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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白皮书（2020）》背景

高质量发展成为
中国经济发展新特征

数字政务在现代
化治理中面临新挑战

县域级数字经济
发展从幕后走向台前

数字经济将在后
疫情时代开启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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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篇
148个城市

县域篇
100个县域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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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特别篇
新冠疫情特别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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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白皮书（2020）》新变化



上海 90.5

广州 86.6

深圳 90.2

无锡 80.6

北京 89.4

宁波 78.2

成都 89.2

重庆 77.3

杭州 89.1

武汉 77.0

2020中国城市数字经济Top10城市



数字经济在全国掀起主浪潮，新一线城

市增长31.8%，二线城市增长32.7%，

构成了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生力军

 “一线城市台阶” ：数字经济一线城市继续

保持引领，众多新一线城市开始向一线城

市靠近，接近台阶的城市值得关注

 “三线城市台阶”：四线城市持续增多，但

进入三线城市序列仍存在难点，寻找有效

抓手是跟上数字经济发展主浪潮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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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主浪潮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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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和疫情防控能力

呈强正相关

 最快实现有效管控：数字经济一线城市用

时11天，实现第一批疫情人员有效管控

 最早进入低峰阶段：一线城市提前5天进

入低峰阶段，疫情迅速得以控制

 最短高峰持续时间：一线城市疫情高峰期

仅3天，极大缩短高压防控时间

疫情防控：数字经济的价值得到充分体现



预警分析

政务管理

社会治理

复工复产

 人工智能健康监测平台BlueDot发出

第一条病毒警告

 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智能语音随访

系统

 上海市公共临床卫生中心新型肺炎AI

智能评价系统

 郑州高新区云办公

 国家防疫健康信息码

 重庆云课堂

 国网杭州供电公司“一户一画像”助

力防疫

 北京地铁快速AI体温检测仪

 成都高新区隔离人员定位管理和信息

上报系统

 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

 长三角“健康码”数据共享

 武汉疫情防控大数据系统

人工智能

大数据

感知技术

云计算

抗疫时间线：数字经济新技术持续护航



应变速度 应变案例发展方向 发展方向应变速度 应变案例

 农产品线上化、平台化

 可溯源应用农业

 全流程线上审批

 非接触式营销

 AI机器人
金融

 生产端无人化

 服务端线上化

 传输调度智能化
能源

后续影响

 无接触配送

 无感监测

 智能分拣机器人

交通
物流

 在线教育

 VR博物馆

 云健身

科教
文体

后续影响

 智慧社区

 新零售

 VR旅游

生活
服务

 无人化生产

 工业互联网

 智能供应链

制造

 区域医卫平台

 云查房

 远程/非接触诊疗

医疗
健康

疫情对八大产业数字化影响



 发展目标：由“规模发展”到“高质量发展”

 关键要素：由“钢筋水泥”到“数据、未来网络”

 建设主体：由“工程企业”到“数字化企业”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布局。

“新基建”构筑新结构性力量，匹配未来

洞察一：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涌向数字经济



建立了统一
政务云

80%+

设立了城市
大数据局

90%+

有价值的数据
开放平台

30%+

有效的城市级
大数据平台

20%+

数据要充分发挥要素价值

政务感知能力要持续加强

洞察二：数据感知能力和要素价值重要性急剧凸显



京津冀：单核心带动

13城，区域加权72.0分

长三角地区：多核心全面发展

41城，区域加权70.6分

成渝地区：双核心驱动

16城，区域加权67.7分

粤港澳大湾区：深度一体化

11城，区域加权79.4分 >85
65-85
50-65

40-50
<40

洞察三：区域性数字经济呈现“4+N”新格局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阶段分布

 发展路径

1、增强本地优势产业数字化

2、带动特色数字产业化提升

3、实现双融合和共发展

起步 发展 领先

领先 0 11 6

发展 81 14 0

起步 36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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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察四：“产业数字化发展+数字产业化起步”阶段



制造业

总体：

TOP10：

代表：苏州 工业云图

医疗健康

总体：

TOP10：

代表：北京 智慧养老

交通物流

总体：

TOP10：

代表：郑州 智能物流仓储

农业

总体：

TOP10：

代表：成都 5G智慧养殖

生活服务

总体：

TOP10：

代表：广州 智慧社区

科教文体

总体：

TOP10：

代表：杭州 智慧校园应用

金融业

总体：

TOP10：

代表：上海 大数据普惠金融

各城市呈现产业集群化和数字化发展趋势

能源产业

总体：

TOP10：

代表：南京 智能电网



 区域分布：全国呈现星火燎原态势；长三

角、珠三角、福建沿海和山东半岛等沿海聚

集带

 产业突破：数字经济成为县域范围内的产业

集群发展、行业技术突破以及业务应用创新

的主引擎

 政务创新：数字经济驱动县域数字政务创

新、强化政产数字联动，成为现代化治理的

创新试验田

数据资源
精细化

产业集群
数字化

数字政务
创新化

城乡数字
一体化

洞察五：县域（市、区）数字经济现星火燎原态势



数字经济

发展

数字政务水平提升（抓手）

产业数据聚合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抓手）

产业数字化能力提升

产业集群生态繁荣

收入规模扩大

数字经济发展的飞轮效应模型



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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