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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

各领域全过程。“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成为时代发展的

主旋律。

智能营销作为数字产业化的核心场景之一，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广泛落地，正

在赋能更多的传统企业创新发展。面向市场解决方案多元割裂、客户效果诉求

提升等现状，云原生与智能营销的融合为企业提供了更优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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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我国数字经济持续蓬勃健康发展，宏观上产业数字化的主导地位愈发突出，微观上企业数字化转型进入深

水区。从落地实践来看，与“开源”强相关的营销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第一目标和最先落地的场景。同

时，云计算、大数据、AI等新一代技术正在走向成熟，为智能营销奠定了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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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正在成为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2020年，在复杂严峻的经济环境下，中国数字经济依然保持强劲
增长，整体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占GDP比重由2005年的14.2%升至38.6%，对中国经济整体稳定运行发挥了重要支撑作
用。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我国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入，已经从部分行业头部企业的“可选项”转变为更多行业、更
多企业的“必选项”。2020年产业数字化规模达31.7万亿元，占数字经济比重由2015年的74.3%提升至2020年的80.69%，
逐渐占据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2020年突发的疫情客观上凸显了数字经济的韧性和优势，也反映出产业数字化的必要
性和紧迫性，数字化转型正在向不同行业加速渗透。

2015-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内部结构变化

产业数字化
数字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产业数字化的主导地位愈发突出

来源：中国信通院，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来源：国家统计局，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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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企业（单位）通过交易售给个人、社会集团非生产、非经
营用的实物商品金额，以及提供餐饮服务所取得的收入金额。网上零售额指通过公共网
络交易平台（包括自建网站和第三方平台）实现的商品和服务零售额之和。商品和服务
包括实物商品和非实物商品（如虚拟商品、服务类商品等）。

74.3% 77.0% 77.4% 79.5% 80.2% 80.9%

25.7% 23.0% 22.6% 20.5% 19.8% 19.1%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产业数字化占比（%） 数字产业化占比（%）



6©2021.12 iResearch Inc.                                                                                                      www.iresearch.com.cn

企业数字化
数字化转型进入深水区，营销场景最先广泛落地
更多的企业开始认识到，数字化转型具有曲折反复的特点，因此企业需要从核心目标出发，思考如何转型、如何组织与如
何实施落地，再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和阶段性目标从某一环节入手，进行渐进式地数字化转型。对于大部分的企业来说，
拓客增收是其第一目标与核心需求，因而转型往往从企业的营销场景入手。首先，营销拓客作为企业与客户的直接接触面，
很大程度上定义了用户体验与价值，从而能够影响客户的购买决策。其次，作为与“盈利”目标最接近的一个环节，转型
资本较小、转型顾虑较大的中小企业可以通过数字化营销渠道进行广告投放和宣传、精准定位目标客户等方式进行营销拓
展，快速实现盈利，获得直接的效果反馈，为企业渐进式的全面转型进一步奠定基础。最后，传统的获客方式已经不再适
应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企业亟需在开源拓客环节转型升级，以打破企业销售瓶颈。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企业数字化转型执行框架

开源

通过数字化工具，充
分链接企业和下游客
户，帮助企业放大声
量，扩大触达面
e.g. 第三方营销平台、
门户网站、广告投放、
搜索推广等

n 触达型拓客

企业精细化营销，
提高转化率
e.g. CRM、SCRM、
大数据分析平台等

n 转化型拓客

节流

提效

降险

通过专业的人、技
术、产品帮助企业
降低物理世界及虚
拟世界的相关风险

e.g. 网络安全、技
术服务、数据服务
等

运用第三方技术、
人力、经验等方面
的资源，帮助企业
寻求新领域的跨越
式创新
e.g. 数字创新平台、
咨询机构、大学、
社区等

促新

运用采购平台等工
具降低企业采购和
库存持有的费用

n 采购型节流

通过DevOps、OA
等软件降低企业管
理费用

n 生产型节流

n 人力型节流

n 管理型节流

降低生产环节消耗
的相关成本

通过智能客服等解
放企业人工生产力

通过AI等技术帮助
企业提高生产效率

n 生产型提效

运用即时通讯等产
品加强各部门间的
联系，提高协作的
效率

n 非生产型提效

n 协同型提效

通过OCR等工具提
高非生产环节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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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高效率、一体化的
数据智能开发，构建智
能应用
数：适应各种云场景，
以云为底座构建数据能
力
云：已经成为快速构建
基础设施的渠道，为各
类平台的部署和使用提
供极佳的性价比与弹性
能力

技术准备
云数智等新一代技术的广泛产业落地
在企业转型的过程中，营销、协同、人力等板块的需求兴起，技术的跨界融合大大促进了数据管理工具的飞速发展，数据
仓库、数据中台等概念层出不穷。从企业自身来看，早期对流量的理解与应用局限于埋点收集数据和割裂的分析，无法跨
部门、跨领域和全流程地采集数据进而价值化形成对市场的准确洞察。随着深度应用与长效增长的需求增加，企业认识到
要将流量沉淀进平台形成资产进而支持应用落地，即建立企业数字底座的重要性。而云、数、智等新一代技术为企业愿景
的实现提供了从底层基座到上层智能化应用，以及流通通道在内的一体化能力，能够全方位服务企业需求。从整个产业来
看，在经历了合规性影响造成的动荡之后，随着政策的规范化，新一代技术正在各个行业广泛落地。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云数智在各行业的广泛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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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发展
AI进入多领域发展，整体从感知智能向认知智能演进
人工智能的本质是进行生产力升级，其应用越贴近生产环节的核心，越能发挥出技术的价值。一般认为，人工智能分为计
算智能、感知智能与认知智能三个层次。计算智能即快速计算、记忆和储存的能力；感知智能即视觉、听觉、触觉等感知
能力；认知智能则包括了分析、思考、理解、判断等处理复杂的事实和情形的能力。从现阶段人工智能的发展情况来看，
在已经实现计算智能的基础上，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非结构化数据的价值被重视和挖掘，
语音、图像、视频、触点等与感知相关的感知智能在快速演进，并且已经在“听、说、看”等领域达到或超越了人类水准，
正在向更进一步的外部知识、逻辑推理的认知智能领域延伸。本轮人工智能技术红利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持续释放，与其
他技术分支交叉融合，驱动多领域、多场景的落地应用与产业升级发展。

2019-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及带动相关产业规模

注释：核心产业规模包括计算机视觉、智能语音、人机交互、机器学习、知识图谱与NLP、AI芯片等；带动产业规模包括AI核心产品所带动的工程服务、大数据平台与应用建设、计
算机通信产品整机销售收入、甲方企业产值与效益提升的规模总和。
来源：艾瑞长期政府及企业服务数据监测，结合行业专家访谈，根据数据测算模型，自主研究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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