在交通领域实现乘坐

全市所有公交车、地铁、2 060 辆试点出租车和租赁公共自行车的一

卡通行和优惠服务。全国首张微信电子身份证在南宁开启使用、启用

智慧社保“诊疗一卡通”平台等。四是面向东盟的信息服务能力迅速

增强。中国—东盟博览会多语种客服中心至今已成功服务 13 届博览

会，累计接受客商和社会公众咨询 130 多万人次；南宁东盟国际信息

服务展示中心实现为东盟客商提供权威的、规范的双边贸易、投资、

文化、教育和旅游等信息服务。

3. 数据资源建设初见成效

梳理、整合南宁市各部门的政务信息资源，整合人口、法人、地

理信息和宏观经济四大基础数据库，启动南宁市政务数据中心建设，

为各部门、单位提供市政务数据资源共享与交换平台和政务资源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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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平台。建成南宁市电子政务云平台，为全市各级各部门提供应用

系统托管、数据传输、信息交换和业务协同等基础支撑服务。“美丽

南宁”乡村综合信息服务系统及乡村基础信息数据库、南宁市土地流

转管理平台、广西农牧网、南宁农业信息网、南宁物流网、南宁市中

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南宁林业产业信息网、南宁旅游政务网等各行

业数据库建设初具规模，为全市相关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保障。

4. 电子信息产业快速发展

2016 年，南宁市电子信息产业完成工业总产值（主营收入）

599.06 亿元，同比增长 17.03%，形成电子信息制造业快速增长，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规模居广西首位的良好态势，以富士康、鸿盛达、

丰达为龙头的电子信息产业逐渐成为区域内较具优势的高新技术产

业群。其中，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产值达到 478.76 亿元，软件和信

息服务业主营收入达到 120.3 亿元。“富士康智慧园区管理系统”等

4 个项目获广西壮族自治区两化融合资金补助；皇氏集团 “互联网 +

智能化工厂”、南宁富桂“互联网 + 广西智造”等 4 个项目被列为广

西壮族自治区“互联网 +”制造业示范项目。全面推进两化融合管理

体系标准建设和推广行动，广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建泓泰通

信工程有限公司入选国家工信部第三批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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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问题

1. 数据资源整合开发力度仍需加强

一是与国家部委垂直业务信息系统数据资源共享和交换，成为南

宁市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工作的难点。由于部分业务信息系统是由国家

部委统一研发，下级部门层层使用的，数据资源存储在上级业务主管

部门，纵向、横向的系统之间兼容性差，缺乏统一的接口标准，地方

无法对接相关业务信息系统共享数据，存在信息重复录入等问题，降

低了行政审批的效率。二是数据开放开发利用仍需加强。2016 年 9 月 

初，国务院印发《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在顶层设计上

解决了政务信息资源共享问题，但是数据资源没有明确如何开放开发，

南宁市数据资源开发工作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三是上下级资源整合

业务协同需进一步加强。由于国家停发支付牌照，南宁市市民卡信息

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缺乏相关支付牌照，支付业务难以扩大，导致市民

卡项目各渠道应用拓展受到限制。

2. 网络信息安全水平需进一步提升

我国信息网络建设存在着法律法规缺失、大数据开放安全法规不

明晰、数据开放的安全分类与分级标准缺失、网络技术落后等问题，

随着信息化建设的不断发展，我国网络信息安全问题日渐突出。尽管

南宁市在网络信息安全上做了很大的努力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网

络信息安全仍存在着很多隐患，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安全漏洞进行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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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诈骗，宾阳县成为全国网络诈骗犯罪的三大集中地之一。南宁市

网络信息安全水平仍需进一步提升。

3. 信息化建设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缺乏

目前，我国西部地区发展相对落后，“人才洼地”困境仍未缓解，

科研骨干流失严重，人才引进困难，再加上地方学科设置不合理、

产业配套比较薄弱，信息化建设人才尤其是信息技术人才极为缺乏。

南宁市信息专业技术队伍建设滞后，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的数

量和结构不适应信息化发展的要求，且从事信息管理的人员大都文

化程度不高，年龄老化，既精通技术又熟悉信息管理工作的人才更

为缺乏。随着信息化建设范围和应用领域的不断扩大，信息化应用

需求日趋个性化、多元化，推广应用的系统也会越来越多，新系统

需要开发，老系统需要维护、改良，现有的信息技术人员远远无法

满足需求。

（三）信息化发展展望

1. 总体思路

坚持“政府主导、共建共享、开放创新”的原则，搭建“一朵云、

五平台、多维应用”技术架构，围绕信息惠民、便民、利民的核心理

念，大力推进信息智慧城市建设，实现公共服务更加便捷、城市管理

更加精细、生活环境更加宜居、基础设施更加智能、产业体系更加优

化、信息网络更加安全。同时，以“智慧南宁”建设为工作抓手，深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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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融合中国—东盟信息港的发展战略，吸引国内著名互联网企业入驻

南宁，促进大数据等新兴产业集聚发展，加快传统产业升级，培育产

业发展新动能。

2. 重点工作

（1）制定和完善配套政策及制度

制定南宁市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实施意见，规范数据共享开放

的要求，对数据共享开放任务实施情况实行跟踪和督查；建立公共信

用信息归集和使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等信用体系配套制度；制定

《财政投资信息化项目暂行管理办法》，规范项目审批、验收、监理、

安全测评、绩效考核等工作，提升电子政务及智慧城市项目建设管理

水平；围绕智慧城市建设及大数据发展，出台配套机制改革、项目推

进、产业培育、人才引进、资金扶持等政策。

（2）建设“智慧南宁一朵云”

建设“智慧南宁一朵云”，搭建起统一的数据汇聚平台、统一的

云管控平台、统一的应用汇聚平台。通过“一朵云”，打通政府各个

部门“信息孤岛”，实现数据汇聚、数据挖掘、数据升值以及数据的

广泛应用。基于“智慧南宁一朵云”，在全市政务信息资源目录梳理

的基础上，建设南宁市政务数据中心，建设人口、法人、地理信息、

宏观经济 4 个公共基础数据库以及部门专题数据库和电子证照库，实

现与各部门应用系统和数据库实现互通，满足各部门对电子证照、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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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资源的共享和政务协同需要。

（3）深化信息惠民应用

推进试点区域免费公众 Wi-Fi 建设，为下一步在南宁市范围内

推进免费公众 Wi-Fi 建设提供示范，为群众提供免费、安全、高速、

便捷的上网服务。建设城市信用体系，实施南宁市信用信息系统（二

期）项目建设，推动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领域

信息化建设，促进各部门、各领域、各行业之间的信用数据互联互通，

全面提升南宁市信用监测综合排名。积极拓展基于社会保障卡、信用

体系、金融支付为基础的市民卡应用领域，实现“智慧生活一卡通”。

实施智慧健康工程，利用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推动南宁市医疗卫生

机构流程整合和数据整合，建立人口信息、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和电子

病历数据库，实现医疗资源协调共享，市民就医“不折腾、不排队、

不浪费”。开发“爱南宁”手机 APP（应用程序），打造统一的便民

服务窗口，开发一批便民应用，将行政审批、卫生、教育、交通、社

保、民政、公用事业等面向市民的事项汇聚在手机 APP 和数字电视上，

随时随地为市民提供高效便捷的信息服务。

（4）推动城市产业园建设

发挥南宁市区位优势及产业优势，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青秀区、江南区打造智慧园区、智慧城区，支持五象新区、邕宁区建

设中国—东盟智慧城市示范产业园和面向东盟的智慧城市协调创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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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推进富士康东盟硅谷科技园建设，规划首家具有东盟特色的融研

发、试制、检测、生产、销售、投融资服务为一体的电子信息产品创

新、创意、创业产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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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子政务建设和应用深化

（一）不断夯实电子政务基础设施建设

1. 推进网络基础建设

2016 年，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统一规划和部署，南宁市扩大

电子政务网覆盖范围，建成横向覆盖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

四家班子，纵向上联自治区、下联县（区）及开发区的政务内网和政

务外网，并对电子政务网线路带宽进行升级。一是政务内网 2016 年

新增 7 个接入单位，累计有 204 个接入单位，承载南宁市人民政府视

频会议系统等 8 个应用系统。同时，启动南宁市电子政务内网升级改

造项目，组织开展项目前期调研和设计工作。内网云平台的计算能力

为 192 核、集中式存储容量为 60 TB，分布式存储容量为 150 TB，能

为各市属单位提供基于电子政务外网开展的业务系统所需要的计算资

源、存储资源、网络资源和安全防护资源。二是政务外网 2016 年新

增 11 个接入单位，累计有 180 个接入单位。新增托管南宁市人大综

合管理信息平台等 6 个应用系统，累计承载南宁市政务信息网等 67

个应用系统，并完成政务外网升级改造工作，将全市 200 余家市直机

关单位及各企事业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服务创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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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条电子政务网线路带宽统一升级至 30 M，同时提高互联网出口带

宽至 2 条 500 M 和 1 条 100 M。指导县（区）及开发区开展政务外网

互联互通工作，预计 2017 年实现市—县（城区、开发区）—乡镇三

级纵向互联互通，为全市信息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工作奠定网络基础。

2. 提升计算存储能力

（1）建成电子政务云平台

建成南宁市电子政务云平台并投入试运行，为全市各部门电子政

务应用系统、智慧城市应用项目按需提供统一的机房环境、网络平台

和计算、存储、安全、运维管理等信息基础设施，实现信息基础设施

共建共享和集约化管理。平台承载南宁市法制办网上执法系统、南宁

市投资项目库、并联审批系统、南宁市绩效平台、一站式社会管理服

务平台等 17 个应用系统。从 2016 年政务云平台启用以来，共节约信

息系统硬件设备、网络安全、机房建设等投入近 4 000 万元。今后南

宁市各部门将充分利用电子政务云平台开展电子政务应用系统建设，

原则上不再单独新建机房，不再单独购买服务器及存储、安全等硬件

设备，实现电子政务集约化管理，降低全市电子政务建设的成本，减

少重复投资，实现电子政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2）加快推进广西电子政务外网云计算中心建设

广西电子政务外网云计算中心（一期）项目是广西最重要的电子

政务基础设施之一，项目位于南宁市五象新区。项目将新建一栋地下

2 层、地上 21 层的云计算中心大楼，总建筑面积 68 570. 7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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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采用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建设成为

广西统一的电子政务云计算中心，实现数据中心模块化、虚拟化、集

约化的资源配置，有效满足广西各级政务部门的政务云平台业务需 

求，解决广西电子政务网络互联互通难、数据共享难和业务协调难的

根本性问题。项目建设还将有力促进广西云计算服务产业加快发展，

培育形成现代服务业新经济增长点。该中心规划于 2017 年 8 月投入

使用。

3. 完善基础数据建设

（1）推进基础数据库建设

梳理、整合南宁市各部门的政务信息资源，加快推进南宁市政

务数据中心项目建设。在全市政务数据资源目录梳理的基础上，运用

SOA 和数据库技术构建全市政务数据中心，形成全市“一个目录体系、

一个共享平台、一个数据中心、一套标准规范”的政务数据资源整合、

交换与共享格局，为各部门提供政务数据资源共享与交换平台和政务

资源应用平台服务。不断推进人口、法人、地理信息和宏观经济四大

基础数据库建设，为个人、企业及相关部门提供基础数据查询。政务

数据中心正在前期初步设计阶段，计划 2017 年启动项目建设，建成

后将实现全市政务数据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在提升政府服务能力、

政务协同办公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此外，南宁市各政府部门积极探索建立基础数据库。启动乡村综

合信息服务系统及乡村基础信息数据库建设，利用信息化技术对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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