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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产业趋势系列研究之人工智能 
核心观点 

从产业生态来看，我国人工智能产业侧重于技术层和应用层，尤其是终端
产品落地丰富，技术商业化程度比肩欧美。但基础层短板突出，底层技术
和基础理论缺乏突破性、标志性的研究成果。从发展潜力来看，中国在论
文产出和影响力、研发投入、资本投入方面优势明显，而在人才储备、高
质量专利申请上存在明显的缺陷和短板。其中，创新产出、企业数量和融
资领域集中于产业链中下游，上游核心技术仍受制于国外企业。我国人工
智能产业生态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未来任重而道远。 

 

产业布局：基础层弱，应用层强的结构性失衡问题突出 

依据产业链上下游关系，人工智能划分为基础支持层、中间技术层和下游
应用层。基础层而言，受限于创新难度大、技术和资金壁垒高等特点，国
内底层技术积累和基础理论相对薄弱。尤其是人工智能芯片领域，欧美日
韩基本垄断中高端产品市场，中国尚不具备与传统芯片巨头抗衡的实力。
技术层而言，在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等领域技术成熟，国内头部企业脱
颖而出，竞争优势明显，但算法理论和开发平台的核心技术仍有所欠缺。
应用层而言，全球市场格局未定，国内市场空间广阔，终端产品落地应用
丰富，技术商业化程度比肩欧美。 

 

智能产业基础：产业化程度仅次美国，但专利质量、人才储备短板突出 

产业化程度而言，中国产业规模和企业数量仅次于美国，且保持强劲的增
长态势，发展潜力较大。创新能力而言，国内专利申请量长期雄踞世界首
位，但专利质量参差不齐。2017 年，发明专利仅占 23%，专利废弃比例
逾九成，且高质量 PCT 仅为美国的 1/4。人才储备而言，人才供需严重失
衡。据 BOSS 直聘，2017 年，人才缺口已超 100 万，尤其是顶尖人才稀
缺。目前，国内人才以本土为主，海外回流尚不足一成。 

 

学术生态：科研产出表现强劲，产学融合尚待加强 

中国科研产出居世界首位，顶尖高质量论文产出与美国不分伯仲。整体论
文影响力未达全球平均水平，但与美欧差距呈逐年收窄趋势。从产学结合
的角度，相较美欧，中国科研成果缺乏与市场的系统性融合。科研机构和
高校是国内科研成果产出的绝对力量，企业参与度较低，产出成果较多呈
现条块化、碎片化现象，或难以实现以市场为导向。 

 

创新环境：资金多而项目缺，融资领域和初创企业分布聚焦产业中下游 

研发投入而言，中国研发投入呈一路猛增的强进势头，投入规模仅次于美
国，且趋势上与美国差距不断缩小。资本投入而言，中美是全球人工智能
“融资高地”，其他国家和地区难以从规模上撼动中美两国。中国人工智能
融资总额虽涨幅迅猛，但新增企业增势缓慢，“资金多而项目缺”的态势或
是行业泡沫即将出现的预警。相比较美国，中国资本投向侧重易落地的终
端市场，自动驾驶、计算机学习、语音识别等领域融资额均超过美国。 

 

风险提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不及预期、中美贸易摩擦升级。 

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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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市场格局 
2 月 14 日，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议上强调，要鼓励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

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等方面更好发挥支

撑作用。19 日，工信部在疫情防控工作特别提出加大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疫情精准防控。

大数据、红外测温仪、工业机器人和智慧医疗等技术在协助疫情防控和后端平台搭建上发

挥了重要作用。毫无疑问，人工智能技术已成为世界各国竞争角逐的科技制高点，人工智

能发展水平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体现。对此，我们将深入剖析在全球视野下，人工智能产

业竞争格局和发展现状，审慎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实力和未来发展潜力。 

 

人工智能概览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是利用机器学习和数据分析方法赋予机器模拟、延

申和拓展类人的智能的能力，本质上是对人类思维过程的模拟。AI 概念最早始于 1956 年

的达特茅斯会议，受限于算法和算力的不成熟，未能实现大规模的应用和推广。近年来，

在大数据、算法和计算机能力三大要素的共同驱动下，人工智能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据中

国电子学会预测，2022全球人工智能市场将达到 1630亿元，2018-2022年CAGR达 31%。 

 

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为生产和生活带来革命性的转变。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产业变革

的核心力量，将重塑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经济活动各环节，催生新业务、新模式和

新产品。从衣食住行到医疗教育，人工智能技术在社会经济各个领域深度融合和落地应用。

同时，人工智能具有强大的经济辐射效益，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劲的引擎。据埃森哲预测，

2035 年，人工智能将推动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 27%，经济总增加值提升 7.1 万亿美元。 

 

图表1： 人工智能产业 60 年发展沉浮 

 

资料来源：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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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 全球及中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  图表3： 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 

 

 

 

注：人工智能产业涵盖领域广泛且边界较为模糊，因此各大机构统计的市场规模有

较大的差异。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学会，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华泰证券研究所 

 

多角度人工智能产业比较 

目前，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的生态系统正逐步成型。依据产业链上下游关系，可以将人工智

能划分为基础支持层、中间技术层和下游应用层。基础层是人工智能产业的基础，主要提

供硬件（芯片和传感器）及软件（算法模型）等基础能力；技术层是人工智能产业的核心，

以模拟人的智能相关特征为出发点，将基础能力转化成人工智能技术，如计算机视觉、智

能语音、自然语言处理等应用算法研发。其中，技术层能力可以广泛应用到多个不同的应

用领域；应用层是人工智能产业的延伸，将技术应用到具体行业，涵盖制造、交通、金融、

医疗等 18 个领域，其中医疗、交通、制造等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开发受到广泛关注。 

 

图表4： 人工智能产业链结构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易观咨询，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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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部署：大国角逐，布局各有侧重 

全球范围内，中美“双雄并立”构成人工智能第一梯队，日本、英国、以色列和法国等发

达国家乘胜追击，构成第二梯队。同时，在顶层设计上，多数国家强化人工智能战略布局，

并将人工智能上升至国家战略，从政策、资本、需求三大方面为人工智能落地保驾护。 

后起之秀的中国，局部领域有所突破。中国人工智能起步较晚，发展之路几经沉浮。自

2015 年以来，政府密集出台系列扶植政策，人工智能发展势头迅猛。由于初期我国政策

侧重互联网领域，资金投向偏向终端市场。因此，相比美国产业布局，中国技术层（计算

机视觉和语音识别）和应用层走在世界前端，但基础层核心领域（算法和硬件算力）比较

薄弱，呈“头重脚轻”的态势。当前我国人工智能在国家战略层面上强调系统、综合布局。 

 

图表5： 人工智能上升至我国国家战略高度，连续三年被写入政府报告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华泰证券研究所 

 

美国引领人工智能前沿研究，布局慢热而强势。美国政府稍显迟缓，2019 年人工智能国

家级战略（《美国人工智能倡议》）才姗姗来迟。但由于美国具有天时（5G 时代）地利（硅

谷）人和（人才）的天然优势，其在人工智能的竞争中已处于全方位领先状态。总体来看，

美国重点领域布局前沿而全面，尤其是在算法和芯片脑科学等领域布局超前。此外，美国

聚焦人工智能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影响和变革，并对数据、网络和系统安全十分重视。 

 

伦理价值观引领，欧洲国家抢占规范制定的制高点。2018 年，欧洲 28 个成员国(含英国)

签署了《人工智能合作宣言》，在人工智能领域形成合力。从国家层面来看，受限于文化

和语言差异阻碍大数据集合的形成，欧洲各国在人工智能产业上不具备先发优势，但欧洲

国家在全球 AI 伦理体系建设和规范的制定上抢占了“先机”。欧盟注重探讨人工智能的社

会伦理和标准，在技术监管方面占据全球领先地位。 

 

日本寻求人工智能解决社会问题。日本以人工智能构建“超智能社会”为引领，将 2017

年确定为人工智能元年。由于日本的数据、技术和商业需求较为分散，难以系统地发展人

工智能技术和产业。因此，日本政府在机器人、医疗健康和自动驾驶三大具有相对优势的

领域重点布局，并着力解决本国在养老、教育和商业领域的国家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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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6： 全球主要经济体人工智能战略发布情况 

 

资料来源：政府工作报告，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院，中商产业研究院，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华泰证券研究所 

 

基础层面：技术薄弱，芯片之路任重道远 

基础层由于创新难度大、技术和资金壁垒高等特点，底层基础技术和高端产品市场主要被

欧美日韩等少数国际巨头垄断。受限于技术积累与研发投入的不足，国内在基础层领域相

对薄弱。具体而言，在 AI 芯片领域，国际科技巨头芯片已基本构建产业生态，而中国尚

未掌握核心技术，芯片布局难以与巨头抗衡；在云计算领域，服务器虚拟化、网络技术

（SDN）、开发语音等核心技术被掌握在亚马逊、微软等少数国外科技巨头手中。虽国内

阿里、华为等科技公司也开始大力投入研发，但核心技术积累尚不足以主导产业链发展；

在智能传感器领域，欧洲（BOSCH，ABB）、美国（霍尼韦尔）等国家或地区全面布局传

感器多种产品类型，而在中国也涌现了诸如汇顶科技的指纹传感器等产品，但整体产业布

局单一，呈现出明显的短板。在数据领域，中国具有的得天独厚的数据体量优势，海量数

据助推算法算力升级和产业落地，但我们也应当意识到，中国在数据公开力度、国际数据

交换、统一标准的数据生态系统构建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图表7： 中国及全球人工智能基础层产业规模及年增长率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学会，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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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芯片不 AI”，以 AI 芯片为载体的计算力是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重要衡量标准，我们

将对 AI 芯片作详细剖析，以期对中国在人工智能基础层的竞争力更细致、准确的把握。 

 

依据部署位置，AI 芯片可划分为云端（如数据中心等服务器端）和终端（应用场景涵盖手

机、汽车、安防摄像头等电子终端产品）芯片；依据承担的功能，AI 芯片可划分为训练和

推断芯片。训练端参数的形成涉及到海量数据和大规模计算，对算法、精度、处理能力要

求非常高，仅适合在云端部署。目前，GPU（通用型）、FPGA（半定制化）、ASIC（全

定制化）成为 AI 芯片行业的主流技术路线。不同类型芯片各具优势，在不同领域呈现多

技术路径并行发展态势。我们将从三种技术路线分别剖析中国 AI 芯片在全球的竞争力。 

 

图表8： AI 芯片产业链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万得资讯，华泰证券研究所 

 

GPU（Graphics Processing Unit）的设计和生产均已成熟，占领 AI 芯片的主要市场份

额。GPU 擅长大规模并行运算，可平行处理海量信息，仍是 AI 芯片的首选。据 IDC 预测，

2019 年 GPU 在云端训练市场占比高达 75%。在全球范围内，英伟达和 AMD 形成双寡头

垄断，尤其是英伟达占 GPU 市场份额的 70%-80%。英伟达在云端训练和云端推理市场推

出的 GPU Tesla V100 和 Tesla T4 产品具有极高性能和强大竞争力，其垄断地位也在不断

强化。目前中国尚未“入局”云端训练市场。由于国外 GPU 巨头具有丰富的芯片设计经

验和技术沉淀，同时又具有强大的资金实力，中国短期内无法撼动 GPU 芯片的市场格局。 

 

图表9： 全球云端训练和推理芯片市场规模  图表10： GPU 占据云端训练芯片主要市场 

 

 

 

资料来源：IDC，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DC，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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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1： 英伟达与 AMD 在独立显卡(Discrete GPU)上形成双头垄断  图表12： 英伟达数据中心 GPU 营业收入持续增长 

 

 

 

资料来源：Jon Peddie Research，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Bloomberg，华泰证券研究所 

 

FPGA（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芯片具有可硬件编程、配置高灵活性和低能耗

等优点。FPGA 技术壁垒高，市场呈双寡头垄断：赛灵思（Xilinx）和英特尔（Intel）合计

占市场份额近 90%，其中赛灵思的市场份额超过 50%，始终保持着全球 FPGA 霸主地位。

国内百度、阿里、京微齐力也在部署 FPGA 领域，但尚处于起步阶段，技术差距较大。 

 

ASIC（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s）是面向特定用户需求设计的定制芯片，

可满足多种终端运用。尽管 ASIC 需要大量的物理设计、时间、资金及验证，但在量产后，

其性能、能耗、成本和可靠性都优于 GPU 和 FPGA。与 GPU 与 FPGA 形成确定产品不

同，ASIC 仅是一种技术路线或方案，着力解决各应用领域突出问题及管理需求。目前，

ASIC 芯片市场竞争格局稳定且分散。我国的 ASIC 技术与世界领先水平差距较小，部分

领域处于世界前列。在海外，谷歌 TPU 是主导者；国内初创芯片企业（如寒武纪、比特

大陆和地平线），互联网巨头（如百度、华为和阿里）在细分领域也有所建树。 

 

图表13： AI 芯片主要厂商布局 

 

资料来源：艾瑞研究院，前瞻产业研究院，华泰证券研究所 

 

总体来看，欧美日韩基本垄断中高端云端芯片，国内布局主要集中在终端 ASIC 芯片，部

分领域处于世界前列，但多以初创企业为主，且尚未形成有影响力的“芯片−平台−应用”

的生态，不具备与传统芯片巨头（如英伟达、赛灵思）抗衡的实力；而在 GPU 和 FPGA

领域，中国尚处于追赶状态，高端芯片依赖海外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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