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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智慧园区是通过信息技术和各类资源的整合，充分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加强

各类园区创新、服务和管理能力，为园区铸就一套超强的软实力。智慧园区的重点在

于&ldquo;智慧&rdquo;：一方面，它在现实的园区环境之外，综合应用各类IT网络技术，通过

网上虚拟园区等实现方式，加强园区内部的互动沟通和管理能力，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提高

园区的知名度。另一方面，它更强调增强园区管委会政府、园区企业等各个方面的资源整合

能力，把园区内各方的专长资源加以整合推广，为科技园区打造一个整体的强势品牌。

基于2021年12月至2022年11月公开的325项智慧园区中标项目信息分析，从招采内容领域来看

，近一年市场对建设施工、平台系统搭建两个行业中上游领域需求普遍较高；在包含多项交

付内容的总承包项目或多标段项目中，同时包含智慧园区规划设计方案和后续建设施工的项

目占比最高，一体交付建设施工与平台系统搭建的项目次之，分别占37.3%和25.5%。目前，

我国已经形成了&ldquo;东部沿海集聚、长江中部联动、西部特色发展&rdquo;的空间格局。环

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凭借雄厚的产业基础及良好的园区载体平台，成为智慧园区的重要聚

集区域；长江中部地区借助长江中游城市群联动发展势头，大力发展智慧园区建设；西部地

区依托产业转移机遇，结合各自区域特点和园区产业发展基础，加快智慧园区建设。整体来

看，全国智慧园区建设多点开花、各具特色。  

展望未来，智慧园区是信息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智慧园区带来的改变不仅限于理念

范畴，它将使园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换方式、公共服务、机构决策、规划管理、社

会民生七个方面产生巨大和深远的变革。  

智慧园区是当前智慧城市投资的重点方向之一。智慧园区作为智慧城市的特色功能区块和重

要组成部分，具有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智慧园区的建设涉及园区一卡通、智能交通、智能

安防、智能空调、智能照明、能源管理、环境监测的系统应用，直接带动物流网、云计算以

及新能源等新兴战略产业的发展。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智慧园区行业分析与产业竞争格局报告》共十一章，首

先介绍了智慧园区的定义、发展环境及国际国内行业背景，接着对智慧园区的发展现状进行

了分析，并深入解读了区域发展和不同类型园区的发展。然后，报告针对智慧园区的建设设

计以及设计方案作了详细的介绍。最后，报告分析了我国智慧园区的投资状况，并预测了智

慧园区的未来发展趋势。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财政部、农业部、中企

顾问网、中企顾问网市场调查中心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富，同

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想对智慧



园区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智慧园区，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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