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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报价

《2023-2029年中国数字经济市场深度研究与投资方向研究报告》信息及时，资料详实，指导

性强，具有独家，独到，独特的优势。旨在帮助客户掌握区域经济趋势，获得优质客户信息

，准确、全面、迅速了解目前行业发展动向，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和效果，是把握企业战略发

展定位不可或缺的重要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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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数字经济是以数据资源为重要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

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随着数字

经济发展的提速，数字经济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即&ldquo;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

治理及数据价值化&rdquo;。 

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较上年增加3.3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8.6%；数

字经济增速达到GDP增速3倍以上。地方上，已有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上海等13个省市

数字经济规模超过1万亿元；北京、上海数字经济GDP占比超过50%。2021年3月19日，工业和

信息化部发布的数据显示，&ldquo;十三五&rdquo;期间，中国数字经济年均增速超过16.6%。

数字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质量效益明显提升，到2020年年底，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

占GDP比重达到7.8%，发展活力不断增强。 

数字经济相关利好政策持续更新，2020年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

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要&ldquo;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rdquo;。数

据可存储、可重用，呈现爆发增长、海量集聚的特点，是实体经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发展的基础性战略资源。国家层面，2020年5月22日，&ldquo;数字平台经济促就业助脱贫行

动&rdquo;方案印发，该《方案》旨在贯彻中央关于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和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决

策部署，进一步拓宽政企合作领域，发挥政府和市场两方面作用，帮助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

和贫困地区农民工就业创业。2021年3月19日，举行的第四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有关情况发布

会上，表明正抓紧制定《&ldquo;十四五&rdquo;国家信息化规划》，计划将从九个方面推动落

实。其中，明确指出要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从而在全国范围内真正打造出数字经济的新优势。2021年6月3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

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从&ldquo;数字产业化&rdquo;和&ldquo;产业数字

化&rdquo;两个方面，确定了数字经济的基本范围，将其分为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

业、数字技术应用业、数字要素驱动业、数字化效率提升业等5大类。下一步，国家统计局将

定期开展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核算工作，为各地区各部门贯彻落实&ldquo;十四五&rdquo;规划

《纲要》明确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展目标提供数据支撑。同时，借鉴国内外有关机构在数

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方面的研究经验，基于《数字经济分类）》，探索开展我国数字

经济全产业的核算工作。2021年7月23日，商务部、中央网信办、工信部联合印发《数字经济

对外投资合作工作指引》，要求做好数字经济走出去风险防范。鼓励数字经济企业完善内部

合规制度，严格落实我国法律法规有关数据出境安全管理的规定，遵守东道国法律法规及国

际通行规则，妥善应对数字经济领域审查和监管措施。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健全数据安

全管理制度，采取必要技术措施，保护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支持企业通过法律手段维权。



密切跟踪全球数字经济反垄断及加征数字税最新政策动向，做好应对准备。 

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数字经济市场深度研究与投资方向研究报告》报告

中的资料和数据来源于对行业公开信息的分析、对业内资深人士和相关企业高管的深度访谈

，以及共研分析师综合以上内容作出的专业性判断和评价。分析内容中运用共研自主建立的

产业分析模型，并结合市场分析、行业分析和厂商分析，能够反映当前市场现状，趋势和规

律，是企业布局煤炭综采设备后市场服务行业的重要决策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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