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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冠王！华为云领跑政务市场

数字化，正在全面改变我们的生活。比
如，在长沙，只要打开“我的长沙”App，就可
完成健康码、公交地铁刷卡、公积金提取等
1700多项城市服务；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全
面实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2017年到 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
从27.2万亿增至45.5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
第二，年均复合增长率达13.6%，占国内生产
总值比重从 32.9%提升至 39.8%，成为推动
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与此同时，我国
数据产量从 2.3ZB增长至 6.6ZB，全球占比
9.9%，位居世界第二，大数据产业规模从
2017年的 4700亿元增长至 2021年的 1.3万
亿元。

数据正在成为重要的社会与经济要素，
特别是健康码的普及和使用，推动了以大数
据和云为“新基建”的政务数字化转型。
2022年8月，IDC先后发布了《中国智慧城市
数据跟踪报告》（2022年 7月）和《中国数字
政府大数据管理平台市场份额，2021：乘风
破浪，风光再现》报告，华为云再次成为政务
云及大数据的“双料冠军”。

那么，华为云的秘密武器是什么呢？
智慧城市推高政务数字化市场
2022年 6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

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该《意见》指
出：加强数字政府建设，是引领驱动数字经

济发展和数字社会建设、营造良好数字生
态、加快数字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建设网
络强国、数字中国的基础性和先导性工程。
《意见》特别强调：用数字政府建设全面引领
驱动数字化发展，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过去几年，各级政府业务信息系统建设
和应用成效显著，数据共享和开发利用取得
积极进展，“最多跑一次”、“一网通办”、“一
网统管”、“一网协同”、“接诉即办”等创新实
践不断涌现，数字技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中发挥重要支撑作用。

由于数字政府在智慧城市和数字中国
建设中的先导示范作用，近一两年，国内头
部云厂商都纷纷投入政务数字化市场，从组
织架构、业务战略和生态建设等多方发力，
为自身搭建政企市场能力版块。而这其中，
华为云率先投入政务市场，并依托华为资源
经验积累，领先一个身位，长期领跑行业。

IDC认为，数字政府进入深化建设阶段，
将对政务云的支撑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政务
云市场将进入新的发展机遇期。特别是利
用云与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打破了设备、组
织间的数据孤岛，实现智慧政务、智慧交通、
智慧安防、智慧园区等多领域的融合服务。
在智慧城市的推动下，政务云与大数据开始
进入融合发展阶段，同时具备这两方面技术
优势的厂商将在市场中更有竞争力。

“十年长跑”练就政务云实力
在 IDC《中国智慧城市数据跟踪报告》

（2022年7月）中，华为云脱颖而出。报告显
示，中国政务云基础设施市场的总规模达到
了 375亿元。其中，华为云凭借在政务领域
的技术方案、运营服务、实践经验、生态等方
面的优势，在中国政务云基础设施市场份额
占比25.8%，连续5年保持第一，持续领跑政
务云市场。其中，华为云在政务公有云基础
设施市场份额持续攀升，市场占有率 20%；
华为云在政务专属云基础设施市场占有率
27.1%，排名第一。

在服务政务云市场中，华为云深度参与
了多个智慧城市建设，积累了深厚的技术方
案、运营服务、生态资源和实践经验，包括但
不限于：推出“城市一朵云”，以“云原生×分
布式”为基础，基于“1+N+M”体系构建，为新
型智慧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华为云
Stack方案通过本地部署满足合规诉求，并
持续同步华为公有云能力；建立了 150多个
属地化服务运营基地，实现了与政府数字化
建设的深度合作，具备服务政务云建设的

“长期实力”。
如今，华为云已累计服务了超过 700个

政务云项目，包括国家部委级项目 40多个、
省/直辖市项目 40多个、市县政府和委办局
项目630多个。

回到开头提到的长沙政务云，长沙联合
华为云，把政务资源云化，整合到一个客户
端或一个 PC端，百姓办事由少跑腿变为免
跑动，从公积金业务到车检预约等城市服务
都能在客户端办理，实现了公共服务“一端
办”。

用黑科技打通政务大数据
在 IDC《中国数字政府大数据管理平台

市场份额，2021：乘风破浪，风光再现》报告
中，华为云同样表现不俗：市场占有率
17.9%，位列第一，增速更是达到74%。

随着政务大数据和城市大数据的不断
累积及共享开放，让全场景政务大数据管理
平台成为刚需。IDC认为，大数据管理平台
支撑了城市运行管理指挥中心、城市治理一
网统管、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管网格化管

理、智慧交通、智慧水务、智慧应急等典型场
景。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健康码的频繁使用
对大数据管理平台的稳定性、实时性、大容
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华为云在政务大数据管理平台市场表
现亮眼，靠的是 FusionInsight智能数据湖这
一“黑科技”。它实现了一个架构构建离
线、实时、逻辑三种数据湖，可支撑政企客户
全量数据的实时分析、离线分析、交互查询、
实时检索、多模分析、数据仓库、数据接入和
治理等大数据应用场景，为政企客户实现一
企一湖、一城一湖；提供了分布式存储、大数
据、数据仓库、数据治理等丰富功能，全面满
足各类数据服务需求。

近年来，FusionInsight坚持开放生态，联
合全球800+合作伙伴，已为全球60+国家和
地区，3000+的政务、金融、运营商、泛企业行
业客户提供服务。

例如，科技抗疫场景中，流调报告从 2
小时缩短到 30分钟，从源头快速管控，让基
层最多跑一次，满足防疫指挥区域划定时限
要求；

海关仓检场景中，实现秒级风控计算，
支撑大额货物贸易、跨境电商等业务实时通
关，促进贸易便利化；

人社一卡通场景中，可推动人力社保领
域数字化转型，深化“互联网+人社”政务服
务工作，提升政务服务供给能力和市民生活
用卡便捷度，实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
腿”的目标；

自然资源场景中，构建市情时空大数据
平台，将地理实体数据与数字政务大数据、
城市运营数据、社会经济数据进行整合、融
合，实现政务服务事项网上一体化办理。

“十四五”期间，数字政府与智慧城市建
设交相呼应、相互融合，带动了政务云与大
数据市场的高速发展，也对技术供应商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在云与大数据领域均具极强
实力及丰富实践经验，参与政务数字化、智
慧城市、政企数字化等多个市场，同时拥有
技术方案、运营服务、生态资源等多种能
力。华为云再获政务云与大数据的“双料冠
军”，可谓实至名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