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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数字经济的基本概述

1.1 数字经济的内涵特征



1.1.1 数字经济的定义

1.1.2 数字经济的内涵

1.1.3 数字经济主要分类

1.1.4 数字经济构成要素

1.1.5 数字经济基本特征

1.2 数字经济的主要框架

1.2.1 数字经济“四化”框架

1.2.2 数字经济“四化”内涵

1.3 数字经济的发展优势层面

1.3.1 时间价值方面

1.3.2 工业化方面

1.3.3 客户资源方面

1.3.4 知识能力方面

1.3.5 信息技术方面

1.4 数字经济的发展价值

1.4.1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

1.4.2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引擎

1.4.3 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选择

1.5 数字经济对就业的促进作用

1.5.1 数字经济创造就业机会

1.5.2 数字经济丰富就业形式

1.5.3 数字经济tigao就业质量

1.5.4 帮助重点群体实现就业

1.5.5 数字经济促就业的机理

第二章 2021-2023年国际数字经济发展综况

2.1 各国数字经济战略布局情况



2.1.1 各国加强顶层设计

2.1.2 强化重点领域指导

2.1.3 保障战略实施落地

2.1.4 新兴经济体参与布局

2.2 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规模状况

2.2.1 产业发展动因

2.2.2 竞争态势分析

2.2.3 全球产业规模

2.2.4 发达国家

2.2.5 行业发展格局

2.2.6 数字化转型投入

2.2.7 数字治理特征

2.3 重点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布局状况

2.3.1 美国

2.3.2 欧盟

2.3.3 英国

2.3.4 德国

2.3.5 印度

2.4 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方向分析

2.4.1 tisheng数字技术研发能力

2.4.2 完善数字经济基础建设

2.4.3 探索数据价值释放路径

2.4.4 推进数字化转型的进程

2.4.5 建立数字经济规则体系

2.4.6 打造开放包容的网络空间

2.5 全球数字经济治理趋势分析



2.5.1 数字治理规则重构

2.5.2 多边治理仍需探索

2.5.3 双诸边机制持续涌现

2.5.4 合作治理力度加大

第三章 2021-2023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3.1 数字经济获得政策助力

3.1.1 数据基础制度建设情况

3.1.2 数字经济获得中央重视

3.1.3 数字经济政策类型占比

3.1.4 数字经济中央相关政策

3.1.5 数字经济地方政府政策

3.1.6 数字乡村发展计划出台

3.2 信息消费规模持续扩大

3.2.1 信息消费基本内涵

3.2.2 信息消费驱动价值

3.2.3 逐步赋能乡村振兴

3.2.4 信息消费相关政策

3.2.5 信息消费规模特征

3.2.6 信息消费示范城市

3.2.7 信息消费发展困境

3.2.8 信息消费发展建议

3.3 数据中心建设提供平台支撑

3.3.1 数据中心主要产业特性

3.3.2 数据中心产业政策变化

3.3.3 数据中心产业发展演进

3.3.4 数据中心总体供需情况



3.3.5 数据中心市场竞争格局

3.3.6 数据中心技术发展走势

3.3.7 数据中心布局集群化趋势

3.3.8 数据中心建设低碳化趋势

3.3.9 数据中心服务算力化趋势

3.4 数字经济专利技术研发加快

3.4.1 专利申请规模

3.4.2 产业分类情况

3.4.3 专利权人情况

3.4.4 国外在华情况

3.4.5 专利发展特点

第四章 2021-2023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情况分析

4.1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综况

4.1.1 产业链全景图

4.1.2 产业发展阶段

4.1.3 产业发展成就

4.1.4 产业发展规模

4.1.5 产业发展增速

4.1.6 经济增长贡献

4.1.7 产业结构优化

4.1.8 生产效率情况

4.2 中国数字经济细分领域

4.2.1 数字产业化规模

4.2.2 产业数字化规模

4.3 数字治理状况分析

4.3.1 数字治理制度建设



4.3.2 数字政府治理状况

4.3.3 平台及社会数字治理

4.3.4 城市治理数字化模式

4.3.5 数字孪生城市发展

4.3.6 数字经济治理要求

4.3.7 数字治理面临挑战

4.3.8 数字治理转型关键

4.4 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综况

4.4.1 地区总量规模

4.4.2 区域发展指数

4.4.3 集qunfa展情况

4.4.4 区域发展特点

4.4.5 区域发展模式

4.4.6 园区建设加快

4.5 中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分析

4.5.1 乡村数字经济的基本内涵

4.5.2 乡村数字经济主要构成

4.5.3 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4.5.4 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新业态

4.5.5 乡村数字化治理效能tisheng

4.5.6 乡村网络文化发展良好

4.5.7 数字乡村试点工作情况

4.5.8 乡村数字经济前景预测

4.5.9 数字乡村建设主要问题

4.5.10 数字乡村建设路径建议

4.6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问题及对策



4.6.1 数字经济发展问题

4.6.2 数字经济发展策略

4.6.3 推动跨界创新发展

4.6.4 数据隐私及伦理保护

4.6.5 建立科学的统计体系

第五章 2021-2023年数字经济竞争格局分析

5.1 数字经济竞争特点分析

5.1.1 以数据为竞争核心

5.1.2 以平台为竞争媒介

5.1.3 以跨界传导为方式

5.1.4 以寡头为竞争格局

5.2 国际数字经济竞争格局

5.2.1 各国数字经济竞争力排名

5.2.2 各国竞争力内部结构分析

5.2.3 数字设施竞争力排名分析

5.2.4 数字产业竞争力排名分析

5.2.5 数字创新竞争力排名分析

5.2.6 数字治理竞争力排名分析

5.3 中国数字经济企业竞争格局

5.3.1 企业排名

5.3.2 央企布局加快

5.3.3 市场竞争实质

5.4 中国数字经济城市竞争格局

5.4.1 城市竞争梯队

5.4.2 城市群竞争格局

5.4.3 城市排名状况



5.4.4 城市发展画像

第六章 数字经济人才需求及培养引进分析

6.1 数字人才基本内涵及分类

6.1.1 数字人才基本内涵

6.1.2 数字化战略人才

6.1.3 数字化管理人才

6.1.4 数字化应用人才

6.1.5 数字化人才

6.1.6 “井”型人才

6.2 数字人才需求状况分析

6.2.1 数字人才需求占比

6.2.2 数字人才平均薪资

6.2.3 数字人才需求分布

6.2.4 数字人才需求岗位

6.2.5 数字产业化需求特点

6.2.6 产业数字化需求特点

6.3 数字人才培育与引进策略分析

6.3.1 数字人才培育策略

6.3.2 数字人才引进策略

6.3.3 人才培育主体及责任

6.3.4 人才培育与引进措施

6.4 数字化时代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6.4.1 人力资源顶层设计战略

6.4.2 人力资源管理创新思维

6.4.3 人力资源管理主要内容

6.4.4 人力资源管理的数字化



第七章 2021-2023年数字信息产业发展进程分析

7.1 电子信息制造业

7.1.1 总体运行情况

7.1.2 生产增速状况

7.1.3 出口交货规模

7.1.4 财务运营状况

7.1.5 固定资产投资

7.2 电信行业

7.2.1 收入状况分析

7.2.2 用户规模分析

7.2.3 liuliang增长状况

7.2.4 网络基础建设

7.2.5 地区发展情况

7.3 软件行业

7.3.1 总体运行情况

7.3.2 分领域运行情况

7.3.3 分地区运行情况

7.4 互联网产业

7.4.1 互联网基础资源概述

7.4.2 互联网资源应用状况

7.4.3 互联网接入环境分析

7.4.4 我国网民的上网时间

7.4.5 互联网收入增长情况

7.4.6 互联网企业发布

第八章 2021-2023年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分析

8.1 传统产业数字化发展综况



8.1.1 数字化转型的基本内涵

8.1.2 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动因

8.1.3 数字化转型的主要内容

8.1.4 三次产业数字化状况

8.1.5 行业数字化转型潜在空间

8.1.6 典型行业数字化转型空间

8.2 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分析

8.2.1 农业数字化关键环节

8.2.2 农业数字化进程

8.2.3 农业数字化案例

8.2.4 种植业数字化

8.2.5 畜牧业数字化

8.2.6 渔业数字化

8.2.7 种业数字化

8.2.8 农垦数字化

8.2.9 农业数字化面临的问题

8.2.10 农业数字化转型的对策

8.3 工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分析

8.3.1 工业数字化发展阶段

8.3.2 工业互联网发展提速

8.3.3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加快

8.3.4 5G逐步融合于工业领域

8.3.5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问题

8.3.6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建议

8.3.7 制造业数字化发展趋势

8.4 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分析



8.4.1 服务业数字化发展提速

8.4.2 服务业数字化典型案例

8.4.3 传统零售行业的转型

8.4.4 消费领域的转型特点

8.4.5 平台经济的逐步崛起

8.4.6 金融数字化发展分析

8.4.7 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

8.4.8 数字经济赋能旅游产业

8.4.9 智慧物流的发展成效

8.4.10 内容产业升级发展领域

8.5 数字贸易改变贸易发展格局

8.5.1 数字贸易的内涵及特征

8.5.2 数字服务贸易发展优势

8.5.3 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状况

8.5.4 亚洲数字服务贸易格局

8.5.5 数字服务贸易发展问题

8.5.6 数字服务贸易发展建议

8.5.7 数字服务贸易发展前景

8.6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分析

8.6.1 企业数量分布

8.6.2 转型需求分析

8.6.3 开展试点工作

8.6.4 转型发展机遇

8.6.5 转型发展困境

8.6.6 转型对策建议

第九章 2021-2023年数字经济的创新支柱分析



9.1 大数据技术行业

9.1.1 大数据技术基本内涵

9.1.2 大数据产业链结构

9.1.3 大数据主要衍生业态

9.1.4 大数据技术政策环境

9.1.5 大数据总体市场规模

9.1.6 大数据交易规模状况

9.1.7 大数据产业企业

9.1.8 大数据产业发展趋势

9.2 云计算技术行业

9.2.1 云计算技术的定义

9.2.2 云计算的基本分类

9.2.3 云计算的主要特点

9.2.4 云计算技术政策环境

9.2.5 云计算产业发展规模

9.2.6 云计算市场竞争格局

9.2.7 云计算服务商业模式

9.2.8 云计算企业典型模式

9.2.9 云计算产业发展前景

9.3 5G技术行业

9.3.1 5G行业发展历程

9.3.2 5G行业发展态势

9.3.3 5G网络安全技术

9.3.4 5G产业架构体系

9.3.5 5G+工业互联网

9.3.6 5G专网终端分析



9.3.7 5G产业应用场景

9.4 人工智能技术行业

9.4.1 人工智能的基本内涵

9.4.2 人工智能的主要分类

9.4.3 人工智能的基本特征

9.4.4 人工智能产业政策环境

9.4.5 人工智能行业相关标准

9.4.6 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

9.4.7 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规模

9.4.8 人工智能融资规模状况

9.4.9 人工智能企业主体分类

9.4.10 人工智能应用前景广阔

9.5 qukuailian技术行业

9.5.1 qukuailian技术的基本定义

9.5.2 qukuailian技术的主要分类

9.5.3 qukuailian产业链结构层次

9.5.4 qukuailian技术的应用场景

9.5.5 qukuailian技术的政策环境

9.5.6 qukuailian技术产业发展规模

9.5.7 qukuailian技术专利申请情况

9.5.8 qukuailian技术产业发展趋势

9.6 其他助力产业发展的技术

9.6.1 边缘计算技术

9.6.2 物联网技术

第十章 2021-2023年重点省市数字经济发展分析

10.1 广东省



10.1.1 数字经济发展基础

10.1.2 数字经济发展规模

10.1.3 数字经济政策环境

10.1.4 地区数字经济布局

10.1.5 数字经济发展重点

10.1.6 数字经济发展经验

10.2 江苏省

10.2.1 数字经济发展基础

10.2.2 数字经济发展规模

10.2.3 数字经济政策环境

10.2.4 数字江苏建设路径

10.2.5 数字经济发展方向

10.3 浙江省

10.3.1 数据经济政策环境

10.3.2 数据经济发展规模

10.3.3 数字经济发展特点

10.3.4 数字经济发展经验

10.3.5 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10.4 贵州省

10.4.1 数字经济发展政策

10.4.2 数字经济发展规模

10.4.3 数字经济质量考核

10.4.4 数字经济发展挑战

10.4.5 数字经济融合发展

10.4.6 数字经济发展经验

10.5 山东省



10.5.1 数字经济政策环境

10.5.2 数字经济发展规模

10.5.3 数字政府建设布局

10.5.4 数字经济发展目标

10.5.5 数字经济发展重点

10.5.6 数字经济发展对策

10.6 福建省

10.6.1 数字经济政策环境

10.6.2 数字经济发展状况

10.6.3 数字经济项目投资

10.6.4 数字经济发展问题

10.6.5 数字经济发展建议

10.7 安徽省

10.7.1 数字经济发展基础

10.7.2 数字经济政策环境

10.7.3 数字经济发展规模

10.7.4 制造业数字化园区

10.7.5 数字经济总体规划

10.7.6 数字经济发展短板

10.7.7 数字经济建设对策

10.8 河北省

10.8.1 数字经济发展环境

10.8.2 数字经济促进条例

10.8.3 数字经济发展规模

10.8.4 两化融合逐步加快

10.8.5 数字经济项目建设



10.8.6 数字经济面临形势

10.8.7 数字经济发展目标

10.8.8 数字经济发展重点

10.8.9 数字经济发展对策

10.9 北京市

10.9.1 数字经济规模状况

10.9.2 数字经济发展提速

10.9.3 数字经济政策环境

10.9.4 数字经济基本原则

10.9.5 数字经济发展目标

10.9.6 数字经济重点任务

10.9.7 数字经济发展建议

10.10 天津市

10.10.1 数字经济政策环境

10.10.2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10.10.3 数字经济建设规模

10.10.4 数字化天津调查情况

10.10.5 商贸数字化建设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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