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市信息化促进办法

(2014年11月25日吉林市人民政府令第234号公布)

第一条 为促进信息化发展，提高信息化水平，规范信

息化管理，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根据《吉林省信息化

促进条例》，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信息化发展规划、信息化工

程建设和管理、信息产业发展、信息技术推广应用、信息资

源开发利用、信息安全保障以及相关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和吉林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称开发区）管委会应

当加强信息化工作领导，制定相关扶持政策，安排信息化发

展专项资金，并纳入财政预算，引导、扶持信息化发展。

第四条 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以下称市信息化主

管部门）负责全市信息化建设工作的规划、指导、协调和监

督管理。

县（市）、区人民政府和开发区管委会负责工业经济的

部门是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信息化建设工作的规

划、指导、协调和监督管理。

发展和改革、财政、城乡规划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

共同做好促进信息化发展的相关工作。

第五条 市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依照全

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省信息化发展规划，组织编制



全市信息化发展规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县（市）、区和开发区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

门，依照本辖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市信息化发展规

划，编制本辖区信息化发展规划，经本级人民政府或者开发

区管委会批准后公布实施，并报市信息化主管部门备案。

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根据本区域信息化发展规划，结合本

系统信息化发展实际，编制本系统、本部门信息化发展专项

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备案。

第六条 编制信息化发展规划应当广泛征求意见，并组

织专家论证，使信息化建设规模、建设水平同经济和社会发

展水平相适应，与相关规划相衔接，避免盲目投资和重复建

设。

经批准的信息化发展规划不得擅自变更、调整。因特殊

情况确需变更、调整的，应当按照原编制程序重新批准、备

案。

第七条 市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对县（市）、区和开发

区信息化发展规划以及有关部门信息化发展专项规划的年

度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检查结果纳入市人民政府年度绩

效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第八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和开发区管委会以

及相关部门应当将通信管线和通信基站等公共通信基础设

施建设纳入城乡建设控制性详细规划，并与环境保护、市政



基础设施等相关规划相衔接，统筹考虑空间布局和建设时

序。公共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应当依法办理相关手续，并按照

规定建设。

城镇新设各种通信管线应当建设共享的地下管道。已经

架设在空中的，逐步移入地下管道。

第九条 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组织编制使用财政性资

金的信息化工程项目建设年度计划，并报本级人民政府或者

开发区管委会批准。

列入年度计划的信息化工程项目应当由信息化主管部

门对其规划布局、技术标准、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资源共

享以及其他相关内容进行评审，提出审查意见。符合规定的

方可按照建设项目程序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条 使用非财政性资金的公共基础性信息化工程

和信息安全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依法办理建设相关手

续后，报所在地的市或者县（市）信息化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使用财政性资金的信息化工程项目和信息

服务外包项目应当纳入政府集中采购。

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对使用财政性资金的信息服务外

包项目进行审核。

第十二条 信息化工程项目建设应当执行国家、地方和

行业强制性标准。没有强制性标准的，鼓励采用行业先进标

准。



第十三条 信息化工程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

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进行测试，并按照国家规定进行验

收。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项目，不得交付使用。

使用财政性资金的信息化工程项目验收结果应当报信

息化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四条 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发展和改革、财

政、审计等部门，对使用财政性资金的信息化工程项目完成

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五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和开发区管委会

应当明确信息产业发展重点，扶持具有带动作用的产业项

目，加快产业集聚、培育产业集群、促进产业升级。

第十六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和开发区管委会

应当鼓励社会资本参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引导企业增加信

息技术开发投入，对开发、生产具有国内、国际先进水平的

信息技术和信息产品给予重点扶持。

第十七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和开发区管委会

应当加强信息产业和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环境建设，在人才

引进培养、载体建设、技术检测、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咨询、

投融资等方面提供服务。

第十八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和开发区管委会

应当推进新一代互联网技术普及，促进新一代互联网技术与

移动通信、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



术融合应用，促进新一代互联网技术在重点行业、领域的应

用推广。

第十九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和开发区管委会

应当推进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在政府部门安

全可控应用，提高在线服务与管理水平。

第二十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和开发区管委会

以及相关部门应当支持智慧城市建设，积极推进电信网、广

播电视网、互联网的升级和融合，保证同城信息交换、资源

共享。

第二十一条 全市应当逐步建设统一的电子政务网络，

建立健全规范的政务信息资源交换体系，推动政务信息资源

共享和充分利用。

除国家规定专用网络外，不得新建政务专用网络。已经

建成的，应当逐步接入统一的电子政务网络。

第二十二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和开发区管委

会应当制定政策措施，推进无线、远程、居民自助互助等便

民信息化建设，构建统一的社区服务和管理综合信息平台，

提高社区公共服务水平。

第二十三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和开发区管委

会以及相关部门应当加强农业和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建

立健全农业和农村信息服务体系，开发、利用、整合农业和

农村信息资源，加强人员培训，推广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



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应用，对农业和农

村信息化重点项目给予支持，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第二十四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和开发区管委

会应当加大信息无障碍设施建设和技术、产品开发的扶持力

度，促进残疾人、老年人等社会成员平等参与信息社会生活。

第二十五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和开发区管委

会应当采取措施加快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提高传统产业创

新发展和综合竞争能力。

第二十六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和开发区管委

会应当建立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保障机制，建立和完善人口、

法人、自然资源和空间地理等数据库及应用系统，促进政务

信息资源共享和信息资源社会化开发利用。

第二十七条 政务信息资源采集单位应当做好其履行

职责中形成或者获取的政务信息资源采集、维护和更新工

作，确保政务信息的真实、准确、及时和完整。

政务信息资源采集单位应当建立信息资源库以及应用

系统，保障政务信息资源依法共享。

第二十八条 提供公共服务的单位应当做好其提供服

务中形成或者掌握的公用信息资源的采集、维护和更新工

作。

第二十九条 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应当依法保护国家秘

密、知识产权、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信息服务提供者发布的信息应当合法、真实，不得制作、

复制、发布、传播含有法律、法规禁止内容的信息。

第三十条 信息网络与信息系统的所属单位或者运行

维护单位应当建立信息安全保障工作责任制，制定本单位信

息安全保护和容灾备份措施，实行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定期

进行信息安全风险评估，完善信息网络与信息安全应急预

案，增强信息网络和信息系统的抗毁能力、灾后恢复能力。

信息网络与信息系统发生安全事故的，应当按照应急预

案要求，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降低损害程度，防止事故扩大，

保存相关记录，并按照规定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第三十一条 信息安全保障系统应当与信息化工程项

目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运行。

通信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信息安全保障方案应当报市

信息化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二条 市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定

期对通信基础信息网络和重点领域信息网络与信息系统进

行安全检查，及时查找隐患，保障信息网络和信息系统正常

运行。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依照有关法律、

法规应当给予处罚的，由相关部门依法给予处罚；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信息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



人员，在信息化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