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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来源：艾瑞根据公开资料自主研究绘制。

中小型数据供应商的整体体量仍然可观，但随着业务门槛提升、客户需求多样化，

越来越多的“中小型数据供应商”在苦恼生存问题，该群体在未来1-2年内将迎来

一阵“倒闭潮”。
4

“品牌数据服务商”在这1-2年内应该“居安思危”，注重品牌认可度塑造、提高

规模化生产能力、大力发展如预标注、项目进度可视化等精细化运营方式、增加如

语音合成（TTS）数据处理等差异化服务，最终追求的是单位价格的利润最大化。
5

目前人工智能商业化在算力、算法和技术方面基本达到阶段性成熟，想要更加落地，

解决行业具体痛点，需要大量经过标注处理的相关数据做算法训练支撑，可以说数

据决定了AI的落地程度。
1

2019年中国AI基础数据服务行业市场规模可达30.9亿元，预计2025年市场规模将突

破100亿元，年化增长率为21.8%。3

对比中国与世界的发展情形来看，人工智能行业发展前景良好，而作为强关联性的

AI基础数据服务行业受其发展红利的影响，未来市场仍有不小的上升空间。
SM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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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及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概览 1

人工智能基础数据服务市场现状 2

人工智能基础数据服务行业壁垒 3

行业发展机遇与挑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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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产业链结构
数据决定了AI落地程度，是商业化过程中重要的一环
自从2012年深度学习在图像和语音方面产生重大突破后，人工智能便真正具备了走出实验室步入市场的能力，2016年

AlphaGo的胜利再次引爆行业，成功唤起了中国市场的兴趣，时至今日，人工智能的商业化在中国得到了长足发展，在安

防、金融、企服等领域纷纷落地开花，同时也真正意义上衍生出了一套完整的产业链。AI产业链可以分为基础层、技术层

和应用层，基础层按照算力、数据和算法再次划分，对整体上层建筑起到支撑作用；技术层根据算法用途分为计算机视觉、

智能语音、自然语言处理等，是AI最引人注目的环节；应用层则按照不同场景的需求定制开发专属服务，是AI真正赋能行

业的方式。目前人工智能商业化在算力、算法和技术方面基本达到阶段性成熟，想要更加落地，解决行业具体痛点，需要

大量经过标注处理的相关数据做算法训练支撑，可以说数据决定了AI的落地程度，而AI基础数据服务行业又鲜有关注，因

此本报告承接艾瑞《2019年中国人工智能基础数据服务白皮书》，再次挖掘该行业的现状和发展，展示其真实的一面。

来源：艾瑞根据公开资料自主研究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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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实现路径
机器学习是主流，其中监督学习下的深度学习是主要方式
人工智能是对一类能够实现机器模拟智慧生命某些特征的技术统称，从学术上可以分为以知识工程为代表的符号主义、以

神经网络为代表的连接主义和以仿生机器人为代表的行为主义三个流派，近些年掀起又一轮人工智能热潮的机器学习就属

于连接主义学派。机器学习按照训练方式可分为使用人工标注分类标签训练的监督学习、无分类标签且自动聚类推断的无

监督学习、使用少量人工标注+自动聚类的半监督学习和根据现实情况自动“试错+调整”的强化学习四类，而最著名的深

度学习同样是机器学习的分支，但因为模型结构的不同而与上述训练方式不在一个区分范畴，深度学习在训练方式上均可

与四种方式发生重叠。目前来看AI应用最广泛的计算机视觉和智能语音更依赖于监督学习下的深度学习方式，半监督和无

监督是学术界尝试突破的方向，当下仅在如无人驾驶中急转弯场景训练等特定领域中得以尝试应用，而强化学习被认为是

更接近人类在自然界中学习知识的方式，在最佳路径选择、最优解探寻等方面有所应用，但泛化能力还有待突破。

来源：艾瑞根据公开资料自主研究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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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对数据资源服务的需求趋势
定制化需求成为主流，数据服务市场步入需求常态化
监督学习下的深度学习算法训练十分依赖人工标注数据，2012年-2016年期间人工智能行业不断优化算法增加深度神经网

络层级，利用大量的数据集训练提高算法精准性，ImageNet开源的1400多万张训练图片和1000余种分类在其中起到重要

作用，为了继续提高精准度，保持算法优越性，市场中产生了大量的标注数据需求，这也催生了AI基础数据服务行业的诞

生。时至今日，人工智能从业公司的算法模型经过多年的打磨，基本达到阶段性成熟，随着AI行业商业化发展，更具有前

瞻性的数据集产品和高定制化数据服务需求成为了主流。据了解，目前一个新研发的计算机视觉算法需要上万张到数十万

张不等的标注图片训练，新功能的开发需要近万张图片训练，而定期优化算法也有上千张图片的需求，一个用于智慧城市

的算法应用，每年都有数十万张图片的稳定需求；语音方面，头部公司累计应用的标注数据集已达百万小时以上，每年需

求仍以20%-30%的增速上升，不仅如此，随着IoT设备的普及，语音交互场景越来越丰富，每年都有更多的新增场景和新

需求方出现，对于标注数据的需求也是逐步增长。结合市场来看，随着AI商业化发展，AI基础数据服务需求步入常态化，

存量市场具有较为稳定的需求源头，而增量市场随着应用场景的丰富，以及新型算法的诞生，拥有更广阔的想象空间。

来源：艾瑞根据公开资料自主研究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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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情况
全球市场火热依旧，呈现集群式发展，AI落地仍是主旋律
2019年全球人工智能行业发展依旧火热，重点围绕北美、欧洲和亚洲三大区域发展，共有5386家活跃企业，27400名高级

研究人员，20座重点发展城市，产生了约374亿美元融资，其中自动驾驶、药物医疗、人脸识别、视频内容和金融反欺诈

是获得融资最多的领域。综合来看，美国仍然是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头羊，每年不仅向全球输出最前沿的AI应用概念，提供

最接近市场需求的应用场景，同时也吸收着世界各地不断涌入的人才、数据资源和创意灵感。以英国、德国为代表的欧洲

发展区和以中国、日本、新加坡、印度为代表的亚洲发展区整体实力相近，但走出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径，虽然欧洲储备

了大量的AI人才，但市场活性不强，对于创新业务的发展并不友好，而亚洲虽然人才储备不充裕，但市场活力十足，对AI

技术充满了期待。

来源：艾瑞根据公开资料自主研究绘制。
注释：图中超级独角兽指估值100亿美元及以上AI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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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情况对比
中国AI发展属世界前列，并仍处于上升期，前景良好
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了六十年，中国参与了二十余年，随着政府意志和市场意志双重聚焦，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进入了黄金

期。对比2019年中国与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情况，在AI相关论文发布数量、企业数量、融资总额、产业规模、专利申请数量

等方面中国均居世界头部阵营，具有充分的市机场竞争力。补足短板方面，中国也在不断努力。人才储备是技术软实力发

展的核心，教育问题并非能一蹴而就地解决，目前全国已经有35所高等院校开设了AI专业，国际交流和国际人才引进也在

不断加深，未来5年内将有大量从业者涌入市场。产业结构单一也是中国人工智能行业存在的固有问题，研发型企业远少

于应用型企业的隐患随着中美专利竞争而浮现，政府开始重视AI基础层创业公司的培养，资本方也更加关注AI芯片、机器

学习算法、数据处理等产业链上游企业的发展，科技巨头企业更是提前进行了AI生态布局，建立了产业联盟，在各方的努

力中中国AI市场处于从局部向整体发展的上升期，行业前景良好。

来源：艾瑞根据公开资料自主研究绘制。
注释：FWCI是标准化后的论文影响力，计算的是对象论文的被引用次数和相同学科、相同年份、相同类型论文平均被引次数的比值，当FWCI≥1时,代表论文质量达到或超过了世界
平均水平，设定世界均数为1

中国2019期间AI相关论文发布数量为全球第一，FWCI引用指数为0.8，上涨明显；AI人才储备方面综合排名全球第7，仍有很大发展空间；中国AI相关企业数量和活跃

企业数量均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2019年AI相关融资中，中国融资总额为166亿美元；相关市场规模方面中国2019年预计规模为570亿人民币，占据世界头部阵营；

2008-2019年AI相关专利申请共发生448684项，中国有66508项，位居世界第二。

论文数AI论文占全部论文的3%

人才数/高级人才数博士22000名/专家5400名

活跃企业数5386家

融资总额约374亿美元

相关产业规模数千亿人民币

2008-2019年专利数448684项

论文数/FWCI引用均数 占全球AI论文28%/FWCI为0.8

人才数/高级人才数 博士413名/专家120名

活跃企业数 1189家

融资总额 约166亿美元

相关产业规模 约570亿人民币

2008-2019年专利数 66508项

2019年中国与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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