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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制机制：大数据管理局覆盖全省13市，多地出台大数
据相关政策文件，统筹推进江苏大数据产业发展

省/地级市 文件出
台时间

文件
出台单位 文件名称

江苏省

2016年8
月

江苏省人民政
府 《江苏省大数据发展行动计划》

2018年6
月

江苏省大数据
发展办

江苏省经信委

《江苏省强化大数据引领推动融
合发展专项行动计划》

南京市 2016年
11月

南京市人民政
府

《南京市促进大数据发展三年行
动计划》

苏州市

2016年
12月

苏州市人民政
府

《市政府印发关于促进大数据应
用和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的

通知》

2017年2
月

苏州市人民政
府

《苏州市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
（2016-2020年）》

常州市 2018年8
月

常州市人民政
府

《常州市大数据发展三年行动计
划（2018-2020）》

扬州市 2017年
11月

扬州市人民政
府

《扬州市大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开
放工作实施方案》

泰州市 2018年1
月

泰州市人民政
府

《泰州市大数据发展规划
（2018—2020年）》

2地市   单独设置大数据管理局

8地市在市政府办公室加挂大数据管理局牌子

无锡市大数据管理局

南京市大数据管理局

苏州市 镇江市

扬州市 泰州市

南通市

淮安市 宿迁市

常州市

3地市在相关单位加挂大数据管理局牌子

连云港 盐城市、徐州市

• 市政府服务
管理办公室 •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收集整理



（二）江苏大数据产业生态：全产业链基本形成（技术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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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江苏大数据产业生态：全产业链基本形成（应用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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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江苏大数据产业生态：全产业链基本形成（支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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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域分布：从摸底数据看，苏南地区仍是大数据企业的集
聚地，苏中地区增长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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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上述统计基于2017年大数据产业地图、2019年大数据产业摸底数据，并经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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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方向：数据采集、存储和挖掘分析仍占据主导地位，
数据可视化比重略有上升

说明：上述统计基于2017年大数据产业地图、2019年大数据产业摸底数据，并经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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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业应用：行业应用不断丰富，工业、电商、政务、金融、
交通、医疗为应用热点，近半数大数据企业涉足多个行业（1/2）

28.73%

21.27%

17.68%

涉足1个应
用领域, 
52.55%

涉足3个应
用领域, 
31.85%

涉足2个应
用领域, 
15.61%

涉足应用领域个数分布

说明：上述统计基于2019年大数据产业摸底数据，并经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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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业应用：6个热点应用领域主要分布在苏州、无锡、南
京、南通等地（2/2)

排名 城市 占比
1 无锡市 24.35%

2 苏州市 17.39%

3 南京市 14.78%

4 扬州市 10.43%

5 南通市 8.70%

排名 城市 占比
1 苏州市 25.97%

2 无锡市 19.48%

3 徐州市 12.99%

4 盐城市 9.09%

5 南京市 6.49%

工业 政务
排名 城市 占比

1 无锡市 26.98%

2 苏州市 15.87%

3 南通市 14.29%

4 扬州市 9.52%

5 盐城市 4.76%

电商

说明：上述统计基于2019年大数据产业摸底数据，并经整理

排名 城市 占比
1 苏州市 27.45%

2 无锡市 21.57%

3 南通市 19.61%

4 南京市 13.73%

5 盐城市 9.80%

金融
排名 城市 占比

1 南通市 25.00%

2 南京市 22.22%

3 苏州市 11.11%

4 无锡市 11.11%

5 扬州市 11.11%

排名 城市 占比
1 无锡市 40.63%

2 苏州市 25.00%

3 南通市 12.50%

4 泰州市 6.25%

5 徐州市 6.25%

交通旅游 健康医疗



（四）增长情况：2014年以来大数据企业增长迅速（1/3）

说明：上述统计基于2019年大数据产业摸底数据，并经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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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增长情况：近三年新增企业主要分布在南通、扬州、徐州，
以数据采集、挖掘分析和数据存储为主要技术方向（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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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上述统计基于2019年大数据产业摸底数据，并经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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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 9.62%
南京, 3.85%

泰州,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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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迁, 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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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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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年新增大数据企业区域分布



政务 
16.88%

电商
16.25%

工业
16.25%

金融
11.25%

（四）增长情况：近三年新增大数据企业主要集中于政务、电商、
工业、金融等应用领域（3/3）

说明：上述统计基于2019年大数据产业摸底数据，并经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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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苏省大数据产业园：已认定5家，发展各具特色

序号 园区名称 园区特点

1 盐城大数据产业园

• 集聚微软、阿里、华为、浪潮、东方国信等世界500强、国内100强、行业前10强企业近30
家，大数据产业链重点项目100家，各类企业总数超300家，引进“两院”院士和国家“千人
计划”等专家26人，上线华东地区首个大数据交易中心，业务范围涉及数据存储、云计算、
数据整理、数据挖掘应用、数据交易和数据安全等领域

2 中国（南京）软件谷 • 已初步构建覆盖大数据采集、整理、分析、发掘、展现、应用等领域的高端产业链，形成了
大数据技术研发、存储服务、信息安全、融合应用等关联产业协同生态体系

3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 • 以数据中心建设为核心方向，力争大数据核心技术创新，推动政务、医疗健康、金融、手游
电竞、智能制造等行业大数据应用

4 江苏无锡经济开发区（太
湖新城）

• 重点发展以阿里云-雪浪工业互联网平台为核心的工业大数据产业集群、以浪潮大数据产业园
为依托的智慧城市、社会管理大数据产业集群

5 江苏昆山花桥经济开发区 • 以金融大数据为主，电子商务大数据、工业大数据、以及智慧城市大数据等协同的四大特色
产业发展较好



（二）区域分布：各类大数据园区35家，主要分布在无锡、苏
州、南京，是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

说明：上述统计基于2019年大数据产业摸底数据，并经整理

无锡, 40.00%

苏州, 17.14%

南京, 8.57%
扬州, 8.57%

徐州, 5.71%

南通, 5.71%

常州, 2.86%

连云港, 2.86%

淮安, 2.86%

盐城, 2.86%

泰州,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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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发机构概况及区域分布：主要分布在南京、无锡、盐城
等地，机构主导单位以企业为主

说明：上述统计基于2019年大数据产业摸底数据，并经整理

n江苏省大数据相关的研发机构已建30家，2家在筹建；已建研发机构中，国家级2家，占比6.89%；省级4家，占比13.79%；

市级7家，占比24.14%；研发机构主导单位71.4%为企业，其次为高校及科研院所；17家（占比58.62%）研发机构与高

校建立合作关系，其中有4家与国外高校建立合作关系

序号 研发机构 合作方（国外高校）

1 江苏苏伦大数据科技研究院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

2 南京数优医疗大数据研究院 美国阿拉巴马州立大学伯明翰分校

3 南京医基云医疗数据研究院 斯坦福大学

4 南京融康博临床医学研究院 卡罗林斯卡医学院

  与国外高校建立合作关系的研发机构

无锡, 
34.38%

南京, 
31.25%

盐城, 
12.50%

苏州, 
6.25%

扬州, 
6.25%

徐州, 
3.13%

常州, 
3.13% 南通, 

3.13%



（二）研究方向及领域：研发方向较为广泛，研究领域涉及工业、
政务、健康医疗等领域

涉及领域

工业, 
28.13%

政务, 
15.63%

健康医疗, 
15.63%

交通旅游, 
9.38%

教育, 9.38%

金融, 6.25%

其他, 
15.63%

说明：上述统计基于2019年大数据产业摸底数据，并经整理

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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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才培养：院校总数位列全国前十（1/2）

南京, 
41.67%

苏州, 
16.67%

徐州, 
16.67%

泰州, 8.33%

南通, 8.33%

淮安, 8.33%

n2018年3月，教育部公布第三批大数据本科专业院校，江苏省有12所院校获批开设“数据科学大数据技

术”，总数位列全国前10，主要分布在南京、苏州、徐州等地

城市 高校名称

南京市

•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 南京审计大学
• 南京工程学院
•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
• 金陵科技学院

苏州市 • 昆山杜克大学
• 常熟理工学院

徐州市 • 江苏师范大学
•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

南通市 • 南通大学

淮安 • 淮阴工学院

泰州 •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

来源：教育部



（一）人才培养：省内设置“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专业院校数近
三年成倍增长，南京、徐州等地领先（2/2）

排名 城市 代表院校

1 南京市

• 中国药科大学（南京）、南
京信息工程大学、南京工业
大学、南京工程学院、南京
财经大学等

2 苏州市 • 昆山杜克大学等

3 徐州市 • 江苏师范大学、中国矿业大
学、徐州工程学院等

4 南通市 • 南通大学、南通理工学院等

5 连云港市 • 江苏海洋大学等

2019年设置大数据专业高校数TOP5城市

说明：上述统计基于2017、2018、2019年江苏省招生计划，并经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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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才需求：总体需求持续增长，苏南地区最旺盛（1/2）

来源：公开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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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才需求：数据采集人才需求占比最大，其次是数据挖掘
分析、数据存储，与企业技术方向相一致（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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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公开数据整理



• 江苏大数据联盟是在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的指导下，由省内从事大数据技术研究与产品研发、生产、推广、应用的企事业
单位及社会团体，并按照“自愿、平等、合作”的原则发起成立的行业性、非营利性的联合体

“江苏大数据”微信公众号，欢迎关注，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