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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计算能力、大数据和算法模型的突破以及数字新基建的推进，预计 2020年浙江人工智能核心产业

规模将快速增长、人工智能行业应用将加速发展

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浙江省谋划布局早，取得了先发优势，人

工智能产业发展处于国内第一梯队。预计 2020年浙江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将继续保持良好态势。

发展成效

近年来，浙江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态势良好，处于国内第一梯队，呈现五方面特征。

产业规模跃上千亿级。2019 年浙江人工智能产业共有企业 482 家，实现总营业收入 1987 亿元，比上

年增长 22.1%；研发投入 158亿元，比上年增长 58.5%，研发费用占营业总收入的 8.0%；实现利润总额 248

亿元，比上年增长 20.3%。

产业竞争力位居国内第一梯队。浙江人工智能产业覆盖了基础层、技术层和应用层三个层面，形成了

从核心技术研发、智能终端制造到行业智能化应用的完整产业链，在多个应用领域形成一定的先发优势，

浙江智能软件在电子商务、云计算、金融、安全、医疗健康等领域优势突出，浙江智能安防产业占领全球

30%以上市场份额。浙江省人工智能产业区域发展竞争力评价指数排名全国第四位，居北京市、广东省、上

海市之后，位于全国第一梯队。

产业分布以杭州为核心集聚发展。杭州市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营业收入分别占据全省的 45.0%、58.3%，

居全省第一，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城市竞争力位居全国第四位。嘉兴市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营业收入分别占

16.4%、21%，居全省第二。宁波市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营业收入分别占 15.6%、9.9%，居全省第三。绍兴、

温州、台州市也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

产学研创新生态圈加快打造。浙江大学建设了国内首个人工智能交叉学科，启动了脑科学与人工智能

会聚研究计划（简称“双脑计划”）。之江实验室、阿里达摩院等在视觉识别、语音识别、深度学习、脑

机接口与交互、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领域形成了具有领先优势的人工智能创新生态。

以龙头企业为引领的发展格局初步形成。海康威视、大华、宇视科技在视觉识别领域，国芯科技等企

业在智能芯片领域，每日互动在数据智能服务领域，网易在数字文娱领域，钱江机器人等企业在智能机器

人等领域分别具有行业领先优势。阿里巴巴更是全面开展人工智能产业布局，从视觉、语音、算法到芯片

构建立体合作伙伴生态。

经验做法

浙江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在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方面，有四方面创新做法。



规划引领：政府引导鼓励产业发展。2017年省政府印发了《浙江省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2019

年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省发展改革委、省经信厅、

省科技厅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出台了系列政策文件和配套专项，在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攻关、产业化

推进、创新型企业培育、示范应用推广等方面明确了发展方向和路径。

示范先行：争创国家创新试点示范。杭州列入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德清列入全国县

域首个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阿里云城市大脑、海康威视视频感知列入国家新一代人工智

能开放创新平台。

载体支撑：搭建高能级产业平台。以大湾区为核心，以科创走廊为重点，统筹建设一批万亩千亿新产

业平台、特色小镇等人工智能高能级产业平台。

应用推广：创造多样化应用场景。包括智能产线、智能车间、智能工厂、智能立体仓库、“1+N”工业

互联网平台等智能制造应用场景，智慧医院、AI辅助诊断等智慧健康应用场景，德清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场、

杭绍甬全国首条智慧高速、智能驾驶部件系统与整车协同等智能汽车应用场景，城市大脑、未来社区等智

慧城市应用场景“。一图一码一指数“”精密智控”浙江模式，更是战绩辉煌，并迅速在全国推广。

发展展望

人工智能带来的智能化浪潮正席卷全球，随着计算能力、大数据和算法模型的突破以及数字“新基建”

的推进，预计 2020年浙江省人工智能发展呈现以下五大趋势：

趋势一：技术攻关将取得阶段性进展。浙江大学、之江实验室、阿里达摩院、海康威视等将深化新型

人工智能创新平台建设，在关键共性技术和工程应用技术方面聚焦优势、超前部署、集中攻关，以感知智

能、计算智能、认知智能为重点发展方向，优先开展类脑信息处理、自主无人系统、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

前沿关键共性技术研究，重点提升智能设备的数据处理、样本学习、感知识别、智能决策和人机交互能力。

趋势二：核心产业规模将快速增长。神经网络芯片、智能物联网 AI芯片将实现突破，大尺寸的集成电

路生产线项目陆续建设，大硅片材料和高端靶材等电子化学品项目将实现产业化。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阿

里云 OS等通用性人工智能操作系统和控制软件将实现应用。智能传感器、智能安防、智能无人系统、智能

物流、智能家居等一批智能终端产品将上市。预计 2020 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比上年增速超过 20%，

总规模超过 800亿元。

趋势三：人工智能行业应用将加速。AI技术使得“未来工厂“”智能工厂“”无人车间”建设加快推

进，物联网+AI技术使智慧远程医疗、精准医疗成为可能，AI技术赋予“云办公”、家庭场景各种智能设

备具有感知能力。预计 2020年人工智能行业应用规模将超过 1500亿元。

趋势四：人工智能助力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人工智能将驱动社会数字化转型，一个以 AI技术为核心

的智慧社会将加快到来。浙江将持续升级并深入应用“一图一码一指数”精密智控模式，数字治理模式将

进一步加快浙江社会治理现代化步伐，为全国提供“浙江样板”。

趋势五：人工智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加快布局。2020 年，浙江将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全面推进 5G网络建设、统筹布局新型大数据中心，推进下一代互联网规模部署和应用，开展新型网络数据

交换能力建设，开发天基卫星基准服务，为人工智能应用提供优质、高效、超强、广域的新一代信息网络。



对策建议

进一步完善产业协调机制。包括依托数字浙江建设领导小组强化联席会议职能；研究人工智能产业图

谱；积极推进全国数字经济创新示范区建设，将人工智能打造成为全国示范先行高地。

设立人工智能专项政策。包括支持各地谋划一批人工智能重大项目并统筹财政专项资金；研究设立人

工智能产业基金，并打通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市场融资等多种社会融资渠道。

建立产业创新协同机制。通过设立人工智能科研专项、建设高能级载体等方式，联合国内外的科研院

校、龙头企业、学术机构针对浙江薄弱技术环节进行研究和产业化。

培育壮大创新型企业。鼓励人工智能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积极拓宽市场竞争力，不断壮大

芯片、传感等重点领域能级。

加强学科建设和高端人才培养。包括加快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建设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基地，开展人工

智能基础知识和应用教育；深入实施人工智能人才新政，推进高层次人才引进、培养机制改革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