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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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金融+AI 获得市场肯定
金融+AI 未来应用前景良好。对金融企业而言，通过应用 AI 技术，可使金融企业运营

效率大幅提升。根据麦肯锡的调研报告，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后，金融服务业的利润出现了前
所未有的增长，仅次于医疗保健行业。 图：采用 AI 技术后行业企业利润增长情况

而对金融机构的客户而言，通过人工智能算法为每一位客户提供量身定制的资产管理
投资方案，以提供自动化的投资管理服务最大化投资回报。 以著名的智能投顾平台 We
althfront为例。该公司借助机器与量化技术，为经过调查问卷评估的客户提供量身定制的资
产投资组合建议，其投资策略也得到了市场的肯定。2015-2016 年 Wealthfront 管理资金规
模增长将近 64%，截至 2016 年 2 月底，Wealthfront 的资产管理规模已达近 30 亿美元，
反映出智能投顾未来应用前景良好，已受到市场的肯定。
        2智能投顾市场空间广阔        2.1居民财富加速积累

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居民财富的加速积累，私人可投资资产的规模迅速扩张
，带来个人理财需求的迅速膨胀，中产阶级、大众富裕阶层及高净值人群的队伍均不断扩大
。据贝恩咨询测算，2014年我国全国个人可投资资产总额约为 112 万亿元，预测未来有望
以13%的年复合增长率保持高速成长。 同时，福布斯与贝恩的报告中对我国个人可投
资资产总额在60-600 万的大众富裕阶层，和可投资资产总额超过 1,000 万的高净值人群规
模分别作出预测。我国大众富裕阶层人数、高净值人群 2014年分别达 1388 万人、104 万
人，预计未来将以超过 10%的速率增长。社会私人财富的快速增长，为整个泛资产管理行
业带来巨大机遇，而智能投顾作为新兴管理手段，尤其对广大中产阶级和大众富裕阶层具有
更好的亲和性，将收获相当可观的增量市场空间。
图：2008-2015 年我国个人持有可投资资产总体规模 图：我国大众富裕阶层人数统计 图：
我国高净值群体人数统计

2.2长尾客户理财需求未被满足，智能投顾未来市场空间巨大 传统财富管理机构的
主要精力放在可投资资产较大的高净值人群，财富管理市场的长尾客户的理财需求未被满足
。根据 36kr 数据，市场投资者数量为 10038.85 万人，投资咨询从业人员却仅有 5.02 万人
，二者比例约为 2000:1，强烈的供需矛盾催生智能投顾发展。
同时，根据调查显示，亚太地区对智能投顾接受程度高达 75%以上，比全球平均约高出 10
个百分点，相较于北美、欧洲等发达国家市场，对智能投顾产品的接受度更高。客户对智能
投顾的乐意接受为未来该产业在国内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根据 My Private Banking 的预测，智能投顾行业未来将保持高速增长态势，预计在 20
20 年全球智能投顾行业资产管理规模将达 1.6 万亿美元，2016-2020 年间复合增长率将达
113%，未来市场发展空间巨大。图：全球各地区对智能投顾的接受度图：全球智能投顾资
管规模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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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策助力行业加速发展 2017 年 7 月 20 日，国务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
规划》，从国家战略层面正式提出“智能金融”这一全新概念，以大数据和机器学习为基础的
人工智能，为中国金融行业未来发展开启新的篇章。

规划提出：到 2025 年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实现重大突破，部分技术与应用达到世界领先
水平，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 4000 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 5 万亿元。到 2030
年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人
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 1 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 10 万亿元。 金融作为国民
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算法的底层支撑，在业务开展过程中积累的海
量数据无疑是其拥抱人工智能的天然优势，而人工智能的本质就是将无直接价值的海量数据
，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等技术，转化为有直接价值的信息，从而提升金融机构服务效
率，实现传统金融服务的智能化、个性化和定制化。

随着国家对于智能金融的大力发展，金融+AI 将迎来重要发展机遇，智能投顾市场有望
加速发展。

中国报告网发布的报告书内容严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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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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