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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云量与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17）

用云量

“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是云化程度。工业时代，衡

量一个地方经济发展指标就是用电量、耗电量，工业用多少

电、民用多少电。未来数字经济时代，大家通过计算云的数

量，来衡量发展程度。”

——马化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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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云量与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17）

“数据”是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第一生产性要素，是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新能

源”。云，就是存储、输送、加工、应用这一“新能源”的基础设施；而“用云量”

就是衡量这一“新能源”投入和消耗的关键指标，是一时一地数字经济发展热度的

“晴雨表”。

 “数据”作为生产性要素，与电力等能源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经济特性，例如，数

据不会因为使用而被消耗、湮灭，反而会衍生出更多的数据，在合适的条件下生产出

更多的价值。这给直接度量数据的价值和使用效率带来困难。

换个角度，从成本计量的角度来考虑，为了使用数据，企业、机关等市场主体租

用了多少带宽、消耗多少算力、占用多少存储、使用多少数据库服务等等，可能是测

算当地使用数据创造价值的相关经济活动总量的更可靠途径。在此指导思想之下，腾

讯研究院与腾讯云携手，共同编制覆盖全国351个地级以上城市的“用云量”指标，

完成《用云量与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17）》。

报告将“用云量”定义为客户使用包括服务器、存储产品、数据库、IDC带宽等

数十种IaaS服务项目；云安全、大数据与AI等十多种PaaS服务项目；以及域名、金

融云、中间件等十多种SaaS服务项目在内的标准化后加权平均的总和指标。“用云

量”以城市为单位，可以比较精确地反应当地市场主体在云端的活动状况。我们希望

通过这份报告，为各界理解数字经济，搭建数字基础设施提供参考。

 地域分布集中、总量快速扩张

2017 年全国“用云量”快速增长

国内云计算市场处于爆发增长期。2017年下半年全国“用云量”总量较上半年环

比增长66.5%，年化增长率133.1%1。2018一季度增速再上台阶，较去年同期同比增

长138.6%。

2  本研究中“用云量”的测算与腾讯研究院2018年4月12日发布的《中国互联网+指数报告
（2018）》中“用云量”的测算方法类似，但选取指标不同。后者测算指标偏重IaaS层基础功
能，指标数为4个，有多年连续数据。本研究采用指标覆盖IaaS、PaaS、SaaS各类云计算服
务，指标数为10个。与后者相比，优点是内涵更丰富，贴近目前云计算市场状况；缺点是历史
积累数据较少。在这里采用了“年化增速”的概念，年化增速=2017年半年环比增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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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云量与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17）

2017年“用云量”年化增速排在前三位的省份依次为海南、陕西和河北。三个省

份的“用云量”基数较低，增速都在400%以上。“用云量”总量最高的三个省级单

位北京、广东、上海（三者合计占2017全国“用云量”总量的72.8%）当中，广东和

上海的增速分别为 172.6%和160.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用云量”最大的北京

市年化增速为121.5%，略低于全国平均增速。

*为了全面显示各省差异，对部分省、直辖市的色差做了调整

*为了全面显示各省差异，对部分省、直辖市的色差做了调整

2017
各省用云总量

2017
各省用云量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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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云量与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17）

“用云量”地域分布高度集中

地理分布上看，全国“用云量”高度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天津、广州等一

线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深圳三城，2017年全年用云量占据全国总量的65.3%。

其中单北京一个城市就占到35.4%。

另一方面，“用云量”地域分布高度集中的趋势正在发生变化。纵向比较2017年

四个季度的“用云量”地域集中度，“用云量”最高的城市（北京）占全国总量比重

（C1）和最高的五个城市（北京、深圳、上海、天津、广州）在全国总量中所占比重

（C5）均持续而显著下降。C1由一季度末的38.9%下降至四季度末的35.2%；C5由

一季度末的86.0%下降至四季度末的81.0%。说明其他城市“用云量”增速高于头部

的大型城市，云计算正向规模较小城市快速渗透。

 

飘出大陆的云

2017年香港地区“用云量”总量可以排进全国城市“用云量”的前20名，略低

于昆明，高于长沙。2017年香港“用云量”年化增速达到595.6%，在全国所有城市

“用云量”年化增速比较中，可以排进前35名。同期，台湾地区的“用云量”也录得

248.8%的年化增长，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017
用云量最高的

20座城市

用云量
地域集中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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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云量与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17）

在中华文化圈之外，中国云厂商的海外客户也在快速增加。2018年一季度，源自

中华文化圈之外的国际客户“用云量”单季翻了6倍。这一高增速的背后，一方面是因

为基数很小，另一方面显示中国云厂商国际拓展空间广阔。

从互联网迈向传统产业和公共服
务

互联网行业是“用云量”大户

互联网行业是云计算诞生之地，也是云计算最早商用落地之处，更是目前云计算

消费的绝对主力。2017年中国互联网行业“用云量”占全国总量的79.1%。不仅如

此，互联网行业整体的“用云量”还在保持高增长，2017年年化增速达到162.0%。

在互联网行业内部，不同业务板块之间的“用云量”正在悄然分化。占据“用

云量”半壁江山的视频游戏等项目虽然仍然保持了超过100%的高增速，但增速在所

有行业中垫底。互联网行业中非视频游戏类业务的“用云量”增速达到233.5%，几

乎是视频游戏“用云量”增速的两倍。到今年一季度，视频游戏类互联网业务“用云

量”在总“用云量”中比重降低了10个百分点。

 

 

从互联网迈向传统产业
和公共服务

2017
用云量行业分布



7

用云量与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17）

“互联网 +”下，“用云量”酝酿新的行业增长点

政务服务整体“用云量”中占比虽小，但增速极快。2017年政务服务“用云量”

增长超过十倍。在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的驱动下，公共服务正快速实现数字化、

远程化，让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腿，正在全国各地加速实现。

包括制造业等第实体经济主要构成部分在内的传统产业“用云量”年化增速达到

278.6%，排在政务服务之后，是2017年行业“用云量”增速第二名。非视频游戏类

互联网行业“用云量”年化增速排在第三位，金融行业排在第四位。

这一结果，从侧面印证了“互联网+”正快速发展，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

正在与传统经济加速融合。从政务服务到传统行业，数字化进程正在快速推进，已经

取得积极成果，“数字中国”正在加速建设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海南省2017年政务服务“用云量”年化增长率超过4万倍，成为

计算框架内的一个超级“异常值”。这一“异常值”实际上显示的是海南省政务服务

从0到1上云的过程。除了政务服务“用云量”激增，海南省的金融行业及其他传统行

业“用云量”分别增长156倍和31倍。以政务服务为拳头，以公共服务数字化带动实

体经济数字化的趋势已经形成。

 

用云量
行业占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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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云量与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17）

智慧零售与“用云量”

与电商平台不同，智慧零售强调与实体店铺的有机融合，不再是单纯将线下购物

场景线上化，而是用一层“薄薄”的科技产品让线下实体店数字化。云计算平台在这

一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不难理解，2018年一季度，智慧零售相关的“用云量”单季

增长75%，年化的增长率超过300%。

  数字经济基础设施

“用云量”与数字经济规模显著正相关

将本研究测算所得全国388个城市的“用云量”与《中国互联网+指数报告

（2018）》测算的各个城市数字经济规模进行相关性分析2，结果显示两者显著正相

关，说明“用云量”较大的城市，数字经济规模也相应较大。这一现象符合我们对云

计算与数字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理解：两者之间应该存在一个正反馈机制。也即，数

字经济增长必然要求更多的企业、产品、服务上云，导致用云量激增；而用云量激增

2017
各行业用云量

年化增速

2  correl(城市“用云量”，城市数字经济规模)=0.686，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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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云量与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17）

带来的基础设施投资，带来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更好的服务体验，促使更多的企业、

产品、服务上云。

 

*图中坐标轴采用对数刻度

传统产业“用云量”带动数字经济增长

将各省级单位政务服务、金融、传统行业、互联网等行业“用云量”增速与其数

字经济增速做相关性分析。在排除海南省的超级“异常值”影响后，传统行业“用云

量”增速与数字经济规模增速显著正相关：传统行业“用云量”增速较快的省份，数

字经济增速也较快3。而其他行业“用云量”增速与数字经济增速虽然是正相关关系，

但相关性不显著。

2  correl(传统行业“用云量”增速，数字经济增速)=0.531， p<0.01

城市用云量
与数字经济规模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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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城市2017年“用云量”增速与其数字经济规模增速的相关性不显著4。这可能

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如，数字经济增长与“用云量”增长之间可能存在时间差，这

一时间差在不同城市间有显著不同，导致相关性降低；再者，云计算市场在国内仍处

在爆发期，在基数较小的情况下，“用云量”增速容易出现极端值，实际上我们的计

算结果显示城市间“用云量”增速差异显著比数字经济增速差异大，这也可能造成增

速相关性降低

 

2017
各省传统产业用云量增速

与数字经济增速

城市用云量增速
与数字经济增速对比

3  correl(用云量增速，数字经济规模增速)=0.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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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

云计算是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核心，“用云量”是衡量数字经济发展热度的重

要风向标。通过编制“用云量”指标，测度各地云计算市场发展的规模、速度、我们

可以大概刻画中国新经济发展的重要节点，对未来发展方向有一个较为直观的认识。

分析的结果显示，目前云计算市场仍然高度集中于北京、上海、深圳等超级城

市。云计算对于社会经济的渗透，远没有我们期望的高。可以说，数字基础设施的搭

建还处于起步阶段，数字经济的发展还远没有达到成熟的状态，各个行业仍然在摸索

适合自己数字化发展的道路。

但即便是在这个初级阶段，云计算对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已经非常明确、明显。

发展数字经济，必要善用数据资源，善用数据资源必要具备强大的云平台和高超的云

能力。希望我们编制的“用云量”指标能随着时间不断积累，更客观、及时反映各地

情况，为学术研究积累素材、为决策者提供参考，为企业发展提供建议。



12

用云量与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17）

附录：

指标体系和权重分配

“用云量”一级指标：按照目前行业内通用的分类方法，确定出IaaS、PaaS、

SaaS三个一级指标，在慎重考虑业内专家意见后将权重分别定为50%，30%和

20%。

“用云量”二级指标：根据IaaS、PaaS、SaaS的划分，将种类繁多的云服务和

云产品进行同类项合并。合并的基础，是相关产品或服务内容本质相同，可以进行等

值等价折算。依据折算结果加总得到二级指标。二级指标共10个，包含58小类不同产

品和服务。

*括号中为二级指标中包含具体产品或服务种类

编制过程

我们采用取百分比的方法对基期（2017年一季度）指标进行标准化。标准化后的

基期指标即为某地的某项指标占全国该项指标的百分比。基期“用云量”为各个指标

加权平均而得，总合为100%。当期的“用云量”指标，是按照基期计算当期的各个

指标相对值，并加权平均得到，可以直观体现到期间内的“用云量”增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IaaS 云主机（3） 50%

云存储（3）

网络（2）

私有/混合云产品（6）

PaaS 数据库（8） 30%

应用基础设施和中间件（6）

商务分析（3）

云安全（7）

SaaS 通用及特色产品（8） 20%

深度定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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