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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数字经济， 作为经济学概念的数字经济是人类通过大数据（数字化的知识与信息）的识

别&mdash;选择&mdash;过滤&mdash;存储&mdash;使用，引导、实现资源的快速优化配置与再

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作为一个内涵比较宽泛的概念， 凡是直接

或间接利用数据来引导资源发挥作用， 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形态都可以纳入其范畴。在技

术层面， 包括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5G 通信等新兴技术。在应用层

面，&ldquo;新零售&rdquo;、&ldquo;新制造&rdquo;等都是其典型代表。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数字经济行业前景展望与市场调查预测报告》共十

三章。首先介绍了数字经济行业市场发展环境、数字经济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数字

经济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数字经济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数字经济做了

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数字经济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数字经济

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数字经济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

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

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

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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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7　四川省

9.11.8　江西省

 

第十章　2016-2020年数字经济典型园区项目分析

10.1　宁波杭州湾新区数字经济产业园项目

10.1.1　园区基本概况

10.1.2　园区招商动态

10.1.3　园区建设动态

10.2　贵安数字经济产业园区项目

10.2.1　园区基本概况

10.2.2　园区发展定位

10.2.3　园区发展优势

10.2.4　园区发展战略

10.2.5　园区发展措施

10.3　重庆两江数字经济产业园项目

10.3.1　项目建设背景

10.3.2　园区发展优势

10.3.3　园区建设规划

10.3.4　产业发展布局

10.3.5　园区发展目标



10.3.6　园区发展战略

10.4　焦作市数字经济产业园项目

10.4.1　园区基本情况

10.4.2　园区特点分析

10.4.3　园区建设动态

10.4.4　园区典型企业

 

第十一章　数字经济典型企业分析

11.1　企业的分类

11.1.1　直接提供生产及服务的企业

11.1.2　推进传统产业技术替代的企业

11.1.3　培养现代产业新业态的企业

11.2　百度

11.2.1　企业发展概况

11.2.2　企业财务状况

11.2.3　技术发展实力

11.2.4　布局数字经济

11.3　腾讯

11.3.1　企业发展概况

11.3.2　企业财务状况

11.3.3　主要业务成就

11.3.4　布局数字经济

11.4　海康威视

11.4.1　企业发展概况

11.4.2　布局数字经济

11.4.3　经营效益分析

11.4.4　业务经营分析

11.5　分众传媒

11.5.1　企业发展概况

11.5.2　布局数字经济

11.5.3　经营效益分析

11.5.4　业务经营分析



11.6　紫光股份

11.6.1　企业发展概况

11.6.2　布局数字经济

11.6.3　经营效益分析

11.6.4　业务经营分析

11.7　易华录

11.7.1　企业发展概况

11.7.2　布局数字经济

11.7.3　经营效益分析

11.7.4　业务经营分析

 

第十二章　数字经济投融资状况分析

12.1　数字经济投融资环境分析

12.1.1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状况良好

12.1.2　发改委签署投资合作协议

12.1.3　数字经济投融资联盟成立

12.2　数字经济投融资规模状况

12.2.1　投融资案例数量

12.2.2　投融资金额状况

12.2.3　投融资轮次分析

12.2.4　投融资地区分布

12.3　数字经济投融资逻辑分析

12.3.1　数字经济投资潜力指标

12.3.2　数字经济投资潜力值

12.3.3　数字经济投资逻辑总结

12.4　数字经济投资前景展望

12.4.1　产业数字化投资潜力较大

12.4.2　数字经济基础技术投资加快

12.4.3　数字经济项目投资建设加快

 

第十三章　2022-2028年数字经济发展前景及趋势预测

13.1　数字经济发展前景及趋势分析



13.1.1　数字经济发展前景

13.1.2　数字经济发展趋势（）

13.1.3　数字经济发展重点

13.1.4　疫后数字经济发展趋势

13.2　数字经济创新发展预测

13.2.1　技术创新

13.2.2　模式创新

13.2.3　管理创新

13.3　2022-2028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预测分析

13.3.1　2022-2028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13.3.2　2022-2028年中国数字经济总量规模预测

13.4　中国数字经济未来发展挑战及路径分析

13.4.1　数字经济未来发展挑战分析

13.4.2　逐步推动核心要素市场化发展

13.4.3　助推实体经济实现数字化转型

13.4.4　数字经济风险防范能力的提升

13.4.5　进一步提高数字经济治理水平

 

附录

附录一：《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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