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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热度还在持续升温。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人工智能”首

度被写入 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不少

代表和委员也纷纷提出加快实施人工

智能国家战略的建议。

巨大的市场空间，让企业似乎有一

种如果不做人工智能，就会被未来抛弃

的急迫感。不仅是各行业巨头在加速

布局，很多初创企业也不断入场。随着

整个行业迅速升温，人工智能领域的

“寡头现象”开始显现。未来的人工智

能领域，只是巨头的狂欢吗？

政策加持 市场空间扩大
过去的 2016 年，显然已经被深深

打上了“人工智能”这块烙印。据统计，

截至2016年11月，全球1485家人工智

能公司总融资金额高达89亿美元。到

了2017年，越来越多的市场专家预测，

人工智能会是2017年市场的主要驱动

力。

深圳狗尾草智能科技公司 CTO、

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应用专业博士王

昊奋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

说：“2017年对于人工智能领域必然是

非凡的一年，公众对人工智能的热情和

期待相当高，当然，也会有更多人愿意

投身人工智能产业，我们相信人工智能

在今后3—5年会有更好的发展。”

除了其自身发展优势，人工智能产

业的迅速壮大显然也离不开政府政策

的不断推动。早在几年前，政府对人工

智能产业就给予政策支持。而此次“人

工智能”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这也

将让人工智能的市场空间持续增大。

据赛迪研究院预计，2018年，全球

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将达到2697.3亿元，

增长率达到 17%。同时，有媒体根据

Wind数据粗略统计显示，国内有30余

家上市公司布局人工智能产业链，主

要包括软件算法核心系统、图像语音

识别技术、计算机视觉及传感器等领

域。

中小企业参与度低
由于人工智能使用场景都还处于

探索阶段，目前人工智能领域的角逐，

主要还是在技术上的较量。各大企业

都试图通过深厚的技术底蕴，持续扩展

应用场景。

例如谷歌聚焦于机器学习，建设

智能家居生态系统、探索智慧医疗细

化等领域的应用前景；Facebook成立了

人工智能研究团队，并专注于图像识

别领域；IBM 投资智能医疗决策支持

市场，智慧医疗业务前景广阔；百度则

在无人驾驶与金融领域持续发力；科

大讯飞通过智能语音向教育等领域延

伸。

但随着技术成果的增多，人工智

能领域的“寡头现象”也开始显现。在

众多技术成果中，公众似乎总是看到

少数科技巨头的身影。而在已被开发

的应用场景中，市场也主要被垄断在

这些巨头手中，这使得大多数中小企

业对“人工智能”这块“蛋糕”可望而不

可即。

此前雷军在两会上表示，从事人工

智能所需的服务器一台就需要 30 万

元，企业要做这一领域至少需要好几千

万元的投入。投入成本巨大导致目前

只有巨头企业和新兴创业公司在做，中

小企业参与的很少。“当前国内相关市

场总规模不到 20 亿元，除了一小部分

领军企业外，大部分人工智能企业处于

严重亏损状态。”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

长徐晓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细分垂直领域成突破点
“目前人工智能平台构建基本是巨

头的天下，但是在细分领域特别是软硬

件结合的智能机器人和特定行业的智

能应用，有很多人工智能初创企业涌现

出来，而这个趋势也会持续很长一段时

间，形成平台+应用的人工智能生态

圈。”王昊奋预测说。

类似的观点也得到其他业内人士

的认同。“未来可能进入‘寡头权威时

代’，马太效应显现，强者更强。想要出

现 BAT 级别的企业很难，但在细分的

垂直行业里面，可能出现一些做得很大

的公司，例如人工智能医药公司、人工

智能教育公司等。”北京大国慧谷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文正在接受《中

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说。

郑文正还表示，任何事物都要遵循

发展规律，任何红花都需要众多绿叶的

衬托才会美丽，当世界上没有同类生存

的时候，某个存活者离死亡也不远了。

人工智能也一样，尽管可能存在“寡头

权威”，但是不能出现完全垄断的现象，

这样人工智能产业才有一个良好的生

态。

今天，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发展到可以通过学习顶尖
专家的知识和行业大数据，达到一流专家的水平。未来
5—10年，人工智能将像水和电一样无所不在，可以进
入到教育、医疗、金融、交通、智慧城市等几乎所有行业。

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将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未
来在全球的话语权。中国在人工智能的关键领域并不
落后，我觉得中国的人工智能要想在全球占据话语权
和主导权，现在是最好的时机，一定要做整体的规划，
全局推动。我建议将“人工智能+”上升为国家战略，
系统规划、加速布局，抢抓全球产业制高点。

我们专门做了个九方面的详细报告，准备递交给
人大作为非常重要的建议。一是设立人工智能国家实
验室，大力支持人工智能源头技术创新；二是成立人工
智能产业联盟，打造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三是推动行业
数据开放与共享，制定“人工智能+”行业应用标准体系
和测试方法；四是建立“人工智能+”时代教育课程和社
会培训体系；五是制定“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支撑和
法律体系；六是设立国家级软课题，研究“人工智能+”
时代的人文研究和伦理引导；七是制定“人工智能+”时
代的全球人才引进计划；八是建议加强“人工智能+”时
代的全球产业资源整合；九是设立国家人工智能产业
应用示范区，以示范应用带动产业集群发展。

201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移动互联网健康有序

发展的意见》，该意见提到：加紧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微机电系统等新兴移动互联

网关键技术布局，尽快实现部分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在全球率先取得突破。

2016年12月19日，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规划”要求

发展人工智能，培育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促进人工智能在经济社会重点领域推广应用，打造

国际领先的技术体系。

2016年5月23日，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和网信办联合印发《“互联网+”人工智能

三年行动实施方案》。“方案”指出，到2018年，中国将基本建立人工智能产业体系、创新服务

体系和标准化体系，培育若干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骨干企业，形成千亿级的人工智能市场

应用规模。

人工智能发展迅猛寡头控局

本报记者 王星平

专家点穴

全国人大代表、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

将“人工智能+”
作为国家战略

人工智能比拼到现在，能否开发出具超高运算能力、
符合市场需求的芯片,已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竞争的关键。

为争取在人工智能时代取得先机，我国应从资金、政
策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大力开发承载人工智能运行的自
主芯片技术，改变高端芯片严重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有
关部门加大财政支持力度，鼓励国家科研单位和芯片企业
间建立长期和深层的合作机制；通过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
资基金，加大对自主芯片开发的投入力度，在目前重点支
持制造企业的同时，注重对芯片设计企业的支持；同时，支
持设立地方性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鼓励社会各类风险
投资和股权投资基金进入芯片技术领域。

同时，还要加大对重点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加强
自主芯片技术的知识产权转化和保护，通过实施知识产
权战略，提高我国芯片产业的科技创新水平。在标准领
域，还应着重将先进芯片技术转化为自主标准，统筹推
进科技、标准、产业的协同创新，形成支撑产业升级的标
准体系，提高行业整体的技术水平和准入门槛。

随着芯片等技术的成熟,“十三五”期间中国人工智
能技术将在无人驾驶、医疗等领域有更大的应用机
会。未来10年是人工智能发展最关键的技术时期，应
加大支持力度确保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领先地
位。

（本栏目稿件由本
报记者王星平采写）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邓中翰：

应从政策资金方面
加大投入

人工智能首度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相关国家战略呼之欲出，市场却已呈
现资源过于集中和小公司大面积亏损的现象，市场机会在于细分垂直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