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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首届数字中国峰会】 

回首世纪之交，全球信息化浪潮风起云涌。 

1998 年，美国提出“数字地球”概念。随后，中国科学家展

开针对性研究，并提出与之相对应的“数字中国”概念。无论是

“数字地球”还是“数字中国”，在当时都仅停留在地理空间，

未推至广泛的应用领域。 

2000 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率先提出建设“数字福建”

的战略构想，并以创新的理念，跳出原有地理空间之局限，全新

定义了信息化与数字化的内涵与外延、应用的领域与方式。 

2015 年，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国家主席习近

平面对多国政要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互联网精英明确表示：要“推

进‘数字中国’建设，发展分享经济，支持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创

新，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数字化进程已经扩展到政务、民生、

实体经济等各个领域，推动“数字中国”建设正当其时。 

数字化建设 开启新纪元 

高瞻远瞩辟新路，风景从此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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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数字福建”

建设领导小组组长，明确了“数字福建”的发展内涵、建设模式

和目标任务，为“数字福建”建设开好头、定好调、布好局，并

要求在实现“数字福建”的建设目标中，总体规划，统筹安排，

密切协作，形成合力。福建大规模推进信息化建设的序幕正式开

启。 

一张蓝图绘到底。多年来，福建省委省政府始终把“数字福

建”建设作为新世纪的一项重要工作，一任接着一任干，从未松

懈，从未中断。“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等

“数字福建”专项规划先后出台；围绕“数字福建”规划和省委

省政府发展要点，“数字福建”年年发布年度工作要点，将“数

字福建”纳入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框架，统一组织实施。 

“统建共享是‘数字福建’建设的最大亮点之一。”“数字

福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陈荣辉对记者说，按照习

近平同志当年的要求，2001 年开始，福建建设统一的政务网络、

信息交换体系和信息安全体系等 3 套基础支撑平台，设施共享、

平台共享、数据共享，奠定了“数字福建”的总体框架。 

按照一次开发、普遍应用、整体提升的思路，2009 年底，福

建在全国率先建成全省政务网，避免了各部门重复建设，节约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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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近 7 亿元。如今，福建全面建成全省网上办事大厅，接入省市

县乡四级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 127531 项，其中，实现“一

趟不用跑”22972 项，“最多跑一趟”104127 项，2017 年下半

年以来日均办结逾 5000 件。 

2017 年，福建开通闽政通 APP。人们办理社会保险、出境

入境、司法公证和纳税缴费等 21 类事项，只需在手机上下载

APP 就可以一键完成，“群众跑腿”变为“信息跑路”。目前该

APP 已接入省网上办事大厅和各设区市行政服务中心行政审批、

公共服务事项超过 11 万项。闽政通 APP 也因此被评为“2017 年

度‘互联网+政务’管理创新型平台”。 

大数据产业 踏上新征程 

“数字福建”建设初始，以应用为重点推进信息化，抓好全

社会信息资源的开发、集成和利用。为此，福建深耕“数字福建”

发展战略，加快培育壮大数字经济步伐，腾“云”驾“物”，迎

来了大数据、物联网的蓬勃发展。 

东海之滨，中国东南大数据产业园开业，仅一年多时间就聚

集了 161 家企业，注册资本达 208 亿元，呈现出大数据产业集聚

发展的态势。被誉为福建“最强大脑”的“数字福建云计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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