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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自2009年美国IBM提出&ldquo;智慧城市&rdquo;概念以来，全球智慧城市建设加快，以智能

化为特征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交通、能源、公用设施、医疗、水资源管理、公共安全、政府

服务和教育等方面的智能实践和应用效果已经凸显。智慧城市建设成为全球城市发展的战略

选择，是城市竞争的制高点。美国、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国家纷纷加大智慧城市建设力度

，开辟了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智慧城市是多个垂直行业智能系统联动，从而形成的一个智慧的大系统。因此，智慧城市

将推动各个纵向行业解决方案的发展，推动以服务金融、电信、企业、政府、公共事业如教

育、卫生等行业为目标客户的传统信息服务业的发展和提升。随着云计算等技术的创新发展

和应用，底层技术不再是门槛，基于客户体验的应用创新将成为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以客户

为核心的应用软件也将成为下一轮软件企业竞争的制高点。

      智慧城市的建设和运营涉及到城市各项主体和各个领域，将构建完善的上下游产业链形成

协同效应。例如，供应链为智慧城市提供高效便捷的物流体系，金融为智慧城市项目提供租

赁和创投等资金服务，产业园开发为智慧城市产业提供支撑环境。在智慧城市的基础建设过

程中，还会推动传统意义上的信息技术企业与电信运营商、互联网、有线电视系统等多方的

紧密合作，在无线宽带、三网融合、云计算中心、IPV6等技术领域，共同为城市通信与信息

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服务，形成互相融合的产业链和生态圈。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5-2020年中国智慧城市市场分析及发展趋势研究报告》。首

先介绍了中国智慧城市行业发展环境以及全球智慧城市产业发展现状，接着分析了中国智慧

城市行业规模及消费需求，然后对中国智慧城市行业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

析了中国智慧城市行业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智慧城市行业有个系统的了解

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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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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2　深圳智慧城市发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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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6　3S技术未来发展方向

 

第十四章　2012-2015年中国智慧城市重点企业财务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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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　企业发展概况

14.1.2　企业核心竞争力

14.1.3　经营效益分析

14.1.4　业务经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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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智慧城市投资分析及前景预测（zyz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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