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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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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人工智能产业链可以划分为基础设施、基础技术、AI 要素、AI 技术及相关 AI 应用五个环

节。基础设施和基础技术共同支撑起数据资源和运算能力，再加上算法，共同构成人工智能

的三大基本要素。一方面，互联网的发展，尤其是 2009 年前后移动互联网的迅速兴起，产生

并积累了大量的线上数据。另一方面，随着传感器技术的进步和成本的下降，以及物联网的

随之兴起，传统线下场景中的大量数据能够以数字形式被采集，数据获取难度和成本均大幅

下降，再辅之以大数据相关的技术手段，数据采集、存储、传输、分析、应用等一系列环节

得以前后贯通，并形成极其丰富的数据资源。  

      人工智能的进步最核心的还是依赖算法的持续改进与不断突破，但是复杂算法模型的实现

还重度依赖可用于训练的数据资源丰富程度以及执行过程计算载体的运算能力。数据资源、

运算能力、核心算法在客观上构成人工智能的三大基本要素且在当前皆已具备，也因此掀起

人工智能的新一波浪潮。

      在传统的制造业质量管理实践中，针对发现的产品质量问题会将各种可能的因素拆分

成&ldquo;人机料法环&rdquo;（人员、设备、原材料、方法工艺、生产环境）五个方面寻找真

实的原因并逐个改进。相应地，如果将人工智能应用看作最终呈现的产品，同样可以将决

定&ldquo;产品质量&rdquo;的各项要素分成五个方面，形成人工智能应用版本的&ldquo;人 机

料法环&rdquo;五要素模型，即人才储备、计算设施、数据积累、技术算法、应用场景。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人工智能市场调查与投资战略报告》共七章。

首先介绍了人工智能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人工智能规模及消费需求，然后

对中国人工智能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人工智能面临的机遇及发展

前景。您若想对中国人工智能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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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