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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2020年，我们谈到，被纳入新基建范畴的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广泛出现在决定企业产生经济效益的各个环

节，以人机协同模式为主导，推动传统行业启动效率变革、动能转换之路。人工智能作为创业企业标签的属

性在变弱，而越来越成为千行百业的经营主体都在积极尝试和运用的生产要素。2021年，作为智能化转型

的核心生产力，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创新增量价值引人瞩目，产业应用规模不断突破，数字经济加速器的

产业地位逐步稳固。行业领先企业也多在算力、算法、数据三大基础层要素上做整体布局，加速推进人工智

能产业进入效率化、工业化生产阶段。

2021年，艾瑞连续第四年发布《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研究报告》，这也是国家大力提倡发展数字经济、

细分赛道领先者提速上市，争相步入资本市场发展新阶段、人工智能产业持续增长的一年，人工智能产业经

济规模近2000亿元。本年度艾瑞除了持续更新计算机视觉、对话式AI、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与知识图

谱等各项技术的细分市场规模、探讨新兴应用场景或趋势外；在今年的研究报告中，我们希望探讨四大问

题：数字经济时代的人工智能产业升级、人工智能产业的持续增长力、行业典型参与者的商业模式与战略发

展路线、智能化改革践行者的人工智能思维等。希望通过本报告，为读者呈现2021年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

要素与亮点，提供辨析和判断人工智能行业趋势的方法启发。

——艾瑞咨询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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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受监管合规与商业内驱的合力推进，可信AI已然成为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趋势与研究重点。
此外，尽管大模型的研发取得了较大进展，各家厂商纷纷入局加码，但大模型实际落地应用
面临诸多卡点，未来或呈现大小模型云-边-端协同发展模式。同时，继AI民主化之后，AI工
程化走入大众视野，旨在提升从算力、数据、模型到上层应用的普惠性、兼容性、敏捷性、
经济性和高效性，打通AI全链路管理能力，助力AI企业实现落地赋能与商业变现的双赢。艾
瑞认为，未来AI技术的多项突破与基础层建设的进步可进一步促使人工智能产业的规模化落
地与健康发展。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及产品在企业设计、生产、管理、营销、销售多个环节中均有渗透且
成熟度不断提升。随着新技术模型出现、各行业应用场景价值打磨与海量数据积累下的产品
效果提升，人工智能应用已从消费、互联网等泛C端领域，向制造、能源、电力等传统行业辐
射。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为人工智能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经济与技术环境；同时，人工智能作
为关键性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也被视为拉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需求侧来看，各行各业以高频高价值场景为落点做持续AI泛化，愈多业务场景的泛化升级将
带来企业AI应用的数据连通与业务协同等加成效应，反哺加速企业的智能化转型进程；供给
侧来看，AI企业在过去一年中纷纷加快上市动作，多家企业已在2021年成功实现上市。本报
告详细剖析了人工智能企业商业化的价值路径，从轻量标准化产品、定制化解决方案、AI平
台等策略角度探讨人工智能企业未来发展方向，为行业参与者提供价值参考与有益见解。

2021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预计达到1998亿元规模，而到2026年，相应规模将超过
6000亿元，2021-2026年CAGR=24.8%，计算机视觉仍是AI技术赛道中贡献最大的市场，
而以决策智能为主要类型的机器学习产品市场也将随着数据这一模型生产要素的重要性的提
升而得到巩固，并获得一定程度的增长。除AI技术赛道外，作为底层算力支撑的AI芯片的训
练与推理需求推动给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增长带来较为强劲的推力。

行业背景

行业规模

商业化探讨

趋势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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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时代人工智能产业社会经济价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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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行业标杆企业与新锐势力 4

人工智能产业趋势展望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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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产业化发展进程
技术能力创新、应用规模突破、产业地位跨越
随着2016年AlphaGo战胜人类棋手，开启了新一波人工智能浪潮，人工智能技术及产业进入加速发展期；2021年

DeepMind团队开源AlphaFold2数据集，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解决蛋白质结构预测问题，供全世界科研人员使用。AI技

术应用于生物领域取得的前瞻性进展有力推动了生命科学发展，也代表随着AI算力提升及算法的不断突破创新，AI技术在

各行业领域的增量式技术改进、系统性前瞻性研发等重要产业改造环节提供价值。人工智能产业化进程发展至今，已逐步

从AI技术与各行业典型应用场景融合赋能阶段向效率化、工业化生产的成熟阶段演进。作为智能化转型工具，AI技术所带

来的创新增量价值引人瞩目，产业应用规模不断突破，数字经济加速器的产业地位逐步稳固。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化发展进程 产业角色相对稳定
技术价值稳步提升

• 人工智能产业成为国际竞争焦
点，承担国家经济发展引擎功
能

• 依托算法开发平台、AIDC算
力资源、数据基础服务等基础
层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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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I产业社会化分工的出现，逐
步进入各产业深度参与、双向
共建的效率化、工业化生产阶
段

• 各行业需求侧推动供给端
人工智能技术研发进步，
如自然语言生成技术、多
模态识别等

•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各行
业的集成化创新，如
AR/VR/MR、物联网、5G
通信、半导体产业等

• 决策类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突起，企业尝试依赖AI解
决主流业务问题

• 人工智能技术真正能解决
需求侧某些应用场景痛
点，且符合经济效益

• 人工智能技术在部分应用
场景实现标准化应用

• 计算机从数据中学习算法
• 深度学习在语音图像领域

大获成功

落地实验阶段

应用普及阶段

AI赋能百业阶段

效率化、工业化生产阶段

雏形期

发展
轨迹

时间

起步期
赛道孵化中

部分赛道成形
产品形态与商业模式探索

龙头企业跑出
赛道竞争加剧
商业模式多元

现处于向成熟期跨越阶段
人工智能成为数字经济

发展的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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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的华章
企业云端迁移进程加速，数字经济高速发展
数字经济是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以数字技术应用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形态。发展数字经济，

微观上可能重塑传统的企业经营模式和经营理念；宏观上，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将对现有基于要素比较

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格局带来影响。发展数字经济，将打通供应链上下游、产业链的不同环节与服务链的各个节点，通

过产业的数字化升级，实现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质量变革，助力新发展格局的形成与发展。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

迅速，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为39.2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8.6%，较2019年提升2.4pct，对整体经济产值的影响

进一步加大。在我国“十四五规划”中，国家也首次明确提出要将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2020年的7.8%

提高到10%。未来，随着网络传输速度，海量数据积累，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代表性技术的成熟，数字经济将在

各行业开启更大的想象空间。

来源：中国信通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20年）》，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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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下的人工智能产业升级
AI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力，驱动数字经济纵深发展
2021年3月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出台，提出“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的建设方针并强调了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产业在提高

国家竞争力上的重要价值。规划纲要指出要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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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数据驱动生产过程优化，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为人工智能发展

创造了良好的经济与技术环境；同时，人工智能作为关键性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也被视为拉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动

能。随着新基础设施计划的实施、消费互联网的升级和产业互联网的发展，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开始步入全面融合发展的新

阶段，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力和产业底层支撑能力，是激活数字经济相关产业由数字化向智能化升级的核心技

术。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国家统计局、工信部及自主研究积累绘制。

人工智能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核心生产力

实时数据+模型应用

企业将扩大人工智能资源引进规模，加大自主研发投入，将人工智能与
主营业务结合，提高产业地位和核心竞争力

工业 建筑与地产 批发零售 金融 农林牧渔 交通 物流 教育 …

2021年中国GDP+Top贡献行业

110万亿元

2- 数字经济产业深度共建 通过AI能力输送，AI 新基建成为“电/路/通信”级基础设施，
广泛回馈数字经济相关产业。假定产生1.6%的损耗降低及产能扩大价值，则增益

近1.76万亿元

2021年中国各行业数字化、信息化与专业技术服务投入+Top投入行业

1- 固有业务主线延续
人工智能现有产值占比约4.1%

约2000亿元
工业 医疗卫生 教育 公共管理 金融 其他4.9万亿元

人工智能技术助力数字经济相关产业质量变革、动力变革与效率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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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助力产业经济价值实现
人工智能于各环节提升经济生产活动效能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及产品在企业设计、生产、管理、营销、销售多个环节中均有渗透且成熟度不断提升。同时，随着

新技术模型出现、各行业应用场景价值打磨与海量数据积累下的产品效果提升，人工智能应用已从消费、互联网等泛C端

领域，向制造、能源、电力等传统行业辐射。以计算机视觉技术主导的人脸识别、光学字符识别（OCR）、商品识别、

医学影像识别和以对话式AI技术主导的对话机器人、智能外呼等产品的商业价值已得到市场充分认可；除感知智能技术外，

机器学习、知识图谱、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主导的决策智能类产品也在客户触达、管理调度、决策支持等企业业务核心环

节体现价值。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人工智能技术广泛渗透进经济生产活动主要环节

政府

金融

互联网

交通

零售

教育

制造

能源

电力

电信

产品设计、
定价及组
合优化

采购
评估

工艺
优化

货仓
物流

产能补充
与作业效
率提升

情报大数
据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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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互

设备运维
故损分析

该行业较少涉及该场景 尝试应用AI
AI价值得到验证，

进入规模化落地

AI示范项目增加，

形成典型应用场景
图例

医疗与制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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