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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摘要

行业背景：近年来，国内人工智能技术成熟度持续提升、服务种类不断丰富，在企业
经营管理各环节的价值已得到市场的初步验证。然而，当前国内甲方企业在进行人工
智能开发和应用时仍然面临着技术人才储备不足、AI应用部署存在困难、投入产出比
不达预期等问题，亟需能够帮助企业解决这一问题的高效AI开发和应用工具。

发展趋势：AI开发平台还将朝着易用性、专业化、综合性、产用协同等方向发展，我
们认为在这一过程中，AI开发平台的产品广度将进一步提升，并有望集成DevOps、
AIOps等运维方法和工具，全方位融入企业的数字化经营体系。同时，AI开发平台的
服务业态还将向软硬一体化方向演进，深度融合技术交流社区等平台，形成学用一体
化的技术传播与升级环境。

SMS
产品&关键技术：云原生AI开发平台融合了成熟的人工智能开发框架以及云原生工具
灵活调用云资源、高效部署云应用的能力，一方面帮助企业开发者提高算法模型的开
发效率，另一方面提升交付、部署、运维环节的效率并降低TCO。横向对比甲方企业
可能采用的诸多获取人工智能能力的平台和方式之后，我们认为云原生AI开发平台在
AI开发应用全生命周期视角下具备一定的综合优势。

SMS 应用场景：云原生AI开发平台在诸多人工智能密集应用的下游场景和行业具备通用性，
包括互联网、金融、自动驾驶、政务、制造、营销等。本报告挑选了部分应用场景，
梳理了上述场景下企业进行AI开发和应用过程中面临的实际需求和难点，展示了典型
云原生AI开发产品的服务架构以及对企业经营管理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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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应用背景

➢ 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客观需求以及政策对发展前沿IT科技的支持下，我国数字经济

高速发展，为人工智能发展创造了积极的经济环境。近年来，国内人工智能技术成

熟度持续提升、服务种类不断丰富，在企业经营管理各环节的价值已得到市场的初

步验证，伴随云计算的普及和云原生技术的发展，云服务将有望帮助企业解决现阶

段开展人工智能应用存在的难点，提升人工智能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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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发展环境（1/2）
政策引导AI算法的协同开发与AI应用的产业化落地
过去数年间，国务院、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以及各省市、地方政府陆续发布了有关推进人工智能算法开发以及应

用落地的政策。在算法开发层面，政策明确倡导开源开放、互助共享的理念，支持具备人工智能资源与技术优势的企业、

高校构建促进AI能力开源开放的平台，释放优势互补的协同效应，缩小我国人工智能技术与领先国家的差距；在人工智能

应用层面，政策鼓励人工智能等数字化能力在企业层面加大应用力度、在区域层面实现项目落地，通过人工智能等前沿IT

技术驱动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整体来看，国内政策对于人工智能始终保持积极态度，人工智能产业化和规范化的发

展前景会更加明朗。

来源：国务院等，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研究及绘制。

近年人工智能应用相关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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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关键通用技
术”和“关键领域技术”涉及机器学习、知识图谱、自然语
言处理、计算机视觉和智能语音等重要AI算法和技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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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指出推动人工智能等科技创新重大项目在京落地，推动各方
科技力量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支持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新
型研发机构发展，健全创新创业服务体系。

2017.7.8 国务院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 指出要将人工智能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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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开放协
同的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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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点任务中指出鼓励大型企业加大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应用
力度，全面提升研发设计、工艺仿真、生产制造、设备管理、
产品检测等智能化水平，实现全流程动态优化和精准决策。

➢ 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技术，加强类人智能、自然交互与虚拟现
实研究，推动宽带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技
术研发和综合应用，加快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

2019.11.13 国务院（修订）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

➢ 建设原则指出要以企业为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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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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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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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发展环境（2/2）
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高速增长，市场需求更加明确
随着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不断深化，我国数字经济高速发展，在宏观经济中的重要性持续提升。2020年中国人工智

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500亿元，至2025年预计超过4500亿元，2021-2025年人工智能核心产品CAGR为24%；2020年人

工智能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5700亿元，至2025年将突破16000亿元，2021-2025年人工智能带动相关产业CAGR为22%。

在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经济建设的大背景下，人工智能产业的成长速度令人瞩目，并已逐步展现出从单向的产品

供应向各产业深度双向共建的发展特征，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回馈社会经济。在这样的发展环境下，企业对人工智能的需

求逐渐升温，人工智能在企业端的应用成熟度也渐入佳境。

2005-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及占GDP比重 2019-2025年中国AI产业及带动相关产业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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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应用现状（1/2）
感知智能相对成熟，认知智能加速发展
一般认为，人工智能可分为感知智能和认知智能两大类。感知智能以智能语音、计算机视觉和部分生物体征识别（如体态

识别）为核心底层技术，对应的上层应用为智能对话、图像识别和人体识别等，分别直接应用于客服机器人、智能安防、

智能监控等解决方案；认知智能以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知识图谱和自然语言处理等为核心底层技术，对应的上层应用为预

测建模、知识仓库、机器翻译等，分别直接应用于商业决策、智能推荐、全文信息检索等解决方案，二者是互为支持和补

充的关系，同一个AI解决方案中往往包含多种技术。目前我国感知智能的算法研发和应用落地相对成熟，而认知智能正在

加速发展过程中，未来将有着更广阔的应用空间。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当前AI感知智能&认知智能算法及应用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

算力服务 算法服务 数据服务

CPU GPU FPGA ASIC 人工智能算法模型 数据挖掘 数据存储 数据治理

AI感知智能

智能语音 计算机视觉 生物体征识别

直接应用

智能对话 图像识别 人体识别

解决方案

呼叫中心 智能安防 智能监控

AI认知智能

监督学习 知识图谱 文本匹配

直接应用

预测建模 知识仓库 机器翻译

解决方案

商业智能决策 智能推荐 全文信息检索

互为支持
互为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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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应用现状（2/2）
营销、客服、质检、安防等应用的市场价值已获得验证
具体到实际应用中看，人工智能已广泛渗入各行业经营管理的诸多环节，为企业带来更高效的自动化流程、更精准的情报

分析以及更智能的运营管理。当前国内人工智能应用成熟度较高的领域包括：①在金融、互联网等需要密集与客户沟通交

流的行业中用于智能呼叫、客服、销售等环节，帮助企业提升触达能力和服务质量，从而提升用户粘性；②赋能公安、交

通和企业内部的安防监控以及制造业企业的物流配送、产品质检等环节，代替人眼进行大规模监测并提升监测精准度、从

而提高调度和管理效率。整体来看，感知智能的诸多应用对于企业的应用价值已得到了市场验证，而涉及认知分析、智能

决策的认知领域的应用成熟度也正在逐步提高，已在部分行业展开试水，应用渗透有望加速。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人工智能应用于我国不同行业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主要环节

政府

金融

互联网

医药

交通

零售

教育

制造

能源

电力

电信

产品设计、
定价优化

采购评估 工艺优化 货仓物流 产能补充
效率提升

情报研判、
决策支持

客户触达
营销运营

管理调度
运筹优化

质控、风
控和安全

窗口服务 远程办事
远程作业

人机对话设备运维
故损分析

尝试应用行业较少涉及图例 示范项目增加，形成典型场景 价值得到验证，规模化推进
计算机视觉 智能语音交互

ML&DL NLP&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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