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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审时度势精心谋划

超前布局力争主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总书记指出，要让

百姓少跑腿，让数据多跑路。 

一、概况与数据样本 

一个城市的大数据建设，往往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那么整个城市市场的大

数据建设到了什么程度，未来是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如何更好地贯彻落实大数据

战略，助力城市大数据发展，成为一个有价值的课题。本文选择武汉市作为分析

样本，进行武汉市城市政务大数据市场分析。数据样本为湖北政府购买服务信息

平台公开的大数据类中标信息，本文通过对样本的数据分析，研究武汉市的大数

据市场。 

根据《湖北省大数据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 年）》，到 2020 年，湖北

大数据产业产值规模有望达到 400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新增销售收入过万亿元，

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截止 2019 年年初，中国大数据行业相关企业超过

4700家，且数量仍在增长。 

对湖北省政采公开招标的大数据项目做数据分析，数据维度为湖北省武汉市

地区公开招标的项目（计入地点在武汉的项目，不含高校教学建设项目），从

2014年至 2019年 10月，选择武汉市已中标的 53个大数据项目，项目金额累计

18280 万元，平均项目规模 345 万元，招标的甲方累计 37 家，中标的乙方累计

为 49家。 

二、武汉市城市政务大数据发展数据分析 

整个城市的大数据建设既包含基础设施的建设，又包含分析系统的建设。本

文的已中标项目服务类型分析中，将大数据服务器、设备等建设项目分类为硬件

类；平台建设、系统建设、分析咨询等项目分类为软件类。 



 

按照项目总金额占比，纯软件类的项目占比 49%，纯硬件类项目占比 18%，

软件硬件均包含的项目占比 32%，说明当前的硬件条件能满足城市大数据发展的

要求，软件、平台与分析类的需求更大。 

按照大数据项目不同的任务阶段，可分为数据汇聚、数据加工、数据存储、

数据采集、数据清洗、数据分析、数据可视化、数据备份、数据安全、数据规划

及咨询、基础设施建设共 11 个阶段，因为存在一个项目覆盖多个任务阶段且项

目金额无法拆分的情况，按照项目中覆盖的任务阶段做计数分析： 

 

可以看到，处于数据分析阶段的项目排名第一，其次是数据存储、数据汇聚

和数据采集。这四个阶段的实施和应用，都需要有很强的计算资源和基础设施做

支撑，结合硬件占比金额较小的情况，可以推测出，当前武汉市的城市大数据市

场的硬件建设、数据安全建设、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已初具规模，整体市场更多的

在数据分析及基于大数据的智慧城市应用上。 



样本数据的 53 各项目中，涉及甲方 37 家，乙方 49 家，乙方的数据量超出

甲方 32%，且与总项目数几乎相等，结合项目所涉及的大数据项目阶段，可看出

甲方所在的大数据发展阶段不同。而乙方的多样性表明，大数据项目需要大量的

定制化和业务细分。大数据项目复杂度高，各类需求的排列组合有数千种，需要

解决的问题也各不相同，但最终的目的都是通过数据分析解决实际中的问题。因

此，大数据市场应当紧紧围绕业务场景和实际需求进行开发，如果标准产品无法

适应政务大数据和城市大数据的发展需要，应当深入调研需求部门遇到的难题，

做定制化的解决方案。 

武汉市城市政务大数据市场未来发展潜力巨大，对需要通过省政采招标平台

的大数据政务类非硬件类项目规模做时间序列预测，应用 ARIMA 模型，预计 2019

年全年规模为 4197 万元，预计 2020年全年规模为 5093万元，预计 2021年全年

规模为 5990 万元。从分析图中可以看出非硬件类项目规模呈线性增长趋势，测

量值与预测值的差异主要是 2016 年的数据特殊，偏离较大，整体不影响预测趋

势。 

 

 
智慧城市的发展建设和城市大数据的发展建设密切相关，完成整个大数据产

业链的建设将对武汉市的大数据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产业链的建设可根据大数据

任务阶段进行对应配置： 

1.数据采集：结合城市物联网建设，对传感器、视频流制订数据规范； 

2.数据清洗：根据数据规范，对原始数据做预处理，使之符合数据交互的标准； 



3.数据迁移：根据统一的数据规范和数据交互标准，使可用数据能够在安全的条

件下做交互和迁移； 

4.数据同步：在不同的存储条件下，保障数据的一致性和时效性 

5.数据安全：为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共享系统做好数据安全的保障工作，做到每

一条数据的痕迹和使用日志都记录在案； 

6.数据存储：稳定、快速响应的存储设施； 

7.数据分析：可以与云存储、云平台、软件服务、数据服务、系统集成、人工智

能相结合，围绕各业务部门、各管理部门的实际职责做分析，要产生实际的社会

价值或者经济价值； 

8.数据可视化：与实际使用的业务部门、管理部门； 

9.城市人工智能：以大量的数据为基础，具备自主学习、提升城市管理效率的能

力。 

 

三、结论与展望 

智慧城市的发展建设和城市大数据的发展建设密切相关，武汉市城市政务大

数据市场发展潜力巨大。当前武汉市的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设施建设日趋完善，

在城市大数据的未来展望中，将更多的在数据安全的基础上，解决数据交互、数

据融合，使处在不同数据孤岛中的数据能融合到大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或者城市大

数据中心。在万物互联，万物智能的新时代，打破数据壁垒、让多维度数据有机

结合在一起，通过全生命周期的城市大数据分析，让智慧城市建设与数字经济发

展更深入的融合，将为武汉市的腾飞提供新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