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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的代表性

苏州市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城市之一，其大数据产业发展

规划对于全国乃至全球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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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时代推动

随着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大数据已成为推动产

业转型升级的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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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

城市空间大数据对于优化城市资源配置、提升产业竞争力具有

重要作用。

背景与意义



苏州市大数据产业发展现状
产业基础雄厚

苏州市拥有完善的电子信息产业基础，

为大数据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

支撑。

应用场景丰富

苏州市在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领域

积累了丰富的应用场景，为大数据技

术的落地应用提供了广阔空间。

创新资源集聚

苏州市积极引进和培育大数据领域的

高端人才和创新团队，推动产学研深

度融合。

政策环境优化

苏州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大数据

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包括税收优惠、

资金扶持、人才引进等，为产业发展

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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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空间大数据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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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空间大数据是指在城市范围内，通过各种传感

器、移动设备、社交网络等渠道产生的海量、多维

度的空间数据。

具有海量性、多样性、高速性、价值性等特点，能

够为城市规划、交通管理、环境保护等领域提供有

力支持。

定义 特点

定义与特点



包括政府公开数据、企业数据、

科研机构数据、互联网数据等。

数据来源

包括地理位置数据、人口统计数

据、交通流数据、环境监测数据

等。

数据类型

数据来源及类型



包括数据采集、存储、处理、分析等

技术手段，如大数据处理平台、数据

挖掘算法等。

包括数据清洗、数据融合、数据可视

化等处理方法，以提高数据质量和可

用性。

技术手段与处理方法

处理方法

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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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目标与定位

加强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融合创新，培育新兴业态，推动数

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推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发展

依托苏州市的制造业基础、人才储备和区位优势，加快大数据产业集聚，提升大数据产

业核心竞争力，将苏州市建设成为全国领先的大数据产业高地。

打造全国领先的大数据产业高地

以苏州工业园区为核心，辐射带动周边区域，形成“一核多极”的大数据产业空间布局，

促进大数据产业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构建“一核多极”的大数据产业空间布局



加强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大数据基础设施，提升数

据存储、处理和分析能力，构

建高效、安全、绿色的大数据

基础设施体系。

加快大数据产业园区建设，吸

引和培育一批大数据龙头企业

和创新型企业，促进大数据产

业集聚发展。

鼓励企业利用大数据技术创新

商业模式和业务流程，推动大

数据与制造业、服务业等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提升产业附加

值和竞争力。

建立完善的大数据人才培养体

系，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吸引

和培养一批高层次、复合型的

大数据人才，为大数据产业发

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推动大数据产业集聚发展 促进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

加强大数据人才培养和引
进

重点任务与举措



政策支持与保障机制

制定和完善大数据产业政策

出台一系列支持大数据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包括财政、税收、金融、
土地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激发市场活力。

加强组织协调和督导检查

建立由市政府领导牵头的组织协调机制，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加强
督导检查，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强化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

建立健全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制度，加强数据安全管理，规范数
据处理活动，保障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

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

积极参与国际大数据合作与交流活动，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和技术
成果，提升苏州市大数据产业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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