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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5-2020年中国信息技术产业态势分析分析及行业调研报告》共十章。

报告是 博思数据中心咨询公司的研究成果，通过文字、图表向您详尽描述您所处的行业形势

，为您提供详尽的内容。博思数据在其多年的行业研究经验基础上建立起了完善 的产业研究

体系，一整套的产业研究方法一直在业内处于领先地位。信息技术行业研究报告是2015-2016

年度，目前国内最全面、研究最为深入、数据资源 最为强大的研究报告产品，为您的投资带

来极大的参考价值。

    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简称IT），是主要用于管理和处理信息所采用的各种技

术的总称。一切与信息的获取，加工，表达，交流，管理和评价等有关的技术都可以称之为

信息技术。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发展的七大产业之一，具有创新活跃、渗

透性强、带动作用大等特点，被普遍认为是引领未来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信息网络、信息服务和软件产业的融合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云计算、

物联网、移动互联网、新一代移动通信等新兴业态的发展。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已形成

了一定的发展能力，市场应用需求广阔。围绕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重大需求，加快发展新

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必将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增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性，

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强有力支撑。

全国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分布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整理

    未来一段时期是我国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关键时期。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已迎来难得的历史机遇。一是发展环境日趋

完善。为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署，有关部门正积极制定相关专项发展规划和政

策措施，推进相关领域的改革和制度建设，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二是

信息网络建设和技术演进不断加快。宽带、泛在、融合、安全的新一代信息网络发展正加速

推进，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兴业态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化方兴未艾，新兴服务模式不断涌现。

信息技术的持续进步将不断推动产业融合发展。三是国内市场需求潜力巨大。随着我国工业

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发展，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各领域信

息化建设的加快，为新一代信息技术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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