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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1. 中国智能语音市场的机遇

 • 智能语音技术进入发展高峰期：随着新兴自然语言技术

产生以及已有技术的不断成熟，智能语音技术已经从萌

芽期迈入了成熟期，推动大规模的商业化应用落地。

 • 智能语音迈入商业应用阶段：智能语音技术发展已经

历了萌芽、起步、产业化、应用落地四个阶段，未来

将持续提高大量词汇连续语音识别性能，商业化产品

将大规模出现。

 • AI利好政策迎来全新发展机遇：智能语音应用落地方

案得到了国家和地方政策的有力支持，中国已有超过

20个省市出台了AI产业相关的利好政策，进而促使智

能语音上、中、下游三方紧密结合，智能语音在内的AI
产业链初步形成。

 • 智能语音市场维持高速增长：受益于成熟技术、政府/
资本扶持以及智能化市场需求，中国智能语音市场规

模将进一步增长，预计2030年市场规模将达到1,452
亿元。

 • 智能语音生态圈呈现差异化竞争态势：现在越来越多

的企业参与到智能语音赛道中，上游参与者正在不断

提升竞争实力，打破语音算法和人工智能芯片瓶颈；

中游参与者则依托技术优势布局下游应用场景，加速

产品和服务在下游市场的渗透率。

 • 智能语音应用进入需求爆发期：在疫情的催化下，智能

语音应用于日常生活（消费级）和特定场景（企业级市

场）的需求比例正在不断扩张，预计2030年消费级应

用场景超过710亿元，企业级场景将达到740亿规模。

2. 智能语音市场重点发展领域

 • 中国车载语音市场：

 – 智能驾驶下智能语音交互应用沉浸增强：成熟的语音

技术和消费者高接受度使车载智能语音迅速发展。另

外，智能网汽车的操作系统升级使语音交互更加丰

富，用户可通过智能语音系统实现娱乐、辅助驾驶、

获取信息和解决方案等多种功能。 

 – 车载语音市场竞争激烈，国产品牌竞争力显着提升：

中国车载语音市场仍以国内品牌主导，对中国用户使

用习惯和需求的掌控促使他们引领车载语音技术发

展。市场的竞争也逐步聚焦于核心技术和用户体验，

激烈竞争局势加剧了行业的优胜劣汰。

 – 车载语音市场细分程度加深，生态系统仍需完善： 
多模态交互和基于车辆为重心的生态系统建设是未

来重要发展方向，其一，融合语音，手势识别、眼球

追踪、AR/VR等多模态交互形态，其二，将车辆传感

器、用户个性、环境交互和互联网生态充分融合。

 • 中国金融语音市场：

 – 金融行业智能语音客服场景发展迅速：受益于人工智

能技术，金融业的客服中心正在从“成本中心”转

化为“利润中心”，重点推动语音客服、语音智能投

顾、语音识别认证等技术的研究与应用，进而帮助金

融行业带来产业创新和升级。

 – 智能语音市场可拓展营收空间潜力巨大：当前金融行

业的智能客服已经从单一的语音识别合成向语音加语

义的智能化语音系统转型，未来还将建立企业级知识

库、千人千面标签体系和智能语音助手，实现无障碍

化和强针对性的客服问答和业务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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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运营商语音市场：

 – 智能语音技术赋能智慧通信：各网络巨头及传统终端

设备厂家积极通过智能语音积极布局智慧家庭，如

三大运营商加速布局智能机顶盒升级和语音遥控器产

品。与此同时，积极构建智能呼叫中心系统和加速智

慧通讯升级。

 – 更多技术赋能运营商语音市场：运营商将加强与技术

类企业合作，另外，5G等新技术进一步推动智慧通

讯，网络承载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且具有个性化。

 

 • 中国智慧教育市场：

 – 政策助推智慧教育发展：国家教育部及国家标准委员

会相继推出智慧教育政策和标准，加速智慧校园建设

和覆盖，与此同时，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新政使

教学全面线上化。另外，受益于新高考方案和国家英

语能力考试改革，智能语音测评市场潜力巨大。

 – 智慧教育下游产业链从B端向C端延伸：“后疫情+双
减”的背景下，智慧学校（因材施教解决方案）加速

布局，适用于家庭场景的学习机需求趋于刚性。

 • 中国智慧医疗市场：

 – 利好政策环境快速推动智能医疗发展：以“电子病

历”为核心的信息化建设相关利好政策密集出台促使

顶层架构逐步完善，电子病历、智慧服务、智慧管

理“三位一体”的中国智慧医疗建设发展正在全面铺

开且渐入佳境。

 – 智能语音机器人赋能医疗领域和健康管理领域：利

用语音识别和自然语音处理技术赋能问诊机器人、

心理健康咨询机器人和养老陪伴机器人，其一，实

现患者导诊和问诊服务，其二，满足老年人陪伴和

精神需求。

3. 智能语音未来场景

 • 智能语音正在从消费级应用场景扩展到专业级应用场

景，科技、政治、环境、经济和社会四方面因素与语

音应用场景具有紧密联系，也将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智

能语音场景化的应用。

 • “交互大军”、“技术输出”、“资讯同步”和 
“搜索革新”是未来语音的四种可能情境，其中交互

大军（智能语音交互）已位于赛道前端，技术输出作

为功能性主流应用将具有巨大潜力，未来将大范围应

用于专业级场景，尤其是在教育和医疗具有较大增

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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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智能语音技术进入高峰期

智能语音主要研究如何通过语音实现人机交互，相关支

撑技术主要可分为基础语音技术、智能化技术以及大数

据技术。整体来看，多数语音技术已经进入稳步爬升

期，甚至语音识别技术已经处于生产成熟期，这意味着

智能语音技术逐渐成熟。与2018年相比，许多新兴自然

语言技术产生，同时已有技术的成熟度都有很大程度的

提升，从技术萌芽期进入更成熟的阶段。例如，对话式

人工智能平台和对话机器人经过三年的发展，技术成熟

度持续提高；而语音识别技术作为一个成熟度智能语音

技术维持在生产成熟期，可以稳定用于各领域应用。智

能语音技术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已进入高峰期，将进一步

推动智能语音的市场规模扩大及商业化应用落地。

图：语音技术的成熟度曲线，2021

资料来源：Gartner，德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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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智能语音迈入商业应用阶段

人工智能核心技术涵盖了机器视觉、智能语音和机器

学习。作为人工智能的重要入口，智能语音包括语音

识别、语义理解、自然语言处理（NLP）、语音交互

等。当前，智能语音技术的发展经历了萌芽、起步、

产业化、应用落地四个阶段。在萌芽阶段，智能语音

技术主要以模板匹配的方法实现，此阶段的主要特点

是系统只能识别孤立的数字以及有限的词汇。而到了

起步阶段，系统从识别孤立的语音数字发展到可以通

过对声音的模式和特征设置参数，从而实现基于大量

词汇进行连续的语音识别。随着语音识别转向基于概

率统计建模的方法，智能语音迈入产业化阶段。在此

阶段，各种语音功能及语音产品问世。而目前，智能

语音处于应用落地阶段。深度神经网络方法应用于语

音识别，显着提升了大量词汇连续语音识别性能。由

于智能语音系统的深度学习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开

始大规模出现商业化应用落地的产品。

图: 智能语音发展四阶段

资料来源：iResearch，德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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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I政策利好迎来全新发展机遇

除了技术的成熟之外，智能语音应用落地也得到了政策

方面的大力支持。从国家性政策来看，政府的利好政策

频出，进一步推进人工智能技术与各应用领域的深度融

合。随着“十四五”规划将人工智能列为前沿科技领域

的“最高优先级”，包括智能语音在内的人工智能产业

及相关业务将受到政府支持，进一步迎来有利宏观环

境。从地方性政策来看，随着中央政府在人工智能领域

利好政策的陆续出台，各地方政府对于人工智能产业也

日益重视，政策性支持日益增加。截至目前，中国已有

超过20个省市出台了人工智能产业相关的利好政策，其

中全国人工智能先导区由上海（浦东新区）、深圳、济

南-青岛3个，加入北京、天津（滨海新区）、杭州、广

州、成都增至8个，表明更多的地方政府开始重视并大力

支持包括智能语音在内的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

在国家政策以及地方配套政策的推动下，包括智能语音在内的人工智能等领域产业链逐步形成并初具规模，大型

互联网公司及专业的智能语音企业与产业下游应用领域的结合不断深入，加速推动各领域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

能化发展。

图：智能语音产业相关国家政策

资料来源：德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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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应用
《关于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务服务便民
热线的指导意见》

提出加强自助下单、智能文本客服、智能语音等智能化应用，方便企业和群众反映
诉求建议

鼓励智能家居产品普及语音控制功能，推动基于智能语音识别技术的智能音箱、
智能可穿戴设备及其他智能家电产品开发，老年人可通过语音方式实现便捷化操作

全面提升语音识别技术在庭审语音同步转录中的应用效能，建成全国法院智能语音
云平台，实现全国法院语音识别的模型共享和统一管理

重点支持智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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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翻译系统和智能家居产品等研发和应用

《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
会议第5148号提案答复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
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

《关于开展2018年人工智能与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创新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天津市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
方案（2021—2023年）》

强化“津治通”平台支撑能力，引入智能视频识别和智能语音服务，提升数据支
撑决策能力和平台指挥调度能力

鼓励医疗机构探索开展智能医学影像识别、病理分型和多学科会诊以及多种医疗
健康场景下的智能语音技术应用、提高医疗服务效率

支持北斗产业化及规模化应用，大力布局和发展智能语音识别技术，建设内蒙古
数字小语种人工智能翻译中心、云端机器人运营中心

提出加强智能终端、智能语音、信息安全等关键软件的开发应用

《内蒙古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晋中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晋中
市促进信息消费实施方案的通知》

《廊坊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促进
“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

智能家居

智能政务

智能化应用

天津市

河北省

内蒙古

山西省

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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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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