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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产业综合分析 91  5.2.1 中国智能交通产业发展现状 91  5.2.2 我国智能交通掀起建设热潮 92 

5.2.3 国内智能交通产业投资分析 92  5.2.4 我国智能交通市场投融资模式简况 93  5.2.5 高清视频

监控助力智能交通产业发展 98  5.3 中小城市智能交通发展模式分析 99  5.3.1 中小城市智能交通

普及概述 99  5.3.2 宁波 99  5.3.3 佛山 101  5.3.4 珠海 102  5.3.5 中小城市智慧交通发展思考 102  5.4

车联网市场发展分析 102  5.4.1 车联网成智能交通发展主动力 102  5.4.2 车联网产业发展现状

103  5.4.3 我国车联网市场需求分析 103  5.4.4 车联网行业竞争状况 104  5.4.5 车联网产业迎来政

策机遇 105  5.5 智能交通行业发展前景分析 105  5.5.1 我国智能交通产业前景良好 105  5.5.2 我国

智能交通市场展望 105  5.5.3 智能交通未来趋势分析 106  5.5.4 智能交通技术发展趋势 107     第

六章 电子政务行业分析 108  6.1 电子政务发展综述 108  6.1.1 国外电子政府建设历程 108  6.1.2 

电子政务发展现状 108  6.1.3 国际电子政府发展趋势 111  6.2 中国电子政务发展分析 116  6.2.1 智

慧政府建设是智慧城市的发展关键 116  6.2.2 我国电子政务快速发展 116  6.2.3 我国电子政务发

展特点 116  6.2.5 我国电子政务市场政策动态 117  6.2.6政务业务应用发展 118  6.2.7 网上公共服

务应用分析 118  6.3 中国政务微博发展分析 120  6.3.1 中国政务微博发展的意义 120  6.3.4 我国政

务微博规模状况 124  6.3.5 政务微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124  6.3.6 我国政务微博发展对策 126 



6.4 我国电子政务标准发展分析 128  6.4.1 电子政务标准的含义 128  6.4.2 电子政务标准的重要性

128  6.4.3 电子政务标准体系制定的基本要求 129  6.4.4 我国电子政务标准现状分析 130  6.5 我国

电子政务现存的问题 130  6.5.1 观念上的误区 130  6.5.2 信息资源的利用缺陷 131  6.5.3 发展不平

衡 131  6.5.4 资源浪费现象 131  6.5.5 法律法规滞后 131  6.5.6 网络安全问题 131  6.6 我国电子政务

发展对策 132  6.6.1 我国电子政务发展战略模式 132  6.6.2 我国电子政务发展建议 132  6.6.3 我国

电子政务发展策略分析 132  6.6.4 我国电子政务发展的具体措施 132  6.7 中国电子政务发展前景

分析 133  6.7.1 电子政务未来发展趋势 133  6.7.2 &ldquo;十三五&rdquo;时期我国电子政务发展

形势 133  6.7.3 &ldquo;十三五&rdquo;期间中国电子政务发展规划 136     第七章 智慧医疗产业分

析 141  7.1 发达国家智慧医疗产业发展分析 141  7.1.1 美国 141  7.1.2 英国 141  7.1.3 日本 141  7.2 

中国智慧医疗产业综合分析 141  7.2.1 我国智慧医疗产业发展现状 141  7.2.2 智能医疗标准发展

现状 142  7.2.3 我国发布首部智能医疗产品智商测评规范 143  7.2.4 我国智慧医疗市场投资机会

分析 144  7.2.5 实现智能医疗的关键 144  7.2.6 中国智慧医疗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建议 144  7.3 智慧

医疗行业应用分析 145  7.3.1 智慧医疗应用现状分析 145  7.3.2 智慧医疗未来应用趋势 145  7.4 智

慧医疗行业技术分析 145  7.4.1 智慧医疗技术应用特点 145  7.4.2智能医疗:首推人工智能技术

146  7.4.3 信息处理技术在智慧医疗中的应用 147  7.4.4 4G技术助力我国智慧医疗产业发展 148 

7.4.5 物联网在智慧医疗系统中的应用分析 148  7.5 智慧医疗产业前景预测 149  7.5.1 智能医疗行

业未来发展大有可为 149  7.5.2 智能医疗市场将持续高速发展 153  7.5.3 智慧医疗细分市场发展

潜力巨大 155     第八章 智能家居市场分析 157  8.1 智能家居市场发展综述 157  8.1.1 世界智能家

居市场发展概况 157  8.1.2 我国智能家居市场发展的三大阶段 157  8.1.3 中国智能家居市场需求

分析 158  8.1.4 中国智能家居市场推广现状 158  8.1.5 中国智能家居品牌活跃度简析 160  8.1.6 中

国无线智能家居受市场青睐 160  8.1.7 物联网在智能家居市场的应用分析 161  8.1.8 智能家

居&ldquo;傻瓜化&rdquo;发展思考 163  8.2 中国智能家居行业的发展 163  8.2.1 我国智能家居行

业发展回顾 163  8.2.2 2014年我国智能家居业鼓励政策状况 164  8.2.3 2015年我国智能家居市场

焦点分析 164  8.2.4 我国智能家居市场发展动态 165  8.3 智能家居市场发展的问题分析 166  8.3.1 

制约智能家居市场发展的因素 166  8.3.2 智能家居行业缺乏统一标准 167  8.3.3智能家居行业缺

乏技术创新 167  8.4 智能家居市场发展策略分析 168  8.4.1 我国智能家居市场发展建议 168  8.4.2 

智能家居产业的发展对策 168  8.4.3 推动智能家居市场发展的关键 168  8.4.4 智能家居市场推广

策略 169  8.4.5 智能家居行业发展策略 170  8.5 智能家居市场前景预测 170  8.5.1 智能家居市场前

景广阔 170  8.5.2 智能家居渗透率趋势分析 172  8.5.3 智能家居产品趋势分析 174  8.5.4 无线智能

家居市场前景良好 176     第九章 电子商务市场分析 177  9.1 电子商务行业发展综述 177  9.1.1 我

国电子商务市场快速发展 177  9.1.2 我国电子商务市场普及状况 177  9.1.3 电子商务市场热点分

析 178  9.1.4 智慧商务市场发展现状 179  9.1.5 我国三大运营商电子商务发展剖析 180  9.2 中国电



子商务行业的发展 183  9.2.1 中国电子商务发展回顾 183  9.2.2 我国电子商务行业运行分析 185 

9.2.4 中国电子商务行业面临形势 186  9.3 电子商务市场发展的问题及对策 187  9.3.1 我国电子商

务市场面临的挑战 187  9.3.2 促进电子商务市场健康发展的对策 187  9.4 电子商务市场前景分析

188  9.4.1 我国电子商务行业发展展望 188  9.4.2 中国电子商务市场趋势展望 189  9.4.3 中国电子

商务未来发展预测 189  9.4.4 &ldquo;十三五&rdquo;时期我国电子商务发展规划 191     第十章 智

慧旅游产业发展分析 193  10.1 智慧旅游发展概述 193  10.1.1 智慧旅游的概念及基本内容 193 

10.1.2 智慧旅游的发展框架 193  10.1.3 智慧旅游的发展体系 194  10.1.4 发展智慧旅游的重要意义

196  10.1.5 智慧旅游与智慧城市的关系 196  10.2 智慧旅游产业综述 197  10.2.1 智慧旅游产业发

展背景分析 197  10.2.2 智慧旅游产业宏观形势分析 197  10.2.3 我国智慧旅游产业发展现状 197 

10.2.4 我国各地积极推出智慧旅游建设规划 198  10.2.5 我国智慧旅游产业面临发展机遇 199 

10.3 北京市智慧旅游产业分析 200  10.3.1 北京智慧旅游产业发展现状 200  10.3.2 北京智慧旅游

产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204  10.3.3 北京智慧旅游产业发展规划 205  10.4 智慧旅游产业发展的问

题及对策 205  10.4.1 我国智慧旅游发展面临的挑战及建议 205  10.4.2 我国智慧旅游产业的发展

建议 206  10.4.3 我国智慧旅游产业重点建设项目建议 206  10.4.4 智慧旅游行业运营策略分析

206  10.4.5 建设智慧旅游发展体系的建议 207  10.4.6 智慧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形态选择

207  10.5 智慧旅游产业发展前景预测 208  10.5.1 我国智慧旅游发展展望 208  10.5.2 我国将积极

发展智慧旅游产业 208  10.5.3 我国智慧旅游产业远景展望 208  10.5.4 智慧旅游应用前景广阔

208     第十一章 智慧城市其他细分产业分析 210  11.1 智慧社区 210  11.1.1 智慧社区应用现状分

析 210  11.1.2 智慧社区产品与技术方案尚不成熟 212  11.1.3 智慧社区建设标准与规划缺乏 212 

11.1.4 智慧社区建设缺乏相应人才 212  11.1.5 智慧社区未来发展趋势 213  11.2 智慧养老 214 

11.2.1 中国智慧养老模式兴起 214  11.2.2 智慧养老产业发展备受关注 216  11.2.3 我国启动首个智

慧养老系统 216  11.2.4 中国智慧养老推广现状 217  11.3 智慧安防 218  11.3.1 智慧安防家用市场

发展现状分析 218  11.3.2 安防产品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应用 219  11.3.3 智慧城市建设给安防行

业带来发展机遇 220  11.3.4 智慧安防行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221  11.3.5 智能安防市场前景良好

221  11.4 智慧环保 222  11.4.1 智慧环保的基本概述 222  11.4.2 发展智慧环保产业的必要性 222 

11.4.3 我国智慧环保产业发展现状 223  11.4.4 我国智慧环保产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223  11.4.5 我

国智慧环保建设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思路 224  11.4.6 我国智慧环保行业的发展建议 225  11.4.7 智

慧环保是环保产业的发展趋势 225  11.5 智慧物流 226  11.5.1 智慧物流的具体作用 226  11.5.2 我

国智慧物流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227  11.5.3 商业智能助推智慧物流产业发展 228  11.5.4 智慧物流

技术现状分析 229  11.5.5 物联网推动智慧物流产业变革 232  11.5.6 GIS在智慧物流中的应用 233 

11.5.7 创建企业智慧物流管理系统的对策 234     第十二章 中国智慧城市区域建设分析 236  12.1 

中国智慧城市区域发展综述 236  12.1.1 我国智慧城市区域建设回顾 236  12.1.2 我国智慧城市区



域建设现状 237  12.1.3 中国智慧城市区域格局状况 237  12.2 北京市 238  12.2.1 北京智慧城市发

展现状 238  12.2.2 北京智慧城市项目建设分析 239  12.2.3 北京加大智慧社区建设力度 240  12.2.4

十三五&rdquo;期间北京CBD将建智慧城市管理平台 240  12.2.5 北京智慧城市技术发展状况 241

 12.2.6 朝阳推进181个智慧社区建设 241  12.2.7 北京智慧城市发展规划 241  12.3 上海市 242 

12.3.1 上海智慧城市发展现状 242  12.3.2 上海智慧城市建设进展 242  12.3.3 上海智慧城市发展水

平 242  12.3.4 上海智慧城市建设对策 243  12.3.5 上海智慧城市发展规划 244  12.4 广州市 244 

12.4.1 广州智慧城市发展现状 244  12.4.2广州智慧城市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245  12.4.3 广州智

慧城市发展建议 245  12.4.4 广州将积极建设智慧城市 245  12.4.5 广州智慧城市建设规划 246 

12.5 深圳市 246  12.5.1 深圳智慧城市发展基础 246  12.5.2 深圳智慧城市发展现状 247  12.5.3 深圳

智慧城市发展动力 247  12.5.4 深圳坪山智慧城市发展状况 248  12.5.5 深圳智慧城市建设面临的

形势 249  12.5.6 深圳智慧城市发展规划 249  12.6 佛山市 249  12.6.1 佛山智慧城市建设现状 249 

12.6.2 佛山智慧城市建设典型案例分析 249  12.6.3 佛山智慧城市建设的困境 253  12.6.4 佛山智慧

城市建设启示 253  12.6.5 佛山智慧城市发展规划 254  12.7 杭州市 254  12.7.1 杭州智慧城市建设

的必要性 254  12.7.2 杭州智慧城市建设的现实基础 254  12.7.3 杭州智慧城市发展现状 254  12.7.4 

杭州智慧城市发展规划 255  12.8 宁波市 256  12.8.1 宁波智慧城市发展现状 256  12.8.2 宁波智慧

城市发展模式分析 257  12.8.3 宁波智慧城市建设典型案例分析 258  12.8.4 宁波智慧城市的建设

优势及亮点 258  12.8.5 宁波智慧城市项目建设进展 258  12.8.6 宁波智慧城市建设启示 259  12.8.7 

宁波智慧城市发展规划 259  12.9 嘉兴市 260  12.9.1 嘉兴智慧城市发展基础 260  12.9.2 嘉兴智慧

城市发展环境 260  12.9.3 嘉兴智慧城市发展现状 261  12.9.4 嘉兴智慧城市发展规划 261  12.10 南

京市 261  12.10.1 南京智慧城市发展概述 261  12.10.2 南京智慧城市发展基础 261  12.10.3 南京积

极发展智慧城市 262  12.10.4 南京智慧城市建设面临的形势 262  12.10.5 南京智慧城市发展规划

263  12.11 常州市 264  12.11.1 常州智慧城市发展现状 264  12.11.2 常州智慧城市建设案例 264 

12.11.3 常州智慧城市发展规划 265  12.12 武汉市 265  12.12.1 武汉智慧城市发展现状 265  12.12.2

腾讯、阿里鏖战武汉&ldquo;智慧城市&rdquo;建设 266  12.12.3华中首个智慧城市创新创业基地

在武汉开园 267  12.12.4 武汉智慧城市发展规划 268     第十三章 智慧城市技术分析 270  13.1 互

联网 270  13.1.1 中国互联网产业发展现状 270  13.1.2 互联网迎来大数据时代 273  13.1.3 移动互联

网技术特征分析 273  13.1.5 互联网未来发展趋势 273  13.2 物联网 275  13.2.1 我国物联网产业发

展现状 275  13.2.2 物联网发展趋势 276  13.2.3 智慧城市建设拓宽物联网应用范围 277  13.2.4 发展

物联网应关注的问题 278  13.2.5 智慧城市将推动物联网技术发展 278  13.3 云计算 279  13.3.1 云

计算应用于智慧城市建设的优势 279  13.3.2 智慧城市建设中云计算的重大作用 280  13.3.3 云计

算迅速发展为智慧城市建设奠定基础 282  13.3.4 云计算助力智慧城市建设 282  13.3.5 智慧城市

与云计算发展相辅相成 282  13.3.6 云计算数据中心架构设计分析 282  13.3.7 云计算成未来信息



化发展的重要领域 283  13.4 3s技术 283  13.4.1 3S技术概述 283  13.4.2 3S技术在城市规划中的应用

分析 283  13.4.3 3S技术在城市智能交通的应用分析 284  13.4.4 3S技术在数字水利中的应用分析

285  13.4.5 3S技术未来发展方向 286     第十四章 中国智慧城市重点企业财务状况分析 287  14.1 

银江股份有限公司 287  1、企业概况 287  2、企业核心竞争力 287  3、经营业务分析 288  4、经

营状况分析 288  5、未来前景展望 290  14.2 中海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92  1、企业概况 292  2

、企业核心竞争力 292  3、经营业务分析 293  4、经营状况分析 294  5、未来前景展望 296  14.3 

北京数字政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96  1、企业概况 296  2、企业核心竞争力 297  3、经营业务分

析 297  4、经营状况分析 298  5、未来前景展望 299  14.4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300  1、企业概况 300  2、企业核心竞争力 301  3、经营业务分析 302  4、经营状况分析 304

 5、未来前景展望 305  14.5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06  1、企业概况 306  2、企业核心竞争

力 306  3、经营业务分析 307  4、经营状况分析 307  5、未来前景展望 308  14.6 深圳市赛为智能

股份有限公司 308  1、企业概况 308  2、企业核心竞争力 308  3、经营业务分析 309  4、经营状

况分析 309  5、未来前景展望 310  14.7 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311  1、企业概况 311  2、企业核

心竞争力 311  3、经营业务分析 311  4、经营状况分析 313  5、未来前景展望 314  14.8 神州数码

控股有限公司 314  1、企业概况 314  2、经营状况分析 315  3、未来前景展望 315  14.9 上市公司

财务比较分析 316  14.9.1 银江股份 316  14.9.2 中海网络 317  14.9.3 北京数字政通 317  14.9.4 上海

延华 318  14.9.5 浙江大华 319  14.9.6 深圳赛为 319  14.9.7 万达信息 320     第十五章 智慧城市投资

分析及前景预测 321  15.1 智慧城市投资分析 321  15.1.1智慧城市大数据投资机会 321  15.1.2 智

慧城市细分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322  15.1.3 智能城市四大领域面临投资良机 322  15.1.4 智慧城市

投资面临的挑战 323  15.1.5 智慧城市新兴投资方式分析 324  15.1.6 智慧城市投资策略分析 324 

15.1.7 智慧城市未来投资规模预测 325  15.2 智慧城市发展前景预测 325  15.2.1 智慧城市发展预

测 325  15.2.2 2023年世界智慧城市发展趋势 327  15.2.3 智慧城市产业前景广阔 327  15.2.4 智慧城

市民生领域发展预测 328  15.2.5 智慧城市建设面临大数据时代机遇 328  15.2.6 中国智慧城市产

业预测分析 329  附录： 331  附录一：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 331  附录二：关于开展

智慧城市时空信息云平台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 333  附录三：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2.0 336

  详细请访问：http://www.cction.com/report/202312/430630.html

http://www.cction.com/report/202312/43063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