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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摘要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SMS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为加快国家规划建设推出的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面向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同时助力传统基础设施的智能化改造。新基建三
大规划领域中，两大领域都直接提及人工智能：信息基础设施领域，人工智能与
云计算、区块链一起被视为新技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领域中，人工智能则
被视为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的重要工具。新基建背景下，人工智能将迎来
新一轮快速发展。

本报告从善政、惠民、兴业、智融四个部分对知识图谱技术在其他行业中的代表
性应用场景进行梳理，对知识图谱未来的发展和应用做出展望，同时对人工智能
“新基建”下，城市数字化、智慧化发展的创新场景进行展示。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仍然处于弱人工智能的状态，研究重心由感知智能过渡到认
知智能领域。知识图谱是一种用图模型来描述知识和建模世界万物之间关联关系
的大规模语义网络，支持非线性的、高阶关系的分析，帮助机器实现理解、解释
和推理的能力，是认知智能的底层支撑。

知识图谱逐渐成为人工智能又一热点产业，2019年知识图谱相关的融资金额较
2018年增长超过200%，产业链已初具规模，互联网公司、人工智能公司及大数
据智能公司纷纷入局。2019年知识图谱核心产品市场规模约65亿元，预计2024
年将突破200亿元；2019年知识图谱技术带动经济增长规模约391.8亿元，预计
2024年将突破10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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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与知识图谱概述 1

知识图谱行业现状 2

知识图谱应用场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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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图谱应用展望

人工智能新基建下城市创新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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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的发展概述
顶层设计先行，新基建进入发展快车道，为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建设注入新动力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为加快国家规划建设，决策层明确推出的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自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首次提出以来，新基建概念在高级别会议中被密集提及，重视程度不断强化，相关政策路线也日趋清晰。

“新基建”概念的发展历程

2018.12.21

政府工作报告

会议/发文 内容

2019.03.05

2019.05.14

2019.07.30

2019.12.12

2020.01.03

2020.02.14

2020.03.04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国务院常务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七部门印发《关于促进“互联网+社会服
务”发展的意见》

国务院常务会议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

发挥投资关键作用，加大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更新。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

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5G商用步伐和IPv6部署；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

用；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强新一代基础设施建设和融合应用。

2020.05.22 政府工作报告

把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制造业技术进步有机结合。

加快推进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布局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加快5G行业应用试点；加速构建支持大数据应用和云端

海量信息处理的云计算基础设施，支持政府和企业建设人工智能基础服务平台；面向社

会服务提供人工智能应用所需的基础数据、计算能力和模型算法。

发展先进制造业，出台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支持政策，推进智能、绿色制造。

通过《关于推动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统筹存量和增量、传统和新型基础设施

发展，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

2020.04.28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2020.04.29

国务院常务会议
推进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创新投资建设模式，坚持以市场投入为主，支持多

元主体参与建设，鼓励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强化服务；加强政府引导和支持。

要启动一批重大项目，加快传统基础设施和5G、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自主研究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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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的内涵和外延
发力于科技端的信息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
2020年4月20日，国家发改委将新型基础设施初步定义为：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

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

与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相比，新基建体现出“重创新、补短板”的特征：主要面向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促进经济结

构优化；但同时也对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形成补充，助力传统基础设施的智能化改造，提高传统基础设施的运行效率。

伴随着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新型基础设施的内涵和外延还将不断丰富和延展。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自主研究绘制。

• 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
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
赋予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新的内涵

• 例如，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
源基础设施等

融合基础设施

• 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
成的基础设施

• 例如，以5G、物联网、工业
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
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
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
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
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
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

• 是工业互联网在未来发展中
的重要技术支撑，是GDP增
速的主要来源

• 主要是指支撑科学研究、技
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
益属性的基础设施

• 例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
新基础设施等

信息基础设施

创新基础设施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范围

新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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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让生产生活更智慧
推动科技势能向产业动能转化，加速重构智能社会新模式
《国家竞争优势》中指出，每一个国家的发展将经历生产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等四个发展阶段。随

着数字化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在新基建推动下，蓬勃发展的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将大幅度提高社会的数字

化、智能化水平，推动经济发展由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转型。

新基建是数字世界的基础设施，通过科学技术构建数据，实现从传输到分析再到决策和执行，支撑了数字世界的构建，提

升了数字世界的智能化能力，进而反哺物理世界，最终构筑新旧协同的现代化基础设施。

创新基础设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

融合基础设施：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

5G

信息基础设施：通信网络基础设施、新技术基础设施、算力基础设施

物联网 智能计算中心 ……人工智能 云计算
新型

基础

设施

新型智慧城市 新型产业经济

“新基建”的基本架构

创新驱动经济发展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自主研究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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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是新基建的重点领域
人工智能推动智能产业化和产业智能化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在新基建的三大领域中，两大领域都直接提及人工智能。在信息基

础设施领域，人工智能与云计算、区块链一起被视为一种新技术基础设施；而在融合基础设施领域中，人工智能则被视为

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的重要工具。人工智能新基建的本质不仅仅指向其自身的产业化发展，更是在实体经济中寻找

应用场景，赋能生产力升级，即作为重大应用基础设施，推动各行业完成智能化转型，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艾瑞咨询测

算，2019年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产生的市场规模超过570亿元。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自主研究绘制。

2018-2022年
中国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市场规模

251.1 

570.1 

819.8 

1157.0 

1573.0 

2018 2019e 2020e 2021e 2022e

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所产生的市场规模（亿元）



8©2020.11 iResearch Inc.                                                        www.iresearch.com.cn ©2020.11 iResearch Inc.                                                        www.iresearch.com.cn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进入新一轮高潮

人工智能是新基建的重要技术
人工智能具备建设新型基础设施的产业基础和技术成熟度
基础设施指为直接生产部门和生活提供共同条件和公共服务的设施，关键属性包括共性刚需能力、公共服务、强外部性。

人工智能成为新型基础设施首先要有成熟可应用落地的技术和产业基础。

人工智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被称为世界三大尖端技术之一。1956年在达特茅斯会议上被首次提出，随着核心算法的突

破、并行计算能力的迅速提升以及海量数据的支撑，在深度学习等新理论的驱动下，近十年来迎来质的飞跃，产业结构也

日趋成熟。随着技术不断迭代，市场认知不断完善，相关技术与传统行业经营模式和业务流程开始产生实质性融合，应用

领域也逐渐向实体经济领域和公共服务领域拓展，全面赋能生产生活各个方面，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属性正在逐步显现。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自主研究绘制。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自主研究绘制。

达特茅斯会议
人工智能
学科诞生

1956 1984

推理期
知识期 机器学习期

将逻辑推理能力
赋予计算机系统

总结人类知识
教授给计算机系统

计算机从数据
中学习算法

2006 2013以来1970

人工智能计算机
DARPA宣告失败

1992

罗森布拉特发明第一款
神经网络perceptron

1957

BP算法出现使大规模
神经网络训练成为可能

深度学习算法在语音和视
觉识别上取得成功，识别
率分别超过99%和95%

计算能力的突破没能使机器完成
大规模数据训练和复杂任务

美国、英国相继缩减经费支持

Hinton提出
深度学习神经网络

基础层：软硬件设施以及数据服务

技术层：基础框架、算法模型以及通用技术

应用层：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

数据 开源框架传感器芯片 CPU

深度
学习

智能语音
识别

自然语言
处理

知识
图谱

计算机
视觉

消费类终端产品智能操作系统 整体解决方案

零售 安防金融 教育 文娱客服 医疗

人工智能产业结构已基本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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