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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志·信息志 概述

概 述

本志命名为《信息志》，主要记述

1984—2000年深圳信息化建设包括信息

化工作机构、信息化规划与法规的创立、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产业发展的历

程。

深圳的信息工作在1984年之后有了

很大的进展，这年4月市政府批准成立

深圳市经济信息处理中心(后改称为市

信息中心)，作为承担全市政府机关信息

系统建设和开展信息咨询、提供经济分

析预测服务的机构，信息化建设开始在

探索中前进。1995年10月，市政府组建

市信息化的领导组织秽【构——市信息化

建设委员会及其办公室，作为主管全市

信息化建设的主管部门，标志着信息化

建设进入了政府推动、联合建设的发展

阶段。特别是1996年以后，深圳作为全

国信息化的试点城市，在关于信息化的

发展战略、指导方针、重点项目建设和

法制建设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实践；在

关于如何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信息、化体

系问题上进行了理论的创新和突破；初

步形成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地方信息化

发展模式，为深圳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开

拓了一条新路子，有力地推动了特区现

代化的发展。1997年4月，国务院在深

圳召开全国信息化工作会议，副总理邹

家华出席会议作重要讲话，来自全国35

个省市、48个部委局的领导以及信息办

负责人170多人参加会议，其中省部级

领导达48位。会上，深圳推进信息化的

成功经验包括“九五”信息化规划的基

本思路、建设方针以及管理体制等，得

到了国家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并向全

国推广。

1984—1995年，是信息化建设在探

索中前进的时期。这一时期，信息化的

观念、信息化工作的重要性逐步为政府

和社会各界所认识。信息中心建设初期，

按照数据处理中心模式建设，单位名称

最早叫市经济信息处理中心，办公大楼

按照双层玻璃密封中央空调计算机房设

计的。随着深圳发展目标的定位，建成

多功能的现代化国际性城市，迫切要求

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高度发达的信息网

络体系，而抓紧建立政府对宏观经济调

控的信息系统网络成为当务之急，数据

处理中心的模式不能适应深圳发展的需

要。这一时期，在实践探索中逐步形成

深圳信息化建设的基本思路，可概括为

“两个目标，三条战线”。“两个目标”即

立足深圳、面向全国，成为现代化的国

际性信息服务中心和外向型的信息产业

发展基地； “三条战线”即建设信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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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开展信息服务、发展信息产业。一

是建立了为市政府在计划和管理方面提

供宏观经济调控信息系统网络(称$808

系统)；二是建立了一个面向社会的社会

化公共信息网(称S923系统)；三是以

微观信息服务网汇通网为主要阵地，向

社会各界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四是通过

宏观经济信息监测预警系统，及时把握

经济走势、预测经济转折期宏观决策，

为市政府有关部门提供反映经济工作的

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的专题研究报告。

1987年5月市信息中心组建新的领

导班子，根据当时深圳特区发展的实际

情况和所具备的条件制定了深圳经济特

区信息工作纲要。 “两个目标、三条战

线”作为这一工作纲要的核心，贯穿于

这一时期的信启、化建设之中。

1990年4月，深圳市政府利用国家

信息中心的第二期日元贷款，建设全市

经济信息系统(称$808系统)的工作全

面铺开，同年1 1月，市政府成立了以副

市长张鸿义为组长的市信息系统建设领

导小组，成员由市工商局、劳动局、建

设局、财政局、经发局、统计局的有关

领导组成。1992年8月，《深圳市经济信

息系统总体方案》通过有关专家评审，

《总体方案》确定了全市信息系统建设第

一、二期的工作目标、步骤和措施，保

证全市信息系统建设工作的科学化和规

范化。并率先在市劳动局、经发局、计

划局和工商局进行管理信息系统(MIS)

的建设。

1994年5月，市经济信息网络系统

一期工程在完善市劳动局等5个局级的

——’一

管理信息系统基础上开发出“深圳市宏

观经济调控信息网络系统”和“深圳市

宏观经济监测预警系统”，并完成了全市

府一办光纤联网、与市府二办无线联网

工作之后开始投入运行。同年9月，市

政府颁发了《深圳经济特区宏观经济信

息网络系统运行管理规定》(市政府第34

号令)，奠定了宏观经济信息网络系统在

市政府决策流程中的地位。到1995年

底，市宏观经济调控信息网络系统基本

覆盖了市政府主要经济管理职能部门和

经济运作部门。

为了开展信息服务，1992年3月开

始建设深圳市社会公共信息服务系统，

以这个公共信息网络系统的主体工程大

众信息网、汇通网为主要阵地开展信息

服务。到1995年底，大众信息网建设为

具有创新特色的公共信息服务体系，它

除了发布国家联合信息网、经贸信息网、

新华社快讯等公共信息之外，还可发布

香港中银集团的金融专业信息。1993年

8月，汇通网的交通了望开创通过广播电

台向社会直播实时交通动态的先河；信

息咨询台每年在各大传媒上发布信息

5000余条。1994年6月投入运行的市宏

观经济信息监测预警系统，采用定性和

定量结合的方法，对深圳市宏观经济运

行情况进行仿真跟踪和实证分析，信息

中心每年撰写20多份的专题报告，对全

市经济走势、预测经济转折期及评估宏

观政策效果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信息服务业在这一时期也有较大的

发展，1987年9月成立了“深圳信息市

场”，开发了有关经济贸易的计算机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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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向社会提供有偿信息服务，1990

年市信息中心开辟国际电子邮箱、传真

网络服务，与美国、英国、加拿大、香

港及国内主要城市建立了信息联机网络，

为社会提供综合性信息服务。到1994

年，深圳服务业包括信息处理，系统工

程、软件、信息咨询服务的年营业额超

过4．5亿元。

信息产品制造业在8()年代中期形成

电子工业体系，主要以生产彩电等广播

视听产品为主，1985年全年产值13．7亿

元多，进入90年代，深圳电子工业开始

向高科技产业转型，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改变了过去以彩电和收录机为主导产品

的单一产品结构，具备生产小型计算机、

程控交换机等高新技术产品的能力，至

1995年，信息产品制造业基本形成了计

算机、通信设备、微电子及基础元器件、

广播视听产品四大产业体系，成为全国

最大的电子信息产品生产基地，1995年

全年电子信息产品产值超过400亿元。

1996—20[)0年，是信息化建设取得

重大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全社会对

信启、化的认识不断提高、信息化推进力

度不断加强、信息化管理体制和信息化

法制环境不断完善。这一时期，深圳信

息化建设的基本思路是：以信息应用工

程的实施，推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以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信息产业发展；

以信息产业发展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换

代。一是建立了管理组织体系；二是创

造促进信息产业和信息化建设的法制环

境；三是基本建成了复盖全市的以宽带

IP城域网和双向互动有线电视网为骨干

的信息网络；四是形成了信息产业在国

民经济中主导地位，五是信．皂，技术在经

济和社会20多个领域的应用，提高了城

市的现代化功能。基本形成了以政府在

信。皂、化的发展战略、总体规划、技术和

应用标准的制订以及产业政策和有关法

规制定方面起推动、引导作用，企业成

为信息化建设和信息产业发展的主体的

格局。随着信息化建设涉及的领域不断

拓宽，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水平

上了一个新台阶。

1995年10月，成立了由市委书记历

有为挂帅的市信息化建设委员会及其办

公室。之后，市信息办立即组织制订深

圳市的信息化规划。1997年4月，《深圳

市“九五”信息化建设规划》作为全国

第一个地方性信息化规划出台，对全市

信息化建设规划了发展蓝图，起到了导

航作用。

1999年1月，市二届人大常委会通

过了《深圳经济特区信息化建设条例》、

此后， 《深圳经济特区信息工程建设规

定》等法规、规章相继出台，到2000年

底，初步形成了促进信息产业发展和规

划信息化建设的地方性法规构架，对全

市信息网络建设、信息产业发展、信息

工程管理、信息资源开发利用起到积极

保障作用。在加强法规建设的同时，抓

好信息化的标准工作，从1996年12月至

1999年3月，市政府先后颁发了《深圳

市信息化建设技术标准》等规范信息化

标准的文件。1999年，还进行了信息化

指标体系和信息产业统计分类的研究，

提出了测算信，皇。化水平和开展信息产业

一j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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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的理论方法和原则。

从1996年开始，全市进行大规模光

纤网络建设，到2000年底，初步形成了

覆盖全市的信息网络。已铺设各类光纤

20多万芯公里，深圳电信网已经成为覆

盖全市的以光缆为主、数字化传输、程

控交换为一体的高速通信网络，基本实

现了光纤到大厦和小区，光纤覆盖水平

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截止2000年底，

全市固定电话交换机容量达267万门，

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达378万f-j；固定

电话用户超过166万户，移动电话用户

超过230万，深圳平均不到2人就有一部

手机。有线电视网铺设光纤6．9万纤芯

公里覆盖70万用户。在有线电视网上实

现了图像、数据电话三网合一共缆传输，

并向社会和家庭提供数字电视业务、准

视频点播(NVOD)和数字信息业务传输

服务，以及会议电视、远程医疗、远程

教学、家庭购物。其中向社会提供的互

联网接人服务已走向市场，拥有1000个

端口。

1996年初，市信息委明确提出把信

息应用系统作为信息化建设的主体来抓，

通过应用系统使信息流涵盖国民经济和

社会的各领域。1997年底，深圳海关在

皇岗、文锦度、沙头角口岸推广应用进

出境车辆自动识别系统，使用以高速微

波数据通信、信息自动交换系统为技术

支撑的海关过关“车辆自动识别卡”，一

次完成对车辆信息录入、防伪、检测、

报警等程序，大大提高了通关效率；全

市主要银行已实现ATM机上的“一卡

通”，深圳已普遍开通电话银行，招商银

—— 4——

行与商家联手开办了网上商城，仅在招

行登记网上购物的用户已经达3万人，

注册的商户达100家；社会保险信息系

统已与全市200多个社保机构和约定医

疗机构实现电脑实时连网，全市参加医

疗保险的70多万职工，凭手里的“社会

保险卡”，就可以在任一约定医疗机构看

病“消费”；1997年5月，地税部门电脑

管理系统在蛇口试行运作，实现了纳税

人通过电话报税，2000年底，全市通过

电话报税的企业有8万多家，占交税企

业的55％以上，有效地提高了征税效率，

促进了税收制度的改革；市规划国土局

的城市地理管理信息系统和6个分局已

实现联网。该系统储存了深圳2020平方

公里地理资料，工作人员可通过电脑批

阅文件、审核规划、划拨土地，从而实

现了国土管理工作的地图电子化、管理

科学化和规划电脑化。到2000年底，信

息应用系统工程已覆盖外贸、海关、金

融、社保、税收、国土等20多个领域。

数字化、网络化的信息资源开发利

用水平明显提高也是这一时期的特点。

到2000年底，全市已建成较大容量的数

据库达200多个，数据记录以年均30％

以上的速度增长，已超过5000万条，信

息内容涉及国民经济各个领域，数据库

的规模、结构、容量和质量不断提高，

且80％以上的大中型数据库可在各类局

域网、城域网、广域网和Internet用户中

提供联机查询。深圳信息网以决策信息

系统和政府信息服务系统为主体，已建

成的基于ATM和Internet技术的宽带多

媒体综合信息网，充分利用电信网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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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广播电视网等资源，构筑了覆盖全市

政务系统各部门的统一城域网络平台，

为政府各部门提供信息交换服务与统一

的Internet出口。又如科技信息网建立了

拥有深圳市高新技术、科技成果、科技

法规、专利产品、技术市场、科技人才

交流市场等11个重点科技数据库，在两

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

信息服务业迅速扩张，进入千家万

户。2000年底，全市从事信息服务的企

业有2800多家，网站数约占全国网站总

数的10％，互联网络用户达80多万户，

其中企业用户3000多户，互联网络用户

和人均电脑拥有量居国内前列，网上办

公，网上交易以及网上购物、网上银行、

网上证券交易已经得到了运用。

这一时期，深圳在进行大规模的信

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信息产品制造

业也进入快速成长时期。信息基础设施

建设和信息产品制造业相互推动，形成

共同发展的新局面。两者相互推进、不

断深化成为这一时期深圳信息化建设最

主要的特点。到2000年底，全市信息产

业总产值达到1400亿元，以计算机、通

信、微电子与光电子器件、视产产业及

软件为主体的信息产品制造业占信息产

业总产值85％以上。成为全国信息产品

制造业的重要生产基地。

1996年初，深圳市信息化建设的重

点是建设信息基础设施，提高以程控交

换、光纤通讯为核心的电信网络的覆盖

率，这时，深圳信息产品制造业的重要

突破主要发生在与之相关的通信设备制

造业领域。依靠自己的技术，从无到有，

在很短的时间里。深圳就实现了国产程

控交换机产业化，生产能力已占全国同

类产品的50％，到1998年，程控交换机

的产量已经突破1500万线，2000年底达

到3535万线。以华为、中兴通信为代表

的数字程控交换机产业已成为国内同行

业的佼佼者，华为、中兴公司2000年的

销售额分别达到200亿元和80亿元。

1998年以后，随着深圳市信息化水

平的不断提高，信息化领域的拓宽和深

化，对信息产品产生了新的需求，带动

了深圳信息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与网

络技术、数字信息处理多媒体技术相关

的数字技术产品的快速增长，推动我市

信息产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与数字

网络技术相关的产品和企业也出现了快

速增长的势头。全市IC设计企业中其产

品的核心芯片大都实现了自行开发设计，

2000年，全市生产集成电路87598万块，

彩色晶体管玻壳933万只，彩色显像管

553万只，赛格日立、中康公司成为国内

重要的彩管、玻壳生产基地。

在软件业方面，90年代初，全市只

有30多家软件企业，大龙、爱华等公司

在金融、商业等领域开发电脑软件系统。

1996年开始，以金卡工程建设为契机，

适用于金融、贸易方面的系统软件被大

量开发出来，其中金融证券、口岸检查

网络工程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到2000年

底，全市的软件开发、系统集成企业已

达500多家，市场年增长率超过50％。

软件业在证券软件、教育软件、财务软

件、地理信息软件、多媒体技术的开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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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和繁重。而广大信

息化工作者面对新的形势，有着强烈的

紧迫感。让我们团结一致，同心协力，

为把深圳建设成为率先实现信息化的地

区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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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信息机构

本章“信息机构”主要记述市政府

职能管理机构、各区信息机构、专家咨

询机构及社团所构成的组织体系，这一

组织体系是推进全市信息化建设的可靠

组织保障。

1984年，深圳经济特区建设进入第

5个年头。随着全市工业化水平的迅速提

高、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深圳进入了一

个上水平、求效益的阶段。在城市功能

上，按照成为国际贸易中心、金融中心

和具有较强的内外信息辐射能力的国际

信息中心的目标进行建设。因此，发展

信息产业，建设信息网络体系，实现各

种信息的传递和充分利用，成为必然的

选择。这年4月，深圳经济特区信息中

心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

进入90年代中期，由于信息技术的

迅猛发展，信息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

发展阶段。面对这一势态，需要一个具

有组织、规划、协调能力的行政管理部

门来领导、推动深圳的信息化工作。市

信息中心是一个综合技术、经济信息服

务型的事业单位．缺乏作为政府协调管

理部门所具有的行政推动力。1995年10

月，市委市政府决定，将市信息中心与

市统计局合并，组建成立深圳市统计信

息局。此前，市委、市政府就已开始酝

酿成立深圳市信息化建设委员会，以加

强对信息化建设的领导。1995年11月，

一个由市主要领导担任领导，市有关职

能部门领导和有关专家组成的全市性信

息化建设领导、组织机构一一深圳市市

信息化建设委员会正式成立。

从1993年3月福田区政府成立福田

区信息咨询开发中心到1998年4月，盐

田区政府成立盐田区信息中心，短短5

年的时间，全市6个行政区政府都先后

成立区一级信息中心。到1998年底，全

市已经形成了领导层、管理层、实施层

的信息化组织体系。

第一节职能管理机构

一、深圳市信息中心

1984年4月3日，深圳市编委下发

深编字[1984]46号文件，决定成立

“市经济信。皂、计算中心筹建领导小组办公

室”，暂定人员编制7名。市计划委员会

副主任张洪志兼任筹建办负责人。并调

国家计委计算中心工程师张习斌、深圳

经济特区发展公司干部罗均泉参加筹备

工作，筹建办设在深南中路原《深圳特

区报》社旧址附楼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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