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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形势展望

【内容提要】 2023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已达5000亿，企业数量超过4400

家，其中人工智能大模型市场规模将达到21亿美元，同比增长110%。展望2024年，人工智

能产业将保持高速增长发展态势，逐步迈入深度赋能垂直行业和前沿领域的新阶段，有力

推动新型工业化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也要看到，行业进入门槛变高、适度监管与促进

发展间的平衡面临挑战、重点行业领域应用率偏低、大模型存在无序竞争风险等问题亟待

解决。为此，赛迪研究院建议降低算力使用门槛优化算力体系建设，加快赋能千行百业打

造行业合作生态，推动监管手段创新提升应对挑战能力，合理规范无序竞争促进大模型健

康发展。

【关键词】 人工智能产业  发展形势  展望

2023年，以ChatGPT为代表的通用人工智能大模型在全球掀起了新一

轮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浪潮，我国人工智能大模型市场呈现百模争鸣、日

新月异的快速增长态势，预计今年市场规模将达到21亿美元，同比增长

110%。2024年，人工智能大模型将迈入赋能千行百业的关键期，孕育催

生未来产业新模式、新业态。但也要看到，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面临

行业进入门槛变高、监管体系仍不够完善、重点行业领域应用率偏低、

大模型存在无序竞争的压力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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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2024年形势的基本判断

（一）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呈快速增长态势

当前全球和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均处于高速发展期。据IDC数据，

2022年全球人工智能IT总投资规模为1288亿美元，2023年全球人工智能IT

总投资规模预计将达到1540亿美元，同比增长19.6%。据工信部数据，截

至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已达5000亿元，企业数量超过4400家。

据IT桔子数据统计，截至2023年11月21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投融资金额

为2499亿元，投融资数量743件，预计全年同比增加63.8%。其中，人工智

能大模型作为前沿领域发展尤为迅猛。据速途元宇宙研究院发布的《人工

智能大模型产业创新价值研究报告》数据，2023年我国人工智能大模型市

场规模将达到21亿美元，同比增长高达110%，占全球市场规模的10%。

展望2024年，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将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风向标。

根据沙利文咨询预测，预计2024年全球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将达6158亿美

元，我国将突破7993亿元。在人工智能主要细分领域中，大模型作为前

沿热点，增速最快。根据钛媒体国际智库报告，预计2024年全球人工智

能大模型市场规模将突破280亿美元，我国大模型市场规模将达216亿

元，继续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速。人工智能领域投融资数量及金额将再创

新高，发展态势持续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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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揭榜挂帅工作为通用人工智能发展开启新方向

2023年，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揭榜挂帅工作稳步推进，揭榜任务涵盖

元宇宙、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通用人工智能4个重点赛道共计52个揭

榜题目。揭榜挂帅聚焦核心基础、重点产品、公共支撑、示范应用等创

新任务，发掘培育一批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具备较强创新能力的优势单

位，突破一批标志性技术产品，加速新技术新产品落地应用。以大模型

为代表的通用人工智能作为首批揭榜挂帅申报赛道，将进一步赋能未来

产业的智能化发展，提升其他前沿领域的创新能力与生产效率。

展望2024年，通用人工智能各项任务的揭榜单位将按照要求，进一

步推动从基础研究、技术创新、产品研制到应用落地的产业化进程，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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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与其他前沿领域的融合创新有望发挥关键作用，孕育催生未来产

业新模式、新业态，高水平赋能新型工业化，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

（三）人工智能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不断完善

2023年，全球主要国家已将人工智能科技人才培养作为提升国家

竞争力的重点举措，国内各高校围绕核心技术、顶尖人才等方面强化部

署，通用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新机制构建步伐显著加快。展望2024年，我

国人工智能人才培养体系将进一步完善。跨学科融合将人工智能基础课

程分梯度融入其他专业传统课程体系当中，不同学科视角下探索融合应

用是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赋能产学研用生态体系的关键。同时，进一步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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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人工智能伦理与法律教育，培养具备敏锐社会责任感的人工智能专业

人才是推动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

（四）大模型深度赋能垂直行业和前沿领域趋势愈发突显

2023年，国产大模型一时间呈现出爆发式增长态势，仅2023年1-7

月，就有共计64个大模型发布。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今年11月，国产大

模型有188个，其中通用大模型27个，目前已有超20个大模型获得备案，

大多数已向全社会开放服务。基于2200家人工智能骨干企业的关系数

据量化分析表明，我国人工智能已广泛赋能智慧金融、智慧医疗、智能

制造、智慧能源等19个应用领域。大模型正成为前沿领域研究的重要工

具，在新材料领域，我国已有科研团队将大模型MatChat大模型用于预测

无机材料的合成路径，在生物医学领域，百度智能云大模型可用于提高

药物研发效率和新药发现的准确性，在能源科学领域，由百度集团和国

网智能电网研究院共同开发的电力行业NLP大模型，可有效提升电力系统

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

展望2024年，大模型将逐步拓展外延赋能自动驾驶和具身机器人

等领域，AI for Science（人工智能驱动科学研究）也将持续赋能科学

研究，促进科学领域的创新，提升研究效率，推动科学家在探索“无人

地”领域和解决重大问题时取得新突破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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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一）“算力需求大+成本投入高”拔高行业进入门槛

一方面，人工智能模型变“大”需要攻克算力挑战与理论限制，

让模型变得更大并非单纯增加神经网络深度、堆叠人工神经元就可以实

现。以CNN、RNN等人工神经元为基础的模型需要采用串行结构，模型训

练过程需要顺序执行，无法充分利用所有计算资源。随着模型参数量提

升，训练时间呈指数型增长，收敛性也变得更加不可控，更难寻找全局

最优解。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训练成本包括GPU等算力芯片成

本、服务器成本、标准机柜成本、训练时长内的电力消耗费用、人力投CC
ID

CC
ID

CC
ID

CC
ID

CC
ID

CC
ID

CC
ID

CC
ID

CC
ID

CC
ID

CC
ID

CC
ID

CC
ID

CC
ID

CC
ID



220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
发展形势展望系列

入费用等多方面。根据市场调研机构TtrendForce数据，ChatGPT每日处

理1300万独立访问量，需要3万多片NVIDIA A100 GPU以提供庞大的计算

和存储资源支持，初期投入高达8亿美元，1750亿参数的GPT-3的总训练

成本高达1200万美元。

（二）适度监管与促进发展之间的平衡面临挑战

人工智能产业当前处于快速成长期，其技术演变和经济社会影响具

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一方面，人工智能具有强大的创新力，有望发展成

为新的经济增长引擎，极大改善社会福祉。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带来的

伦理与安全、负外部性等问题也频频引发社会关注。如果政策过严、管

制过多，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进程，可能拉大我

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导致我国陷入被动和落后的局面；如果政策过松、

监管滞后，也可能导致人工智能“负作用”在经济社会各领域持续扩

散。因此，以何种力度、何种方式、在何种时机对人工智能进行合理规

制，是监管部门需要重点解决的难题。

（三）人工智能在重点行业领域应用率偏低

一方面，人工智能对我国大多数传统行业的应用还处于小规模试

点，顶级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与欧美相比有较大差距。根据

凯捷统计，欧洲顶级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超过51%，美国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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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率达到28%，我国相关指标尚有明显差距。另

一方面，大模型在重点应用领域缺乏典型应用案例。目前工业领域对大

模型的初步探索性应用主要集中在设计辅助、质量预测、设备维护等方

面，没有广泛落地或形成可复制的工业大模型。

（四）大模型数量过多存在无序竞争风险

一是同质化训练集会导致大模型同质化。当下国内众多大模型的训

练集一般为公开可获取的英文训练集，同质化现象较为突出。中文训练

集数据清洗和对齐缺乏高效处理办法且高质量内部数据难以获取，故中

文训练集占比较少且质量不高。若加入“军备竞赛”的大模型都使用同

质化英文训练集，将会导致绝大多数大模型成为效果不佳且浪费巨大资

源的淘汰产物。二是超高的训练成本和开发技术门槛决定了中小型企业

不宜投资此类项目。高质量训练语料和大规模人工标注成本决定了只有

大型机构或领军企业才具备相应大模型开发能力，成长型企业盲目跟风

将导致大量投资失败，出现过多泡沫。

三、应采取的对策建议

（一）降低算力使用门槛，优化算力体系建设

一是强化分布式计算、量化、显存优化、算子融合等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与落地应用，降低大模型推理的时延，提高吞吐量，减少对算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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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二是发布算力券实施方案支持大模型应用落地。为企业提供算力

券补贴支持，努力帮助企业降低智能算力使用成本，全力支持制造业等

重点领域企业开展人工智能行业大模型应用探索和落地实践。三是建议

分步骤推进智能算力中心建设，先追求算力的普惠化，降低成本和提高

利用率，再逐步扩容。

（二）加快赋能千行百业，打造行业合作生态

一是引导人工智能企业与行业领军企业开展定向合作。基于行业企

业提供真实业务场景、数据以及行业真实需求，开发核心算法和预训练模

型，共同研发落地应用大模型。二是打造人工智能企业与行业企业的对接

平台。搭建人工智能企业与制造业、医疗、农业等行业企业的对接平台，

帮助双方实现技术、模型、数据、场景等资源对接，孵化行业领域应用模

式。三是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打造人工智能企业与行业企业的大模型合

作生态。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两者的快速对接，提供保障算法、模

型、数据安全的人工智能要素线上交易服务，面向不同行业建立标准化的

大模型开发环境，帮助企业快速研发和验证场景化解决方案。

（三）推动监管手段创新，提升应对挑战能力

一是密切跟踪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趋势，及时掌握最新进展并研判

社会影响。二是鼓励相关治理手段与技术同步创新，推动人工智能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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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器，生成式人工智能检测方法创新等。三是提升监管人才的技术素

养。相关部门应加强对监管人员的培训与继续教育，提高其对人工智能

技术的理解和运用能力，以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监管决策。四是建立

多方合作的治理格局。有关主管部门应与人工智能领域科研院所、企业

加强交流合作，汲取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各方面意见，共筑多方参与的

稳步可控发展治理格局。

（四）合理规范无序竞争，促进大模型健康发展

一是探索建立超出一定规模参数量的大模型训练备案机制，引导减

少同质化大模型无序竞争。二是要探索建立大模型安全性和可靠性评估

标准，提出具体技术标准和评估准则，确保各类大模型在各个应用场景

中能够稳定可靠运行。三是对大模型的应用场景进行分类管理，明确不

同类型大模型的使用范围和限制，避免不当应用带来的负面影响。

本文作者：人工智能产业形势分析课题组     18612033366     hanjian@ccidthinktan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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