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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2017 年大数据市场发展迅速，与此同时国内重要软硬件企业陆续推出大数据

相关产品。为进一步掌握中国大数据发展和应用情况，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开展了 2017—2018 年度中国

大数据发展状况的调查。本次活动采用现场访问、电话访谈和在线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对中国大数据产业

规模、应用现状、数据资源情况、大数据平台、政策和数据需求等问题进行了调研，共回收有效问卷 1572

份。本报告以调查数据为基础，结合行业专家的访谈，力争详实客观的反映中国大数据发展现状，为政府

和企业了解中国大数据发展状况和制定相关决策提供参考，也为广大关注大数据的从业人员、专家学者和

研究机构提供真实可信的大数据发展报告。  

本报告的数据搜集工作得到了相关政府部门、大数据解决方案提供商、企业用户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

支持。我们在此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同时也对接受大数据调查访问的企业朋友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2018 年 4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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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摘要 

大数据产业规模 

➢ 2017 年中国大数据产业总体规模为 4700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0%；2017 年大数据核心产业规

模为 236 亿元人民币，增速达到 40.5%，预计 2018-2020 年增速将保持在 30%以上。 

大数据应用 

➢ 接近 2/3 的企业已经成立了相关的数据分析部门，企业对数据分析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高。65.2%

的受访企业已经成立了数据分析部门；正在计划成立相关数据部门的企业占比为 24.4%。 

➢ 近四成的企业已经应用了大数据。在接受调查的 1572 家企业中，已经应用大数据的企业有 623

家，占比为 39.6%，与 2016 年相比上升 4.5%，垂直行业中如金融等领域大数据应用增加趋势较

为明显。 

➢ 大数据应用帮助企业实现了智能决策、提高了运行效率和风险管理能力。应用大数据实现了智能

决策的企业占比最高(55.2%)；其次，46.6%的企业表示应用大数据后提升了运营效果，35.9%的企

业应用大数据后能够更好的管理风险。 

➢ 接近六成的企业在大数据领域的投入将持续增加。调查发现，58.2%的受访企业预计未来将加大

大数据投入力度，相比 2016 年上升了 6.7%；其中，大数据投入增加超过 50%的企业占比达到了

25.5%；另有 32.7%的企业在大数据方面的投入增加在 50%以内。 

大数据资源 

➢ 在受访企业中，内部生产数据和客户/用户数据是企业的两大数据来源。54.3%和 48.8%的企业数

据来自其内部生产数据和客户/用户数据，与 2016 年相比分别上升 5.3%和 1%。 

➢ 87.6%的企业非结构化数据已超过一半比例。其中，非结构化数据比例超过 90%的企业占比为

16.2%，与 2016 年相比上升 1.5%；非结构化数据占数据总量 70%-90%的企业占比 55.8%，比 2016

年上升了 4.4%；非结构化数据比例在 50%-70%之间的企业占比为 15.6%。 

➢ 22.5%的企业已经聘用专职首席数据官（CDO）。调查发现，12.3%的受访企业聘用专职首席数据

官已经超过两年；聘用专职首席数据官（在两年以内）的企业占比为 10.2%。此外，33.4%的受访

企业表示将在一年内聘用或正在考虑聘用专职首席数据官。随着对数据管理和利用数据支撑战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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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的企业越来越多，未来聘用专职首席数据官的企业比例有望进一步提升。 

大数据平台 

➢ 本地部署仍是企业进行大数据平台建设的首选方式，同时云服务商大数据服务的使用率有所提升。

选择自建大数据平台企业占比最大（49.1%）； 35.6%的企业倾向选择云服务商提供大数据服务，

较 2016 年上升了 2.5%。 

➢ 基于非结构化数据架构的大数据平台应用最为广泛。38.6%和 23.8%的受访企业分别选择非结构

化的批处理架构（如 Hadoop）以及非结构化数据的内存架构（如 Spark）作为大数据平台的技术

架构。 

➢ 六成以上的受访企业自建大数据平台的服务器数量在 50 台以下。调查显示，28%的企业部署的服

务器数量在 20 台以下，与去年相比提高了 0.5 个百分点；服务器数量在 20-50 台的企业占比超过

三成。 

➢ 与其他产品相比，企业对在线可视化工具的选择增幅最大。采用在线可视化工具的企业占比为

23.3%，与 2016 年相比提高了 6.5%；增幅次之的是在线大数据分析工具（2.3%）。 

政策需求和资源需求 

➢ 六成以上的企业认为完善行业标准、健全法律法规将有助于推动大数据的发展。据调查，68.3%的

受访企业认为完善行业标准及法律法规对于推动大数据市场的发展至关重要；其次，43.1%的企

业表示应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比 2016 年上升了 1.9%；此外，企业对开放更多政府公开信息资源

（42.7%）和资助更多大数据领域的科研项目（36.3%）的呼吁较高。 

➢ 企业对市政管理、教育科研以及交通服务类公共数据资源的需求增强。在对政府公共数据资源需

求情况调查中，2017 年企业对市政管理（36.4%）、教育科研（36%）以及交通服务（35.2%）类

数据资源需求均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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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查背景 

（一）调查方法及样本 

1、调查方法 

本次报告信息收集采用现场访问、电话访谈和在线调查相结合的方式，收集到 1,572 份大数据用户的

有效问卷。其中，通过现场访问收集问卷 712 份，通过电话访谈收集问卷 486 份，通过在线调查收集问卷

374 份。 

2、样本描述 

参与调查企业规模：以中小企业为主，年营业额在 1 亿元以下的企业占总体样本的 64.8%。  

 

图 1 企业营业额分布 (N=1,572)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参与调查企业所在区域：覆盖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以及海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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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企业区域分布 (N=1,572)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参与调查企业所在行业：包括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电信、金融、制造、交通及物流、能源、

医疗、政府、科教文卫和农林牧渔等行业。 

（二）报告术语界定 

大数据产业：本报告所称大数据产业，指以数据生产、采集、存储、加工、分析、服务为主的相关经

济活动，包括数据资源建设、大数据软硬件产品的开发、销售和租赁活动，以及相关信息技术服务。 

大数据核心产业：本报告所称大数据核心产业，指大数据直接相关的软件、硬件及专业服务。大数据

市场规模的计算口径，相应的包含大数据软件、硬件及服务的直接产值，不含因大数据应用产生的附加值。 

大数据软件：本报告所称大数据软件，主要指以 Hadoop、Spark 等技术架构为基础的新型分布式平台

软件，以及基于这类平台软件的应用软件。 

大数据服务：本报告所称大数据服务，主要包括大数据分析公有云服务及大数据系统相关的咨询、设

计和系统集成服务等。 

大数据硬件：本报告所称大数据硬件，是企业购买的用于支撑企业内部大数据相关业务的硬件基础设

施，主要包括服务器、网络设备和存储设备等。特别说明，大数据系统一般使用通用硬件，技术上并无特

殊性，但同时也包含部分经过专门优化的一体机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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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数据产业规模 

（一）大数据产业总体规模 

对于我国大数据产业的规模，目前各个研究机构均采取间接方法估算。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结合对大

数据相关企业的调研测算，2017 年我国大数据产业规模为 4700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0%。 

图 3 中国大数据产业总体规模及增速(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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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数据核心产业规模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结合对大数据相关企业的调研得出，2017 年中国大数据核心产业规模为 236 亿元

人民币，较 2016 年相比增速达 40.5%。预计未来几年，大数据市场仍将保持 30%以上的增速，到 2020 年

中国大数据市场规模将达到 586 亿元人民币。 

图 4 中国大数据核心产业规模及增速(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三）细分领域规模 

软件及服务依然占据大数据市场的主导地位，硬件比例略有下降。2017 年中国大数据硬件市场规模为

72.0 亿元，占比为 30.5%，与 2016 年相比下降了 1.6%；软件市场规模为 104.1 亿元，占比达到 44.1%，比

2016 年上升 0.9 个百分点；服务市场规模为 59.9 亿元，较去年上升了 0.7%。 

图 5 中国大数据细分领域构成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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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数据应用 

（一）大数据应用现状 

接近 2/3 的企业已经成立了数据分析相关部门，企业对数据分析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高。调查结果显

示，65.2%的企业已成立数据分析部门；另外，目前没有数据分析相关部门，但正在计划成立相关数据部

门的企业占比为 24.4%。 

图 6 企业数据分析相关部门建设情况 (N=1,572)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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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四成的企业已经应用了大数据。在接受调查的 1572 家企业中，已经应用大数据的企业有 623 家，

占比为 39.6%，与 2016 年相比上升 4.5%，垂直行业中如金融等领域大数据应用增加趋势较为明显。此外，

24.3%的企业表示未来一年内将应用大数据。 

图 7 2017 年企业对大数据的应用状况 (N=1,572)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图 8 2016 年企业对大数据的应用状况 (N=1,465)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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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的企业选择使用实时动态数据进行分析。对数据分析方式选择情况的调查显示，40.3%的企业采

取实时处理动态数据并提供分析结果，占比最高；其次是分析历史数据和通过机器学习进行辅助决策，占

比分别为 32.3%和 25.5%。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普及，选择机器学习进行辅助决策的企

业占比有望进一步提升。 

图 9 企业数据分析方式 (N=623)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通过智能可视化界面展示数据分析结果的企业占比为 55.2%，与去年相比有较大幅度提升。数据报表

依旧是企业选择展现数据的最主要方式，占比为 64.7%；其次为图形图表（60.3%）。与 2016 年相比，利用

智能可视化的方式展示数据分析结果的企业占比增幅达到 5.2%。 

图 10 企业数据分析结果的展现方式 (N=623)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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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数据应用场景 

营销分析、客户分析和内部运营管理仍是企业大数据应用场景最广泛的三个领域。已经应用大数据的

企业中，将大数据用于营销分析的企业占比最高，达到 63.2%，与 2016 年相比上升了 1.5%；其次，55.3%

的企业将大数据应用于客户分析，比 2016 年提升了 5.1%，部分企业已将大数据应用于分析客户反馈并改

进产品和服务等场景；另外，将大数据应用于内部运营管理的企业占比为 50.7%，与 2016 年相比上升了

2.3%。 

 

图 11 企业大数据应用场景 (N=623)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三）大数据应用带来的效果 

大数据应用在实现智能决策、提高运行效率和风险管理能力等方面具有较明显的效果。已经应用大数

据的企业中，实现了智能决策的企业占比最高，达到 55.2%；其次，46.6%的企业表示应用大数据后提升了

运营效果；还有 35.9%的企业认为应用大数据后能够更好的管理风险，与去年相比有较大幅度的提升

（10.2%）；此外，分别有 27.4%、26.4%和 23.6%的企业表示应用大数据后创造了新的业务收入、提升了客

户满意度以及增强了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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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企业应用大数据带来的效果 (N=623)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四）大数据应用的主要障碍 

政策限制、数据资源短缺和数据人才短缺是限制企业大数据发展最主要的三个因素。调查发现，隐私

保护等政策不完善是制约企业大数据发展的首要因素，占比为 50.2%，比 2016 年上升了 6.1%。四成以上

的受访企业认为数据资源短缺和数据人才不足是其发展大数据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其他制约因素还包括：

技术能力不足（36.3%）、应用模式不清晰（14.2%）和投资效果无法考量（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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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制约企业大数据发展主要因素 (N=1,572)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五）未来大数据投入趋势 

接近六成的企业在大数据领域的投入将持续增加。调查发现，58.2%的受访企业预计未来将加大大数

据投入力度，相比 2016 年上升了 6.7%；其中，大数据投入增加超过 50%的企业占比达到了 25.5%；另有

32.7%的企业在大数据方面的投入增加在 50%以内。 

图 14 未来企业大数据投入情况 (N=1,572)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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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数据资源 

（一）数据规模 

数据量在 50-500TB 的企业数量进一步增加。调查结果显示，30.2%的企业数据资源总量在 50-100TB

之间，与 2016 年相比提高了 2%；数据资源总量在 100-500TB 之间的企业占比为 39.1%，比 2016 年提高

了 0.8%；与此同时，超过两成的企业数据资源总量达到 500TB 以上，该比例比 2016 年提高了 1.8%。 

 

图 15 企业数据资源总量 (N=1,572)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二）数据来源 

在受访企业中，内部生产数据和客户/用户数据是企业的两大数据来源。对企业数据来源的调查发现，

54.3%和 48.8%的企业主要数据来源为内部生产数据和客户/用户数据，与 2016年相比分别上升 5.3%和 1%；

内部经营管理数据为主要来源的企业占比为 39.5%，与 2016 年相比降低了 2.9%；而将互联网公开数据

（30%）、从外部购买数据（15.1%），以及政府免费开放的数据（14.6%）作为主要来源的企业占比仍处于

较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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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企业数据来源情况 (N=1,572)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近半数企业选择采用 API 接口及托管方式吸纳外部数据。调查结果表明，API 接口和托管方式占比分

别达到了 46.7%和 41.2%，远高于其他数据输入方式：下载接口（24.6%）、文件发送（19.8%）。 

图 17 企业吸纳外部数据方式 (N=1,572)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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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类型 

87.6%的企业非结构化数据已超过一半比例。其中，非结构化数据比例超过 90%的企业占比为 16.2%，

与 2016 年相比上升 1.5%；非结构化数据占数据总量 70%-90%的企业占比 55.8%，比 2016 年上升了 4.4%；

非结构化数据比例在 50%-70%之间的企业占比为 15.6%。此外，还有 4.3%的企业非结构化数据比例在 30%

以下。 

 

图 18 企业非结构化数据比例 (N=1,572)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企业对数据库的分析利用率最高，与去年相比上升了 4.5%。在对企业各类数据分析利用情况的调查

中，以结构化数据为基础的数据库进行大数据分析的企业占比为 72.3%，较去年上升了 4.5%；32.4%和 13.6%

的企业对图像/视频和社交媒体数据等非结构化数据进行了分析，与 2016 年相比分别上升了 4.2%和 6%。

近年来语音和图像识别技术发展迅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对于语音/音频和图像/视频等非结构化数

据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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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企业各类数据分析利用情况 (N=1,572)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四）数据共享 

目前企业在数据共享过程中主要通过托管方式和 API 接口进行数据输出。企业输出数据方式的调查显

示，受访企业中，分别有 31.4%和 29.8%的企业倾向选择托管方式和 API 接口进行数据输出；而采用提供

下载接口进行数据输出的企业占比达到 17.2%；此外，使用文件发送方式输出数据的企业占比为 13.7%。 

图 20 企业输出数据方式 (N=1,572)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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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数据管理 

在受访的企业中，24.3%的企业已经设立了数据管理委员会。设立数据管理委员会在两年以上的企业

占比达到了 12.7%；同时，10.9%的受访企业计划未来一年内成立数据管理委员会；另外正在考虑设立数据

管理委员会的企业占比达到了 25.2%。 

图 21 企业数据管理委员会建立情况 (N=1,572)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22.5%的企业已经聘用专职首席数据官（CDO）。调查发现，12.3%的受访企业聘用专职首席数据官已

经超过两年；聘用专职首席数据官（在两年以内）的企业占比为 10.2%。此外，33.4%的受访企业表示将在

一年内聘用或正在考虑聘用专职首席数据官。随着对数据管理和利用数据支撑战略决策的企业越来越多，

未来聘用专职首席数据官的企业比例有望进一步提升。 

图 22 企业专职首席数据官聘用情况 (N=1,572)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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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数据平台 

（一）建设模式 

本次调研根据大数据平台建设模式分为本地部署大数据平台和采购公有云服务模式。本地部署大数据

平台包括：1、购买大数据相关产品或解决方案，在本地建设大数据相关基础设施、存储和计算平台、分析

工具和应用展示等；2、采购大数据服务提供商的集成产品，如大数据一体机。采购公有云服务指的是购买

某一家大数据云服务提供商所提供的在线大数据服务。 

本地部署仍是企业进行大数据平台建设的首选方式，同时选择云服务商大数据服务的企业占比略有提

升。在对企业大数据平台建设模式的调查中发现，选择自建大数据平台企业占比最多（49.1%）；而 35.6%

的企业倾向选择云服务商提供大数据服务，较 2016 年上升了 2.5%；另外购买大数据集成产品的企业占比

为 14.1%，与去年相比降低了 2.2%。 

图 23 企业大数据平台建设模式 (N=1,572)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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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建大数据平台模式 

1、软件类型选择 

企业对开源大数据平台软件的接受程度大幅度提升。调查发现，开源软件依然是企业自建大数据平台

时优先选择的软件，占比达到了 89.9%，与 2016 年相比增加了 3.3 个百分点。其中，倾向选择开源软件商

业版的企业占比为 58.8%，比 2016 年提升了 4.9%。 

图 24 自建大数据平台软件类型选择 (N=1,572)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2、平台架构选择 

基于非结构化数据架构的大数据平台应用最为广泛。分别有 38.6%和 23.8%的受访企业选择非结构化

的批处理架构（如 Hadoop）以及非结构化数据的内存架构（如 Spark）作为大数据平台的技术架构；其次， 

18.7%的受访企业倾向使用分布式 SQL 架构（如 MPP）；此外，采用流处理架构（如 Storm）的企业占比为

9%，与 2016 年相比上升了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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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自建大数据平台技术架构选择 (N=1,572)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3、选择大数据软件的考虑因素 

产品稳定性和安全性依然是企业自建大数据平台软件的优先考虑因素。调查发现，64.4%的企业在选

择大数据软件时首先考虑产品的稳定性；其次是产品安全性，该比例较 2016 年（71.4%）下降了 11.3%。

另外，超过 40%的受访企业表示在选择大数据软件时会考虑售后服务质量和产品的可扩展性。 

 

图 26 企业选择大数据平台软件的考虑因素 (N=1,572)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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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服务器规模 

六成以上的受访企业自建大数据平台的服务器数量在 50 台以下。调查显示，28%的企业部署的服务器

数量在 20 台以下，与去年相比提高了 0.5 个百分点；服务器数量在 20-50 台的企业占比超过三成；部署服

务器数量在 100-500 台的企业占比达到了 17.8%，比 2016 年上升了 1.6%。 

图 27 自建大数据平台的服务器数量 (N=393)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三）采购公有云服务模式 

与其他产品相比，企业对在线可视化工具的选择增幅最大。采用在线可视化工具的企业占比为 23.3%，

与 2016 年相比提高了 6.5%；增幅次之的是在线大数据分析工具（2.3%）。 

图 28 企业对云服务产品类型的选择 (N=1,572)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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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数据产品选型 

在众多大数据产品及服务中，企业的对数据安全管理的需求最为强烈。调查结果显示，45%的企业倾

向选择数据安全管理，占比最高。其次，企业对于数据开放平台和主数据管理的需求占比分别为 38.7%和

33.3%。其他还包括：数据集成（32.4%）、数据共享与交换平台（30.6%）、数据质量管理（27.9%）以及数

据模型管理（23.4%）等。 

图 29 企业大数据产品选型 (N=1,572)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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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政策需求和资源需求 

（一）政策需求 

为加快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动大数据产业健康快速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编制并印发《大数据产

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提出了大数据产业发展的目标：到 2020 年

技术先进、应用繁荣、保障有力的大数据产业体系基本形成，大数据相关产品和服务业务收入突破 1 万亿

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保持 30%左右。 

六成以上的企业认为完善行业标准、健全法律法规将有助于推动大数据的发展。据调查，68.3%的受访

企业认为完善行业标准及法律法规对于推动大数据市场的发展至关重要；其次，43.1%的企业表示应加强

个人信息保护，比 2016 年上升了 1.9%；此外，企业对开放更多政府公开信息资源（42.7%）和资助更多大

数据领域的科研项目（36.3%）的呼吁较高。 

 

图 30 企业对政府和政策的需求 (N=1,572)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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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源需求 

企业对市政管理、教育科研以及交通服务类公共数据资源的需求增强。在对政府公共数据资源需求情

况调查中，2017 年企业对市政管理（36.4%）、教育科研（36%）以及交通服务（35.2%）类数据资源需求

均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图 31 企业对数据资源的需求 (N=1,572)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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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语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已经连续三年开展中国大数据发展情况的市场调查工作，并发布《中国大数据发

展调查报告》，在行业内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大数据应用的深入，我院将持续跟踪

大数据发展情况。欢迎大数据领域广大企业、研究机构、专家学者和从业人员与报告编写组联系（发邮件

至：liuhan@caict.ac.cn），提出您感兴趣的调研问题，反馈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帮助我们持续提升报告的

针对性和实用价值。 

感谢您对大数据产业的支持！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2018 年 4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