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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发展

015 年

	

	

	

信息通信

015年 5

展调查

年）

信研究院

月	

查报告

院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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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点

明者

国大数据发展

本调查

。转载、

的，应注

者，本院

展调查报告（

查报告版

摘编或

注明“来

院将追究

2015年） 	

版

版权属于中

或利用其它

来源：中国

究其相关法

	 	 	 	 	 	 	 	 	

	

	

版权声

中国信息

它方式使

国信息通

法律责任

明	

息通信研

使用本调

通信研究

任。	

	

研究院，并

查报告文

究院”。违

并受法律

文字或者

违反上述

	

	

律保

者观

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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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与

与应

数据

数据

市场

用的

金融

谨客

决策

供商

谢！

国大数据发展

2014年

与准备，国

应用，带动

据的应用状

据应用状况

场规模、应

的政策和

融、批发零

客观的数据

策提供参考

本《报告

商和企业用

！同时也对

 

展调查报告（

年是中国企

国内一些电

动软件、硬

状况和特

况的调查

应用状况

资源需求

零售等行

据，为政府

考。	

告》的数据

用户以及

对接受大

2015年） 	

企业级大数

电信和金融

硬件和服

特点，中国

查。本次活

、数据资

求等问题进

行业的固定

府、企业等

据采集工

及社会各界

大数据调查

	 	 	 	 	 	 	 	 	

前言

数据市场的

融等行业

务市场发

国信息通信

活动采用在

源情况、

进行调研，

定从业人员

等了解中

作得到了

界的大力支

查访问的企

言	

的起步之

业用户开始

发展。为进

信研究院开

在线问卷的

平台建设

调研对象

员 16368人

国大数据

了政府部门

支持。我们

企业朋友表

	

年，经过

始实际部署

进一步掌握

开展了 20

的方式，对

设情况、企

象包括电信

人。本报

据发展状况

门、大数据

们在此表示

表示最诚挚

中国信息

2015 年

过近两年的

署大数据平

握中国企业

14年中国

对中国大数

企业大数据

信、互联

告希望以

况和制定相

据解决方案

示最衷心的

挚的谢意

息通信研究

年 5 月 29

	

	

的探

平台

业大

国大

数据

据应

网、

以严

相关

案提

的感

！	

 

究院 

9 日 



中国

	

前言

目录

观点

一、

1.

1.

二、

2.

2.

三、

3.

3.

3.

3.

四、

4.

4.

4.

五、

5.

5.

5.

六、

6.

6.

国大数据发展

言 ...................

录 ...................

点摘要 ...........

  调查背景

.1 调查方法及

.2报告术语界

  大数据市

.1 大数据市场

.2 大数据市场

  大数据应

.1 对大数据应

.2 大数据应用

.3 大数据应用

.4大数据应用

  大数据资

.1数据资源的

.2数据资源的

.3 数据资源的

  大数据平

.1 大数据平台

.2 自建大数据

.3 采购公共云

  政策需求

.1大数据发展

.2 企业对大数

展调查报告（

.....................

.....................

.....................

景 ...................

及样本 ..........

界定 ...............

市场规模 ........

场规模预估 ..

场细分领域产

应用 ...............

应用的认识 ..

用的部署现状

用带来的效果

用的主要障碍

资源 ...............

的规模 ...........

的来源 ...........

的类型 ..........

平台 ...............

台建设模式 ..

据平台模式 ..

云服务模式 ..

求和资源需求 

展的政策需求

数据资源的需

2015年） 	

.....................

.....................

.....................

.....................

......................

......................

.....................

......................

产值 ...............

.....................

......................

状 ...................

果 ...................

碍 ....................

.....................

......................

......................

......................

.....................

......................

......................

......................

....................

求 ....................

需求状况 .......

	 	 	 	 	 	 	 	 	

目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II 

.... IV 

...... 1 

...... 3 

...... 3 

...... 4 

...... 5 

...... 5 

...... 6 

...... 6 

...... 6 

...... 7 

...... 8 

...... 8 

...... 9 

...... 9 

.... 10 

.... 11 

.... 12 

.... 12 

.... 12 

.... 15 

.... 16 

.... 16 

.... 17 



中国

	

(一

(二

(三

(四

国大数据发展

一) 我国大

 2014 年

115.9

 大数据

平。 

二) 大数据

 用户对

要的超

 企业大

企业大

理（4

 政策限

三) 企业大

 大部分

 企业内

客户和

 企业传

为数据

（56.

) 大数据

 企业大

业选择

据平台

 企业大

50 台以

展调查报告（

大数据市场

年我国大数

9 亿元，增速

据软件产值

据应用现状

对大数据高

超过 95%。 

大数据应用

大数据应用

45.6%）。 

限制和数据

大数据资源

分企业数据

内部数据依

和企业内部

传统结构化

据库表是大

2%）和图片

据平台建设

大数据应用

择自建大数

台。 

大数据集群

以下的占 4

2015年） 	

观

场规模 

数据市场规

速 38%。 

值为 35.6 亿

状 

高度认同，调

效果明显。

的最明显效

据资源短缺成

源情况 

据总量在50T

依然是开展大

部管理平台的

化数据库表成

大数据应用当

片数据（34

设模式 

的建设模式

数据平台，37

群规模大部分

49%，100 台

	 	 	 	 	 	 	 	 	

观点摘要

模达到 84

亿元，占市场

调查中受访

。受访企业

效果，随后

成为制约企

TB~500TB之

大数据应用

的数据占企

成为企业最

当中最主要

4.3%）。	

式分为自建

7%的企业选

分比较小。

台以下的占

要	

亿元人民币

场总量的 42

访企业认为大

业有 61.7%的

是实现智能

企业大数据发

之间，占73%

用的基础。来

企业大数据应

最主要的数据

要的数据类型

建平台和购买

选择通过购买

受访企业用

74%。 

	

币，预计在

2%，占比高

大数据技术

的人认为提

能决策（57.

发展的最主

%。500TB以

来自企业内

应用资源总

据类型。73

型。随后是

买云服务。

买云服务的

用于大数据

2015 年将达

高于国际平均

术对企业非常

升运营效率

.8%）和风险

主要因素。 

上的只占1

内部平台、企

总量的 52.9%

3.9%的企业

是网页数据

超过 60%的

的形式建设大

据的服务器数

	

1	

达到

均水

常重

率是

险管

17%。 

企业

%。 

业认

的企

大数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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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国大数据发展

五) 政策需

 政府的

助更多

（64.

 企业对

后是社

	

	

	

	

	

	

展调查报告（

需求和资源

的各种大数

多大数据领

7%）和促进

对于政府公

社保数据（2

2015年） 	

源需求 

数据扶持政策

领域的科研项

进数据流通

公开数据需求

27.9%）、教育

	

	 	 	 	 	 	 	 	 	

策成为企业

项目，其次

通交易（63.

求强烈。42%

育科研数据（

业关注焦点。

次是开放更多

6%）。 

%的企业希

据（26.9%）和

	

。71%的企业

多政府公共

望获得各类

和市政管理数

业希望政府

共信息资源

类企业信息

数据（25.5%

	

2	

府资

，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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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1

件产

163

最终

地区

国大数据发展

、 调查

1 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

产品使用情

 有效

本次调

368份，根

终得到 80

 受访

覆盖我

区。 

展调查报告（

查背景	

法及样本 

查采用问

情况、大

效样本选取

研共获得

根据行业分

09份有效

访企业所在

国华北、

2015年） 	

卷调查的

大数据投入

取： 

得 31000

分布和对大

效样本进行

在地： 

东北、华

图 1受访

	 	 	 	 	 	 	 	 	

的方式针对

入状况等问

份答题样

大数据的了

行统计分析

华东、中南

访企业所在地

 

对大数据应

问题进行了

样本，选取

了解程度对

析。 

南、西南、

地区统计

	

应用模式、

了调研。 

取其中的

对受访对象

西北六大

、大数据软

的固定职业

象进行筛

大区域及海

 

	

3	

软硬

业者

选，

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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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200

1.2

件、

据软

为基

件。

服务

国大数据发展

13

200

500

200

 受访

大部分受

0~500人

大部分受

00~5000万

2 报告术语

大数据产

、硬件及专

软件、硬件

大数据软

基础的新型

。�

大数据服

务，以及大

展调查报告（

20%

3%

8%
9%

0人以下 2

0‐1000人 1

00‐5000人 5

访企业规模

受访企业

（29%），

受访企业

万元（24%

图

语界定 

产业：本报

专业服务

件及服务

软件：本报

型分布式

服务：本报

大数据系

2015年） 	

21%

29%

200‐500人

1000‐2000人

5000人以上

模和年盈利

业人员规模

500~100

业年盈利在

%）、500

2受访企业

报告所称

。大数据

务的直接产

报告所称

式数据平台

报告所称

统相关的

	 	 	 	 	 	 	 	 	

利状况 

模在 1000

00 人（20

在 1 亿元以

00万元~1

业人员规模和

称大数据产

市场规模

产值，不含

大数据软

台软件，以

称大数据服

的咨询、设

人以内，

0%）。 

以内，500

1亿元（1

和年盈利情

产业，包含

模的计算口

含因大数据

软件，主要

及基于这

服务，主要

设计和系统

17%

11

500万元

2001‐500

1亿元‐5亿

	

200 人以

0~2000 万

17%）。 

情况	

含大数据直

口径，相应

据应用产生

指以 Had

这类平台软

要包括数据

统集成服务

14%

24%

%

1%

9%

以下 50

00万元 50

亿元 5亿

以下（21%

万元（25%

直接相关的

应的包含大

生的附加

oop 或 Sp

软件的应用

据分析公共

务等。�

%

25%

1‐2000万元

01万元‐1亿元

亿元以上

	

4	

）、

）、

 

的软

大数

值。�

park

用软

共云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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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

备等

专门

二

Spa

数据

2.1

未来

201

长。

	

国大数据发展

大数据硬

企业内部部

等。大数据

门优化过

、 大数

2014年

ark的大数

据相关的专

1 大数据市

预计 20

来随着应用

16至 201

。	

展调查报告（

硬件：本报

部署的大

据系统一般

的一体机

数据市场

年，中国大

数据软件产

专业服务

市场规模

015年中国

用效果的

18年中国

2015年） 	

报告所称

大数据软件

般使用通

机设备。�

场规模

数据市场

产值、用于

务产值三部

预估 

国大数据市

逐步显现

国大数据市

图 3中国

	 	 	 	 	 	 	 	 	

称大数据硬

件，主要包

通用硬件，

场规模约为

于承载大

部分构成。

市场规模

现，一些成

市场规模增

国年大数据

硬件，是企

包括服务器

技术上并

为 84亿元

大数据应用

	

将达到 1

成功案例将

增长还将维

市场规模

	

企业购买的

器、网络设

并无特殊性

元，主要由基

用的硬件产

15.9亿元

将产生示范

维持 40%

的指用于支

设备和存储

性，也有少

基于 Hado

产值，以及

元，增速 38

范效应，预

%左右的高

	

	

5	

支撑

储设

少量

oop、

及大

8%。

预计

高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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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占比

服务

占比

外则

三

3.1

程度

国大数据发展

2 大数据市

从大数据

比最大，约

务产值为

比明显偏高

则更多的

、 大数

1 对大数据

调研结果

度认知基本

展调查报告（

市场细分领

据市场构

约 42%；

19.9亿元

高，这主要

以收取服

图 4	2

数据应用

据应用的

果显示，受

本一致，

2015年） 	

领域产值

构成来看，

大数据硬

元，约占 2

要是由于

服务费方式

2014年中国

用	

认识 

受访对象对

95%以上认

	 	 	 	 	 	 	 	 	

值 

2014年

硬件产值 2

24%。与

于国内客户

式支付费用

国大数据市

对于大数

认为不可

大数据软

28.5亿元

国外市场

户更愿意接

用。	

市场细分领域

数据应用能

可或缺或锦

	

软件产值为

元，约占 3

场构成相比

接受软件版

域产值	

能力对企业

锦上添花。

为 35.6亿

4%；大数

比，国内软

版权费，而

业业务的重

 

	

6	

元，

数据

软件

而国

	

重要



中国

	

3.2

数据

的企

要分

较为

但较

应用

国大数据发展

2 大数据应

调研结果

据应用，2

企业已经实

分布在互联

为缓慢，批

较为乐观

用较上一年

展调查报告（

图

应用的部

果显示，受

4%的企业

实现了大

联网、电信

批发零售业

的是，在

年度呈增

32%

24%

2015年） 	

图 5企业对于

署现状 

受访企业

业已经开始

大数据应用

信、金融

业甚至有超

大数据应

长态势。

图 6企业

锦上添花
185
39%

可有可无
12
3%

44%

	 	 	 	 	 	 	 	 	

于大数据应

中有超过

始部署大数

用。其中，

行业，一

超过 80%

应用变化情

 

业大数据应

不清
2
0

%

应用认同程度

过 44%没有

数据平台但

大数据应

些传统行

%的企业并

情况调查中

应用状况 

不可或缺
276
58%

完全

要
2
0%

清楚
2
%

没有

已经

已经

据应

	

度	

有大数据平

但还未实

应用水平较

行业的大数

并没有大数

中，95%的

缺

不需

要
2
%

有大数据部署

经在应用大数

经部署但还没

应用

 

平台部署和

现应用，3

较高的行业

数据应用发

数据应用计

的企业大数

署和应用

数据

没有实现大数

	

7	

和大

32%

业主

发展

计划。

数据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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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将提

效果

面也

也从

3.4

（如

大和

念近

滞后

禁锢

障碍

创

国大数据发展

3 大数据应

在大数据

提升运营效

果。其次在

也有着不

从另一个角

4 大数据应

调研结

如隐私保护

和没有看到

近两年热度

后性，数据

锢，这也使

碍。数据资

提升客户满

创造新的业务

减低运营

更好的风险

实现智能

提升运营

展调查报告（

应用带来

据应用效

效率、实现

在降低运营

同程度的

角度提示

图 7  企业

应用的主要

果显示，

护），其次

到明显效

度不断上

据跨部门

使得政策限

资源增长迅

0

满意度

务收入

营成本

险管理

能决策

营效率

2015年） 	

的效果 

效果方面，

现智能决策

营成本、创

的应用效果

示了企业在

业大数据应

要障碍 

制约企业

次是数据

效益，最后

上升，技术

、跨企业

限制成为

迅速，但是

100

	 	 	 	 	 	 	 	 	

已经进行

策和更好

创造新的

果。统计结

在大数据应

应用效果（企

业大数据发

资源短缺

是诸如人

术水平也飞

、跨行业

了摆在我

是如何通

229

200

了大数据

好的管理风

业务收入

结果表明企

应用的哪些

企业数量，

发展的最

缺和技术水

人才缺乏等

飞速发展，

业甚至跨领

我国企业大

通过技术手

263

277

3

300 4

	

据应用的受

风险视作最

入和提升客

企业大数据

些方面需要

n=809） 

主要因素

水平不足，

等其他原因

但由于政

领域流动的

大数据应用

手段获取高

368

46

400 50

受访企业一

最明显的应

客户满意度

据应用热

要加强。 

素是政策限

随后是投

因。大数据

政策、法规

的需求被牢

用面前的最

高质量的数

7

498

0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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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

应用

度方

点，

	

限制

投资

据概

规的

牢牢

最大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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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企

相对

基于

实行

四

4.1

总占

50T

长，

综合

技

国大数据发展

企业面临

对较低的行

于投入产

行的重要原

图

、 大数

1 数据资源

在本次受

占比达到

TB和高于

，如何低成

合竞争能力

技术水平不能

存在政策

展调查报告（

的重要问

行业来说

出比的考

原因。 

8  制约企业

数据资源

源的规模 

受访企业

73%，其

于 500TB 的

成本高效

力的重要

没有看到明显

投

能满足大数据应

数据资

策限制（如隐私

2015年） 	

题。大数

说，技术门

考虑，认为投

业大数据发

源	

业中，数据

其中 50~10

的企业只占

率的采集

要体现。 

其他

显的效益

投资太大

应用需要

资源短缺

私保护）

	 	 	 	 	 	 	 	 	

数据来源于

槛是不得

投资大和

发展主要因素

据资源总量

00TB 数据

占 5%和 1

集、存储和

25

于互联网，

得不正视的

无明显效

素（企业数

量多集中在

据量级占比

7%。随着

和利用这些

139

	

对于一些

的一个问题

效益是大数

数量，n=809

在 50~500

比最多（2

着企业数据

些数据资源

250

些信息化程

题。很多企

数据应用不

9） 

0TB 量级上

28%），低

据的指数化

源，成为企

307

33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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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

企业

不能

	

上，

低于

化增

企业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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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和管

数据

值密

的企

据。

国大数据发展

2 数据资源

调研结果

管理平台数

据和社交平

密度低，分

企业通过外

。 

展调查报告（

源的来源 

果表明，

数据作为

平台数据

分别有 40

外部购买

500T
1

2015年） 	

图 9受访企

50%以上

为大数据应

据这类数据

0%和 35%

买所获得的

200~500TB
20%

TB以上
17%

	 	 	 	 	 	 	 	 	

企业数据资源

的企业把

应用最主要

据源，由于

%的企业将

的数据。只

100‐20
25%

B

不清楚
5%

源总量情况

把内部业务

要的数据来

于获取和分

将这类数据

有 18%的

50TB以下
5%

50‐100TB
28%

00TB
%

	

况 

务平台数据

来源。互联

分析技术不

据纳入应用

的企业使用

据、客户数

联网上公开

不够成熟，

用范围。3

用政府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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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开的

价

32%

放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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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据库

页数

应用

企

数

国大数据发展

图

3 数据资源

从数据类

库表，达到

数据为代表

用最少的数

图

政府免

外

社

互联网上

企业内部管理

企业客户

企业内部业

0

其他

语音

视频

图片

网页

数据库表

展调查报告（

图 10  受访

源的类型 

类型上看

到 75%，即

表的半结

数据来源

图 11  企业

其他

免费开放数据

外部购买数据

社交平台数据

上的公开数据

理平台的数据

户相关的数据

业务平台数据

42

100

2015年） 	

企业大数据

看，企业在实

即关系型

结构化数据

源是图片、

大数据应用

5

0 50

他

据

据

据

据

据

据

据

21

200

	 	 	 	 	 	 	 	 	

据来源情况

实际应用

数据仍是

据，占 57%

语音、视

用类型（（

144

100 150 2

4

277

279

300

（企业数量

中所使用

是企业的核

。由于分析

视频等非结

企业数量，

255

2

200 250 3

4

400

	

量，n=809）

用的最主要

核心数据。

析技术发展

结构化数据

n=809））

5

279

313

00 350 40

454

500 6

） 

要的是已有

其次是以

展相对缓

据。 

） 

401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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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5.1

模式

产品

分析

服务

主。

大数

据平

5.2

（1

国大数据发展

、 大数

1 大数据平

本次调

式和采购公

品或解决方

析工具和应

务提供商所

调研结果

。有超过 6

数据平台

平台。 

2 自建大数

1）大数据

展调查报告（

数据平台

平台建设模

研根据大

公共云服

方案，在本

应用展示

所提供的

果表明，国

60%的受访

，只有 37

数据平台模

据基础平台

购

2015年） 	

台	

模式 

大数据平台

服务模式。

本地建设大

示等。采购公

在线大数

国内企业

访企业已经

%的企业

图 12大数

模式	

台软件类型

购买云服务
37%

	 	 	 	 	 	 	 	 	

台建设模式

自建大数

大数据相

公共云服

数据服务。

的大数据

经或计划

已经或计

数据平台建设

型	

自建大

不清
2%

式的不同

数据平台指

关基础设

服务指的是

 

平台建设

通过以自

计划购买云

设模式分类

大数据平台
61%

清楚
%

	

分为自建

指的是购买

设施、存储和

是购买某一

设模式以自

自建私有云

云服务的方

类 

建大数据平

买大数据相

和计算平

一家大数据

自建私有云

云的方式搭

方式建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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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

相关

台、

据云

云为

搭建

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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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开源

18%

开源

（2

台以

13%

业中

国大数据发展

闭源大数

面，71%的

源软件的使

%的企业选

源商业版软

2）服务器

受访企业

以下的占

%左右。考

中的大数据

展调查报告（

数据商用

的受访企业

使用和运

选择基于社

软件建设

器规模	

业中，用于

74%。100

考虑到企业

据单集群

2015年） 	

软件仍是

业选择使用

运维技术门

社区版进

设大数据应

图 13大

于大数据

0~500台服

业内部的服

群规模在 1

闭源软件
71%

	 	 	 	 	 	 	 	 	

是企业首选

用闭源软

门槛较高，

行自主二

应用平台。

大数据平台软

的服务器

服务器和

服务器可

00台以上

社
1

件

选。在大数

软件建设大

较少企业

二次开发，

 

软件类型 

器数量 50

500台服

可能会分属

上的应该远

社区版
18%

开源商业版
11%

	

数据平台软

大数据应用

业选择开源

11%的企

台以下的

服务器以上

属于多个集

远低于 20

版

软件类型选

用平台。由

源软件。只

企业选择基

 

占 49%，

上的企业各

集群，因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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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由于

只有

基于

100

各占

此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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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位

态度

（4

是产

例

国大数据发展

3）选择大

受访企

位（平均分

度较为谨慎

4.19 分）和

产品可扩展

（3.85分

1

展调查报告（

大数据产品

业在考虑

分 4.55 分

慎。接下

和产品易

展性（3.9

）。 

100~500台服务

器
13%

500台

1

2015年） 	

图 14受访

品的考虑因

虑选择大数

分，满分为

来是产品

用性（4.1

97分）、

50~100台

器以
25%

务

服务器以

上
13%

	 	 	 	 	 	 	 	 	

访企业服务器

 

因素	

数据产品时

为 5 分）

品稳定性（

14分），

产品性价

20台服

以
21

20~50
台服务

以
%

器数量情况

时都把产

，可见对

（4.42 分）

相对来说

价比（3.95

服务器

下
1%

0台服务器
28%

	

况 

品的安全

对于大数据

、售后服

说放在次要

5分）、产

	

全性放在首

据产品的使

服务的及时

要考虑位置

产品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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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

使用

时性

置的

功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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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1

服务

择使

外厂

产

国大数据发展

3 采购公共

1）云服务

在被调研

务商性价

使用国内云

厂商提供

产品实施过的

产

产品

产

售后服务

产

产

展调查报告（

图

共云服务模

务商选择	

研的近 80

比、易用程

云服务厂

的大数据

3.40

的成功案例

产品性价比

品可扩展性

产品易用性

务的及时性

产品稳定性

产品安全性

2015年） 	

图 15选择大

模式 

00 家国内

程度和知

厂商提供的

据云服务。

图 16

0  3.60 

国外云服务
12%

	 	 	 	 	 	 	 	 	

大数据产品时

内企业和 1

名度不断

的大数据云

 

云服务购买

3.85 

3

3.80  4.0

国内

厂
8

务厂商

时的考虑因

11 家海外

断上升等原

云服务，只

买选择 

3.95 

3.97 

4.14 

4.1

00  4.20 

云服务

厂商
88%

	

因素 

外企业中，

原因，有 8

只有 12%的

19 

4.42 

4.40  4

由于国内

88%的企业

的企业选择

4.55 

4.60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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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

储或

可视

示。

六

6.1

有所

随后

护和

国大数据发展

2）云服务

在受访企

品，27%选

或虚拟机

视化重视程

。 

、 政策

1 大数据发

政策环境

所侧重。最

后是开放更

和加大政府

在

在

在线大

在

展调查报告（

务类型选择

企业所购

选择购买在

），12%的

程度有所

策需求和

发展的政策

境对于大

最多的企业

更多政府

府采购力

其

在线MapRedu

在线可视化工

通用I

大数据分析工

在线数据库服

2015年） 	

择	

购买的大数

在线大数据

的人选择在

所增加，13

图 17

和资源需

策需求 

大数据发展

业希望政府

府公开信息

度也成为

0

其他

uce

工具

aas

工具

服务

	 	 	 	 	 	 	 	 	

数据云服务

据分析工具

在线 Map

3%的人选

云服务购买

需求	

展至关重要

府能够自

息资源和促

为企业关心

100 20

务中，30%

具，17%的

preduce服

选择在线可

买类型 

要，企业对

主更多大

促进数据交

心的因素之

00 300

	

%选择购买

的人选择通

服务。另外

可视化工具

对于各种政

大数据领域

交易流通；

之一。 

400

买在线数据

通用 IAAS

外，企业对

具进行数据

	

政策的期望

域的科研项

个人数据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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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

（存

对于

据展

望也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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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信息

管理

服务

资

气

食

医

交

劳

市

教

社

企

国大数据发展

2 企业对大

企业对于

息公开成为

理数据、劳

务、医疗健

政府扩

开放更多

资助更多大数

0

其他

气象环境

食品药品

医疗健康

交通服务

劳动就业

市政管理

教育科研

社会保障

企业信息

展调查报告（

图

大数据资

于大数据

为最大诉

劳动就业

健康、食

扩大大数据相关

加强个人信息

促进数据流通

多政府公共信息

数据领域的科研

26

50

2015年） 	

图 18企业对

源的需求

据来源的领

诉求，随后

数据，一

食品药品、

图 19企业

0

关采购

息保护

通交易

息资源

研项目

115

100

	 	 	 	 	 	 	 	 	

对于政府和

求状况 

领域有着不

后是社会保

些专业数

气象环境

业对大数据资

100 200

5

179

18

150 200

和政策的需求

不同期望，

保障数据、

数据的需求

境等。 

资源的需求

294

0 300

86

201

202

206

217

225

0 250

	

求 

调研结果

教育科研

求相对较少

求	

414

5

400 500

300

果显示，企

研数据、施

少，包括交

513

522

573

600 70

339

35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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