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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过去的一年是错综复杂、充满变革的一年，互联网红利不再明显的背后，有人登场、有人退
出、还有人旁观，无论怎样，过往皆是序章。
但在快速变化的节奏里却横卧着整个行业进步的灵魂，优秀模式对三四线市场的破局、互联网

思维对传统产业的赋能、持续技术投入为所在赛道带来的创新，以及打破常规者在实现企业内部
整合和打通上所做的种种努力，动人而伟大，美好又新奇。
或许，对于身在互联网洪流的个体而言，有些进步是看得见的旗帜风帆，有些则是不被看得见

却能稳固自身发展的引擎动力。如果回顾整个互联网的发展历程，会发现今天的转变似乎都曾与
我们打过照面，但今天的进步是在向更好、更成熟的综合化、智能化和人性化靠近。而这种种进
步，与人无暇的追求有关，与人对技术更加深刻的理解有关，还与人和人之间更加合理而正确的
共振有关......
互联网走到今天，已是执手相看，一眼千年。它变成基础设施，润物有声，细雨芊芊。每一个

行业里的微小创新都是互联网在与我们会面，也会经常出来给我们一些考验。但那些始终相信世
界会变更好的人似乎更勇敢地去捕捉或创造市场规律，因为他们相信人类的想象力走得比互联网
快，相信更有意义的事情会发生，相信更好的自己会来到，“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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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中国互联网网民数量快速增长，网民数量十年复合增长率达到8.9%，超过这段时间中国的GDP平均增速；相较之

下，美国网民数量缓慢增长，网民数量十年复合增长率为2.6%，甚至在某些年份网民数量出现负增长。 2018上半年中国

互联网网民数量增加2968万，其中手机网民数量增长3509万，可见现阶段中国网民数量增长主要来自与人口红利以及智

能手机的大范围普及。一旦人口红利枯竭，网民数量将主要由经济形势决定。随着网民数量的增长，中国互联网网民渗透

率也在逐年增加，由2009年的28.9%提升至2018年的58.5%，若参考美国76.8%的渗透率，中国互联网渗透率尚有18.3%

可以提升。可以预见，未来中国网民增长主要来自与三部分群体：新增人口、偏远地区人群以及老年群体。因此紧紧抓住

这部分群体需求的公司，业务规模将会持续增长。中国网民渗透率接近天花板，这也是众多互联网巨头2018年在To B领域

重点布局的原因之一。

中美网民规模及渗透率对比
中国的人口红利在互联网领域尚未完全消化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互联网信息中心，世界银行，I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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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9年至今，美国互联网网民在全世界网民中的占比持续下降；相较之下，中国互联网网民在全世界网民中的占比虽然

略有起伏，但总体上开启了下降的阶段。可见未来全球互联网网民的增长来源主要是非洲以及南美地区的第三世界国家。

在这一大背景下，作为世界经济体量最大的美国以及拥有全球最多互联网网民的中国未来（或现在）必然会把自己的互联

网技术、产品以及商业模式向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输出。因此产品和商业模式的本地化处理将成为中美诸多公司探索的重

点。与此同时，中国互联网用户规模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用户教育的模式、挖掘用户潜力和价值的手段以及面对如此多用

户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为全球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借鉴意义。

互联网发展对世界的贡献
本地化处理将成为网络发达地区诸多公司探索的重点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互联网信息中心，世界银行，I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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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科技融合的2B服务是以大数据作为生产资料，利用AI等技
术强化生产力，并利用区块链技术优化或重塑生产关系。首先实现
的是机器替代人力，降低用人成本、传统供应链工作效率低效等不
足；随着技术的深入发展，“智能化”将走进各行各业，如智能制
造降低定制化服务成本；智能安防实现高精度人脸识别，通过链上
访问公安信息库，快速确定作案人身份等应用

互联网产业的发展与渗透
个人科技产品的普及在产业改造之后
至今为止，随着互联网产业2C的流量市场与商业机会接近天花板，同时伴随着AI、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5G等技术

的发展与突破，技术之间的相互取长补短实现了大数据作为生产资料、算力作为生产力、区块链作为生产关系的科技矩阵。

多元科技融合将优先服务于G端与B端产业，一方面原因是G端与B端的产业矛盾存在多年，技术改造需求强烈；另一方面，

C端的服务所需要的高并发性能、低价硬件成本等条件目前技术无法满足。

来源：艾瑞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在信息互联网产业的早期，出现了许多可以改变甚至颠覆人类
沟通、生活及获取信息方式的产品，但这些产品刚问世的时候，没
一套明确的商业模式，行业中存在着一个共识：流量为王。信息互
联网创业者在享受着本土流量的蛋糕，随着行业的发展，逐渐产生
了“广告、电商、内容付费、 （会员）服务付费、直播”等主要流
量变现的商业模式。

随着本土流量增速逐渐放缓，中国也出现了阿里、腾讯等各领
域的产业（流量）巨头开始进军海外流量市场。与此同时，一方面出
现了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这样“信息互联网+物联网”的新模式，
为共享经济增添了新的创业内容，也成为多元科技融合的雏形；另一
方面，优秀的互联网公司纷纷投入前沿科技的研发。

当多元科技融合服务于2C的客户端时，智能、可信将成为主要
的用户体验。人机交互方式会发生改变，硬件设备、三维呈像、
VR/AR视觉体验及生物芯片都是人们正在尝试的方向。多元科技的
2B与2C的融合发展存在一定的交集，不会存在较长的过渡期。

互联网产业的渗透与发展

信息互联网
（本土2C渗透）

产业过渡期
（全球化2C渗透）

多元科技融合
（2B渗透）

多元科技融合
（2C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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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B的产业服务需要对产业的业务逻辑、产品生产、制作流程、产业链
及产业链周边都有深度的认知，可以精准捕捉到产业痛点，并提供解
决方案。能够把控产品与业务细节的要求。

双向促进产业互联网的发展
信息互联网的2C渗透与多元科技融合的2B渗透
得益于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智能终端以及网络通信等技术的进步，为制造业或工业、金融、医疗、交通、零售、城

市建设与管理、政府及事业单位等各行各业提供了突破信息互联网服务局限的新型科技产业形态。在过去人们所经历的信

息互联网产业变革中，存在信息服务边界，因此，诸如教育、医疗、制造业等对打破信息不对称需求不强烈的行业，并没

有受到较大的影响。而前沿科技服务于B端产业除了需要成熟的技术手段外，还需要拥有生产资料，即产业大数据，以及

拥有产业经验与产业认知的团队。科技公司没有足够的产业经验是当前的主要矛盾，在将技术与业务结合时，经常会出现

需求相悖的情况。因此，懂行业、懂业务的科技公司未来将会更具行业竞争力。

来源：艾瑞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技术实现

产业数据

• 产业大数据主要指的从B端获取并积累的经验、行为相关数据；
• 是支撑生产力（算力、AI等技术）进行智能化改造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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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验

寻找商业机会

有技术服务能力

……

大数据

loT
云计算

5G

量子计算
……

2B服务所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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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科技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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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
依托阿里云、达摩院实现图像识别、语
音交互等面向300多个场景的130多款
细分产品； ET城市大脑、ET工业大脑
将AI在各行业落地。

【区块链】
普华永道合作跨境食品溯源；支付宝爱
心捐赠、天猫进口商品溯源；支付宝和
Gcash合作跨境支付等

【物联网】
物联网云管边端全链路布局，覆盖智能
城市、智能人居、智能制造、智能农业
等领域。

【云计算与大数据】
DataWork；Dataphin；Elasticsearch；
神龙云服务器；ESSD；GPU、FPGA云
服务器；RDS；PolarDB；
MaxCompute；云盾DDos高防等

【芯片】
投资寒武纪、深鉴等；收购中天微，并
与达摩院合并投入芯片研究等

【人工智能】
百度大脑、百度云、智能驾驶、智能生
活和智能城市业务的综合布局;百度大脑
拥有近3000项核心技术专利，超4000
亿服务调用量；从芯片到深度学习框架、
平台、生态的AI全栈技术布局；覆盖汽
车、城市建设、智能家居等多个领域。

【区块链】
百度发布超级链操作系统，推出图腾、
度宇宙、推动百科上链、推出大闸蟹区
块链溯源小程序，与北京互联网法院共
建天平链等。

【物联网】
天工智能物联网平台：提供设备接入管
理、数据存储分析、设备安全关键基础
能力，覆盖智能交通、智能工业、智能
生活、智能物流等领域。

【云计算与大数据】
可信数据计算技术开始在实际项目落地；
在用户理解、时空数据建模、领域知识
理解方面，都有新的技术突破。

【芯片】
IoT、Auto、Cloud全赛道AI芯片战略，
AI IP生态；自研中国第一款AI云端芯片，
互联网企业首个量子人工智能研究所，

优秀的互联网公司积极布局前沿科技
前沿科技的布局实践方式：自身研发为主，投资布局为辅
优秀互联网公司在结合自身业务的条件下，积极展开了在AI、区块链、物联网、云计算与大数据等科技领域的布局与落地

实践。除了自身的技术积淀外，投资布局也是各科技公司的战略之一。我们以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及京东为例，对其前

沿科技的布局展开介绍。

来源：公开资料、企业访谈、艾瑞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BATJ前沿科技的主要布局及实践情况

【人工智能】
（1）优图实验室：拥有超过700项全
球专利，日均超过30亿服务调用量；
（2）AI开放平台：已开放100余项AI
能力接口，日调用量过亿；（3）AI加
速器：2000余项目中筛选出65个项目，
总估值达395亿。

【区块链】
腾讯云TBaaS；可信区块链TrustSQL平
台；与万向区块链、矩阵元等公司联合
发布BCOS；开发中国第一张区块链发
票等

【物联网】
QQ物联智能硬件开放平台；

微信硬件平台

【云计算与大数据】
提供基础设施层的计算、网络、存储、
数据库等底层云服务，安全、大数据、
AI等平台云服务以及各项基于场景的应
用型云服务。

【人工智能】
设立了AI 开放平台、AI 基础研究、
AI 商业创新三个主题研究方向；在金融
科技、智能物流、智能消费、智能供应、
对外赋能五方面进行布局；服务于电商、
物流、金融、零售、时尚、公共事务、
智能硬件七个场景。

【区块链】
京东“智臻链”区块链服务平台，支持
企业自建BaaS平台；京东区块链防伪溯
源平台已接入超过500家品牌商，覆盖
3.5万个SKU，12亿条溯源上链数据。

【物联网】
京鱼AIoT智能生态

【云计算与大数据】
云计算：提供从IaaS、PaaS到SaaS全
栈服务。大数据：集群规模40000+服
务器，数据规模800PB+，每日JOB数
100万+，单集群规模7000+台，实时
计算每天消费的数据记录近万亿条。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211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