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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智慧交通行业前景展望与投资前景评估报告》报告中的

资料和数据来源于对行业公开信息的分析、对业内资深人士和相关企业高管的深度访谈，以

及共研分析师综合以上内容作出的专业性判断和评价。分析内容中运用共研自主建立的产业

分析模型，并结合市场分析、行业分析和厂商分析，能够反映当前市场现状，趋势和规律，

是企业布局煤炭综采设备后市场服务行业的重要决策参考依据。

智慧交通行业作为智慧城市发展的其中一项要素，是国家政府大力支持建设的重要产业，符

合当前5G产业、大数据、人工智能发展的大趋势。目前，中国智慧交通产业链已基本建立，

各产业链环节均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开始业务布局，行业投资者逐渐增多，另外，从近几年中

国智慧交通行业投融资情况来看，行业平均投融资规模逐渐增大，智慧交通领域的大资本逐

渐增多，技术也不断实现突破。综合来看，目前行业处于快速成长期。其中2021年我国智慧

交通投资规模在3640亿元。

未来随着信息化和智能化进一步提高，各种出行方式信息共享和智能化服务技术将得到充分

发展和应用；在国家政策大力扶持、科学技术飞速前进的大背景下，巨大的市场空白及发展

空间使各行业企业争相入驻，在各分支领域为出行者提供了更加精细、准确、完善和智能的

服务；政府积极出台各项政策法规，为各行业参与智慧交通建设部门提供了政策支持和辅助

。随着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加快，我国智慧交通建设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预计2022-2027年，中国智慧交通行业的投资规模年复合增长率（CAGR）为9.4%，到2027年中

国智慧交通行业投资规模有望超过64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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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智慧交通业务布局状况及产品/服务详情

（4）企业智慧交通业务布局规划及最新动向追踪

（5）企业智慧交通布局优劣势分析

9.2.5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基本信息及股权结构

（2）企业生产经营基本情况

（3）企业智慧交通业务布局状况及产品/服务详情

（4）企业智慧交通业务布局规划及最新动向追踪

（5）企业智慧交通布局优劣势分析

9.2.6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基本信息及股权结构

（2）企业生产经营基本情况

（3）企业智慧交通业务布局状况及产品/服务详情

（4）企业智慧交通业务布局规划及最新动向追踪

（5）企业智慧交通布局优劣势分析

9.2.7 江苏五洋停车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基本信息及股权结构

（2）企业生产经营基本情况

（3）企业智慧交通业务布局状况及产品/服务详情

（4）企业智慧交通布局优劣势分析

9.2.8 中兴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基本信息及发展历程

（2）企业生产经营基本情况

（3）企业智慧交通业务布局状况及产品/服务详情

（4）企业智慧交通布局优劣势分析

9.2.9 深圳市智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企业基本信息

（2）企业生产经营基本情况

（3）企业智慧交通业务布局状况及产品/服务详情

（4）企业智慧交通布局优劣势分析

9.2.10 厦门蓝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历程及基本信息

（2）企业生产经营基本情况

（3）企业智慧交通业务布局状况及产品/服务详情

（4）企业智慧交通业务布局规划及最新动向追踪

（5）企业智慧交通布局优劣势分析

第10章：中国智慧交通行业市场及战略布局策略建议

10.1 中国智慧交通行业发展潜力评估

10.1.1 中国智慧交通行业生命发展周期

10.1.2 中国智慧交通行业发展因素分析

10.1.3 中国智慧交通行业发展潜力评估

10.2 中国智慧交通行业市场前景预测与趋势预判

10.2.1 中国智慧交通行业发展趋势预判

10.2.2 中国智慧交通投资规模预测

10.3 中国智慧交通行业进入与退出壁垒

10.3.1 智慧交通行业政策壁垒

10.3.2 智慧交通行业技术壁垒

10.3.3 智慧交通行业资金壁垒

10.4 中国智慧交通行业投资风险预警

10.4.1 智慧交通行业市场竞争风险

10.4.2 智慧交通行业政策风险

10.4.3 智慧交通行业技术变革风险

10.4.4 智慧交通行业经营风险



10.5 中国智慧交通行业投资价值评估

10.6 中国智慧交通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10.6.1 智慧交通行业产业链薄弱环节投资机会

（1）&ldquo;数据及服务&rdquo;体系建设

（2）&ldquo;软件定义底层&rdquo;体系建设

10.6.2 智慧交通行业细分领域投资机会

10.6.3 智慧交通产业空白点投资机会

10.7 中国智慧交通行业投资策略与可持续发展建议

10.7.1 中国智慧交通行业投资策略

10.7.2 中国智慧交通行业可持续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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