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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洞察：数字经济发展重要引擎，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快速增长

u 数字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经过了互联网时代，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已在2019年达到35.8万亿元。而随着人工智能

产业的深入发展，人工智能将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中国丰富的产业环境为人工智能提供了各种应用场景，人工智能也将极

大程度上推动产业智能化升级，促进智能产业与实体经济呈现紧密融合的趋势。
亿欧智库：人工智能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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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欧智库：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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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欧智库：2014-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及占GDP比重

亿欧智库：产业数字化将是数字经济新蓝海

数
字
经
济

数字经济是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
将数据转化为价值的经济形态

数字产业化

基础电信、电子制造、软件及服务、互联网

产业数字化

ICT投入在农业、工业、服务业的贡献

信息产业增加值

信息技术（5G、人工智能、

云计算、大数据）在其他产

业中应用产生的价值

行业
应用

技术层

基础层 AI芯片 传感器 服务器

技术应用

算法理论 机器学习 知识图谱 深度学习

计算机视觉 智能语音 自然语言处理

安防 交通 医疗 金融 制造

教育 农业 家居 物流 …

14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亿欧分析



2020洞察：疫情催化人工智能加速落地，新基建为人工智能
提供发展沃土
u 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对社会治安及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

各家人工智能企业针对疫情防控、资源调度的需求，快速反

应迅速开发相关产品，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u 据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

心发布数据，截至2020年10月，我国创新主体在疫情防控相

关人工智能技术方面申请专利达3036件，主要分布于疫情监

测、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等领域。

亿欧智库：新基建加快人工智能落地速度

人工智能大数据监控
疫情平台

疫情防控平台

AI体温检测平台

智能外呼平台 消毒机器人

亿欧智库：人工智能应用有效协助疫情防控

在线问诊平台

数据挖掘计算机视觉 智能语音技术

机器人技术 知识图谱 …

u 人工智能产业可分为基础层、技术层以及应用层，其中基础

层为：算力和数据，技术层则是人工智能算法和技术，如机

器学习、计算机视觉、智能语音识别等，应用层为终端应用。

u 在新基建中，人工智能是技术底座，其基础层和技术层分别

对应新基建的信息基础设施和融合基础设施，对传统物理基

础设施进行智能升级。

信息基础设施

融合基础设施

创新基础设施

• 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
星互联网为代表

• 新技术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
表

• 算力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

• 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而形成的基
础设施：

• 智能交通基础设施
• 智慧能源基础设施

• 支撑科学研究、技术研发、产品研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
基础设施：

•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 科教基础设施
• 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

• AI芯片（ASIC、
GPU、FPGA……）

• 智能传感器

• 人工智能算法
• 人工智能技术（计算

机视觉、智能语音识
别、NLP、知识图
谱…）

• 人工智能人才培养
• 人工智能应用孵化
• 人工智能基础研究

基
础
层

技
术
层

科
研

人工智能应用

15



u 虽然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技术看起来可以应用在多个领域，但想要赚钱依然十分艰难。高昂的研发成本和碎片化的落地场景一直是人

工智能企业所面对的问题。以CV四小龙为例，眼下CV四小龙中已有3家分别向港交所、沪交所递交上市申请，据财报公布截至他们

递交申请，刨除优先公允价值后仅有成立时间相对较早的旷视开始开始步入盈利阶段，云从和依图仍未转至盈利阶段。亿欧认为旷

视的盈利预示着未来2-3年内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企业将开始扭亏为盈。

2020洞察：人工智能企业盈利仍然困难，但盈利曙光并非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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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欧智库：旷视、云从、依图例年营收及净利润情况（刨除优先
股公允价值）

Ø 目前人工智能技术高度依赖数据，但

是数据的共享与获取仍比较初级，而

机器学习需要大量的数据，想要做出

理想的产品需要耗费巨大成本。

Ø 此外，有不少算法企业切入上游芯片

设计领域，致力于打通产业链致力于

提供软硬一体化解决方案。芯片设计

将很大程度上增加企业的负担。

机遇困境

亿欧智库：AI企业盈利痛点

Ø 落地场景同样至关重要，虽然目前

落地较快且较为成熟的是计算机视

觉在安防领域的应用、NLP和智能

语音技术在智能客服领域的应用，

机器人技术在工业制造的应用。但

是随着业务场景的复杂度和进入壁

垒变得更高，对业务场景理解能力

的要求也不断提高。

高成本 落地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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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欧智库：旷视、云从、依图例年研发投入（亿元） 以云从为例，2020年上半年云从研
发投入占比未112%。虽然高额的研
发投入拉长了企业盈利节点，但在以
技术见长的人工智能领域，高研发投
入将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提供有力支
撑。

亿欧智库：调研企业2019年研发
投入强度(n=83)

90%以上
70~90%（含90%）
50~70%（含70%）
30~50%（含50%）
10~30%（含30%）
10%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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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洞察：私募投资回归理性，整体投资阶段由早期向中期过渡

u 巨额资金的涌入哺育了一批优秀人工智能企业，但也带来了人工智能的虚假繁荣和资本泡沫。“落地难，盈利难” 一直是人工智能

产业面对的问题，高昂的前期投入换来的却是未知的回报，迫使资本回归理性。据亿欧智库统计，人工智能私募投资热度在2017-

2018年达到顶峰后，投资频次和投资额度开始逐年回落，2019年全年投资频次仅为2018年的49%，而2020年1-11月人工智能投

资频数相较2019年又是同比下降31%。2018年至2020年1-11月投资金额从1873亿元降至517亿元，下滑72%。

u 据亿欧智库统计，早期项目投资频数下降明显，由2016年的292减至2020年1-11月的21。行业投资阶段整体向中期过渡。人工智

能初创企业投资风口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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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欧智库：2012-2020年11月中国人工智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情况

（1-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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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欧智库：2012-2020年11月中国人工智能私募股权投资轮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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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从2012年开始，中国AI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迅猛，AI初创企业数量在2015年达到顶峰，而后AI创业热度逐步降温，据亿欧统计，

2012年到2020年11月，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共创立1720家，其中43%的企业都是在2015和2016年成立的。而2020年1-11月仅成立

33家AI企业，仅为2016年的9%。新成立公司越来越少表明AI创业已经逐渐步入尾声。

u 在所有人工智能企业中，技术应用占比最高的是计算机视觉，包括了图像识别、视频结构化、人脸识别等。其次是数据挖掘、机器

学习、机器人技术、智能语音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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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欧智库：2012-2020年11月中国人工智能领域初创企业成立情况

（1-11月）

亿欧智库：人工智能企业技术分布

18

2020洞察： 16个行业，1720家人工智能企业，AI创业机会收窄

数据来源：亿欧数据、亿欧分析



u 融合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特征，“5G+云计算+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将成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5G是快速有效的

数据传输通路，云计算能够提供强大的算力和丰富的服务。而基于强大的传输能力、强大的算力，AI技术可以在多个方面提升企业的

数字化能力。

从海量数据中挖掘潜在价值，帮助企业做出更明治的决策。

人工智能应用将提升企业业务流程的灵活性和响应效率，优化企业运营，
降低企业成本。

企业数字化转型 人工智能商业落地

助力

加速

2020年的疫情出现，加速了
人工智能商业落地的步伐。虽
然疫情已经相对缓和，但让众
多企业意识到数字化转型的重
要意义。未来人工智能技术的
发展成熟将助力企业数字化转
型，企业数字化转型脚步的加
快也将带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产生了较小的阻碍作用

基本没有影响

产生了较小的促进作用

产生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亿欧智库：调研AI企业受新冠疫情影响情况

AI技术将在数字化企业得到普遍应用，包括从研发、采购、生产、营销、客服
等全业务条线。

业务流程

数据价值挖掘

加强人机协作，增强员工工作能力，提升员工工作效率。

赋能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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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趋势：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大势所趋，人工智能构筑数字
经济动力引擎



u 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加大在人工智能的投入，将人工智能作为企业业务发展的核心。但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在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

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冲击网络安全、社会治理的不确定性，因此人工智能安全成为未来行业关注的重点方向。人

工智能安全主要分为三部分：人工智能安全管理、人工智能技术安全（即人工智能自身安全）以及人工智能安全应用，其中人工智能

自身安全和安全应用将是人工智能安全发展的重点。

2021趋势：人工智能安全将成为行业关注重点

人
工
智
能
安
全
应
用

v

政策法规

标准规范

技术手段

安全评估
数据安全 模型安全

网络防护

数据管理

信息审查 智能安防

金融风控

舆情监控
人工智能

安全

人
工
智
能
技
术
安
全

人工
智能
安全
管理

亿欧智库：人工智能安全体系架构

参考来源：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安全白皮书；数据来源：Markets and Markets

• 人工智能技术安全：降低人工智能不成熟性给网络空间和国家社会带
来的安全风险；

• 人工智能安全应用：推动人工智能在网络安全和公共安全领域深度应
用；

• 人工智能安全管理：构建人工智能安全管理体系。

识别结果

汽车
计算机视觉识别

＋对抗性噪声
计算机视觉

识别
未知

亿欧智库：人工智能技术安全风险示例

8.8

38.2

2019 2026F

23.3%

亿欧智库：2019-2026全球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市场规模
（十亿美元）

• 在安全应用方面，人工智能已经在智能安防找到了大规模落地场景，而网络安全方面人工
智能已从初期的恶意软件监测发展至入侵检测、态势分析、云防御、反欺诈、物联网安全、
安全运维等诸多领域，未来人工智能在网络安全中的应用市场将快速增长。

人工智能系统在设计上将
面对5大挑战，分别是：软
硬件安全、数据完整性、

模型保密性、数据隐私性、
模型鲁棒性。

人
工
智
能
安
全
应
用

人
工
智
能
技
术
安
全

人工智能技术安全将成为企业用户关注重点

5.2%
2019

网络安全市场

人工智能应用在网络安全市场占比 20



u 目前，传统的CPU架构无法满足深度学习对算力的需求，因此，具有海量数据并行计算能力、能够加速计算处理的人工智能芯片应

运而生，并且目前已经形成了“无芯片，不AI”的局面。但是，光有先进的硬件和架构是不够的，无法让客户快速使用，也无法将硬

件算力转化为可观的计算性能，因此，开发软硬件全栈式解决方案将成为未来AI芯片重要竞力。

36.20 80.80 121.04 181.92 
275.79 

425.00 

653.64 

2017 2018 2019 2020F 2021F 2022F 2023F

数据来源：赛迪智库、亿欧智库

亿欧智库：中国AI芯片市场规模预测（亿元）

亿欧智库：OpenAI发布的AI计算量统计

自2012年以来，

最大规模的人工智

能训练运行所使用

的计算量呈指数增

长，3.5个月翻一

倍（AI界的摩尔定

律），远超摩尔定

律的24个月翻一

翻。

自行设计芯片

有能力设计芯
片的企业就会

自行设计芯片，
成为整合芯片
设计业务的系

统集成商

寻找合作

无能力设计芯
片的企业便会
另寻芯片设计
代工企业的协
助完成方案

亿欧智库：AI企业寻求专用芯片

2021趋势：软硬融合提升能效，AI专用芯片已成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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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趋势：众多AI企业集中IPO，人工智能独角兽企业或将
超过30家
u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愈发成熟，场景逐步明晰，越来越多的初创人工智能企业开始在其所在赛道发力，人工智能领域也在不断诞生独

角兽企业，据胡润研究院数据，2020年中国共有独角兽公司227家，其中人工智能领域有独角兽企业21家，同比增长40%。

u 当人工智能在一级市场的热度逐步消退，上市就成为一些成立较早，发展较为成熟的人工智能企业继续发展的选择，尤其是科创板

允许未盈利企业上市，为仍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扭亏为盈的企业提供资本支撑。

57.1%28.6%

7.1%
7.1%

生物产业
新一代信息技术
新材料
高端装备制造

亿欧智库：科创板上市未盈利企业对应领域数量及占比

Ø 据亿欧统计，科创板上市
前未盈利企业共14家，其
中57%为生物医疗领域企
业，28.6%为新一代信息
技术领域企业。在这14家
企业中，就有5家为人工
智能相关企业。包括“AI
芯片第一股”的寒武纪。

企业 成立时间 科创板IPO状态

云知声 2012年 已问询

云从 2015年 已受理

依图 2012年 已问询

云天励飞 2017年 上市辅导

亿欧智库：潜在2021年科创板IPO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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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 人工智能 金融科技 健康科技 物流 传媒和娱乐 共享经济 软件服务 新能源汽车 教育科技

亿欧智库：2020中国独角兽数量前十领域

>30家

Ø 据胡润研究院数据，2020年中国
共有独角兽公司227家，其中人工
智能领域有独角兽企业21家，仅次
于电子商务领域。

Ø 亿欧预测，随着越来越多人工智能
企业发展成熟，一部分准独角兽企
业将于2021年晋升为独角兽企业，
2021年中国人工智能独角兽企业
将超过30家。

2021年中国人工智
能独角兽企业

35.70%

人工智能相关企业占比

科创板上
市未盈利

企业
14家

3
10

15
21

30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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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亿欧分析



计算机视觉领域企业竞争力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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