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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分析 

人工智能应用现状分析 

人工智能前景及市场机会分析 

• 人工智能概况 

• 人工智能国内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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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用计算机实现目前必须
借助人类智慧才能实现的任务 

什么是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用机器去实现所有目前必
须借助人类智慧才能实现
的任务。 

Example: 让机器像人类一样思考 

• 机器学习 

• 自动推理 

• 人工意识 

• 知识表示 

• …… 

让机器像人类一样听懂 

• 语音识别 

让机器像人类一样看懂 

• 视觉识别 

让机器像人类一样运动 

• 运动控制 

狭义人工智能定义 

指基于人工智能算法和技术
进行研发及拓展应用的产业。 

本报告第一部分内容围绕狭
义人工智能展开。 

广义人工智能定义 

指包括计算、数据资源、 
人工智能算法和计算研究、
应用构建在内的产业。 
本报告第二、三部分内容围
绕广义人工智能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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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历程：两起两落，正经历
第三次高潮 

发展历史：已发展60年，历经两起两落； 

发展现状：2013年起，迎来第三次高潮。 

人工智能发展历程 

• 达特茅斯会议标志着AI的诞生 

• 罗森布拉特发明第一款神经网络
Perceptron，将人工智能推向第
一个高峰 

• 计算能力突破没能使机器完
成大规模数据训练和复杂任务，
AI进入第一个低谷 

• 霍普菲尔德神经网络被提出 

• BP算法出现使得大规模神
经网络的训练成为可能，将
AI推向第二个黄金期 

• 人工智能计算机
DARPA没能实现，政府
投入缩减，AI进入第二次
低谷 

• Hinton提出“深度学习”神经网
络使得人工智能性能获得突破性
进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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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感知智能时代 

1955 

1982 

2006 

1970 

1990 

2013 

1957 

1986 

算法 

算法 

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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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算法是核心，计算、数
据是基础 

算法的地位：实现人工智能的核心方法是算法，工
程学方法和模拟法是人工智能提升的两个途径； 
算法的发展现状：目前认知层算法尚未突破。 

实现核心：机器通过算法实现人工智能 

方法一：工程学方法 
（Engineering Approach） 

采用传统的编程技术，利用
大量数据处理经验改进提升
算法性能。 

方法二：模拟法 
（Modeling Approach） 

模仿人类或其他生物的方法
或机理，提升算法性能，例
如遗传算法和神经网络。 

突破途径：人工智能突破主要通过算法性能的提升，主
要有工程学法和模拟法 

突破方向：认知智能是下一个突破方向 

• 现状：使用GPU并行计
算神经网络 

• 作用：提升运算速度，
降低计算成本 

• 未来：量子计算、速度
更快的芯片 

• 现状：互联网发展积累
了一定数据 

• 作用：训练机器，提升
算法性能 

• 未来：物联网发展带来
环境、行为等全面数据 

计算能力 数据 

算法 人
工
智
能
的
核
心
：
算
法 

基
础
条
件
：
计
算
和
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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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基于计算机、互联网等
发展，在数据应用环节突破 

基于计算机、互联网、物联网在数据生成、采集、
存储、计算等环节的突破，推进人工智能发展。 

数据
生产 

数据
采集 

数据
存储 

数据
计算 

数据
传递 

数据
应用 

互联网 人工智能 物联网 计算机 

机
器
完
成 机

器
完
成 

机
器
完
成 

机
器
完
成 

人
工
完
成 

人
工
完
成 

人
工
完
成 

数
据
处
理
和
应
用
流
程 

发展阶段 

人工
完成 

人工
完成 

人工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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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提升效率，解放劳动力 

阶段：人工智能分为计算智能、感知智能、认知智
能三个阶段； 
价值：机器代替或辅助人类完成任务，能够有效地
解放劳动力，提升效率。 

总而言之，人工智能的价值在于替代人类完成任
务，提升效率，解放劳动力 

认知
智能 

人
工
智
能
分
为
三
个
阶
段 

基
础 

计算
智能 

感知
智能 

价值：可以全
面辅助或替代
人类工作 

能存会算：机
器开始像人类
一样会计算，
传递信息 

例：神经网
络、遗传算法 

价值：能够帮
助人类存储和
快速处理海量
数据，是认知
和感知的基础 

感知外界：机
器开始看懂和
听懂，做出判
断，采取一些
行动 

价值：能够帮
助人类高效地
完成“看”和
“听”相关的
工作 

例：可以认出
罪犯的摄像头、
可以听懂语音
的音箱 

自主行动：机
器能够像人一
样思考，主动
采取行动 

例：完全独立
驾驶的无人驾
驶汽车、自主
行动的机器人 

表现 示例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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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环境：较多
利好因素，基础条件已经具备 

政策和资金的支持、人才储备、技术的积累和突破
已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 
未来仍需要更多政策支持、技术突破促进人工智能
的发展和成熟。 

政策：还需要更多落地政策支持 
 利好方面：进入国家战略层面。在《国务院关

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中
被推上国家战略层面； 

 仍待改善：需要更多落地政策。还需要发展资
金，人才等方面的政策落地。 

P 

E 

S 

T 

经济：互联网经济继续增长 
 利好方面：互联网经济继续增长。据艾瑞估算，

2015年中国网络经济增长约33%，规模超过千
亿； 

 利好方面：成为投资热点。2015年人工智能创
业公司共获得投资金额约12.6亿。 

社会：国家投入，人才红利 
 利好方面：国家科研投入。中国科研投入占全

球的20%仅次于美国，信息技术投入占”863
计划”15.5%，是国家重点投入的领域； 

 利好方面：人才红利。中国IT从业人员约有
500万，每年50万的毕业生，近5年科研人员保
持20%的增长，给行业带来人才红利。 
 

技术：借鉴国外技术，取得一定突破 
 利好方面：目前在视觉识别、语音 
识别等领域实现技术突破，处于国际 
领先水平； 
仍待改善：核心算法及未来发展 
仍待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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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216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