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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竞争力评估： 

国内格局和全球比较 

人工智能经历了漫长的技术演变和应用，与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目前已成为驱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关

键通用目的技术。伴随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和经济结

构变迁产生广泛影响，近年来各国政府高度重视人工

智能产业发展。当前，我国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人工

智能产业链条，全球竞争力持续提升。本文基于我国

人工智能基础层、技术层和应用层产业发展格局和全

球比较，分析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整体情况，在此基础

上为我国深化人工智能产业战略部署、推动人工智能

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出建议。 

 

研究院 

 



宏观观察                                                                                                                                    2022年第 41期（总第 438 期） 

1 

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竞争力评估：国内格局和全球比较 

人工智能经历了漫长的技术演变和应用，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目前已成为驱动

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关键通用目的技术。伴随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变迁产生

广泛影响，近年来各国政府高度重视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当前，我国已经形成较为完

整的人工智能产业链条，全球竞争力持续提升。本文基于我国人工智能基础层、技术

层和应用层产业发展格局和全球比较，分析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整体情况，在此基础上

为我国深化人工智能产业战略部署、推动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出建议。 

一、人工智能行业发展整体概况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的概念最早诞生于 1956 年的达特矛

斯会议上，特指让机器的行为与人所表现出的智能行为一样。目前对于人工智能的定

义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根据信通院的定义，人工智能是利用人为制造来实现智能

机器或者机器上的智能系统，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类智能，感知环境，获取知识并使

用知识获得最佳结果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发展历程
1
。 

人工智能发展经历了漫长的技术演变和应用，目前已成为驱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

关键通用目的技术。人工智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图 1），第一个阶段为

1956-1980 年，随着“人工智能”概念被提出，一系列围绕如何让计算机具备逻辑推

理能力的程序、软件相继研发面世，但是受限于硬件的内存容量和处理速度，早期的

人工智能主要通过固定指令执行问题，缺乏真正的学习能力。第二个阶段为 1980-

2006 年，“专家系统”商业化兴起正式揭开了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二波浪潮。“专家系

统”AI 程序通过总结知识并“教授”给计算机，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特定领域的相应问

题，AI 应用领域不断拓宽。第三个阶段为 2006 年至今，以 Hinton 提出“深度学习”

神经网络为标志，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类脑计算相继提出，解决了人工智能的基础

理论问题。同时，以互联网、云计算、5G 通信、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不

断崛起，核心算法的突破、计算能力的提高和海量数据的支撑，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

                                                                 
1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安全白皮书（2018）》，2018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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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进入应用爆发期。如今，作为通用目的技术，人工智能不断融入各行业领域、提

供个性化产品和服务、深度融合实体经济各个环节，推动各部门生产率大幅提升。 

图 1：人工智能发展历程 

应用爆发期

70年代：软件和硬件设
备难以适配人工智能要

解决的问题

1956

1950年： 图灵测
试 理论
1954年：第一台可
编程机器人诞生
1956：达特茅斯会
议：人工智能提出

萌芽期
1957年：神经网络感知器
1966年-1972年：首台人
工智能机器人Shakey诞生
1969年：国际人工智能联
合会成立

1980

技术诞生期 1980年：卡耐基·梅隆大学研发
XCON专家系统
1986年：多层神经网络和BP反向
传播算法
1988年：德国人工智能中心成立
1997年：深蓝计算机战胜国际象
棋冠军

应用发展期

2006

80年代：解决特定领域问题的
 专家系统 加快应用领域不
断拓宽，但是系统通用性较差

2006年：Hinton提出 深度学
习 神经网络
2012年：深度学习算法在图像、
语音识别上取得重大突破
2014年：4G网络商用，万物互联
2016年：AlphGo战胜顶级围棋选
手
2019年：5G网络商用

至今
 

数据来源：作者自制 

人工智能加快与各部门深度融合，已经形成覆盖范围广泛的产业链条。人工智能

产业链包括三层：基础层、技术层和应用层（图 2）。其中，基础层是人工智能产业

的基础，主要包括 AI芯片等硬件设施及大数据、云计算等计算系统技术的数据资源和

基础设施，为人工智能提供数据和算力支撑。技术层是人工智能产业的核心，以模拟

人的智能相关特征为出发点构建技术路径，主要包括算法理论、开发平台和应用技术。

应用层是人工智能产业与传统产业部门深度融合的延伸，通过集成一类或多类人工智

能基础应用技术，面向特定应用场景需求而形成软硬件产品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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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人工智能行业产业链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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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作者自制 

伴随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变迁产生广泛影响，各国政府高度重视人工

智能产业发展。人工智能已成为引领第四次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重要核心，不仅使

既有产业发生深刻变化，而且不断创新形成新业态和新产品。当前，各国人工智能产

业发展水平决定了未来产业竞争格局。为了获取新一代科技革命带来的新机遇，各国

加快出台国家层面的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目前，全球已有超过 30个国家和地区将发展

人工智能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图 3）。具体来看，各国 AI 发展战略主要分为加大资

金投入、推动基础研发、强化 AI 应用三类（表 1）。我国政府近年来也高度重视人工

智能产业发展，先后出台一系列支持鼓励政策。2017 年 7 月，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

工智能发展规划》，将人工智能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并提出三个阶段目标。2017 至

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连续三年提及加快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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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全球 AI战略地图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表 1：各国支持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梳理 

主要类

型 

具体内容 

资金投

入 

美国：2021 年，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设定 AI研发投入预算

4.59亿美元，美国国防部联合 AI中心拟议预算 2.9 亿美元 

澳大利亚：2018年到 2019 年的政府预算中，宣布在四年内投资 2990 万澳

元支持 AI的发展 

德国：到 2025年 AI投资额达到 30亿欧元 

基础研

发 

中国：到 2025年 AI基础理论实现重大突破，部分技术与应用达到世界领

先水平；到 2030年 AI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世

界主要 AI创新中心 

加拿大：“泛加拿大 AI战略”中提出增加科学家和毕业生的数量、确定三

个优秀科学家群体、支持国家 AI 研究群体 

法国：发挥法国 AI研发的潜在优势，在选定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跨学科

的 AI 组织，分配适当的研究资源（包括与制造商合作、为 AI应用专门设

计的超级计算机）；提高研究人员工资，加强产学研交流 

AI 应用 

法国：AI发展的四大战略重点领域为健康、交通、环境、国防和安全，针

对重点问题，每个战略领域分别制定政策，为特定区域的平台奠定基础 

德国：实施集成的“数字化中心”以支持每年 1000 家中小企业的数字化 

日本：AI产业化进程聚焦三个优先领域，包括生产力、医疗健康和服务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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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快速增长，我国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各国大力支持人工

智能产业发展，推动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快速增长。根据德勤（Deloitte）预测，全球

人工智能产业规模预计从 2017年的 6900亿美元增长至 2025年的 64000亿美元，年复

合增长率 32.10%（图 4）。同时，人工智能行业广阔的发展前景引起资本市场的高度

关注，全球整体融资规模从 2015年的 63亿美元激增至2021年的668亿美元（图5）。

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海量数据优势和广阔的应用场景为人工智能落地提供了良好

的平台，促进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加快形成，助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持续推进；另一

方面，在包括基础硬件在内的部分领域存在明显短板，关键技术仍受到美国等发达国

家制约，牵制了人工智能产业未来动能的持续释放。 

图 4：全球人工智能产业规模   图 5：全球人工智能融资规模和数量 

 

资料来源：德勤，CB INSIGHTS 

由于人工智能产业覆盖范围广泛，通过分析我国人工智能产业链各层次发展情况

和竞争力，有利于深刻把握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短板和优势，助力我国加快补足

产业短板、保持核心优势，继续抢占人工智能发展的全球高地。 

二、基础层：核心技术短板牵制基础层长远发展 

基础层是支持各类人工智能技术落地和应用开发的基础平台，由于基础层发展主

要依赖于前期基础知识积累，创新难度高，底层基础技术和关键硬件多为美、日、韩

等发达国家垄断。因此，我国在基础层的突破相对缓慢。2018 年，全球人工智能基础

层产业规模达到 111 亿美元。我国基础层产业规模达到 16.6 亿美元，预计 2022 年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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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35.2 亿美元，年均增速普遍低于全球增速（图 6）。 

图 6：全球和中国人工智能基础层产业规模及增速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学会 

（一）AI 芯片：与国外传统芯片巨头差距明显，布局主要集中在

终端 ASIC芯片 

人工智能芯片为人工智能的各类功能提供支持，从广义上来看只要能够运行人工

智能算法的芯片都可以称之为 AI 芯片。当前 AI 芯片产业按技术架构分类主要有三种：

一是 GPU（Graphics Processing Unit，图形处理器），应用方向为高级复杂算法和

通用性人工智能平台，直接可以投入使用；二是 FPGA（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现场可编程逻辑门阵列），主要应用于具体行业；三是 ASIC（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专用集成电路），基于人工智能算法进行独立定制，

其计算能力和计算效率可根据算法需要进行定制，是固定算法最优化设计的产物。 

全球 GPU/FPGA 芯片市场基本形成寡头垄断格局（图 7）。据 Verified Market 

Research测算，2021年全球 GPU市场规模为 334.7亿美元。得益于在笔记本电脑及传

统 PC 行业的优势，英特尔在集成 GPU 市场独占鳌头。Jon Peddie Research 数据显示，

2022 年一季度英特尔在 PC GPU 显卡市场的份额约 60％。而独立 GPU 市场则主要由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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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达、AMD占据，其中英伟达独立 GPU领域市占率基本维持在 80%左右。由于 GPU技术

壁垒极高，硬件结构精密复杂、图形算法规模庞大、软件生态相对封闭，GPU 设计商

必须完全自主研发，开发难度较大。近年来虽然我国 GPU 产业热度持续高涨，但是整

体规模有限。2020 年中国大陆的独立 GPU 市场规模约为 47.39 亿美元。与 GPU 类似，

FPGA 市场也具有极高的行业技术壁垒。目前全球 FPGA 芯片市场主要集中在赛灵思、

英特尔两大企业，市场份额分别为 52%、35%。国内 FPGA 芯片集中在 40nm、55nm 工艺

水平，而盈利最多的产品为 28nm工艺节点，国内外的工艺差距至少有 2-3 代。 

区别于 GPU 和 FPGA 有着很高的进入壁垒，中国芯片厂商在 ASIC 市场面临一定机

遇（表 2）。一方面，ASIC 芯片通常是为处理特定的功能而定制和优化的，ASIC 芯片

的效率约为 GPU 的 10 倍。另一方面，由于 ASIC 芯片是为有限的功能制定的，单位芯

片的生产制造成本远低于生产 FPGA或 GPU。ASIC目前处于技术发展初期，市场竞争格

局稳定且分散。我国的 ASIC技术与世界领先水平差距较小，部分领域处于世界前列。

目前，谷歌、英特尔、寒武纪等国内外公司结合神经网络算法开发的 ASIC芯片均表现

出较好的性能，未来我国相关企业在 ASIC 市场有望占据一定份额。  

图 7：2022年 Q1全球 GPU竞争格局及 2019年全球 FPGA竞争格局 

 

资料来源：JPR，公开信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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