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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人工智能产业专项调研及投资商机研究报告》涵盖行
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以大
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
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
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
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官网地址：http://baogao.chinabaogao.com/hulianwang/285225285225.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7200元    纸介版：7200元    电子和纸介版: 7500

订购电话: 400-007-6266 010-86223221

电子邮箱: sale@chinabaogao.com

联 系 人: 客服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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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它企图了解智能的实质，并生产出一种新的能以
人类智能相似的方式做出反应的智能机器，该领域的研究包括机器人、语言识别、图像识别
、自然语言处理和专家系统等。人工智能从诞生以来，理论和技术日益成熟，应用领域也不
断扩大，可以设想，未来人工智能带来的科技产品，将会是人类智慧的“容器”。
1、核心技术加速突破，人工智能掀起新浪潮

人工智能是掀起下一轮互联网变革浪潮的新引擎。当前时点，经过了移动互联网高速
发展的阶段，当下信息技术领域正遭遇着创新乏力、竞争逐步激烈等困境，基于技术发展的
商业模式创新红利在消失，产业发展正遭遇天花板，亟需新一轮技术变革驱动商业模式的全
面升级。人工智能作为万物互联时代最前沿的基础技术，将能够渗透至各行各业，并助力传
统行业实现跨越式升级，实现全行业的重塑，成为掀起互联网颠覆性浪潮的新引擎。
        2、政策与资本强劲助推，行业发展机遇空前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人工智能首次进入“十三五”规划，2018年目标形成千亿级规模市场。自2016年起，人
工智能领域建设已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相关政策进入全面爆发期。2016年5月，发改委在
《“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中明确提出，到2018年国内要形成千亿元级的人
工智能市场应用规模。未来几年内，人工智能产业有望持续获得国家大力支持，预计更多细
化政策将陆续出台，加速人工智能需求落地。
人工智能上升国家战略地位，政策支持力度逐步加大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国内互联网科技巨头积极卡位布局。目前，在国外科技巨头如微软、谷歌、Facebook
等积极布局人工智能领域的同时，国内互联网巨头BAT等各路资本也纷纷争相切入到人工智
能产业，充分展示了科技领头羊对于未来市场的敏锐嗅觉。
国内外行业巨头纷纷涉足“人工智能”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资本市场敏锐地捕捉到人工智能的商业化前景，我国人工智能领域投融资热度快速升
温。自2012-2015年开始，我国人工智能行业的投融资金额、次数及参与机构数量等均迅速
增长，年增长率均超过50%，2015年人工智能行业的投资额已达到2012年的23倍，充分表
明资本市场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前景的认可。
针对人工智能的投资额呈爆发式增长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参与人工智能的机构数量激增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未来五年，我国人工智能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速度远超全球。依据统计数据显示，202
0年全球AI市场规模将达到1190亿元，年复合增速约19.7%；同期，中国人工智能增速将达9
1亿元，年复合增速超50%，远超全球增速。
全球AI市场维持高增长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中国AI市场增速远超全球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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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感知智能领域相对成熟，语音识别+计算机视觉前景明朗 核心技术加速突破，
人工智能正解除桎梏加速崛起。事实上关于人工智能的研究已经有了60年的历史，“深度学
习”的概念也早就在2006年就已经出现。从人工智能产业进程来看，技术的突破是推动产业
升级的核心驱动力。19世纪70年代的第一款神经网络及人工智能软件诞生、90年代Hopfield
网络&BP算法推动第二次黄金期；当前，在基础设施（数据资源和运算能力）大幅进步的有
力支撑下，深度学习算法、语音识别、图像识别等技术摆脱发展桎梏并加速突破。数据资源
、运算能力、核心算法在客观上构成人工智能的三大基本要素在当前皆重新站上一个新台阶
，共同推动当下人工智能从计算智能向更高层的感知、认知智能发展，并通过衍生出通用技
术/解决方案输出以及具体人工智能大规模应用产品的落地，掀起人工智能第三次新浪潮。
人工智能行业正处从感知智能向认知智能进阶阶段，前者已部分领域趋于成熟，后者尚待突
破。在基础层的计算资源和数据资源快速提升到一个新台阶的基础上，人工智能已完成了从
低阶的计算智能向感知智能跃进的过程，并基于此逐步向认知智能推进。目前在感知层面，
部分技术如声音、图像等，基本趋于成熟并具有了大规模应用的基础。而认知智能层面，由
于该阶段要求的是机器要像人一样去思考、主动行动，其分析判断必然要依赖于感知层的发
展成熟度，就像机器模拟人类时，只有眼睛和耳朵仍无法称之为人类。因此，在目前感知层
尚未多方位全面攻破的背景下，认知层较难有大幅突破，诸如无人驾驶、全自动智能机器人
等仍处于开发中，认为与大规模应用仍有一定距离。
人工智能发展三个阶段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从人工智能产业链的角度来分析，市场的投资机会：短期来自于对成熟的感知技术的
大规模应用开发；长期则应致力于核心技术的研究，认知层技术的突破和基础资源（数据和
计算）的积累依然是长期重点。人工智能产业链依据技术层级从上到下，分为基础层、技术
层和应用层；
人工智能产业链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从资本市场投融资数据也可以看到，国内企业多从应用层布局人工智能。目前我国获
的人工智能投资的企业中约71%为应用类企业、26%为技术类企业、基础资源类企业仅占3
%，其中软件服务类企业占据所有获投企业的83%。另外，与国际上重点投资机器学习不同
，技术类企业的投融资超半数聚焦于机器视觉领域，投资机器学习仅占9%，且多为巨头型
企业。

中国报告网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人工智能产业专项调研及投资商机研究报告》内
容严谨、数据翔实，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动向、市场前
景、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
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
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它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
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
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是全面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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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
部采集数据等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
国家统计局及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
所等，价格数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报告目录\REPORTDIRECTORY
第一章 人工智能行业概念界定及产业链分析1.1 人工智能定义及发展阶段1.1.1
人工智能行业定义1.1.2 人工智能发展阶段1.2 人工智能研究历程及方法1.2.1
人工智能的研究历程1.2.2 人工智能的研究方法1.3 行业产业链及发展动因分析1.3.1
产业链结构1.3.2 发展动因分析
第二章 人工智能行业发展状况分析2.1 国外人工智能行业发展分析2.1.1 国际发展状况2.1.2
全球竞争格局2.1.3 企业布局加快2.1.4 各国发展动态2.1.5 技术研发进展2.2
中国人工智能行业规模结构2.2.1 行业发展格局2.2.2 企业布局加快2.2.3 产业发展提速2.3
中国人工智能行业生态格局分析2.3.1 生态格局基本架构2.3.2 基础资源支持层2.3.3
技术实现路径层2.3.4 应用实现路径层2.3.5 未来生态格局展望2.4
中国人工智能行业区域发展动态2.4.1 哈尔滨市2.4.2 安徽省2.4.3 四川省2.4.4 上海市2.4.5
福建省
第三章 中国人工智能行业市场趋势及前景预测3.1 行业发展趋势分析3.1.1
行业政策机遇3.1.2 行业发展趋势3.1.3 技术发展趋势3.2 行业前景预测分析3.2.1
应用前景分析3.2.2 行业发展前景3.2.3 投资前景广阔3.3 人工智能行业前景预测分析3.3.1
行业机遇及挑战3.3.2 市场规模预测
第四章 人工智能行业确定型投资机会评估4.1 语音识别4.1.1 行业基本介绍4.1.2
市场发展状况4.1.3 竞争格局分析4.1.4 主要品牌分析4.1.5 投资风险分析4.1.6
投资策略建议4.1.7 发展方向分析4.2 计算机视觉4.2.1 技术环境分析4.2.2
市场发展状况4.2.3 企业发展动态4.2.4 投资风险分析4.2.5 投资策略建议4.2.6
投资机遇分析4.3 智能视频分析4.3.1 系统解决方案4.3.2 行业应用重点4.3.3
市场发展状况4.3.4 市场发展格局4.3.5 重点企业分析4.3.6 发展策略分析
第五章 中国人工智能行业风险型投资机会评估5.1 智能机器人5.1.1 细分行业分析5.1.2
市场规模分析5.1.3 竞争格局分析5.1.4 龙头企业分析5.1.5 市场空间预测5.1.6
投资热点分析5.1.7 投资风险分析5.1.8 投资策略建议5.2 深度学习5.2.1 行业基本内涵5.2.2
行业发展状况5.2.3 龙头企业分析5.2.4 投资风险分析5.2.5 投资策略建议
第六章 中国人工智能行业未来型投资机会评估6.1 虚拟个人助理6.1.1 基本内涵分析6.1.2
行业应用领域6.1.3 市场发展状况6.1.4 竞争状况分析6.1.5 投资策略建议6.1.6
行业发展前景6.2 无人驾驶汽车6.2.1 市场发展状况6.2.2 市场竞争格局6.2.3
龙头企业分析6.2.4 市场规模预测6.2.5 投资风险分析6.2.6 投资策略建议6.2.7 投资前景分析
第七章 中国人工智能行业投资壁垒及风险预警7.1 人工智能行业投资壁垒7.1.1
资金壁垒7.1.2 技术壁垒7.1.3 认知壁垒7.2 人工智能行业投资风险预警7.2.1 技术风险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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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风险7.2.3 盈利风险7.2.4 人才风险7.3 人工智能行业项目运营风险预警7.3.1
法律风险7.3.2 商业风险7.3.3 财务风险7.3.4 融资风险7.3.5
安全风险图表目录\CHARTDIRECTORY图表 人工智能产业链图表 1990年VS计算成本图表
2005全球每年产生的数据总量图表 国际互联网巨头加速布局人工智能图表
美国脑计划预算图表 超级计算机IBMWatson应用领域的拓展图表
国内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布局图表 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格局的三层基本架构图表
百度大脑的存储能力图表 技术层的运行机制图表 专业智能阶段的AI产业格局图表
通用智能阶段的AI产业格局图表 人工模拟神经元试图模仿大脑行为图表 长期依赖问题图表
拥有“注意力”的RNN在图像识别中的成功运用图表模仿人类短期工作记忆的神经图灵机图表
人工智能的十亿用户、百亿企业、千亿产业（GYZJY）图表详见正文特别说明：中国报告
网所发行报告书中的信息和数据部分会随时间变化补充更新，报告发行年份对报告质量不会
有任何影响，请放心查阅。

详细请访问：http://baogao.chinabaogao.com/hulianwang/2852252852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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