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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摘要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数据驱动型企业的成长通常会遵循数据产生、管理、分析到应用的路径，各阶段相

互影响和促进。技术与组织文化变革相辅相成，如能从战略层面推动企业转型，将

可以保障数据驱动的高效落地。

疫情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按下加速键，数据量的提升、数据维度的多元化将让数据

驱动向全场景、全行业渗透。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技术的融合应

用，将通过降低数据驱动的门槛，让更多的企业享受到数据带来的红利。

数字经济时代催生了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新型生产要素，数据具有可复制、可共享、

无限增长和供给的特性，可以通过连接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驱动持续增长和创新

发展。数据驱动强调以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主线。

相比过去的流程驱动，数据驱动让企业能够利用海量、多维度的数据建立起更加全

面的评估体系，或创造直接的业务创新增长，或通过不断优化低效、问题环节提升

运营效率，是企业市场竞争中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为35.8万亿元，产业数字化占数字经济的比例达到80.2%。

新经济领域的高度数字化，通过传导至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在“新基建”、疫情

等外部因素的催化下，数字化转型正对越来越多的行业而言变得重要且紧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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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驱动型企业的概念
以数据生产要素驱动经营管理，实现持续增长和创新发展
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生产要素经历了由土地、劳动力向资本、技术及管理等的演进。数字经济时代催生了以大数据为

代表的新型生产要素，企业的经营管理离不开海量数据的支撑。相较于传统生产要素的有限增长和供给，数据具有可复制、

可共享、无限增长和供给的特性，可以通过连接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驱动企业向数字化转型升级，进而实现持续增长和

创新发展。需要注意的是，数字化转型强调的是运用数字技术，而数据驱动强调是以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因而数字化

转型的范畴大于数据驱动，但数据驱动是数字化转型的主线。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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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中的大数据中心
作为算力基础设施承载海量数据，支撑数据驱动企业成长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成为引领内生增长动力增强、经济结构优化的

关键。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即“新基建”在中央与国家级别的会议中被多次提及。根据国家发改委的定义，

新型基础设施是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其中数据中心被作为算力基础设施列入信息

基础设施的范畴。对于数据驱动型企业而言，数据中心是承载海量数据的存储和计算并支撑上层应用的基石，数据中心产

业的蓬勃发展将为数据驱动型企业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

来源：2016-2019年中国数据中心机架规模来自工信部数据，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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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字产业化到产业数字化
新经济领域高度数字化，加速传导至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随着发展数字经济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近年来数字经济增速显著高于同期的GDP增速，是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

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为35.8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6.2%。其中，数字产业化规模对应信息通信产业的增加值，以

互联网新经济领域的高度数字化为前提，运用“大智物移云”等数字技术降低交易费用、发挥网络外部性、促进分工协作

等，可以为传统产业带来生产数量和生产效率的提升，促进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2019年中国产业数字化规模达到28.8万

亿元，2014年至2019年间，产业数字化占数字经济的比例已经由73.9%上升至80.2%。

来源：中国信通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年）》，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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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差异
外部环境变化催生转型需求，数字化转型正变得重要且紧急
尽管已经认识到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但在很多企业，数字化转型依然是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从战略层面驱动转型更需

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往往进展速度慢、执行力不强。通常而言，越贴近最终消费者的行业，其所面临的竞争环境变

化越快，更新迭代频繁，数字化转型更可能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中国两化融合发展数据地图（2018）》数据显

示，服务业在两化融合发展水平上领先工业，农业、建筑业整体相对落后。进入2020年，在“新基建”、新冠疫情等外部

因素的催化下，众多行业受到冲击，加速开展线上业务，数字化转型正对越来越多的行业而言变得重要且紧急。

注释：两化融合水平与能力评估包括基础建设、单项应用、综合集成、协同与创新等四个主要评估方面。

来源：两化融合服务联盟、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两化融合发展数据地图（2018）》。

2018年中国各行业两化融合发展水平



8©2020.7 iResearch Inc.                                                                                                       www.iresearch.com.cn

大数据整体产业链结构
涵盖底层基础设施、大数据平台及面向业务场景的各类应用
对于数据驱动型企业而言，拥有数据是前提条件，数据可以是来自企业自身的经营管理，也可以来自外部的如政府数据、

第三方数据等，而数据中心为数据提供数据存储和计算的基础设施。面对各种不同类型的离线与实时、结构化与非结构化

数据，企业需要进行集成、处理、分析和可视化等工作，以应用在具体的业务场景当中。通常而言，对于有一定规模和信

息化基础企业，会引入大数据平台或数据中台等对数据进行统一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而针对特定场景的业务需求，则可以

直接选择更加产品化的大数据应用。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大数据产业链结构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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