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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人工智能的奇点将于 2030 年代到来

         目前的人工智能是弱人工智能

         我们将人工智能分为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和终极人工智能三个阶段。

不同阶段所需要的复杂度是指数级递增的。弱人工智能指的是专注在某一特定类别任
务的人工智能，如人脸识别算法专注人脸识别，Siri只能完成特定功能的语音交互，AlphaG
o十分强大但是专注于围棋领域；强人工智能，或通用人工智能，指的是泛用型人工智能，
一般拥有自主的意识，可以通过图灵测试；终极人工智能指的是在各方面均能超越其造物主
的人工智能，如 EA《质量效应》中的 Geth 种族，在质疑自己的存在意义并觉醒后，其战
胜了自己的造物主 Quarians。

显而易见，当前绝大部分人工智能公司的产品均只能在某一特定类别任务试用，是弱
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仍处于孕育期，尚未有足够坚实的理论支撑，也未出现经过检验的原
型。至于终极人工智能则更加长远，估计本世纪不会出现。

 图：人工智能的三个阶段
         硬件支撑、数据集、算法、应用场景是人工智能的四大要素

         根据研究，我们将目前的弱人工智能领域归集为下面这个模型。

硬件支撑是整个人工智能的基础。数据的搜集需要传感器，数据的储存需要存储介质
，算法的训练需要高效的芯片，应用场景则需要相应的硬件配合（如手机、机器人等）。

数据集是训练算法的基础。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机器学习当道的情况下，
拥有良好标记的大数据集方能训练出优秀的算法。

算法源自数据集，优秀的算法可以应用于相应的应用场景进行变现，如人脸识别可以
应用于安全领域，语音识别可以应用于翻译领域等。

应用场景可以产生大量的业务数据，这些数据大多经过了用户的标识，可以补充进数
据集中，从而更好地训练出更优秀的算法。更优秀的算法会促进更大规模的应用，这样就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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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一个正反馈的循环。

因而，我们认为，人工智能领域，在无破坏性技术的出现的情况下，先发公司优势较大。

 图：人工智能行业模型
         不断下探的存储成本和计算成本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

目前，存储成本已从 1980 年的 437,500 美元/GB 下跌到 2016 年的 0.019 美元/GB，
CAGR 在-38%左右。较低的存储成本可以使得大数据的存储更为便宜。

而用$/GFLOPS（1GFLOPS=109F LOPS，FLPOS=Floating Point Operations Per S
econd，每秒十亿次浮点运算价格）衡量的计算成本也一路下探，根据Wikipedia的数据，$
/GFLOPS CAGR 在-37%左右。2017 年 6 月，AMD Ryzen 结合 AMD VEGA Frontier Editi
on 将$/GFLOPS 降到 0.06 美元。

 图：不断下降的存储成本
 图：不断下降的计算成本
         不同的研究者对人脑的计算能力给出了差异巨大的估计。

本文采用 Moravec 2009 年在《科学美国人》发表的文章中的数据：人脑的计算能力
约等于 100million MIPS（Million Instructions Per Second，每秒百万指令）。然而，MIPS
并不可以直接与 FLOPS 进行比较。

根据经验，MFLOPS = 2.3 x MIPS0.89，因此，人脑的计算能力约等于 3*1013FLOP
S。也就是说，若把人脑视作一个处理器，其目前的价格为 3*10^13/10^9*0.06=1800 美元
。

需要注意的是，这仅仅是计算能力，而不包括存储能力。考虑到人脑也是一个存储器
，其存储成本也应该计算在内。

尽管人脑有长期记忆和短期记忆的区别，两种记忆唤起的时间也有较大差异，为了简
化，我们将其共同视作长期记忆。根据 Paul Reber 2010 年在《科学美国人》发表的文章中
的数据：人脑的存储空间大约在 2.5 Petabytes（1PB = 1 million GB），因此，若把人脑视
作一个存储器，其目前的价格为 2.5*10^6*0.019=47,5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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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者相加，目前人脑相当于一台 49,300 美元的计算机。

         2030 年代模拟人脑的计算机单价将低于 1000 美元

         当前超级计算机的计算能力和存储空间已经可以与人脑比拼。

根据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提供的数据“，神威〃太湖之光”持续运算性能达到 93.015
PFLOPS，在线存储空间10PB，带宽288GB/S，其算力和存储量指标已超越人脑若干数量
级。但超级计算机毕竟是稀缺的，因此，本文更关注与商用成本方面。

基于上文的数据，假设存储成本-38% yoy，计算成本-37% yoy，当整机价格低于 100
0 美元时进入大规模应用状态，那么，通过解一个很简单的方程，我们可以得出，仅仅 8年
后（2026 年），模拟人脑的计算机单价会低于 1000 美元，从而与人脑可以匹敌的人工智
能可以进入大规模应用状态！奇点比我们想象的要近很多！当然，这只是一个粗略的估算，
但比较稳健的估计，2030 年代，我们将迎来人工智能奇点。

 图：2026 年可以模拟人脑的计算机单价将低于 1000 美元

中国报告网发布的报告书内容严谨、数据翔实，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
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动向、市场前景、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
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
，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它
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规避经
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是全面了解行业
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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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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优劣势分析
9.3 谷歌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9.4 亚马逊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十章 中国人工智能行业重点企业分析
10.1 百度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10.2 腾讯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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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10.3 阿里集团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10.4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10.5 北京捷通华声语音技术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十一章 人工智能行业投资状况分析
11.1 人工智能行业投资综况
11.1.1 全球人工智能的投融资分析
11.1.2 国内人工智能的投融资状况
11.1.3 人工智能行业投资总量分析
11.1.4 人工智能行业投资进程加快
11.1.5 AI认知技术商业投资加快
11.2 人工智能行业投资动态
11.2.1 AnkiDrive获得新一轮投资
11.2.2 Vicarious公司开启AI融资
11.2.3 特斯拉注资建人工智能公司
11.2.4 Demiurge公司注资人工智能
11.2.5 格灵深瞳公司获得天使投资
11.3 人工智能行业迎来投资机遇
11.3.1 人工智能成为投资风口
11.3.2 人工智能进入黄金时期
11.3.3 人工智能迎来投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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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4 全球人工智能投资升温

第十二章 人工智能行业发展前景及趋势预测
12.1 人工智能行业发展前景展望
12.1.1 人工智能发展前景展望
12.1.2 人工智能的市场空间巨大
12.1.3 人工智能成为发展新热点
12.1.4 人工智能产业的机遇与挑战
12.2 人工智能行业发展趋势预测
12.2.1 人工智能未来发展趋势
12.2.2 “智能＋X”将成新时尚
12.2.3 机器视觉成主要发展方向
12.2.4 人工智能将带来新变化
12.2.5 人工智能市场规模预测
图表目录
图表 人工智能产业链
图表 全球运功监测传动器市场
图表 计算成本
图表 全球每年产生的数据总量
图表 人工智能的重点品类
图表 人工智能的重点品类的公司分布
图表 人工智能的重点品类的融资分布
图表 最受风险资本青睐的人工智能品类
图表 全球人工智能“战局”
图表 人工智能各品类成熟度排行

更多图表详见正文（ GSLWK）
特别说明：中国报告网所发行报告书中的信息和数据部分会随时间变化补充更新，报告发行
年份对报告质量不会有任何影响，并有助于降低企事业单位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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