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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产业是一个广阔的领域 

人工智能产业是指以人工智能关键技术为核心的，由基础支撑和应用场景组成的，一个覆

盖领域非常广阔的产业，与人工智能的学术定义不同，人工智能产业更多的是经济和产业

上一种概括。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处于上升阶段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2016年已突破100亿，以43.3%的增长率达到了100.60亿元，预计

2017年增长率将提高至51.2%，产业规模达到152.10亿元，并于2019年增长至344.30亿元。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起步相对较晚，但产业布局、技术研究等基础设施正处于进步期，随着

科技、制造等业界巨头公司的布局深入，人工智能产业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而随着众多

垂直领域的创业公司的诞生和成长，人工智能将出现更多的产业级和消费级应用产品。 



 

 

 

 

 



2015年是人工智能创业年 

 

根据对中国168家以人工智能为驱动技术或业务的非上市公司的信息整理，其中，34.5%的

人工智能创业公司于2015年成立，除此之外，20.8%成立于2014年，2016年成立的人工智能

占到了16.7%。 

 

从2014年起，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创业潮就开始兴起，2015年是名副其实的人工智能创业

年，涌现了相当一部分优秀的创业公司。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虽然资本市场回归理

性，但人工智能创业热情并没有太大的减退，这说明，人工智能作为前沿技术，随着商业

化场景的拓展，人工智能的产业前景依然值得期待。 

 

 

北京是人工智能创业重镇 

 

42.9%的人工智能创业公司位于北京，而上海则拥有16.7%的人工智能创业公司，15.5%位于

深圳，而广州的人工智能创业公司占比则为7.7%。在北上广深之外，浙江和江苏分别拥有

5.4%和3.6%的人工智能创业公司。 

 



人工智能是高度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北京的人才、技术、产业、资本等环境都优于其它地

区，是人工智能的创业重镇。有丰富技术、硬件和产业资源的深圳和上海也吸引了相当一

部分人工智能创业公司。共有82.8%的人工智能创业公司分布在北上广深，在一定程度说

明，人工智能产业将形成以北京为绝对核心，上海、广州、深圳为重点城市的地理布局。 

 

 

计算机视觉是创业公司最多的领域 

 

 中国人工智能创业公司所属领域分布中，计算机视觉领域拥有最多创业公司，高达35家，

紧随其后的是服务机器人领域，有33家，而排名第三的是语音及自然语言处理领域，有18

家，智能医疗、机器学习、智能驾驶等也是相比比较热门的领域之一。 

 

计算机视觉技术是人工智能的重要核心技术之一，可应用到安防、金融、硬件、营销、驾

驶、医疗等领域，而目前我国计算机视觉技术水平已达到全球领先水平，广泛的商业化渠

道和技术基础是其成为最热门领域的主要原因。 



 

 

手机网民较为关心人工智能的发展 

 

19.2%的手机网民对人工智能的发展非常关心，48.7%的手机网民表示比较关心，而认为自

身关心程度一般的手机网民占比则为26.9%，仅有5.2%的手机网民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比较或

完全不关心。 

 

进入21世纪以来，人工智能技术实现阶段性的突破，众多科技公司开始进行人工智能技术研

发和产业布局。一方面，众多焦点产品或话题持续引发大范围的社会讨论，另一方面，相当

一部分的人工智能产品逐渐开始落地应用，这令越来越多的手机网民开始注意并关心人工

智能的发展。 

 

手机网民对人工智能的了解程度不高 

 

高达47.4%的手机网民认为自己对人工智能的了解一般，20.0%的手机网民认为自己比较不

了解，认为自己对人工智能比较了解的手机网民占比为21.6%。 

 



虽然人工智能作为社会热点，被提及和讨论的范围比较广，但是，更多的是基于传播媒体

的角度去报道，而对人工智能的涵义、技术等方面的内容缺乏一定的探讨。另一方面，人

工智能虽内涵丰富，然而目前仍处于学科和技术边缘，在手机网民中广泛普及仍有一定阻

碍和难度。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人工智能将从媒体逐渐走向人们的日常生产及生活

之中，而手机网民对于人工智能的认识水平也将逐步提高。 

 

 

媒体是了解人工智能的主要渠道 

 

74.7%的手机网民以网络媒体为了解人工智能的主要渠道之一，同时，有40.5%的手机网民

会通过传统媒体来了解人工智能，需要注意的是，有29.3%的手机网民会通过文化产品(影

视、小说、游漫等)来了解人工智能，而学术文献和机构报告等渠道则相对分布较少。 

 

我们处于移动互联网时代，网络媒体已经成为了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随着人们了解资讯

的习惯日益呈现碎片化，网络媒体在人工智能的传播过程中占据着主要地位。网络媒体在

认识到自身的信息传播价值的同时，也在传播过程中承担着社会责任，发挥着重要的社会

价值。 



 

 

语音识别的人工智能水平最受认可 

 

 有46.0%的手机网民认为语音识别是人工智能发展水平较高的领域之一，紧随其后的是智

能家居，得到了40.5%的手机网民的认可，而机器人、智能驾驶、个人助手、无人机等领域

亦得到了较多的手机网民认可，其中，智能安防和智能金融的认可度较低。 

 

语音识别作为发展较为充分的领域之一，不乏科大讯飞等出色企业，有着较为成熟的产品

体系，已经实现了较大范围的应用落地，是用户较为熟悉和满意的细分领域。 



 

 

智能家居被认为最具发展价值 

 

41.0%的手机网民认为智能家居是最具发展价值(包括社会、经济等价值)的领域之一，紧随

其后的是智能驾驶、机器人、智能医疗等，而仅为9.7%、9.2%的手机网民认为智能金融、

可穿戴设备存在较大发展价值。 

 

智能家居一方面范畴较为广泛，涉及众多的家庭产品，另一方面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

关，得到充分发展的智能家居，能够很大程度地改善人们的生活。智能驾驶、机器人、智

能医疗等领域，既能够有效地提高生产效率，又能够在生命健康方面给社会带来价值。 



 

 

体力劳动最有可能被人工智能取代 

 

普通技工和服务从业者是手机网民认为最有可能被人工智能取代的职位之一，分别占比

46.0%、40.8%。需要注意的是，销售公关类、经营者(批发零售)是最少手机网民认为会被

取代的职位之一，占比分别是5.9%和5.7%。 

 

人工智能取代人类劳动力是必然趋势，人们更多的讨论是何种职业会被取代。其中，简单

重复、主要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职位被取代的风险最大。而判断是否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

更多的是需要从可学习性、感性程度、主观依据等多个角度去思考。 



 

 

超人工智能的发展存在一定的争议 

 

在“是否赞成发展超人工智能”的调查中，有53.0%的手机网民认为超人工智能可以有限制

地发展，而表示完全反对的手机网民占比为22.0%，有14.8%的手机网民不认为有可能实

现，仅有8.4%的手机网民很赞成超人工智能的发展。 

 

超人工智能是指在拥有智能计算和决策能力的基础上，拥有自我意识、价值观等心智意识

的机器。关于超人工智能的发展，各方面存在不同的看法，对于普通手机网民而言，超人

工智能所拥有的心智意识一方面拥有很大的不可控性，另一方面又缺乏理论和技术支持。

但是，更多的手机网民依然较为理性，认为超人工智能可以有限制地发展。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特征总结 

 

1. 大公司产业链布局广，创业公司专业性强 

产业链特征方面，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中，基于资源能力，大公司的参与布局较广，在

基础层、技术层及应用层皆有所布局。中国不乏优秀的人工智能公司，大部分专业性较

强，专注于某一细分领域的技术和应用研究，其中，计算机视觉领域集中了大批的优秀创

业公司。但是，各应用场景之间的人工智能技术相关度存在一定的差异。 

 

2. 以B端业务为主 

商业模式方面，大部分公司的业务主要以B端解决方案和服务为主。一方面，B端业务注重

与行业客户的互动合作，更有利于人工智能技术和产品的落地;另一方面，行业客户对于生

产效率的提高有强烈的需求，而C端产品需求仍需挖掘。不过，大公司的C端产品布局依然

是相对活跃的。 

 

3. 人才成本较大，存在较大的需求缺口 

技术方面，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机器学习算法研究是广泛的基础能力，但目前国内在此领

域的人才供应相对紧缺，流通性较弱，因此也导致了高端研究人才的超高成本，同时有部



分公司选择在美国建立研究院或实验室。这说明，作为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典型代表，人工

智能产业存在较大的需求缺口。 

 

4. 传统行业和技术给予充分的支持 

产品方面，目前仍缺乏一定的革命性产品，更多的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传统行业产品的

改良。在这个过程中，医疗健康、装备制造、汽车、金融等行业给予了人工智能产业充分

的支持，通过合作开发等方式，助力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落地和商业化。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趋势预测 

 

1. “人工智能+”有望成为新业态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的出现给经济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艾媒咨询分析师认

为，随着专用人工智能的发展，作为一个庞大的高新技术合集，“人工智能+”作为一直新

经济业态已经开始萌芽，越来越多的行业开始拥抱人工智能，用“人工智能+”助力技术和

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2. 人工智能产业将成为独角兽集中地 



在大公司和传统大型企业之外，人工智能产业集中着非常多的优秀创业公司。优秀的人工

智能创业公司有着成熟的团队配置、先进的技术能力、健康的现金流等，同时受资本方的

认可度较高。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人工智能作为最具前景的产业，将成为新的独角兽集

中地。 

3. 人才储备将成为制约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目前来看，虽然相关机构的研究表明华人的人工智能学术成果占全球一半以上，但中国

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在大部分领域仍落后于全球一流水平。虽然中国在数据积累和传统产

业基础上有一定的优势，部分细分领域有领先成果，相关研究投入不断加大，但整体上的

人才储备落后于美国，在基础研究、产业链等方面存在较大挑战，将成为制约人工智能发

展的重要因素。 

4. 人工智能全面发展需要更多的积累

真正的强人工智能缺乏基础，人工智能技术更多的是依靠机器学习和计算能力促进生产力

的发展。理性地看，“机器统治人类”的奇点恐惧缺乏一定的基础，虽然人工智能已经在

机器学习等关键领域得到了一定的突破，但更多的是属于专用人工智能，往通用人工智能

等更高层次的发展仍需积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