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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产业
发展背景

P A R T  O N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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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应势而来，为人工智能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发展基础

第一次长波波动 第三次长波波动第二次长波波动 第四次长波波动 第六次长波波动第五次长波波动

1780s/1790s 1840s/1850s 1890s/1900s 1940s/1950s 1980s/1990s 2030s/2040s

经济
活动
繁荣
水平

第六波长波波动仍是信息技术驱动
的，其特征是智能化

农业经济

工业经济 数字经济

1958年，集成电
路出现

1976年，个人计
算机出现

互联网经济

信息产业经济总量
占比加重，技术创
新成为第一驱动力

社会经济行为的网络化
和虚拟化变革

蒸汽机的大规模应用 电力驱动的机器制
造的大规模推广

电动机和内燃机的大
规模应用

石油化工和汽车繁
荣时期

数字技术和网络主导
的电子信息时代

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的时代

到2025年形成5万亿—10万亿美元
产值以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大
数据和云计算等信息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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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产业要素不断被催生，全域智能不断更迭产业新变革

新的生产工具 新的生产资源 新的连通方式 新的基础设施

生产关系的变革 生活方式的变革 社会关系的变革

全域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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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生产工具：算力成为数字经济时代实现全行业智能化的重要工具

人工编程 计算机自主迭代和优化计算机自编程

前
沿
性
、
颠
覆
性
技
术

超越摩尔定律 智能传感器、生化类MEMS、多元件集成电路MCO、3D封装芯片、功率器件等

新型材料研究 石墨烯、碳纳米管、硅锗材料、碳化硅、氮化镓、锑化铟、铟镓砷等

新型结构设计 多层叠加的“3D芯片”、周围栅极晶体管、量子隧穿效应晶体管、自旋电子晶体管等

新型计算技术 人工智能、异构计算、量子计算、神经元计算、光子计算、生物计算、超导计算等

生产流程数字化

多元数据协同化

全行业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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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生产要素：数据资源成为关键的生产要素

4ZB 16 64 128
512

1024

2048

4096

2016 2018 2020 2022 2024 2026 2028 2030

1000x

15%
经济
总量

预计2030年数据原生产业规模达

数据加工对象日益复杂化

30%
全球

数据量

预计2030年中国数据总量超过

纸带数据 表格和关系型数
据库

全域的文本、图像、音频、
视频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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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连通方式：从“万物链接”到“智能互联”

设备互联互通、互操作

生产模式的定制

新工艺/新流程的快速部署

万物链接 边缘互联 智能互联

物联网 边缘计算 人工智能

提升应用效能，促进万物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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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基础设施：以应用驱动为基础的去中心化设施部署

基础设施持续突破物理边界 基础设施持续突破算力边界

+单点 协同

• 超算
• 量子计算
• 类脑计算

• 异构计算
• 分布式计算
• 人工智能

集中 边缘

• 数据中心
• 云计算中心
• 骨干网络节点

• 边缘计算
• 物联网
• 嵌入式

+

• 像水电一样，按需分配资源
• 支撑上层复杂算法高效运行

弹性伸缩提升效率 快速调整

创新工具 数据价值 触达客户

• 挖掘与实现数据
• 泛在网络实现广泛触达

集中式 分布式多中心 去中心化

计算驱动 应用驱动

大型主机时代 云计算时代 万务互联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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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关系变革：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

1% 3% 4%
10%

15%
19%

30%
34%

50%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2020 2030

2030年

50%

数字技术占汽车成本

“车”连“网”渗透率

2020

2030

20%

98%

2020年 2025年

10.0% 13.8%

数字产业化 规模占比，即数字产业化规模/GDP

（人工智能、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与信息服务业等）

2020年 2025年

27.9% 41.3%

产业数字化规模占比，即产业数字化规模/GDP

（数字治理、数字内容、数字金融、数字医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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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变革：向着便捷化、精准化、个性化方向跃进

根据病人特征“量体裁衣”
制定个性化精准诊疗方案

智慧医疗

智慧城市

通过城市综合监测与态势
分析制定安全防护措施。

医疗

消费

交通

…

生活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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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变革：是全域合作多元化的集中体现



人工智能产业
发展特征

P A R T  T W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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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一：人工智能正从“算力辅助”向“人机协同”转变

第三代人工智能需要人类知识的引导

n 迈向第三代人工智能：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张钹院士提到：“第三代人工智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
这个是我们国家历史上第一次遇到跟别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发展第三代人工智能，国外跟
我们一样。”

算法
AI

算力

数据

专家
知识

第一代人工智能

符号主义

1970s

第二代人工智能

迈向第三代人工智能

1990s 2020s

n 第一代AI和第二代AI只是从两个维度只是从不同侧面描述人类心智，依靠单个范式不可能触
及人类真正的智能：

1. 第一代AI缺乏数学基础，只能就事论事地解决问题，知识库的搭建消耗大量资源；

2. 第二代AI有过拟合和欠拟合问题且有黑箱问题，推广能力差，无法理解事物含义。

n 第三代AI是融合第一代的知识驱动和第二代的数据驱动的人工智能，利用知识、数据、算
法和算力4个要素，建立新的可解释和鲁棒的AI理论与方法，发展安全、可信、可靠和可扩
展的AI技术。

连接主义

核心理念：知识驱动
    （基于知识的归纳推理）
代表技术：
     知识工程、专家系统

核心理念：数据驱动
   （基于数据的反馈迭代）
代表技术：
     机器学习、深度学习

符号主义+连接主义

核心理念：知识+数据共驱动
   （知识引导的数据驱动）
代表技术：
     三空间融合模型

AI与人类的关系将从“功能辅助”走向“人机协同”

n 人类知识将在未来的AI技术发展中至关重要，需要构建起AI与人类的协作体系，

而不是传统的人工智能单纯单方向帮助人类地完成特性功能性任务。当机器增

强人类能力的同时，人类专家也在给予机器指引，让机器更加理解人类。

n 人类的特长是创作、领导、共情和分析，机器的能力在于计算、推理和迭代，

人机协同才能够充分同时发挥人类的特长与机器的能力，机器与人类共同完成

任务，增强了人机交互和人类使用体验，形成人与机器能力上的互补。

机器系统 人类社会

人机协同

让机器更智能
增
强
人
类
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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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二：人工智能正从“无序扩张”到“有序部署” 发展

产业环境发生改变，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需要适应阶段转移的变化

2012-2020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初创企业数量

n “十三五”时期，AI产业是从无到有的扩张部署，其产业环境是：

1. AI技术开始逐渐从实验室走出，亟需商业化落地尝试；

2. 战略意义凸显，全球都在加紧布局，国家政策支持力度强；

3. AlphaGo等大事件使得市场关注度极速升温，资本热捧；

n “十四五”时期，深度融合成为AI发展的关键词，产业面临的处境是：

1. 简单的增量AI应用空间变少，“跑马圈地”的模式将不再适用；

2. 技术指标的提升成本倍增，“涨点刷榜”的商业意义减弱；

3. AI在行业中的价值尚未完全释放，AI并未与行业Know-how相结合；

5.08

699.08

491.17

28 112

651

326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投融资金额(亿元)

投融资事件数量(件)

2012-2020中国人工智能投融资情况

“十三五“时期是AI产业的扩张部署阶段 “十四五“时期，AI产业将迈向深化赋能阶段

2016-2023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及预测

493.9

1614.3

3152.9

26.5%

43.5%

39.4%

30.8%

25.0%
26.1%

28.8%

20.3%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E 2022E 2023E

产业规模（亿元） 增长率

爆发式增长 平稳增长，持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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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三：人工智能正从“局部发展”向着“全域赋能”转变

江苏省
发展概况：依托长三角资源优势，AI产业链初步成型，在计算机
视觉、智能语音、机器人、AI+医疗、AI+制造、AI+安防领域已
经初具优势。
代表企业：
• 云计算：科大国创、中新赛克
• 计算机视觉：华兴致远
• AI+医疗：图玛深维、比格威医疗

安徽省
发展概况：在智能语音领域又全国龙头企业科大讯飞，
AI+医疗、机器人、AI+制造领域发展相对不错。
代表企业:
• 大数据：科大国创
• 智能语音：科大讯飞
• 智能硬件：华米科技

四川省
发展概况：以成都为代表，在计算机
视觉、机器人、无人机、AI+医疗、
AI+教育等领域形成优秀企业，资源、
人才、产业优势较为明显。
代表企业：
• 大数据：国星宇航
• 计算机视觉：弘和集团、皓图智能
• AI+医疗：若水医疗、希氏异构
重点机构
• 电子科技大学
• 四川大学
• 中科院大学成都学院
• 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
• 四川省人工智能研究院

北京市
发展概况：在人才、政策、产业、融资等方面具得天独厚的优势，
已形成国内最大、最有实力的AI企业创新集群。
代表企业：
• 芯片：寒武纪、中星微电子
• 计算机视觉：商汤科技、旷视科技、深醒科技
重点机构
• 中国科学院系统        
• 清华大学
• 北京大学

浙江省：
发展概况：依托长三角资源优势及自身传统产业的深厚积累，在计
算机视觉、机器人、AI+医疗、AI+制造、AI+安防领域已经开始形
成优势。
代表企业：
• 云计算：阿里云
• 大数据：深绘智能
• 计算机视觉：海康威视、虹软
• AI+安防：大华

深圳市代表企业：
• 芯片：云飞励天、
• 计算机视觉：第四范式、极视角
• 无人机：大疆、智航无人机

广东省（不含深圳市）代表企业：
• 计算机视觉：云从科技、微盾科

技
• 智能汽车：小鹏、文远知行
• AI+安防：高新兴

广东省
发展概况：以深圳为代表，在人才、政策、产业、资金等方面的优势及创新的产业环境下，已经形
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在AI应用终端发展优势较为明显。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 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

上海市
发展概况：具备良好的互联网及产业资源基础优势，形成了较为完整
的产业链，在芯片、传感器、计算机视觉等领域聚集了大批优秀企业。
代表企业：
• 芯片：西井科技、中芯国际
• 传感器：禾赛科技、云衡科技
• 计算机视觉：依图科技

重点机构
• 南京大学
• 东南大学
• 江北新区人工智能产业

创新中心
• 麒麟人工智能产业中心

重点机构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 中国声谷
• 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重点机构
• 之江实验室
• 阿里达摩院
• 科大讯飞杭州人工智能研究院
• 光启人工智能研究院

重点机构
• 复旦大学
• 上海交通大学重点实验室
• 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
• 腾讯优图实验室
• 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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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四：人工智能正从“同质竞争”向“多措并举”发展

构建通用型人工智能开放系统的商业模式
成为解决AI商业化困境的发展思路人工智能商业化困境

人
物
图
像
数
量

人物ID

图3：人脸数据集分布

场
景
出
现
次
数

图4：场景数据集分布

场景ID

长尾数据

n 大部分人无法得到充分的训练 n 大量的场景落在长尾区间

n 目前，人工智能企业主要还是以定制化的综合解决方案创造营收，这意味着收入
难以形成规模增长。但是人工智能是高投入的行业，企业大规模的研发费用投入
导致重点AI企业都处于亏损状态，造成AI企业的商业化困境。

n 现阶段AI产品定制化程度高的主要原因是主流的人工智能算法无法适应客户特定
的长尾数据，需要用较高的成本获取和训练客户长尾数据，而且长尾数据的问题
尤为普遍。

n 为了AI解决商业化困境，通用型平台生态的理念是目前的发展思路，利用简单易
行且价格较低的通用方案吸引长尾客户主动适应标准化的AI系统，构建大使用量
覆盖成本的商业模式，有助于系统能力快速提升。国家也在积极推动AI开放创新
平台的建设，加速人工智能的行业赋能。

66.50% 70.02%
74.06%

146.94%

95.77%
91.69%92.06%

30.61%
56.25%

163.55%

77.62%

117.78%

2017 2018 2019

公司A 公司B 公司C 公司D

-255.02%

-327.77%

-527.30%

-383.96% -508.82%

-191.89%

-41.34%

-218.39%

-284.20%

-108.64%

-133.13%

2017 2018 2019

公司A 公司B 公司C 公司D

图1：重点AI公司净利率 图2： 重点AI公司研发费用占营收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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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五：人工智能从“订单模式”向“套餐模式” 发展

“行业+AI“单点应用的关系将走向”AI+行业”深度融合的关系

深度融合意味着价值链的重构

7% 10%
30%

3% 5%
15%

25%
40%

50%
60%

0

0.2

0.4

0.6

0.8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2020 2030E

汽车电子和软件成本占整车价值比例

软件 汽车电子

n 以汽车行业为例，汽车电子、软件乃至未来的人工智能所占汽车价

值的比例将不断提升。2021年4月北汽极狐阿尔法S正是上市，普通

版最低售价25.19万元，附带华为HI基础版售价为38.89万元，人工

智能已经在量产自动驾驶汽车中的价值比重约为35%。

n 随着人工智能在行业中的持续渗透，人工智能将拥有更多功能的控

制权，并逐渐成为任务的决策者。人工智能在行业价值链中的比重

将会不断增加。

n 2019年3月19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促进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习近平

总书记在会议上指出：“促进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要把握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特点，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产业应用

为目标。”

n 替代人类某项重复性劳动工作 n 对系统统筹管理实现目标任务
（单点应用） （深度融合）

智能抓拍

事故监测

流量统计

交通诱导

交通信号全网优化

交通异常实时预警

紧急事件处理

智能指挥调度



人工智能创新
发展策略

P A R T  F O U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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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一：构建AI创新应用生态圈，加快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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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二：构建以“服务型AI”为代表的产品新形态

工业化时代 数字经济时代

目标市场 社群（community）

客户 用户（user）

产品/服务 连接（ties）

性能 体验（experience）

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成功的核心是能否从观念、技术、商业模式上进行改造，使每个企业不再只是产品生产者、服务提供者，而是通过产品与服务，
与客户建立了“强关系”，能成为24小时在线，了解、预测客户需求的“客户运营商”（Customer Op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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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三：构建开放型产品服务生态模式，提高行业应用兼容性

数据

算法&技
术平台

产品

A行业
应用

数据

算法&技
术平台

产品

B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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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平台

产品

C行业
应用

行
业
壁
垒

行
业
壁
垒

数据 数据 数据

通用算法&技术平台

基础应用产品平台

A行业
应用

B行业
应用

C行业
应用

“烟囱型”模式 “生态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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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四：构建以价值链提升向价值网络构建的服务新模式

比拼产业生态系统
的构建和孵育能力



2022-6-15赛迪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