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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行业报告（上篇） 

中国造 AI将崛起，数据以及平台类公司前景广阔 
 

[Table_Summary] 

■ 国内产业链初步成型，上中下游各司其职。经过近年的快速发展，国内人工智能

产业逐步分化出了上中下游，其中上游提供基础能力；中游将基础能力转化成

AI 技术；下游则将 AI 技术具体运用到特定行业，形成生产力。由于下游应用行

业非常多，限于篇幅，本篇将重点分析行业的中上游，后续文章将对行业下游

进行深入分析。 

■ 国内市场规模超千亿元，政策规划空间达万亿元。由于中游是核心技术环节，我

们根据中游的技术分类对市场空间进行估算，其中智能语音将保持 40%左右的稳

定中高速增长、计算机视觉将连续超过 100%爆发增长、自然语言处理将以 20%的

增速稳步发展、其他类的潜在空间也十分巨大。综合来看，国内人工智能市场

空间规模到 2020 年将超千亿元，而根据国务院的新一代人工智能规划，到 2030

年国内人工智能的核心产业规模将达到万亿元，相关产业规模将达 10 万亿元。 

■ 上游 AI 芯片公司国内较为弱小，数据资源公司值得培育。国内 AI 芯片公司集中

在设计环节，而 IC 设计行业国内较为弱小，2017 年在全球市场占比仅有 11%，

且偏低端，未来将面临较大挑战，但在当前中美贸易战背景下，部分龙头公司

如海思、寒武纪、紫光展锐依然值得跟踪。数据资源公司当前处于发展初期，

作为行业服务提供商其成长的确定性和现金流表现均十分优秀，未来值得长期

培育，典型公司如海天瑞声的业务拓展迅速，财务报表稳健。 

■  中游技术平台公司将成为产业链中的核心玩家。中游技术平台作为连接上下游的

核心环节，在产业链中具备核心价值。其中智能语音和计算机视觉的技术相对

成熟，应用前景确定性高，同时国内这两个领域的公司发展较快，头部公司已

经脱颖而出。科大讯飞在智能语音市场占比达 44%，商汤科技在视觉类公司中市

场占比达 30%。 

■ 不同领域企业特点不同，经营策略有所区别。AI芯片公司建议聚焦龙头，资产类

业务需根据财务状况谨慎处理；数据资源公司建议提前布局，全方位经营，包

括资产类以及存款类业务；技术平台公司建议针对头部企业中短期拓展存款类

业务，未来可考虑进行资产类业务的投放。 

■ 三大风险需要关注。尽管人工智能行业的长期前景光明，但巨头调整战略风险、

技术创新风险、中美贸易战风险需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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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工智能：新一轮产业升级的核心推动力 

人工智能，英文缩写为 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指的是由人类发明设

计的智能系统，能够模仿人类的思考方式，实现人脑的部分功能，替代人脑解

决特定问题。 

1.1人工智能当前处于第三次大发展期，赋能产业升级 

人工智能的概念最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1956 年的达特茅斯暑期会

议上正式提出了人工智能的概念。期间经历了三次发展浪潮，当前处于第三次

大发展期。 

第一次浪潮发生在 1956~1976 年，主导理论是逻辑主义，主要成果是完成

了一些定理证明以及逻辑程序语言 prolog。 

第二次浪潮发生在，1976~2006 年，主导理论是连接主义，主要成果是神

经网络理论的提出以及应用。但是在实践中发现可以解决一些简单单一问题，

对于复杂问题的处理效果不尽理想。 

第三次浪潮发生在 2006~现在，可以称之为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的深度学

习，将大数据、神经元网络和数学统计的方法结合在一起。第三次浪潮的理论

基础和第二次浪潮类似，主要的差别在于基于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算法取得了

巨大的成功。这里的主要推动因素包括了硬件的进步、卷积神经网络模型优

化、参数训练技巧的发展等。 

http://www.hibo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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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人工智能三次发展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研究院 

前两次浪潮解决了人工智能的一些基础理论问题，第三次浪潮的发展已经

使得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程度（识别率、准确率等）可以实际解决很多传统需

要人类大脑才能解决的问题，具备了很强的实用性，获得生产力。 

1.2人工智能根据从底层到应用的技术逻辑可以分成基础层、

技术层、应用层 

人工智能根据从底层到应用的技术逻辑可以分成基础层、技术层、应用

层。基础层从硬件和理论层面，为人工智能的实现提供了根本保障，主要包括

AI 芯片和深度学习算法。AI 芯片的发展进步，提供了越来越强的计算能力；

深度学习算法的建立，提供了 AI 解决问题的计算方法。 

技术层是基于基础层的支撑，设计出的解决某一类过去需要人脑解决问题

的通用方法，具体包括智能语音、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以及其他类这四

大人脑功能的处理方法。这些方法基于深度学习算法，根据具体的数据以及处

理场景，形成了专门的成套技术处理方法和最佳实践。通过技术层的实现，我

们可以将基础层提供的算力以及计算方法运用到具体领域，去真实对应到大脑

的某一类功能以及实践能力。 

应用层是基于技术层的能力，去解决具体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比如利用计

算机视觉技术，实现金融、安防等多个领域的人脸识别；利用智能语音技术，

实现智能音箱、录音笔等的语音识别；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用于智能客服

的问答。在实际的应用中，技术层和应用层的关系是相互交叉的，某个领域的

应用可能用到多个维度的技术层的能力，比如金融行业的应用对于智能语音、

热度

时间1956 201020001990198019701960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人工智能起步期 人工智能步入产业化 人工智能迎来爆发

逻辑主义盛行

1956 达特茅斯会议标志AI诞生

1957 神经网络感知机被罗森布
拉特发明

1970 受限于计算能力 进入第一
个寒冬

连接主义盛行 深度学习尚未突破

1980  专家系统问世

1986 BP神经网络算法提出，使得多层人
工神经元网络的学习成为可能

1990 人工智能计算机DARPA失败，政府投
入缩减，进入第二次低谷

深度学习成功应用 互联网奠定基础

2006 Hinton提出深度学习的神经网络

2013 深度学习算法在语音和视觉识别上
有重大突破，识别率超过99%和95%

2016  DeepMind团队的AlphaGo运用深
度学习算法战胜围棋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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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技术都会有需求；同样某个技术层的能力也可以广

泛应用到多个不同的应用领域，比如计算机视觉技术可以广泛应用到金融、安

防、医疗、交通、教育等多个维度。 

图 2：人工智能的基础层、技术层、应用层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研究院 

1.3数据、算法、算力、领域专业能力是人工智能效果的关键 

当前的人工智能应用的核心，是基于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该方法的特点

是需要根据特定应用目的，利用大量且优质的数据，对学习网络进行反复训

练，通过传播算法，不断自动变换各层以及各节点的参数，以最终得到符合实

际应用要求的训练结果。 

深度学习的训练特点，决定了数据、算法、算力、领域专业能力是人工智

能效果的关键： 

▶ 数据：深度学习算法的核心在于通过优质的数据去训练，是否取得任务相

关的足量优质数据集是人工智能技术取得成功的关键。科大讯飞在智能语

音领域的重要优势，是有足够优秀的方言训练数据，因此其语音识别产品

能够较好应对各种方言的情况，形成护城河。 

基础层

技术层

应用层

数据资源

系统平台

硬件设施

底层框架

算法

通用技术

应用平台

解决方案

芯片及传感器研发

云平台 大数据平台

通用数据 行业数据

Tensorflow Torch Caffe MXNet

机器学习（核心）

自然语言处理
·

计算机视觉 智能语音

智能操作系统

教育 金融

医疗 自动驾驶

深度学习 其他：强化学习、回归、分类等

算力+数据

感知与认知

场景及产品

安防

智慧城市

智能穿戴

其他类

其他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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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法：虽然深度学习的核心框架相对固定，但是为了使得学习模型在特定

应用场景取得较好效果，往往需要做很多的算法优化和工程优化，以使得

模型最终在具体场景取得更好的效果，比如更快的计算效率，更准确的分

类概率等。每年的人工智能顶级会议 IJCAI 、AAAI 等均由大量论文，针

对很多具体应用场景，对深度学习算法从各个角度进行改进和优化。因此

对特定领域，具备强大的算法能力，是产品和企业成功的关键技术保障。 

▶ 算力：由于现在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越来越复杂，云端的人工智能算法对

硬件的计算能力需求近乎无止境。虽然当前芯片技术不断进步，云计算的

提供越来越完善，但是对于一些高难度高复杂度的人工智能工作，依然需

要非常大的算力才能训练出足够好的解决模型。这样强大的算力也非常昂

贵，很多小公司无力承担。 

▶ 领域专业能力：最后，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应用，最终还是要和应用场景

结合起来，往往需要最终的实施公司，既理解行业痛点，又具备丰富的行

业实施经验以及渠道能力，方能更好地将技术和具体硬件以及流程结合，

取得好的实施效果。 

1.4 人工智能发展中美“双雄并立”，成为国家战略  

相比之前历次工业革命中的落后状态，中国在人工智能时代从技术到产业

的多方面已经进入了国际领先集团。国际范围来看，人工智能行业呈现美国相

对领先，中美“双雄并立”构成第一集团，英日法德等传统发达国家构成第二

集团的竞争局面。同时全球各国针对 AI 领域的发展均出台政策大力支持，其

中又尤以中国和美国的支持力度较大，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中国的人工智能基础研究能力仅次于美国，处于第二集团 

基础研究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行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其中科研论文和

人才是核心指标，综合这两个指标来看，中国的人工智能基础研究能力仅次于

美国，处于第二集团。 

中国AI论文数量从2000年开始快速攀升，根据清华大学的统计，我国（含

港澳台）的 AI 论文数量，从 1997 年的 1000 余篇快速增长至 2017 年的 37000

多篇；占全球的比例也从 4.26%增长至 27.68%。 

http://www.hibo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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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些年的快速进步，我国的人工智能论文数量无论是累计值还是当期

值都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和美国共同构成了第一集团。英国、日本、德国、印

度、法国等国家的论文数量处于第二集团。 

图 3：全球 AI 论文产出最多的 20 个国家和地区

（1997-2017） 

 图 4：全球 AI 论文最多的 8 个国家的论文发表趋

势 

 

 

 

资料来源：清华大学、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清华大学、招商银行研究院 

 

虽然中国的 AI论文数量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在核心科研人才方面

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清华大学的研究表明，美国的 AI 领域杰出人才
1
数量遥遥

领先，是第二名英国的接近五倍。中国的 AI 科研人才2数量也很多，但是杰出

人才占比很低，数量上和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相近处于第二集团。 

将科研论文和核心人才综合来看，不难看出中国的 AI基础研究能力仅次于

美国。 

                                                                 

 

 

1 杰出科研人才：人工智能论文 H 因子排名全球前 10%的科研人员 

2 普通科研人才：在人工智能领域公开发表过文章或者取得专利的科研人员 

http://www.hibo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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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全球人工智能人才分布 

 

资料来源：清华大学、招商银行研究院 

 

中美两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化程度全球领先 

人工智能行业的产业化程度可以从企业数量以及投融资额这两个维度进行

判断，而中美两国和其他国家相比，在这两个维度上的优势都非常明显。 

近年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快速涌现。信通院的数据表明，中国人工智能

企业的数量从 2012 年的 300 家迅速增长到 2017 年末的 1000 家左右。 

横向来看，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在全球范围内仅次于美国，稳居第

二。信通院的数据显示，截止 2018 年 6 月，美国和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数量

分别为 2028、1011 家，分列一二名，随后排名第三的英国的企业数量仅有

392 家，排名第九的瑞典仅有 55 家，和中美差距较大。 

图 6：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变化  图 7：2018 年 6 月全球人工智能企业数量 

 

 

 

资料来源：信通院、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信通院、招商银行研究院 

 

国家 杰出人工智能人才数量➗ 人工智能人才总量 =杰出人才占比

美国 5158 28536 18.1%

英国 1177 7998 14.7%

德国 1119 9441 11.9%

法国 1056 6395 16.5%

意大利 987 4740 20.8%

中国 977 18232 5.4%

西班牙 772 4942 15.6%

日本 651 3117 20.9%

加拿大 606 4228 14.3%

澳大利亚 515 3186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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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随着人工智能应用范围越来越广，全球和中国的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融

资规模都呈上涨趋势，其中来自中国的增长尤其迅速，占比也越来越高。据信

通院的统计，2017 年全球人工智能投融资总规模为 395 亿美元，中国达到了

277.1 亿美元，占全球融资总额的 70%。2013 年到 2018 年的第一季度全球 AI

行业累计投融资数据中，中国占比 60%，美国 29%，合计占比接近 90%。 

图 8：中国以及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投融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信通院、招商银行研究院 

人工智能成为中美国家战略，政策重心各有特点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全球展开了 AI 军备竞赛，各主

要发达国家均出台了不少支持和引导 AI 行业发展的政策，其中又尤以中国和

美国的支持力度较大，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我国人工智能政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数量非常多，持续性强，并且充分涵

盖了中央和地方。科瑞唯安公司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联合研究表明，我

国中央政府层面的人工智能政策逐年增加，近年发布量维持在 30 以上。而我

国省级政府的 AI 政策则数量更多，在 2015 年达到了峰值 276，近两年虽有所

回落也都保持在 50 以上。这些中央以及省级层面的政策相互呼应，从资金、

税收、项目等多个层面持续支持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 

http://www.hibo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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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中央政府层面历年 AI 政策数量  图 10：省级政府层面历年 AI 政策数量 

 

 

 

资料来源：科瑞唯安、清华大学、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科瑞唯安、清华大学、招商银行研究院 

                                                                                                                                                                                                                                                                                                                                                                                                                                                                                                                                                                                                                                                                                                                                                                                                                                                                                                                                                                                                                                                                                                                                                                                         

从 2017 年开始，人工智能连续三年进入政府工作报告，而 2019 年的政府

工作报告不仅继续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发展，更首次提出智能+的概念，充分体

现我国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将人工智能视为国家战略中重要的基础设施，推动

其与产业的融合，加速经济结构升级。可以说我国对于人工智能的重视程度非

常高，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 

图 11：近年政府工作报告人工智能相关内容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研究院 

 

具体到实施层面，我国的政策体现出涵盖面广全面发展的特点，既重视产

业落地又积极推进补短板。2017 年 7 月国务院印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

规划》既提出了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层面的具体目标，2030 年人工智能核心产

业规模将超过 1 万亿元，又明确了针对我国的人工智能基础研究、芯片等短板，

提出设立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科技项目，重点攻关。 

2017 年 12 月工信部颁布的《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 年)》，对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从四个方面给出了具体部署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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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关键词 关于人工智能具体描述

2017 加快 加快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和转化，做大做强产业集群

2018 加强
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研发应用，发展智能产业，拓展智能生活。

运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2019
深化、智

能+

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拓展“智能+”，为制造业转型升级赋能，

深化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壮大数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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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主要内容  图 13：工信部行动计划的具体部署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研究院 

 

虽然美国的 AI 实力全球领先，但美国政府的人工智能相关规划政策

2016~2017 年才开始逐步发布，如《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备计划》、

《人工智能、自动化和经济》、《人工智能白皮书》等。近一年以来美国政府

的重视程度大为提高， 2019 年的财政预算要求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制定人工

智能和无自助、无人系统作为行政研发重点的预算。而 2019 年 2 月，特朗普

总统签署的行政命令创建了一个名为《美国人工智能倡议（American AI 

Initiative）》的项目，集全国之力“优先考虑 AI 投资”，标志着人工智能也已

经成为美国的国家战略。 

美国的这些政策总体来说聚焦于应对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大趋势，着眼长

期对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影响与变革，保持美国对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具有主

动性与预见性，对于重要的人工智能领域力图保持世界领先地位。 

由于其他国家的人工智能综合实力相比美中两国有一定差距，因此其往往

是聚焦于其本身原有的和人工智能能够较好结合的优势行业，去发展自己在局

部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如德国的优势在于利用人工智能和工业 4.0 的结合，英

国致力于人工智能和硬件芯片的结合，而日本则试图利用人工智能打造新一代

机器人。 

年份 竞争力
核心产业

规模

相关产业规

模

2020
国际第一方

阵
1500亿元 1万亿元

2025
全球价值链

高端
4000亿元 5万亿元

2030
国际领先水

平
1万亿元 10万亿元

领域特点 具体发展目标

现有优势领域

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服务机器人、智能无人机、

医疗影像辅助诊断系统、视频图像身份识别系统

、智能语音交互系统、智能翻译系统、智能家居

产品、集成应用

产业链上的薄

弱环节
智能传感器、神经网络芯片、开源开放平台

“中国制造

2025”

深化发展智能制造，鼓励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在

工业领域各环节的探索应用，提升智能制造关键

技术装备创新能力，培育推广智能制造新模式

痛点和制约

构建行业训练资源库、标准测试及知识产权服务

平台、智能化网络基础设施、网络安全保障等产

业公共支撑体系，完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

http://www.hibo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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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主要发达国家人工智能规划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研究院 

 

2．国内人工智能产业链初步成型，市场空间超千亿元 

2.1 产业链上中下游各司其职，将技术转化成生产力  

从宏观视角来看，人工智能产业链可以分为上中下游，其中上游提供的是

基础能力；中游将基础能力转化成具体的 AI 技术；下游则将 AI 技术具体运用

到各行各业，形成生产力。下图代表的是人工智能产业链的全景示意。 

图 15：人工智能产业链全景图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研究院 

 

 

国家 重点研发领域 重点应用领域

德国
人机交互、网络安全及物理系统、云计算及识别、智能服

务、数字网络、微电子、大数据、高性能计算

工业互联网、智能交通、健康护理、农业、生态经济

、能源

英国 硬件CPU、身份识别 水下机器人、海域工程、农业、太空宇航、矿产采集

法国 超级计算机 生态经济、性别平等、智能政府

日本
机器人、脑信息通信、声音识别、语言翻译、社会知识解

析、创新性网络建设、大数据分析
生产自动化、物联网、医疗健康护理、自动驾驶

智能语音平台

AI芯片 数据 AI算法

计算机视觉技术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智能语音技术 其他类技术

金融

计算机视觉平台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平台 其他类平台

安防 教育 医疗 自动驾驶 智能穿戴智慧城市 其他类

上游

中游

下游

http://www.hibo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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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提供基础计算能力、方法和数据 

上游代表的是支撑人工智能行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和方法，主要包括 AI 芯

片、数据以及 AI 算法。 

▶ AI 芯片是支撑人工智能行业发展的基础硬件，提供适配于 AI 算法的计算

能力，当前国内外都有不少公司专注于 AI 芯片的设计，同时部分中游公

司也进行 AI芯片的设计以更好匹配自己公司的专用计算模型。 

▶ 数据对于 AI 技术在具体行业的应用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的数据掌握

在行业中下游公司中，但是数据的处理是一个较为专业化的工作，当前国

内外均出现少数公司专注于数据处理，为行业中下游提供数据资源服务。 

▶ 当前的主流 AI 算法一般基于深度学习技术，进行 AI 算法研究的主力军一

般是各大院校以及科研机构，部分实力较强的中游企业也具备很强的原创

研究能力。 

中游将基础计算能力和方法转化成四类 AI技术 

中游代表的是基于现有的 AI 算法，在实际应用中能达到较好智能效果，具

备扩展性，在各行各业的应用前景广泛的基础性技术。当前的基础技术可以分

为智能语音、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以及其他类技术。 

▶ 智能语音指的是利用计算机对语音信息进行分析处理，以模仿人类实现能

听、能说等语音能力的技术，语音识别和语音合成目前是其核心应用。智

能语音技术当前的发展已经比较成熟，在很多领域的应用已经接近人类的

水平，比如智能语音交互就在迅速成为主流的人机交互方式。 

▶ 计算机视觉指的利用计算机对图像或视频信息进行处理分析，以模拟实现

人类通过眼睛观察和理解外界世界的技术，当前的主要应用包括了图像视

频的复原和增强、分割和识别、理解和自动匹配等。计算机视觉技术给机

器安上了智慧的眼睛，能替代很多原本需要人类才能完成的工作。随着近

年来计算机视觉技术在多个领域的应用取得突破，目前其已成为人工智能

最为炙手可热的技术分支。 

▶ 自然语言处理指的是利用计算机对语言文字进行分析，以模拟实现人类对

于语言的理解和掌控的技术，当前的主要应用包括自然语言理解和自然语

言生成。自然语言处理是实现认知智能的关键技术，虽然当前依然面临较

大挑战，但其未来的进步和突破对人类社会的意义将十分深远。 

http://www.hibo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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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类指的是基于人工智能算法对一些特定类问题进行方案设计，利用计

算机将其智能解决的技术，其从实际效果来看，针对相应问题实现了模拟

人类智能。这类技术相比前三类技术，其应用范围相对较窄，基础性较弱，

为了便于分类，我们将这些技术统称为其他类。典型的应用场景包括棋类

的 AlphaGo，智能游戏选手 AlphaStar，金融领域的反欺诈反洗钱、智能

投顾、自动交易等。 

中游技术类企业具备很强的研发能力，占据了行业内软件类技术的高地，

并且在发展过程中也逐步建立了资金和数据的壁垒。同时中游人工智能技术是

链接产业上下游的关键，且具备较强基础性和横向扩展性，需要利用这些技术

的下游厂商很多。因此其中的竞争获胜者未来有可能成为人工智能行业的核心

公司，当前的领先公司非常具备长期跟踪的价值。 

但是技术类的公司存在变现困难的问题。虽然一些基础技术比如人脸识别

的扩展速度很快，全国的机场都已铺开，但是短期内依靠技术输出获得的营收

和现金流收入依然较为有限，这些企业主要通过股权融资的方式获取资金，信

贷业务合作的难度较大。 

下游综合利用各类 AI技术解决各自行业的应用问题 

产业链下游指的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各个行业中的实际应用，是技术和场景

结合并落地的环节。当前人工智能应用落地比较多的下游行业包括金融、安

防、教育、医疗、自动驾驶、智慧城市、智能穿戴等，产业链的中下游企业均

有参与。 

▶ 对于中游企业而言，一般来说其会利用自己在具体某项 AI 技术的优势，

承接自身技术优势占重要地位且市场空间较大的下游行业应用，亲自下场

参与竞争，以期尽快获得较好的市场份额。如科大讯飞就利用自己的语音

识别技术，在智能语音+教育领域自己承接了较多的下游具体订单。 

▶ 下游企业指的是产业+人工智能的复合类企业。这类企业的特点是首先在

某个行业背景深厚，专业能力、项目实施与营销能力都十分优秀；其次是

具备技术创新的基因，能快速利用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将其应用到自己

的行业产品或项目中，实现行业+人工智能的结合，进一步提升自己在行

业内的竞争力，打造更好的产品或者服务。 

http://www.hibo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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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企业虽然技术上和中游企业相比有一定差距，但是由于其直接面向客

户，进行项目建设或者产品销售，能短时间内获得较大的销售收入以及现金

流，同时部分项目和研发需要前期投入，也有一定的资金需求，相对适合银行

进行信贷类业务。同时由于这些企业在特定领域内的积累和优势较大，其未来

的行业+人工智能模式也将具备较强竞争力，也具备长期合作价值。 

由于人工智能是未来全社会的基础服务，其产业链下游所包括的领域非常

多，限于篇幅，我们将在下一篇报告里对下游的行业、企业进行详细分析。 

2.1人工智能在国内市场空间超千亿元，国际市场空间达数百

亿美元 

当前的人工智能产业链中，中游是核心环节且掌握核心技术，因此我们将

人工智能市场根据智能语音、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等中游核心技术进行

划分，分别计算基于各项核心技术而发展出的市场的空间，来估算总体的人工

智能市场空间。 

进行这样的估算后，我们可以知道未来三年在国内的市场空间有望达到千

亿元量级，国际市场空间将达到数百亿美元。 

智能语音在国内外均进入稳定中高速增长期 

智能语音是人工智能技术中成熟度较高，较早开始产业化进程的技术，近

年形成了较为广泛的客户群体和应用领域，保持了较为稳定的中高速增长。中

商产业研究院预计到 2018 年，国际和国内的智能语音市场规模将分别达到

141.1 亿美元以及 159.7 亿元。由于国内的智能语音市场规模相比国际差距较

大，未来几年仍有望保持 40%左右的中高速增长。 

http://www.hibo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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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智能语音国际市场空间  图 17：智能语音国内市场空间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招商银行研究院 

计算机视觉在国内将持续爆发式增长 

计算机视觉技术从 2012 年开始取得了突破性的进步，权威的 ILSVRC 挑

战赛的错误率迅速降低，进而在很多领域的应用逐步跨过了识别率的门槛，使

其具备了很强的经济价值；同时随着国内平安中国建设的稳步推进，金融科技

的快速发展，计算机视觉技术的下游需求迅速扩大，两者的叠加造成了计算机

视觉这两年在国内迎来了爆发式增长，同时这样的趋势仍在延续。 

中商产业研究院预计到 2020 年，国内计算机视觉市场空间将达到 755.5

亿元，连续四年保持 100%以上的增长速度。 

国际市场空间方面 Forrester、Tractica 公司分别预测未来全球计算机视觉

市场空间将超过 200 亿美元、260 亿美元。相比而言，国内企业在计算机视觉

领域的应用走在了国际前列。 

图 18：ILSVRC 图像识别挑战赛分类错误率  图 19：计算机视觉国内市场空间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招商银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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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语言处理将稳步发展，技术突破将是关键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NLP）的理论下游空间十分广阔，但是当前的技术发

展离真正实用，即接近人类的语言理解能力还有较大距离。 

信通院预测全球的自然语言处理市场规模预计将从 2016 年的 76.3 亿美元

增长到 2021 年的 160.7 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 16.1%，国内 2017 年的自然

语言处理市场规模大约为 49.77 亿元，相对国际来说较为落后。 

基于 NLP 技术得不到突破进步的保守预期下，我们预测到 2021 年，国内

的 NLP 市场大约保持 20%的中速增长。 

 

图 20：国际自然语言处理市场空间  图 21：国内自然语言处理市场空间 

 

 

 

资料来源：信通院、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研究院 

 

其他类技术也具备很大市场空间 

其他类技术中比较重要的包括智能投顾和反洗钱技术。智能投顾过去几年

呈现高速增长的趋势，据智研咨询、花旗银行预测，美国智能投顾规模到

2020 年将达到 2.2 万亿美元，复合增长率 82%；据 Statisa 预测，中国智能投

顾规模到 2022 年将达到 6651 亿美元，复合增长率 87%。若假设管理费率为

百分之一，那么国际国内的智能投顾市场空间分别达到百亿美元以及人民币的

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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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美国智能投顾市场空间预测（亿美元）  图 23：中国智能投顾市场空间预测（亿美元） 

 

 

 

资料来源：智研咨询、花旗银行、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Statisa、招商银行研究院 

 

反欺诈反洗钱类应用的市场空间也十分巨大。ReportLinker2019 年最新发

布的报告显示，2018 年全球反洗钱软件市场规模为 9.057 亿美元，预计 2027

年将达到 49.932 亿美元，复合增长率 21.1%。未来的反洗钱软件基本都将采

用人工智能技术，有望成为百亿美元的市场。 

3．上游 AI芯片国内企业较为弱小，数据资源公司提供

服务将长期受益 

人工智能产业链上游的算法环节，主要以高校和科研机构为主，算法信息

一般都是及时公开的，因此在上游环节，银行的业务合作的主要对象是 AI 芯

片以及数据资源公司。 

当前上游 AI 芯片国内产业能力较为弱小，其中云端芯片面临国外的英伟

达、INTEL 等几大巨头的竞争，虽然具备挑战但风险较大；终端芯片由于要求

较低具备一定的国产化机会但市场空间有限，因此该领域总体能投放的信贷量

有限。 

数据资源公司国内当前规模较小，但是数据资源服务好比人工智能行业的

铲子，未来的需求将十分巨大，这类公司的成长空间和现金流都将较好，其中

的优秀公司将具备很多银行业务合作的机会。 

3.1 AI芯片类公司面临国际竞争压力大，云端终端均面临挑战 

当前国内的 AI 芯片类公司主要集中在芯片设计环节，而国内的芯片设计行

业和国际差距较大。IC insights 的数据表明，2017 年中国大陆的芯片设计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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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市场份额占全球比例只有 11%，而其中 5%还是海思（华为）、中兴、大唐

的内部转移支付。 

图 24：2018年 IC设计产业按地域划分（%） 

 

资料来源：IC insights，招商银行研究院 

 

虽然 AI 芯片是一个新领域，国内厂商更具备弯道超车的可能，但由于国内

整体芯片设计能力较低，其和国际竞争对手挑战的竞争压力很大。AI 芯片和

传统芯片并不是完全割裂的关系，从原理上来说，传统的 CPU 和显卡都可以

进行 AI 运算， 只是在效率和性价比上会和 AI 芯片有差距。由于深度学习程序

的设计特点，决定了其需要的是大规模并行计算能力，这一点恰好是显卡的强

项，因此显卡龙头英伟达可以将其在传统芯片领域的设计经验，迅速复用到深

度学习的计算领域，成为 AI 芯片的领导者。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国际上 AI 芯

片的领先企业主要集中在国外，且一般具备十年以上的芯片设计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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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全球 AI 芯片企业排名 

 

资料来源：Compass intelligence、招商银行研究院 

 

AI 芯片分为云端和终端，云端芯片一般用于数据中心，通用性强市场空间

大，但是竞争也更为激烈。终端芯片一般用于各种智能硬件设施，需要适应特

定场景的特定需求，具备定制化的特点，因此每个特定市场的空间相对小，竞

争压力较小。国内坚持进行云端芯片设计的厂商很少，少数国家队企业如寒武

纪科技虽然技术在国内领先，想象空间很大，但其未来的不确定性依然很大；

国内进行终端芯片设计的厂商相对较多，部分企业如思必驰、云知声能够快速

获得一定的营收，但特定领域的市场有限，企业成长空间受限。 

3.2 数据资源公司财务数据健康，未来成长空间可期 

数据对于人工智能的效果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产业链中下游公司均可以通

过自身的项目和产品获得一定数据，但是由于对于数据的处理也需要更加专业

的技能，同时单个公司的数据总存在不够完善的地方，中小公司的业务数据相

对匮乏，因此专业的数据资源公司应运而生。这些公司通过数据资源定制服

务、数据库产品、数据资源相关的应用服务等方式为人工智能行业提供数据支

持，具体如下： 

▶ 数据资源定制服务：根据客户对人工智能算法模型开发、训练、拓展及优

化等过程所需数据资源的个性化需求，为客户量体裁衣地提供定制化数据

资源的设计及开发服务，对客户提供的数据进行处理，最终形成符合客户

排名 公司 AI芯片发展指数

1 英伟达 85.30

2 intel 82.90

3 IBM 80.20

4 Google 78.00

5 Apple 75.30

6 AMD 74.70

7 ARM 73.00

8 高通 73.00

9 三星 72.10

10 恩智浦 70.20

11 博通 68.20

12 华为海思 6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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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的定制化数据资源，客户享有最终形成的定制化数据资源的知识产

权。 

▶ 数据库产品：根据对人工智能算法模型应用领域、行业发展趋势、市场需

求等的评估和研判，设计并开发多种数据库产品，开发完成后授权给客户

使用。数据库产品的知识产权属于数据资源公司。 

▶ 数据资源相关的应用服务：直接为下游客户提供有效的数据资源相关的应

用服务，协助客户实现人工智能算法模型的识别率提升、语言种类拓展和

垂直应用领域拓展等，助力人工智能技术及应用的设计、开发和领域拓

展。 

这三类服务均覆盖智能语音、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等人工智能的主

要技术领域。以智能语音为例，这三类服务/产品的具体作用如下： 

图 26：数据资源公司提供服务示意 

 

资料来源：海天瑞声、招商银行研究院 

数据资源类公司起步较晚，公司较少，国内主要有海天瑞声、慧听科技、

标贝科技，国外的领军企业是 appen。但这些公司发展较快，财务指标也非常

健康 。海天瑞声近三年净利润均为正且增长六倍，经营性现金流的增长和净

利润基本同步；appen 近三年的营收和净利润也均有翻倍的增长。 

从业务特点、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数据资源类公司和创新药领

域的 CRO/CMO 公司有较多相似的地方，都属于朝阳行业中提供服务的公

司。未来其中的领先公司将能保持业务拓展和财务数据的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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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产业链上游公司选择标准以及判断 

AI 芯片类公司具备技术要求高、投入大、风险大的特点，在发展初期需要

国家支持，因此对于这类公司，主要从其技术实力、股东资金背景、成功产品

的角度进行判断： 

▶ 技术实力：主要看相应公司是否具备领先的科研队伍，拥有院士、千人计

划专家或者国际芯片大厂成功经验技术人员。 

▶ 股东资金背景：主要看相应公司的重要股东是否有国家队或者 BAT 等顶

尖企业，历次融资情况是否充足，满足业务发展需求。 

▶ 成功产品：主要看历史上是否真的产出过比较成功的芯片，较大规模运用

到实践中，如云端服务器、知名手机设备等。 

我们根据以上标准，对国内主要的 AI 芯片企业进行了评价和划分，我们认

为，综合评价第四档的企业暂时不具备业务合作的必要，综合评价第三档及以

上的公司值得长期跟踪。 

图 27：主要 AI 芯片企业综合评定 

（具体请参照原报告，如需报告原文请以文末联系方式联系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研究院 

数据资源公司核心的竞争力包括人才技术、数据积累、客户资源： 

▶ 人才技术：核心技术人员以及在数据资源领域的经验积累。 

▶ 数据积累：在智能语音、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等各领域积累的重要

数据。 

▶ 客户资源：是否覆盖行业内核心客户，如 BAT、知名中游技术公司等 

当前国内专业的数据资源公司非常少，主要参与者有海天瑞声、慧听科

技、标贝科技，其中海天瑞声由于拟申报科创板，信息披露较为完善。从披露

的信息来看，海天瑞声在人才技术、数据积累、客户资源等方面的积累均处于

非常优秀的水平，是一家非常值得长期合作的企业。 

慧听科技、标贝科技这两家企业的公开信息非常缺乏，若能获得相应数

据，可以和海天瑞声的业务和财务进行对比，以确定这些公司的行业地位。 

4．中游技术平台将是产业链中的核心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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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人工智能产业链中，我们认为中游的技术平台类公司将有望成为产

业链中的核心环节，具备更大的不可替代性和护城河，长期而言有望持续输出

价值。其中智能语音类和计算机视觉类公司经历了几轮洗牌后，当前脱颖而出

的头部公司具备相对稳定的竞争格局，新入局的厂家想要挑战的难度较大。同

时这两类公司当前的技术成熟度较高，潜在应用场景又非常广泛，可拓展性很

强，具备长期合作的价值。 

4.1 中游技术平台类公司是人工智能产业链的核心环节，在产

业链中地位相对有利  

在人工智能产业链中，中游技术平台类公司的地位比较核心，主要是因为

其具备较强壁垒，同时向产业链上下游的扩张较为容易。 

技术平台类公司具备较强壁垒，规模提升能带来马太效应 

技术平台类公司的壁垒体现在人才、资金、技术生态圈三个方面。 

平台类公司需要非常强大的研发团队和科研基因，才能第一时间消化吸收

最新的科研论文成果，并应用到具体技术领域。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国内影响

力最大的几个技术平台类公司，其创始人团队基本都出身于顶级名校或者国内

顶级科研机构。 

图 28：主要平台类企业创始团队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研究院 

 

同时，中游平台建设也需要大量资金。一方面当前顶尖的 AI人才，需要很

高的薪酬才能吸引，IDG的数据显示 2017年人工智能从业人员平均薪酬是大数

据等其他热门岗位的150%以上；另一方面，算力是决定技术应用效果的重要因

素，需要大量的资金自建或者租用计算资源；最后，建设长期生态，需要有功

能完善强大、用户友好易于推广的平台系统，前期也需要长期资金的投入，所

以具备资金壁垒。以科大讯飞为例，为进一步进行平台建设和研发，其 2018

年增发的资金需求达到了 56亿元的量级。 

 

企业名称 创始团队

科大讯飞 中科大多个专业第一名

商汤科技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团队，全球人脸识别技术的“开拓者”和“探路者”

旷视科技 清华姚班，奥赛金牌

依图科技 MIT人工智能实验室

云从科技 中科院、美国工程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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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准独角兽企业不同岗位薪酬对比  图 30：科大讯飞 2018 年增发资金需求 

 

 

 

资料来源：IDG、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科大讯飞、招商银行研究院 

 

生态圈指的是中游企业基于其领先的技术实力，搭建人工智能开放平台，

以云服务等方式提供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为行业内的企业

和个人用户，提供高效优质服务。生态圈不仅可以通过各种服务获得相应收入，

更重要的是培育了企业和个人的使用习惯，增强了自身技术和解决方案的影响

力。同时生态圈平台可以利用云计算的特性，以非常低的成本迅速扩展自己的

服务对象；而用户和使用场景的迅速扩张，则进一步提升了用户的信任度和服

务的质量，形成正向循环。以科大讯飞为例，自 2015 开始加大力度建设生态

平台后，其开发者数量近年增长迅速，接近百万量级。因此平台类企业还具备

技术生态圈的壁垒。 

 

图 31：科大讯飞开放平台开发者数量 

 

资料来源：科大讯飞年报、招商银行研究院 

技术平台类公司具备较强上下游扩展能力 

相比上下游公司来说，中游的技术平台类公司具备更强的上下游扩展能力。

绝大部分下游公司往往专注在某个细分领域，其规模和实力有限，进行专业的

技术研发并非其优势能力；即便是少数下游强势企业如海康威视，就算其能真

正自行发展人工智能技术，专注于安防领域的 AI 研发，也很难技术输出到其

他关联度很小的领域。而技术平台类公司则可以借助自己的资金和技术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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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规模较大，利润丰厚的领域直接获取下游的需求订单，这也是当前的平

台类公司一直在推行的“平台+赛道”的商业模式。 

上游的 AI芯片类公司技术能力更多在半导体领域，当前也处于初创期，资

金需求很大，不具备中游扩展的能力。而技术平台类公司，为了获取更适合自

身公司算法技术的芯片，可以通过合作或者自研的方式，进行某些难度较低的

专用 AI芯片的开发。 

图 32：典型技术平台类公司的上下游扩展情况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研究院 

 

 

 

 

4.2计算机视觉和智能语音类公司竞争格局稳定，具备长期合

作价值 

在四大类平台公司中，当前来看计算机视觉以及智能语音类公司最具备长

期合作价值。而自然语言处理的技术成熟度不够高，且国内的积累较国外差距

较大，竞争格局也不稳定；其他类平台也存在竞争格局不够清晰的问题，尚未

看到下游应用空间大且脱颖而出的企业。 

计算机视觉和智能语音类公司技术相对成熟、国内企业实力较强 

根据前文的分析，计算机视觉和智能语音类公司技术成熟，正处于行业下

游迅速应用的时期。同时相比国外，计算机视觉和智能语音也是国内企业的优

势领域。 

根据信通院的数据统计，人工智能企业的应用领域分布中，国内企业在视

觉和语音方面的比例要大于国外，而自然语言处理的比例大幅低于国外。 

公司 上游扩展 下游扩展

科大讯飞 自研语音类芯片 教育、政法、医疗

商汤科技 和高通合作进行芯片研发 智慧城市、智能手机、智能汽车

旷视科技 金融安全、城市大脑和手机智能

依图科技 自研芯片 公安、金融、医疗

云从科技 和芯片厂商合作定制化芯片 安防、机场、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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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国内外人工智能企业应用技术分布 

 

资料来源：信通院、招商银行研究院 

 

竞争格局逐步稳固，头部企业脱颖而出 

据前文数据，2016 年开始人工智能初创企业产生的速度已经大幅降低，而

计算机视觉和智能语音类平台公司的市场竞争格局逐步稳固，部分头部企业已

经脱颖而出，竞争优势明显。 

据 IDC 统计，2017 年中国计算机视觉市场份额中，商汤、旷世、依图、云

从四家公司已经占据了 70%的市场份额；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的统计，2018 年我

国智能语音市场份额中，科大讯飞占据了 44%的市场份额。 

 

图 34：2017 年中国计算机视觉市场份额  图 35：2018 年中国智能语音市场份额 

 

 

 

资料来源：IDC、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招商银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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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这些头部企业不仅当前占据了主要的市场，在 2018 年他们依旧持续

进行融资，用于研发和业务拓展，不断扩大自己的资金和技术优势。 

图 36：主要平台类公司 2018 融资额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注：科大讯飞增发尚未实施，已获得证监会批文 

4.3技术平台类公司选择标准以及判断 

技术平台类公司的判定标准，可以从业务领域和平台综合能力两方面来看。 

业务领域方面，根据我们前文的分析，计算机视觉、智能语音类属于较好

领域，自然语言处理、其他类属于一般领域。 

平台综合能力则要从下游客户质量、平台打造能力 、技术输出营收、创始

团队实力、公司研发投入、资本能力、激励机制等方面来判断，其中： 

▶ 下游客户质量主要指的是购买公司输出技术的是否是行业内顶尖的，

对技术要求高的公司，比如 BAT、海康威视等。客户行业地位以及技

术要求越高，越能证明公司的能力。 

▶ 平台打造能力主要指的是公司现有平台的输出能力，主要包括技术平

台的标准化、效率、易用性、用户数量等。 

▶ 技术输出营收，重点需要看的是由于技术输出带来的直接营收。比如

收取相应公司的技术服务费，云端 AI 服务收入等。需要区别的是基于

工程项目类的营收，因为这种营收不同行业差别很大，技术附加值也

较难判断。 

▶ 创始团队实力，重点看的是创始团队的技术背景，是否是人工智能领

域顶尖高校科班出身，或者具备行业内顶尖公司的成功经验，以及在

学术领域具备丰硕成果。 

▶ 公司研发投入指的是具体用于 AI 技术以及平台的实际投入，要和用于

IT项目的项目人员实施投入区分开来。 

公司 2018年融资额 所在领域

科大讯飞 35亿元 智能语音平台

商汤科技 6亿美元 计算机视觉平台

旷世科技 6亿美元 计算机视觉平台

依图科技 3亿美元 计算机视觉平台

云从科技 10亿元 计算机视觉平台

思必驰 5亿元 智能语音平台

云知声 12亿元 智能语音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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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能力指的是融资能力。 

▶ 激励机制指的是能否给予核心人员足够激励，比如 BAT 公司在这一方

面就明显弱了一些。 

（具体分类请参照原报告，如需报告原文请以文末联系方式联系招商银行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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