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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架构“进化”阶段：此阶段从“十二五”开局2011年开始，IDC预测到“十三
五”收官之年2020年结束。这个阶段数字政务的整体发展模式是以整合、集中
为主。可以再细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2015年以前，数字政务在政策导向下得
到了长足发展，包括数字政务外网和内网的不断延伸、信息安全体系的加固
以及核心应用系统的巩固建设。但是，资源集约化、数据集中化在各部委各地
方政府落地时阻力较大。从2015年开始，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进入产业化阶
段，为数字政务的集中化带来了契机。2015年至今，政务云成为建设热点，随
着政务云建设的不断完善，政务数据的集中化将进一步加强，由此驱动大数据
平台和应用的发展。我们预计到2020年，70%的国家垂直部委和市级以上地
方政府都会完成政务云和大数据平台的建设。“进化”阶段结束后，数字政务基
础设施将兼具规模、弹性、灵活等特性，形成健壮的IT基础架构和强大的中台
特性，为未来的应用创新打下良好基础。

•• 数字政务“泛在”阶段：IDC预测从2021年开始，数字政务将进入“泛在”阶段。
由于分布式数据库、微服务框架、大数据等平台的建立，应用的建设时间、成
本、运维复杂度等都将极大降低，应用创新会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期。在这个阶
段的初期，G2G的应用会基于云架构、分布式架构进行重构，并通过应用创新
驱动传统政务业务流程的改造和创新。同时，G2B和G2C应用将涌现出大量的
创新性应用，方便服务市民和服务企业，这些应用反过来会不断促进基础架构
和中台的技术演进。最终，随着数字政务的不断成熟，这些创新性应用将切入
城市的管理与服务、产业和经济的促进和引导，真正形成基于数字政务的智慧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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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引导和需求驱动下，数字政务发展渐入佳境，但是依然面临着相当大的挑
战。尤其是在新技术与政府行业特质与传统项目模式结合的过程中，对政府现有技
术管理团队、数字化服务提供商、合作模式、管理模式都提出了相应的挑战。

•• 技术层面

•- 技术复杂性：数字政务平台化的发展，必然带来从原有小平台、独立应用
向现有大平台支撑、大数据服务的转型。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平台技术的复杂
性将带来两方面的挑战。一是对政府技术管理团队的挑战，基础架构平台化
后带来技术复杂度的指数型增长，如何通过技术手段保障具体业务的稳定
性、保障业务部门的满意度是关键。二是对传统数字政务解决方案提供商的
挑战，传统数字政务市场离散度较高，各地各部委都有相应的本地厂商提供
服务，新技术的引入对于这些厂商的技术创新、技术适应性提出了极大的挑
战。

•- 行业特殊性：政府是关系到民生、经济的国家关键性行业，其行业特性带
来的技术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对自主可控技术要求高，系统
和应用的关键部件和核心组件需要自主可控。第二是流程定制要求高，需要
根据各地各部门的业务情况进行系统定制，这为新技术在政府行业的应用
带来挑战。

•• 模式层面

•- 合作模式的“惯性”：数字政务的原有合作模式以项目制为主，以交钥匙的
方式一次性满足项目需求，边界清晰且质量可控。在数字政府发展的新阶
段，平台类项目的商业模式已经逐步从一次性交付变为服务运营的提供，这
对传统交付模式带来挑战，政府客户与服务商是否能够克服原有合作模式
的“惯性”将决定着项目成功与否。

•- 资源集中化带来旧有格局、既有利益的打破：面向资源集中的数字政务新
模式必然带来旧有格局、既有利益的打破，如何让业务部门更主动的让渡数
据控制权、系统管理权是项目实施中的挑战。

•• 平台型业务需求旺盛：条块化的基础架构建设在多方因素影响下进入了重构
阶段。从技术层面来看，主要是云计算平台、大数据平台乃至人工智能平台的
建设和实施。从不同政府层级来看，省市县地方政府主导的政务云平台发展迅
猛，垂直部委主要的大数据平台建设也十分火热。这些平台型旺盛的业务需求
带来市场的快速发展和新技术的快速应用。

•• 多类型厂商竞争激烈：在数字政务市场，传统IT厂商、系统集成商、互联网厂
商、电信运营商都在不断加大市场投入，今年出现的“一分钱”中标，“0元”中
标就是这种趋势的直接写照。IDC预测，未来三年，由于市场需求的快速释放，
基于数字政务的平台型解决方案市场的竞争态势会进一步加剧。

2.3 数字政务发展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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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数据库

分布式数据库是基于云计算平台的应用重构所带来的必然趋势。分布式数据库在
互联网和金融行业已经逐步开始普及，随着政府行业数据集中、应用创新开始逐步
增加，传统集中式数据库必然会逐渐进入性能瓶颈或成本“黑洞”。而分布式数据
库可以提供完整的分布式事务解决方案，同时对应用透明，并具备高可用性和强扩
展性。

分布式数据库在政府行业的应用关键在于两点，第一是需要对政府业务有深入了
解，从业务层面进行数据架构的再规划，进而落地到分布式数据库方案中；第二是
需要对于分布式架构和数据库技术有强大的研发能力，能够拥有自主可控的分布
式数据库解决方案。国内厂家包括中兴通讯都积极在政府行业推广分布式数据库，
帮助政府构建易扩展，高可靠，同时又支持容灾备份的政务服务数据库统一平台。
未来，我们期望看到越来越多的厂商能够从技术创新的角度切入这个市场。

4.4对政府数字化部门的启示

拥抱变化：面对新生态、新模式和新技术的发展，我们认为政府部门应该进一步增
加开放力度，积极拥抱“CBA”生态，从组织架构、管理流程和决策机制上快速适应
其带来的变化。

安全为先：在大系统、大平台、大数据的架构中，过去的局部风险可能会变成全局
风险。因而，系统安全、架构安全、数据安全应该成为业务创新、技术创新的前提。
在购买服务的新模式下，安全技术投资、安全管理体系、安全防范意识需要成为遴
选服务商的关键因素。

强强联合：在“CBA”的平台体系中，政府在遴选服务商时，需要进一步加大对技术
能力、服务体系、自主可控等因素的考量，需要寻找市场中真正具备数字政务“C-
BA”平台端到端解决方案的服务商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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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对技术服务提供商的启示

提升研发能力，拥抱技术生态：在数字政务的新阶段，研发能力和技术创新将成为
建立差异化竞争优势的核心。在根植自身技术优势的同时，还需要服务商积极拥抱
技术生态，以生态嵌入的方式形成端到端解决方案能力，为政府客户提供服务。

深入政务业务，完善服务体系：IT已经逐步从业务支撑组件逐步变为业务组件，这
为服务商带来更大商机的同时也为服务商提出更高的要求。只有真正理解政务业
务且具备技术能力和服务体系的服务商才能占有更大的市场空间和份额。

打造标杆项目，快速拓展市场：政府行业是中国IT市场的“黄金”市场，数字政务是
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自然也成为各主流服务商的“兵家必争之地”，这会带来
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大量的竞争对手。同时，“CBA”类的平台项目具有明显的排他
性和较强的客户粘性，所以，市场拓展的速度将成为市场竞争的要素之一。







结束语

在 数 字 化 时 代，未 来 每 一 家 企 业 都 必 须 是 一 家 数 字 化 公 司 的 说 法 已 经 成 为 大 型 企 业 C E O 们 的 共
识 。政 府 领 域 也 不 例 外，只 有 真 正 实 现 数 字 政 务 的 政 府 才 能 在 新 时 代 高 效、创 新、绿 色 地 进 行 国 家
治理和社会治理，引领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

中国的数字政务市场正处在重构的爆发期，我们期望在市场中能够出现越来越多的像中兴通讯这
类 以 创 新 技 术 积 累 和 行 业 业 务 聚 焦 为 核 心 的 服 务 商，引 导 中 国 数 字 政 务 的 发 展，也 期 望 能 够 出 现
更 多 的 以 数 字 政 务 促 进 政 府 转 型、引 领 经 济 发 展 的 典 范 案 例，真 正 通 过 数 字 化 技 术 助 力 经 济 发 展
和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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