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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来源：艾瑞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自主研究绘制。

➢ 人工智能基础层资源向集约型发展：伴随各行业智能化转型的迫切需求，艾瑞认为人工
智能基础层发展总体向好。在人工智能由技术落地应用阶段向效率化生产阶段转变的背
景下，人工智能基础层的各模块工具有望走向集约型的生产模式。

➢ 人工智能基础层资源自主可控展望：基础层全栈的自主可控建设目前还处在萌芽阶段。
未来或将有更多企业自研开源框架，国产的操作系统与数据库等软件配套设施将稳步崛
起，算力模块的智能服务器国产化率也将逐步提升。

➢ 人工智能基础层定义：算力、算法、数据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三大要素。基于此，艾
瑞定义人工智能基础层是支撑AI应用模型开发及落地的必要资源，主要包括智能计算集
群、智能模型敏捷开发工具、数据基础服务与治理平台三大模块。

➢ 人工智能基础层价值：①AI基础层可多环节提效AI技术价值的释放，解决需求方人工智
能生产力稀缺问题；②依托AI基础层资源，AI企业可有效应对下游客户的长尾应用需求，
将其高频应用转化为新主营业务，寻找业务增长突破点；③基础层工具属性标志着AI产
业社会化分工的出现，AI产业正逐步进入各产业深度参与、双向共建的效率化生产阶段。

➢ 智能计算集群：提供支撑AI模型开发、训练或推理的算力资源，包括系统级AI芯片和异
构智能计算服务器，以及下游的人工智能计算中心等

➢ 智能模型敏捷开发工具：包括开源算法框架、提供AI技术能力调用的AI开放平台和AI应
用模型效率化生产平台。API规模经济与效率化生产平台杠杆增效共拓产业广度与深度。

➢ 数据基础服务与治理平台：实现AI应用所需的数据资源生产与治理，提供AI基础数据服
务及面向AI的数据治理平台

SMS
➢ 人工智能基础层市场规模：据艾瑞测算，2020年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500
亿元；其中人工智能基础层市场规模为497亿元，为AI产业总规模的33%，AI芯片的高
增长是产业规模增长的主要拉动力。2021-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基础层市场规模
CAGR为38%，整体产业规模发展速度较快、空间较为广阔，于2025年将达到247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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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基础层定义
支撑各类人工智能应用开发与运行的资源和平台
算力、算法、数据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三大要素。据此，人工智能基础层主要包括智能计算集群、智能模型敏捷开发工

具、数据基础服务与治理平台三个模块。智能计算集群提供支撑AI模型开发、训练或推理的算力资源，包括系统级AI芯片

和异构智能计算服务器，以及下游的人工智能计算中心等；智能模型敏捷开发工具模块主要实现AI应用模型的生产，包括

开源算法框架，提供语音、图像等AI技术能力调用的AI开放平台和AI应用模型效率化生产平台；数据基础服务与治理平台

模块则实现AI应用所需的数据资源生产与治理，提供AI基础数据服务及面向AI的数据治理平台。AI基础层企业通过提供AI

算力、开发工具或数据资源助力人工智能应用在各行业领域、各应用场景落地，支撑人工智能产业健康稳定发展。

来源：艾瑞根据公开资料自主研究绘制。

智能计算集群

支撑人工智能应用的算力资源

智能模型敏捷开发工具

帮助实现人工智能应用模型生产

数据基础服务及治理平台

面向人工智能的数据资源生产与治理

人工智能基础层定义

人工智能基础层涵盖AI算力、算法平台与数据资源模块

人工智能应用层

异构智能计算服务器
AI技术
开放平台

AI基础数据服务

系统级AI芯片

AI应用模型
效率化生产

平台

面向AI的数据
治理平台

人工智能计算中心

采用异构形式的服务器，支持X86、
GPU、ARM、ASIC及FPGA加速卡

等，以提升数据处理能力

整合智能计算集群为企业或科
研计算等需求提供AI算力服务

包括应用于云端服务器、边缘及
终端设备的AI芯片

提供计算机视觉、智能语音、
NLP等各类AI技术能力调用

以深度学习或机器学习为主的一站
式模型生产平台，含满足零代码或

低代码开发需求的解决方案

为AI算法训练及优化提供的数
据采集、清洗、信息抽取、标
注等服务，以采集和标注为主

通过汇聚盘点数据、提升数据
质量，增强数据可用性和易用
性，进一步释放数据资产价值

AI开源框架
一般包括大量的机器学习或深
度学习算法，为多种编程语言

提供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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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足业务需求的数
据采集

• 高效数据标注
• 数据统一管理
• 高质量数据集
• 挖掘数据关联信息

人工智能基础层价值
AI基础层是支撑AI应用模型开发及落地的必要资源
开发一项人工智能模型并上线应用大致需经历从业务理解、数据采标及处理、模型训练与测试到运维监控等一系列流程。

过程中需要大量的AI算力、高质量数据源、AI应用算法研发及AI技术人员的支持，但大部分中小企业用户并不具备在“算

力、数据、算法”三维度从0到1部署的能力，而财力雄厚的大型企业亦需高性价比的AI开发部署方案。依靠AI基础层资源，

需求企业可降低资源浪费情况、规避试错成本、提高部署应用速度。作为支撑AI模型开发及落地的必要资源，AI基础层可

在多环节提效AI技术价值的释放；其工具属性也标志着AI产业社会化分工的出现，AI产业正逐步进入低技术门槛、低部署

成本、各产业深度参与双向共建的效率化生产阶段。

来源：艾瑞根据公开资料自主研究绘制。

AI应用开发上线流程与AI基础层资源价值点

识别业
务问题

数据采
集标注

数据
治理

特征
工程

模型
训练

模型评
估调优

模型
部署

运维
监控

确定最优模型 性能评估及模型持续优化

数据输
入运算

端到端设计

结合开发流程模板

开发态流程
运行态流程

迭代
调优

AI基础层资源价值点

数据基础服务及治理平台

智能模型敏捷开发工具

智能计算集群

数
据
资
源

• 可视化建模、交互式
建模、自动建模

• 实现分布式训练框架
• 提高算法建模效率

• 模型仓库管理
• 提供算法工程化服务
• 易用的模型部署、运行监控平台
• 实现模型的持续集成、持续交付、持续部署

算
法
开
发
资
源

• CPU、GPU容器服务
• 计算资源统一管理

算
力
资
源

• 提高资源利用率
• 提高执行效率

• AI专用芯片；实现软硬一体优
化，突破性能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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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基础层进阶之路
粗放式单点工具向集约型、精细化资源演进
智能化转型趋势下，企业部署AI项目的需求正经历着变化，对数据质量、模型生产周期、模型自学习水平、模型可解释性、

云边端多样部署方式、人力成本及资金投入、投资回报率等的要求都逐步走高。在上述需求特点及自动机器学习、AI芯片

硬件架构等技术发展的共同推动下，AI基础层资源的整体效能水平也在不断进化，以有效降低需求企业的AI开发成本。大

致涵盖相互交融的三个阶段：雏形期，算法/算力/数据各模块多为粗放式的单点工具，新兴产品及赛道逐步出现；快速发

展期，各赛道活跃度显著提升，参与者积极探索产品形态与商业模式，基础层服务体系逐步完善、资源价值凸显；最后则

向成熟阶段过渡，各赛道内企业竞争加剧，逐步跑出头部企业。同时各赛道间企业生态合作增多，一站式工具平台出现。

来源：艾瑞根据公开资料自主研究绘制。

人工智能基础层资源发展历程及效能曲线

时间

服务体系逐步完善

基础层雏形期
粗放式单点工具

新赛道出现

各赛道活跃度提升
探索产品形态与商

业模式

基础层发展期

基础层成熟期

玩家竞争阶段 工具智能化水平提升

• 异构计算应对AI负载增长；
AI算力提供商将 IT基础资源
（计算、网络、存储等）集
合形成资源池

• 对数据质量的需求推动数据
采标、数据治理等产品优化

• 算法玩家持续深耕各垂直领
域开发平台及AI工程化能力，
帮助下游客户降低开发成本，
提高模型生产效率

产业链逐步清晰

• GPU支撑模型训练对AI算力需求
• AI加速落地催化了数据标注等行

业兴起
• 通过API输出AI基础算法能力，

但大部分依赖于人工设计和开发

效能

集约型、精细化

• 工具智能化水平提升，
数据半自动标注、模
型自动部署及自适应
更新、AI数据中心智
能运维等

• 算法、算力、数据各
赛道基础层企业提供
精细化解决方案，积
极参与价值链延伸，
塑造核心竞争力

• AI供应商布局覆盖数
据治理、模型开发、
算力资源管理全流程
的一站式AI模型开发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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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基础层相关政策指引
相关政策以规划、鼓励、建设为倾向，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从2017年到2021年初，国务院、国家发改委、国家工信部、科技部以及各省市、地方政府都发布了有关人工智能基础层

的政策，在算力、数据、算法开发多层面皆有其侧重点。在算力层面，强调超算中心、AI芯片等基础硬件设施的源头战略

地位，倡导为后续的AI应用开发做好硬件底层铺垫；在数据层面，突出实时数据的开发、治理、共享以及数据安全与隐私

建设，支持为人工智能的研发及应用做好高效高质、合规合法的数据准备；在AI开发平台层面，提倡开源开放、互助共享

的理念，引导具备领先AI资源与技术能力的企业、高校或机构构建开源社区或开放平台，释放优势互补的协同效应。

来源：艾瑞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自主研究绘制。

➢ 建设原则中，提出以企业为主体，鼓励人工智能细分领域领
军企业搭建开源、开放平台，面向公众开放AI技术研发资
源，向社会输出AI技术服务能力，推动AI技术的行业应用。

➢ 注：截止到目前，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已增加至
15个，包含百度、阿里云、腾讯、科大讯飞、商汤等企业。

人工智能基础层相关政策解读

政策扫描总结：有关政
策以建设为倾向，覆盖
海量实时大数据采集、
数据治理、数据共享、
数据安全与隐私等方面

算力

数据

算法

面向AI的数据治理 人工智能基础数据服务

2020.8.7 国家发改委、科技部等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 建设内容中，提出支撑技术与产品标准，涵盖大数据标准，
核心内容为规范AI研发与应用等过程涉及到的数据存储、
处理等相关技术要素，包括数据治理、数据共享开放等。

2021.2.9 北京市人民政府
《2021年市政府工作报告重点任务清单》

➢ 任务指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构筑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数据基础设施建设中提到，要强化数据安全管理和个人隐
私保护，探索建立数据分类分级保护体系。

人工智能技术开放平台
2019.8.1 科技部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建设工作指引》

2017.7.8 国务院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 总体要求中，以开源开放作为基本原则之一，促进产学研用
各创新主体共创共享。总体部署中，提出“构建开放协同的
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体系”，以针对性地解决原创性理论基础
薄弱、重大产品和系统缺失等重点难点问题。

政策扫描总结：政策以
鼓励及建设为导向，重
点落脚于开源开放的理
念，以实现先进AI资源
与技术能力的共享

超算中心人工智能芯片

2021.1.13 国家工信部
《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年）》

➢ 战略任务中提到，要“强化原始创新，增强源头供
给”，建设一批支撑高水平创新的基础设施和平台，
建设超算中心和云计算平台等数字化基础设施。

➢ 重点任务中指出要加强工业互联网基础支撑技术攻关，支持工
业5G芯片模组、边缘计算专用芯片与操作系统、工业人工智能
芯片及工业视觉传感器等基础软硬件的研发突破。

2019.11.13 国务院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

政策扫描总结：有关政
策以规划和建设为引导，
围绕超算中心、数据中
心、AI芯片等展开基础
硬件的强化与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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