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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 区域发展环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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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相关发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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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浙江省数字经济发展最新政策解读

　　　　2、GDP增长情况

　　　5.6.2 数字经济发展现状

　　　　1、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现状

　　　　　（1）IPv6

　　　　　（2）数据中心

　　　　　（3）5G

　　　　2、数字经济发展现状

　　　　　（1）整体情况

　　　　　（2）代表城市情况

　　　5.6.3 数字经济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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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2 数字经济发展现状

　　　　1、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现状

　　　　　（1）IPv6

　　　　　（2）数据中心

　　　　　（3）5G

　　　　2、数字经济发展现状

　　　　　（1）整体情况

　　　　　（2）代表城市情况

　　　5.7.3 数字经济发展潜力

　　5.8 福建省数字经济市场发展现状及潜力

　　　5.8.1 区域发展环境分析

　　　　1、相关发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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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工业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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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代表城市情况

　　　5.8.3 数字经济发展潜力

　　5.9 山东省数字经济市场发展现状及潜力

　　　5.9.1 区域发展环境分析

　　　　1、相关发展政策

　　　　　（1）山东省数字经济战略规划政策发展脉络

　　　　　（2）山东省数字经济发展最新政策解读

　　　　2、GDP增长情况

　　　5.9.2 数字经济发展现状

　　　　1、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现状

　　　　　（1）IPv6

　　　　　（2）数据中心

　　　　　（3）5G

　　　　2、数字经济发展现状

　　　　　（1）整体情况

　　　　　（2）代表城市情况

　　　5.9.3 数字经济发展潜力

第6章：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现状与趋势分析

　　6.1 企业数字化转型概念及驱动因素

数字经济行业

6



　　　6.1.1 企业数字化转型概念

　　　6.1.2 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

　　　　1、市场驱动因素

　　　　　（1）数字经济重塑企业生态

　　　　　（2）数字化转型加速产业融合

　　　　　（3）数字化转型重塑企业竞争优势

　　　　2、技术驱动因素

　　　　　（1）物联网

　　　　　（2）云计算

　　　　　（3）大数据

　　　　　（4）移动化

　　　　　（5）区块链

　　6.2 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

　　6.3 不同行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特征及案例分析

　　　6.3.1 制造业

　　　　1、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特征

　　　　2、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案例分析

　　　　　（1）企业简介

　　　　　（2）经营难点

　　　　　（3）转型成果

　　　6.3.2 零售业

　　　　1、零售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特征

　　　　2、零售业企业数字化案例分析

　　　　　（1）企业简介

　　　　　（2）经营难点

　　　　　（3）转型成果

　　　6.3.3 公共服务业

　　　　1、公共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特征

　　　　2、公共服务业企业数字化案例分析

　　　　　（1）企业简介

　　　　　（2）经营难点

　　　　　（3）转型成果

　　　6.3.4 建筑与房地产

　　　　1、建筑与房地产企业数字化转型特征

　　　　2、建筑与房地产企业数字化案例分析

　　　　　（1）企业简介

　　　　　（2）经营难点

　　　　　（3）转型成果

　　　6.3.5 现代农业与养殖业

　　　　1、现代农业与养殖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特征

　　　　2、现代农业与养殖业企业数字化案例分析

　　　　　（1）企业简介

　　　　　（2）经营挑战

　　　　　（3）转型成果

　　6.4 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趋势分析

——展望篇——
第7章：数字经济行业投资前景分析

　　7.1数字经济行业发展前景和发展趋势分析

　　　7.1.1 数字经济发展前景

　　　7.1.2 行业发展趋势预测

　　　　1、数字经济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2、数字技术的扩散程度将进一步提高

　　　　3、数字生态的竞争优势将进一步凸显

　　　　4、数字安全的底线意识将进一步增强

　　7.2 数字经济行业投资特性分析

　　　7.2.1 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1、资源壁垒

　　　　2、技术壁垒

　　　　3、贸易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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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 行业投资风险预警

　　　　1、信息安全风险

　　　　2、监管风险

　　7.3 数字经济行业投资价值与投资机会

　　　7.3.1 行业投资价值分析

　　　　1、传统企业赋能价值

　　　　2、产业数字化升华价值

　　　　3、降低社会成本价值

　　　7.3.2 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1、产业链投资机会分析

　　　　　（1）数据标注

　　　　　（2）数字资产证券化

　　　　2、重点区域投资机会分析

　　　　3、细分市场投资机会分析

　　　　　（1）数字金融

　　　　　（2）数字政府

　　　　　（3）数字农业

　　7.4 数字经济行业投资策略与可持续发展建议

　　　7.4.1 行业投资策略分析

　　　　1、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

　　　　2、技术投资

　　　　3、平台投资

　　　7.4.2 行业可持续发展建议

　　　　1、强化数字融合，加快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

　　　　2、注重提升数字化治理能力

　　　　3、跨境数据流动和治理

　　　　　（1）推进分级分类分区域跨境数据流动的监管制度

　　　　　（2）构建完善的跨境数据流动管辖与信任体系

　　　　　（3）将跨境数据流动嵌入国际贸易投资协定中

　　　　　（4）推动建立跨境数据流动的全球治理框架

　　　　4、信息安全管理

　　　　　（1）完善顶层设计，强化统筹协调

　　　　　（2）推进依法治网，健全法治保障

　　　　　（3）强化能力建设，筑牢安全防线

　　　　　（4）推进技术创新，构建良性生态

　　　　　（5）深化国际合作，助力国际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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