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简介

数字孪生是综合运用感知、计算、建模等信息技术，通过软件定义，对物理空间进行

描述、诊断、预测、决策，进而实现物理空间与赛博空间的交互映射。Gartner在

2018年和2019年十大战略科技发展趋势中将数字孪生作为重要技术之一。

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并且在机械制造、航空航天、智

慧城市等领域发展的刺激下，以及国家利好政策的助力下，我国数字孪生发展迅速

，数字核心市场规模已经从2014年的27亿元发展到2022年的281亿元，年均复合增

长率约为34.02%。

自数字孪生步入增长期，行业的相关投资事件起数及投资规模整体趋势往上增长

，2014年至2023年10月，国内数字孪生相关企业投资事件共计123起，投资总额

171.53亿元。从应用场景看，城市作为数字孪生最重要的落地场景，近年来始终维

持较高景气度，其次为制造。

数字孪生的发展得到我国的政策支持。2021年，我国将数字孪生技术写入“十四五

”规划，作为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发展方向。工业互联网联盟增设数字孪生特设组

，开展数字孪生技术产业研究，推进相关标准制定，加速行业应用推广。2022年

10月，国家能源局发布《能源碳达峰碳中和标准化提升行动计划》，文件提到，加

快完善能源产业链数字化相关技术标准体系，推进能源各领域数字孪生、能源大数据

、智能化等技术标准制修订。2023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数字中国建

设整体布局规划》,规划提到完善自然资源三维立体“一张图”和国土空间基础信息

平台，构建以数字孪生流域为核心的智慧水利体系。

随着数字孪生技术的日益成熟，国家和地方政府纷纷将其纳入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框架

，在全国范围加快CIM平台的落地建设，并协调解决各种建模技术之间的兼容性以及

数据标准统一等问题。在国家层面，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自然资源部、住建部

等部委密集出台政策文件，有力地推动了城市信息模型相关技术与应用的发展与落地

。

数字孪生是5G赋能产业链上的重要一环，作为5G衍生应用，可以加速物联网成型和



物联网设备数字化，与5G三大场景之一的万物互联需求强耦合。在未来的5G时代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的加速融合，工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演进趋

势日益明显，将催生一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新模式、新业态，数字孪生日趋成为产业

各界研究热点，未来发展前景广阔。

中投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4-2028年中国未来产业之数字孪生技术行业趋势预测

及投资机会研究报告》共九章，首先介绍了数字孪生技术定义及应用等，接着分析了

全球数字孪生技术发展状况及中国数字孪生总体状况。然后报告重点分析了数字孪生

城市的发展，并对航空领域、智能制造等领域发展应用进行深入分析。随后，报告对

数字孪生技术的企业布局及重点企业的经营状况进行了具体分析，并阐述了数字孪生

技术相关产业的发展。最后，报告对数字孪生技术的投资及发展前景进行了科学的预

测分析。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工信部、中投产业研究院、中投产业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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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或贵单位若想对数字孪生技

术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数字孪生技术相关应用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

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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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一一深圳市中投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于2002 年在深圳成立，是中国领先的产业研究与

产业战略咨询机构。十多年来，我们一直聚焦在"产业"领域，专注于产业研究、产业

规划、产业招商及产业投资咨询服务。我们是国内唯一一家既有深厚的产业研究背景

，又只专注于产业投资与产业发展服务的专业公司。对政府或园区，我们提供从产业

规划到产业资源导入的一体化产业发展咨询解决方案；对企业，我们提供投资机会研

究、投资地点选择、项目规划设计的一体化产业投资咨询服务。

一一十多年来，深圳市中投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已经为十多万家包括政府机构、银行、

研究所、行业协会、咨询公司、集团公司和各类投资公司在内的单位提供了专业的产

业研究报告、项目投资咨询及竞争情报研究服务，并得到客户的广泛认可；主导完成

了上千家产业园区或地方政府的产业发展规划编制，协助数百家家地方政府推进招商

工作和产业资源导入。

一一深圳市中投顾问股份有限公司把实践与理论相结合，提出了"空间是躯体，产业

才是灵魂"的规划理念；提炼出"建链、补链、抢链、强链"的产业发展思路；总结出

落地性极强的"预招商规划法"；提炼出"战术招商上升到战略招商才是破解招商困境

关键"的招商工作新思维；归纳出"规划、招商、运营三维一体"的园区发展策略；创

新提出城镇化建设要"遵循产城融合，更要注意产城协调"的科学发展模式；等等。

一一深圳市中投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以深厚的产业研究能力为基础，以"规划+落地"为

服务理念，以"咨询+资源"为服务模式，已经成为中国最专业的产业研究咨询服务机

构，并力争在未来5 年成为全球领先的产业投资与产业发展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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