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8号)、《吉林省电子政务项目管理暂行

办法》《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电

子商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实施意见》
(吉政发 暡2016暢8号)、 《吉林省人民政

府关于积极推进吉林省 “互联网+暠行动

的实施意见》(吉政发 暡2016暢15号)等

地方性法规和政策意见。行业发展环境不

断优化,与国内大型电信运营企业和电子

商务企业合作进一步加强,省政府与阿里

巴巴集团、中国联通等企业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在信息产业、电子商务、 “两化融

合暠、电子政务、社会民生等方面积极争

取资源,构建良好发展环境。

8灡网络信息安全保障能力进一步得

到加强。信息安全监测能力得到加强。网

站在线监测有力,以吉林省信息安全测评

中心为载体,补充和完善多种技术工具和

技术手段,对网站安全监测平台、结构化

安全分析系统、信息安全缺陷管理平台等

进行更新升级,监测网站数量由50户扩

展至150户,监测内容在漏洞扫描、可用

性检测的基础上,增加了敏感字和关键字

检测、木马检测和变更检测等,监测时段

实现7暳24小时全天候监测,初步实现对

易发、高发的网络安全事件早发现、早处

置和早恢复。信息安全防护意识有所提

升,省内重点部门单位的网络与信息安全

管理措施到位,重点领域信息安全从业人

员的安全管理和防护水平不断提高,信息

安全保障和监督机制作用明显,全省财

政、司法、金融等行业的数据灾备系统建

设具备较强防护能力。

表1暋 “十二五暠我省信息化完成的主要指标

类暋暋别 序号 指暋暋暋标 单位 2015年

信息通信能力

1 互联网省际出口带宽 Gbps 2667
2 行政村光纤通达率 % 96灡8
3 家庭宽带20Mbps接入能力覆盖率 % >95

信息化与工业化

融合水平

4 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 % 53灡6
5 关键工序数控化率 % 30灡9

社会应用普及程度

6 固定宽带接入用户 万户 426

7 互联网普及率
移动宽带用户普及率 % 49灡7
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 % 42灡1

8 移动电话用户 万户 2604
9 移动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95

信息经济发展

10 电子商务交易额 亿元 2600
11 电子信息制造业产值 亿元 534
12 软件业务收入 亿元 440

暋暋 (二)存在问题。

“十二五暠时期是全省信息化发展较快

的时期,信息化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发挥

了重要作用,但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需

要来看,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1灡两化融合还需进一步深化。我省两

化融合水平在全国处于中下游。多数企业

还处于 “工业2灡0暠阶段,企业研发、生

产、管理和销售等环节虽然进行了不同程

度的信息化应用,但与发展需要还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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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培育一批创新能力强的航天信息企业,

建成卫星遥感及航天信息集成应用产业体

系。量子通信联合实验室建成,产业发展

初步形成,打造量子通信骨干网东北核心

枢纽中心。
———电子政务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

政府部门信息系统应用进一步深化,部门

数据资源实现共享,电子政务网络延伸到

乡镇。推广 “互联网+政务服务暠,依法应

当公开的政务信息100%可在网上查询,

除涉密外的行政许可审批事项100%实现

网上办理。便民服务应用不断深入,实现

“一号一窗一网暠目标,服务流程显著优

化,服务模式更加多元,群众办事满意度

显著提升。
———智慧农业、智慧食品药品监管建

设进程进一步加快。农村信息化水平得到

提升,农业综合信息服务能力得到进一步

加强,集约化天气预报预警综合平台业务

化运行,基本建成吉林省农业大数据平台,

形成一套由高低空无人机、遥感卫星以及

地面作业设备组成的 “空地暠一体化农、

林业信息获取体系,促进我省农、林业向

精准化、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加快推进

食品药品监管信息化建设,构建食品药品

生产经营主体及其产品溯源信息体系,建

立全省统一的食品药品安全信息平台。
———信息安全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

信息安全工作体制机制更加健全,政策法

规更加完善。全省电子政务和重要信息系

统的容灾备份体系建成,县级以上的政府

部门应用CA认证办理业务范围逐步扩大,

省、市、县三级政府重要信息系统通过安

全性测评。

表2暋 “十三五暠我省信息化发展的主要指标

类暋别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属性 2020年

信息通信能力

1 互联网省际出口带宽 Gbps 预期性 6700

2 行政村光纤通达率 % 预期性 100

3 家庭宽带20Mbps接入能力覆盖率 % 预期性 100

信息化与工业化

融合水平

4 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 % 预期性 66

5 关键工序数控化率 % 预期性 46

社会应用普及程度

6 固定宽带接入用户 万户 预期性 753

7 互联网普及率
移动宽带用户普及率 % 预期性 84灡3

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 % 预期性 71灡2

8 移动电话用户 万户 预期性 2920

9 移动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预期性 105

信息经济发展

10 电子商务交易额 亿元 预期性 10000

11 电子信息制造业产值 亿元 预期性 800

12 软件业务收入 亿元 预期性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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