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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2005年度到2009年度，年度中国水利信息化发展报告已经连续编制出版了5年（其中2005年度为内部
印刷）。
5年来，水利信息自动采集网络和水利信息网络基本覆盖全国，水利日常工作基本实现计算机化，在
线数据量快速增长，应用系统数量迅速增加，水利信息化综合体系基本形成。
全国水利信息化发展从重点推进基础设施和基本业务应用建设阶段逐步进入到“推进资源整合、夯实
基础设施，坚持需求牵引、提升应用水平，注重运行维护、确保安全应用，强化行业管理、促进平衡
发展”的全方位、多层次协同推进的新阶段。
2009年度全国水利信息化发展状况的统计范围与2008年度相同，仍为水利部机关及在京直属单位、各
流域机构及直属单位、各省级和计划单列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及直属单位（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
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调查内容主要包括“水利信息化组织机构及人员状况”、“信息化管理工
作”、“信息化建设项目”和“信息化基础设施及业务应用”等方面。
与2008年度相比，2009年度的调查内容仅对少部分调查指标及表达方式做了微调，基本保持了调查统
计数据来源的可比性和统计方法的一致性。
根据确定的调查统计范围，2009年度填报水利信息化发展调查表的单位共计45个，即水利部机关及在
京直属单位，7个流域机构，31个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5个计划单列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水利局。
与2008年度的统计方法相同，资料分为水利部机关及在京直属单位、各流域机构及直属单位、各省级
水行政主管部门及直属单位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合称“省级以上水利部门”，即不合地市级及以下
单位）。
在数据的汇总分析过程中，统计地方指标时，计划单列市的数据不重复计入各所在省，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别统计。
本书的编制完成，得到水利部领导和各司局的关心与大力支持，得到水利部在京直属单位、各流域机
构和各省级及计划单列市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与配合。
各资料提供单位的信息化工作部门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所有参加本报告编制工作的单位和人员，均为本报告的出版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在此一并表示感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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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9年，水利信息化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水利信息化基础设施、信息资源开芨利用、业务应用、安
全体系建设、行业管理等都有了长足发展，为全面掌握2009年度全国水利信息化发展的基本情况，展
示建设成果，分析存在问题，寻找发展差距，服务宏观决策。
特出版本书，从多个侧面对2009年度水利信息化发展情况进行总结。
    本书主要面对从事水利信息化工作的人员，也可供相关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作为科研和教学参考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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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5.4.2 信息化管理工作（一）继续强化信息资源整合工作2009年度辽宁省以信息资源整合工作为
重点，开展了如下工作：一是对辽宁省水利工程信息进行整合，要求所有水利工程数据最终都要归入
辽宁省水利工程数据库系统，完成其基础数据库的功能；二是信息采集系统整合，除了完成全省水情
自动测报系统外，辽宁省水库水情监测与预报预警系统中的水雨情信息采集系统也并人全省水情自动
测报系统；三是以输水工程购置的地理信息系统及开发的应用软件统一归信息中心管理，为全厅各业
务部门和单位提供服务，不但提高了工作效率，也加强了信息安全的管理力度；四是配合辽宁省国家
安全局辽宁省国家保密局的“天网行动”对辽宁省水利厅的计算机互联网进行了专项检查。
根据《辽宁省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系统建设实施方案》（辽委办发[2009]19号文件），作为辽宁省直属
单位10个网上行政审批及电子监察系统建设的试点厅局之一。
积极落实辽宁省水利厅行政审批和电子监察系统框架建设。
（二）存在的难点和问题一是管理力度问题。
信息化管理单位在实施管理上处于相对软弱的地位，即常说的一无钱二无权，信息化管理单位在项目
经费审批上作用不大，更不用说信息化建设经费扶持方面有何作为，仅靠服务是做不好管理工作的，
特别是在管理地市级信息化建设方面力度更差。
二是经费问题。
首先是建设经费，信息化系统是个软系统，上了系统离不开，不上系统也还行，因此建设项目主要还
是看经费状况而非必要性，这样就导致了信息化发展极不平衡，例如全国防汛指挥系统由水利部统一
安排，省一级节点都能按期完成，但各市的系统则参差不齐，经济发达地区明显好于较欠发达地区，
这也是协调发展面临的难点之一。
再就是运行维护经费。
虽然水利部下发了《水利信息系统运行维护定额标准》（试行），但目前仍处于艰难的适应中。
5.4.3 建设情况（1）加强水利信息资源整合与共享。
按照《辽宁省水利厅水利信息资源整合与共享方案》，整合内容主要包括网络与通信设施、机房环境
、硬件设备、基础软件、视频会议、安全系统。
水保局、供水局、农水处等多家单位都将相关信息系统建设服务器放到中心机房，共享网络、共享数
据、共享机房环境。
数据库建设也按照方案进行了相应整合。
水文局将历年建设的防汛报汛系统与今年建设的中小水库报汛系统整合，形成了统一编码，统一制式
，覆盖全省的防汛报汛测报系统。
（2）积极推进业务应用系统建设，一是按照水利部要求，组织辽宁省水利厅内相关人员，认真编写
和审核《辽宁省水资源管理系统实施方案》，并顺利通过水利部审查；二是积极研究开发防汛抗旱指
挥系统子系统，辽宁省防汛信息服务系统、辽河左岸典型河段洪水风险图等通过验收；三是开展水利
厅办公自动化系统改造工作，以适应现阶段对OA系统新的要求。
（3）编制了《辽宁省水利工程数据库及管理信息系统》申请辽宁省信息化发展资金项目报告，并按
要求编制了《计划任务书》和《实施方案》，经厅上报辽宁省信息产业厅和辽宁省财政厅。
争取辽宁省信息化专项资金8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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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09年度中国水利信息化发展报告》由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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