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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近些年来，大数据行业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和产业政策的重点支持，在国家层面陆续出台了多项鼓励政策，在多个方面推动大数

据行业发展与创新进程，旨在为行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不断形成以数据为主体的数字经济体系，大力提升我国治理现代

化水平。

时间 政策名称 发布部门 主要内容

2022
年3月

《2022国务院政府工作
报告》

国务院
加强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建设数字信息基础设施，逐步构建全国一体化大
数据中心体系，推进5G规模化应用，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智慧城市、数

字乡村。

2022
年1月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
展规划》

国务院

到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迈向全面扩展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
产总值比重达到10%，而2020年这一数字为7.8%。以数字技术更好地驱动产业
转型为发展重点，从骨干企业、重点行业、产业园区和产业集群等方面进行系

统部署，促进创新要素整合分享，不断激发经济发展新动能。

2021
年11

月

《“十四五”大数据产业
发展规划》

工业和信息化部
立足推动大数据产业从培育期进入高质量发展期，在“十三五”规划提出的产业规
模1万亿元目标基础上，提出“到2025年底，大数据产业测算规模突破3万亿元”

的增长目标

2021
年11

月

《“十四五”信息通信行业
发展规划》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数量增至14个，开展首批3个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试点。

国际通信网络通达和服务能力持续增强。数据中心规模和能效水平大幅提升。

2021
年6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
全法》

全国人大 法案内容共7章51条，提出国家将对数据实行分级分类保护、开展数据活动必须
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承担社会责任等。

2021
年5月

《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
协同创新体系算力枢纽实

施方案》

国家发改委
按照绿色、集约原则，加强对数据中心的统筹规划布局，结合市场需求、能源
供给、网络条件等实际，推动各行业领域的数据中心有序发展。原则上，将大
型和超大型数据中心布局到可再生能源等资源相对丰富的区域，优化网络、能

源等资源保障。

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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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随着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速度日益加快，我国各领域的数字化经济持续增长，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到治理方式都进行了深入的

变革，其中大数据产业作为数字经济的关键部分，正在逐渐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量，据北京研精毕智信息咨询有

限公司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约为39.2亿元，占GDP比重为34.3%，同比增长9.5%，到2021年数字经济

规模达到45.5万亿元，占GDP比重上升到39.8%，同比增长16.2%，由此可见我国数字经济产业正在蓬勃发展，这将会有效带动大

数据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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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据数据显示，近几年我国互联网普及率逐年提升，截止到2021年末，中国互联网普及率达到73%，较2020年同期增长2.6%，其中

城镇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约为79.5%，同比降低0.3个百分点，农村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约为57.6%，同比增长1.7个百分点，增速

相对较快，60岁以上老年人群的互联网普及率约为43.2%，总体可见国内农村及老年群体正在不断融入互联网社会。

p 在互联网网民群体规模方面，整体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截止到2021年末，中国网民规模约为10.32亿，较上年同期相比增长4296

万，同比增速为4.5%，与2020年相比增速降低6.2个百分点。

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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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在我国大数据行业内企业的地区分布情况角度看，目前北京、广东、上海和浙江等省份的集中度较高，以地区分布来划分，2021

年北京的大数据企业数量占比全国总数的34.8%左右，广东、上海和浙江的企业数量占比分别为17.9%、16.2%和8.3%，国内其他

地区所占企业数量合计为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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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从行业竞争梯队来看，当前中小型企业占据市场主导地位，据北京研精毕智的数据，2021年我国大数据行业内的企业数量超过

3000家以上，其中约有3542家企业为100人以下的中小型企业，占比为75%，大型企业的数量为785家，占比为16.6%左右，其次

是微型企业的数量为396家，占比为8.4%，为由此可见在我国大数据行业发展的过程中，中小型企业正在成为拉动行业增长的主要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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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当前我国大数据行业正处于起步时期，从行业的细分市场来看，主要可以分为基础数据支撑、大数据服务、应用软件和综合型企业

四大应用领域，其中每个环节都有诸多代表性企业，比如综合企业中主要包括美亚柏科、易华录和东华软件等；基础支撑环节包括

同有科技、欧比特等；大数据服务环节主要代表企业有神州泰岳、汉德科技和荣科科技等；应用软件环节的龙头企业有迪特旗和东

软软件等。

产业链各环节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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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截止到2021年末的国内大数据市场中，华为云的市场份额占比稳居首位，约为18.7%，阿里云紧随其后，其市场占比约为12.4%，

亚马逊云科技、腾讯云、浪潮集团的市场份额占比分别为9.8%、7.7%和6.8%，行业CR5约为55.4%，市场集中度较高，除此之外

其他企业所占份额约为44.6%左右。

企业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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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大数据行业发展趋势                    

目前大数据已经在多个领域中广泛应用，在这个过程中
大数据行业正在成为各个行业资源的聚集区域，与此同
时随着我国政府将大数据产业作为信息技术行业发展的
核心，在国家战略层面大力推动行业发展与创新，将会
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众多企业对大数据的应用热情，纷纷
布局于大数据资源应用领域，逐步拓宽行业应用范围，
从根本上发挥资源集聚能力，吸引各大市场资本的投资
与支持。

 

资源聚集能力愈加明显 市场参与主体多样化

我国大数据行业正呈现出各类企业竞相发展的
格局，随着市场成熟度的不断提升，将会推动
市场格局发生变化，在数据采集、存储、交易
等领域展开激烈的角逐，比如华为云和阿里云
等大型企业的市场份额将有望继续提高，基于
行业吸引力逐渐提升，将会吸引中小型企业不
断进入市场，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我国大数
据行业中的市场主体日渐多样化，市场呈现多
样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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