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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人工智能行业市场运营现状调查与投资前景规划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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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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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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AI加速资讯信息流变现，百度Q2业绩喜人

 图：行业表现
       本周投资观点——AI加速资讯信息流变现，百度Q2业绩喜人

       AI加速资讯信息流变现，百度Q2业绩喜人

2020年全球AI市场规模将达到1190亿元，年复合增速约19.7%；同期中国人工智能市
场规模将达91亿元，年复合增速超50%，AI发展前景极为广阔。

人工智能可分为基础层、技术层和应用层，基础层为算力支撑（AI芯片、云计算），技
术层为算法平台，应用层是AI向各传统行业渗透应用。

       基础层而言，目前，海外科技巨头英伟达的AI芯片业务已经爆发。

国内而言，华为在芯片领域积累深厚，华为的海思芯片在处理器技术研发上接近了移动
芯片老大高通的水平，去年发布的麒麟960，性能超过高通的高端芯片骁龙820。鉴于当前
，AI程序普遍采用通用处理器运行，处理速度不佳。

上周（7月24日-30日），华为表示将于今年秋季正式推出人工智能芯片，华为将是第一
家在智能手机中引入人工智能处理器的企业。

据悉，该智能手机处理器结构中，除了CPU、GPU外，还有专用于“人工智能”的处理器
，该款AI专用处理器模式类似于“谷歌TPU处理器”。华为AI芯片将采用AI引擎技术、VR/AR
技术、安全信息、低功耗功能等四种技术。

在AI芯片基础上，华为手机将打造“端+云+芯片”的协同智能化体验。用户入口也将从传
统的APP，向智慧助理+API入口发展。华为预计到2025年，将超过90%的智能终端用户将
从这种个性化、智能化的智能个人助理服务中获益。AI芯片领域，关注国内GPU龙头景嘉微
（300474.SZ）。

鉴于目前，海外科技巨头的基础层业务已经爆发，考虑到产业链传导效应，AI盈利亮点
还将传导至技术层及应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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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层而言，7月28日，百度发布了2017年Q2季度财报。2017年Q2单季，百度实现营
收208.74亿元人民币（约30.79亿美元），同比增长14.3%，实现净利润44.15亿人民币(约6.
51亿美元)，同比增长82.9%，超出市场预期。

百度在3年前埋头深度学习、大数据、语音识别、图像识别等高精尖技术，Q2业绩增长
与“上述高精尖技术应用”密切相关。其中，百度的资讯信息流基于AI技术，可根据用户画像
推荐个性化内容，以精准投放的信息流广告。

根据Q2财报，百度由“搜索+推荐”组成的资讯流业务持续高速增长。截至6月份，资讯流
日活用户已超过1亿（上季度为8300万人），资讯信息流广告收入提升200%。此外，在7月
5日的2017百度AI开发者大会上，百度正式发布了DuerOS开放平台，通过开放赋能面向开
发者、硬件厂商和生态合作伙伴输出AI能力，打造基于DuerOS为入口的智能语音生态链。

DuerOS开放平台基于“唤醒万物”核心理念，从而实现设备和人使用自然语言沟通。目
前，百度DuerOS已经具备10大类目、100+功能，并可通过赋能合作伙伴。DuerOS开放生
态正成为业绩新亮点，根据Q2财报，百度DuerOS已经广泛赋能手机、智能家居、智能穿戴
、车载等多个行业，并在Q2季度与小鱼在家、哈曼国际、HTC、中信国安、美的等企业达
成生态合作的相关智能产品密集落地。

综合考虑，人工智能产业正处于爆发初期，未来基础层、技术层（BAT的AI平台）都将
受益行业快速发展。

但应用层而言，业绩爆发可能仍需时日，我们建议投资者把握AI事件型投资机会，关注
AI龙头标的：科大智能（300222.SZ）、赛为智能（300044.SZ）、科大讯飞（002230.SZ
）、海康威视（002415.SZ）、川大智胜（002253.SZ）、东方网力（300367.SZ）、全志
科技（300458.SZ）、美的集团（000333.SZ）、富瀚微（300613.SZ），以及基本面稳健
并布局焊接机器人的佳士科技（300193.SZ）。

 图：本周（7月31日-8月6日）&下周，人工智能及其它重要会议时间表
国内互联网巨头数据资源占优，积极对标国外AI技术，未来有望弯道超车：AI需要数据

与技术相结合才可衍生出盈利业务，国内互联网巨头数据优势较大，但和国际巨头（如IBM
、Google等）在核心技术上差距较大，正处于积极对标和追赶状态，随着吴恩达重磅加入
，目前国内AI龙头——百度已在AI算法领域走在国际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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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堪称第四次产业革命，战略重要地位不言而喻，已被写入《2017年全国政府工作报告
》，并即将出台《中国人工智能（AI）创新发展的规划》。我们预计，未来中国政府扶持力
度有望加大，届时对中国庞大内需市场或将实行保护政策，国内AI相关企业存在发展良机。
而汉语极为复杂，自然语言处理为AI关键环节，中国企业优势明显，国内企业或将弯道超车
。

 表：国内科技企业在AI领域布局
海外科技巨头AI基础层业务已经爆发，AI产业红利将传导至应用层：以物联网、大数据

、云计算、人工智能（AI）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崛起势头强劲，海外科技巨头争相布局。

       人工智能可分为基础层、技术层和应用层。

基础层为算力支撑（AI芯片、云计算），技术层为算法平台，应用层是AI向各传统行业
的渗透应用。

       通过总结海外科技巨头在过去一年的业绩表现，发现：

①AI基础层（算力支撑）中，NVIDIA、Mobileye的AI芯片盈利持续呈现爆发式增长，In
tel耗费巨资并迅速转型AI芯片；亚马逊、微软云计算业务也已引爆。

②AI技术层而言，算法龙头（Google、IBM）技术底蕴深厚，持续引领AI时代前沿，并
加速各行业数据资源变现；

③AI应用层而言，Facebook、苹果的语音/图像/助理等领域盈利模式尚不成熟，但垂直
领域蓝海空间巨大。

考虑AI产业链传导效应，AI利用“充足算力来训练大规模数据”最终形成模型并衍生盈利
业务，鉴于当前AI基础层（AI芯片、云计算等算力支撑）盈利已经爆发，我们认为，未来AI
产业盈利亮点还将传导至应用层。

 表：科技巨头典型AI产品、AI战略、AI重点领域一览
AI促进传统行业升级，建议关注边际成本明显递减的感知方向，及技术近期有望突破的

认知、逻辑思考等AI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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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位处产业链中低端，随着全球经济步入新常态，中国制
造日益成为经济痛点。出口受阻&内需乏力倒逼制造业产业升级，为此，2015年5月，国务
院刊发《中国制造2025》，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AI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主
要动力。

根据Gartner的“智能机器炒作周期图”，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应用中，语音识别产业化最高
，自动驾驶汽车和智能顾问处于炒作最高点，智能机器人、自然语言处理/生成和虚拟个人
助手则处于爬坡期，这些技术有望未来5-10年内突破，届时将对社会经济产生颠覆式影响。

AI重塑传统产业格局的本质是替代，替代前提在于技术突破，替代人类工作的关键在于
性价比。

长期而言，我们建议投资者关注边际成本明显递减的感知方向，及技术近期有望突破的
认知、逻辑思考等AI领域中的A股标的：同花顺（300033.SZ，人工智能+金融），思创医惠
（300078.SZ，人工智能+医疗），汉邦高科（300449.SZ，人工智能+安防、驾驶），景嘉
微（300474.SZ，人工智能+GPU）。

主题投资中，龙头标的的市场关注度高，易于汇聚资金流入，往往再次领跑主题投资行
情。鉴于2017年以来，AI重磅催化剂持续密集出台，AI主题经过前期市场预热后，主题行情
表现有望大幅超预期，短期而言，我们建议关注前期AI龙头标的：科大智能（300222.SZ）
、赛为智能（300044.SZ）、科大讯飞（002230.SZ）。

   表：长城证券重点跟踪的人工智能标的的AI布局
中国报告网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人工智能行业市场运营现状调查与投资前景规划

预测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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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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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大规模并行运算的实现
5.2.1云计算的关键技术
5.2.2云计算的应用模式
5.2.3云计算产业发展现状
5.2.4我国推进云计算发展
5.2.5云计算技术发展动态
5.2.6云计算成人工智能基础
5.3大数据技术的崛起
5.3.1大数据技术的内涵
5.3.2大数据的各个环节
5.3.3大数据市场规模分析
5.3.4大数据的主要应用领域
5.3.5大数据成人工智能数据源
5.4深度学习技术的出现
5.4.1机器学习的阶段
5.4.2深度学习技术内涵
5.4.3深度学习算法技术
5.4.4深度学习的技术应用
5.4.5深度学习领域发展现状
5.4.6深度学习提高人工智能水平

第六章人工智能行业的技术基础分析
6.1自然语言处理
6.1.1自然语言处理内涵
6.1.2语音识别技术分析
6.1.3语义技术研发状况
6.1.4自动翻译技术内涵
6.2计算机视觉
6.2.1计算机视觉的内涵
6.2.2计算机视觉的应用
6.2.3计算机视觉的运作
6.2.4人脸识别技术应用
6.3模式识别技术
6.3.1模式识别技术内涵
6.3.2文字识别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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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指掌纹识别技术应用
6.3.4模式识别发展潜力
6.4知识表示
6.4.1知识表示的内涵
6.4.2知识表示的方法
6.4.3知识表示的进展
6.5其他技术基础
6.5.1自动推理技术
6.5.2环境感知技术
6.5.3自动规划技术
6.5.4专家系统技术

第七章人工智能技术的主要应用领域分析
7.1工业领域
7.1.1智能工厂进一步转型
7.1.2人工智能的工业应用
7.1.3AI将催生智能生产工厂
7.1.4人工智能应用于制造领域
7.1.5人工智能成工业发展方向
7.1.6AI工业应用的前景广阔
7.2医疗领域
7.2.1人工智能的医疗应用概况
7.2.2人工智能在中医学中的应用
7.2.3人工神经网络技术的医学应用
7.2.4AI在医学影像诊断中的应用
7.2.5AI技术在医疗诊断中的应用
7.2.6AI技术将逐步加快药品研发
7.2.7企业加快布局医疗人工智能
7.3安防领域
7.3.1AI对安防行业的重要意义
7.3.2AI在安防领域的应用现状
7.3.3快速崛起的巡逻机器人
7.3.4AI识别技术的安防应用
7.3.5生物识别市场规模分析
7.3.6AI技术应用于国家安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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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社交领域
7.4.1人工智能的移动社交应用
7.4.2组织开展机器情感测试
7.4.3人工智能社交新品发布
7.4.4微信人工智能社交系统
7.5金融领域
7.5.1投资决策辅助
7.5.2信用风险管控
7.5.3智能支付应用
7.5.4智能投资顾问
7.6零售领域
7.6.1AI在零售行业的应用空间广阔
7.6.2人工智能应用于新零售的状况
7.6.3人工智能应用于新零售的场景
7.6.4人工智能应用于新零售的问题
7.6.5人工智能应用于新零售的路径
7.7智能家居领域
7.7.1智能家居的AI应用情景
7.7.2AI或成为智能家居的核心
7.7.3人工智能家居成为新趋势
7.7.4人工智能助力智能家居发展
7.8无人驾驶领域
7.8.1无人驾驶发展效益分析
7.8.2无人驾驶汽车将实现量产
7.8.3自动驾驶技术发展进程
7.8.4AI成为无人汽车的大脑
7.8.5AI成为智能汽车发展方向
7.9其他领域
7.9.1人工智能的智能搜索应用
7.9.2人工智能应用于答题领域
7.9.3人工智能应用于电子商务
7.9.4人工智能与可穿戴设备结合
7.9.5人工智能的“虚拟助手”
7.9.6人工智能应用于法律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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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2015-2017年人工智能机器人发展分析
8.12015-2017年机器人产业发展状况
8.1.1机器人行业产业链构成
8.1.2机器人的替代优势明显
8.1.3机器人下游应用产业多
8.1.4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综况
8.22015-2017年机器人产业发展规模
8.2.1全球工业机器人行业规模分析
8.2.2全球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分析
8.2.3中国工业机器人销售情况
8.2.4中国服务机器人产业规模
8.3人工智能在机器人行业的应用状况
8.3.1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的关系
8.3.2AI于机器人的应用过程
8.3.3AI大量运用于小型机器人
8.3.4人工智能促进机器人发展
8.4人工智能技术在机器人领域的应用
8.4.1专家系统的应用
8.4.2模式识别的应用
8.4.3机器视觉的应用
8.4.4机器学习的应用
8.4.5分布式AI的应用
8.4.6进化算法的应用
8.5机器人重点应用领域分析
8.5.1医疗机器人
8.5.2军事机器人
8.5.3教育机器人
8.5.4家用机器人
8.5.5物流机器人
8.5.6协作型机器人

第九章2015-2017年国际人工智能行业重点企业分析
9.1微软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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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运营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2、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9.2IBM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产品
(3)运营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2、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9.3谷歌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产品
(3)运营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2、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9.4英特尔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产品
(3)运营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2、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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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十章2015-2017年中国人工智能行业重点企业分析
10.1百度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产品
(3)运营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2、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10.2腾讯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产品
(3)运营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2、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10.3阿里集团
(1)企业概况
(2)主营产品
(3)运营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2、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10.4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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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概况
(2)主营产品
(3)运营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2、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10.5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产品
(3)运营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2、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十一章2015-2017年人工智能行业投资状况分析
11.1全球人工智能的投融资分析
11.1.1企业融资状况
11.1.2投资规模分析
11.1.3融资分布状况
11.1.4重点投资品类
11.1.5风险投资上升
11.2中国人工智能行业投资综况
11.2.1企业融资加快
11.2.2投资企业类型
11.2.3投资规模分析
11.2.4投资并购状况
11.2.5投资热点分布
11.2.6细分投资领域
11.2.7融资阶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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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8投资逻辑分析
11.3人工智能行业投资动态
11.3.1Vicarious公司开启AI融资
11.3.2出门问问公司获C轮融资
11.3.3特斯拉注资建人工智能公司
11.3.4Demiurge公司注资人工智能
11.3.5AI平台糖析获Pre-A轮融资
11.4人工智能行业投资态势
11.4.1全球人工智能投资升温
11.4.2人工智能成为市场投资风口
11.4.3我国人工智能迎来投资机遇
11.5人工智能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11.5.1环境风险
11.5.2行业风险
11.5.3技术壁垒
11.5.4内部风险
11.5.5竞争风险
11.5.6合同毁约风险

第十二章人工智能行业发展前景及趋势预测
12.1人工智能行业发展前景展望
12.1.1人工智能的经济潜力巨大
12.1.2人工智能成为“十三五”重点
12.1.3人工智能的市场空间巨大
12.1.4人工智能成为发展新热点
12.1.5人工智能发展前景分析
12.1.6人工智能投资机会分析
12.2人工智能行业发展趋势预测
12.2.1人工智能未来发展变革
12.2.2人工智能产业整体趋势
12.2.3人工智能应用市场展望
12.2.4“智能＋X”将成新时尚
12.2.5人工智能带来生活变革
更多图表详见正文
更多图表详见正文（ZJYW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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