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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行业研究报告 

行业研究是通过深入研究某一行业发展动态、规模结构、竞争格局以及综合

经济信息等，为企业自身发展或行业投资者等相关客户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企业通常通过自身的营销网络了解到所在行业的微观市场，但微观市场中的

假象经常误导管理者对行业发展全局的判断和把握。一个全面竞争的时代，不但

要了解自己现状，还要了解对手动向，更需要将整个行业系统的运行规律了然于

胸。 

行业研究报告的构成 

一般来说，行业研究报告的核心内容包括以下五方面： 

 



 

行业研究的目的及主要任务 

行业研究是进行资源整合的前提和基础。 

对企业而言，发展战略的制定通常由三部分构成：外部的行业研究、内部的

企业资源评估以及基于两者之上的战略制定和设计。 

行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是面和点的关系，行业的规模和发展趋势决定了企业

的成长空间；企业的发展永远必须遵循行业的经营特征和规律。 

 

行业研究的主要任务： 

解释行业本身所处的发展阶段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分析影响行业的各种因素以及判断对行业影响的力度 

预测并引导行业的未来发展趋势 

判断行业投资价值 

揭示行业投资风险 

为投资者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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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区指一般由政府（民营企业与政府合作）规划建设的，

供水、供电、供气、通讯、道路、仓储及其它配套设施齐全、布局合

理且能够满足从事某种特定行业生产和科学实验需要的标准性建筑

物或建筑物群体，“包括工业园区、产业园区、物流园区、都市工业

园区、科技园区、创意园区等。” 

      智慧园区的建设目标如下： 

      1、通过智慧园区的建设，帮助园区在信息化方面建立统

一的组织管理协调架构、业务管理平台和对内对外服务运营平台。 

      2、建立统一的工作流程，协同、调度和共享机制，通过

云平台的整合，以云平台为枢纽，形成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获得高

效、协同、互动、整体的效益。 

      3、建立统一的应急管理与日常管理、对内与对外服务这 2

大服务和 2 大管理体系。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8-2024 年中国智慧园区市

场深度评估与投资前景评估报告》共十一章。首先介绍了智慧园区相



 

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智慧园区规模及消费需求，然后

对中国智慧园区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智慧

园区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智慧园区有个系统的了解

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

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

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场调研数据，

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

价格数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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