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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价值网络分析的我国智能产业

发展机制研究

)))以北京智能产业发展为例

杜爽#刘刚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天津 "###1'$

摘4要%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驱动力!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已成为重塑全球产业格局"推动全球科技产

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加快智能产业发展是促进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 北京作为我国智

能产业迅速发展的城市!已形成一套有特色的智能产业发展机制# 基于价值网络分析方法对北京智能产业的发展机制

进行分析!其主要结论是*作为赋能主体的多元化平台成为区域智能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智能产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

于对关键核心技术和算法的突破(地方政府相关政策对智能产业发展发挥了重要引领"支持作用等# 为完善我国智能产

业发展机制!应强化核心技术和关键算法的突破"强化金融资本市场对智能产业成长的促进作用"增强政府政策的针对

性和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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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的战略性技术#正成为全球技术竞争的焦点%

相应的#以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为主要技术工具形

成的智能产业正成为各国重点发展的优势产业%

近年来#智能产业在我国许多地区得到快速发展#

特别是北京&杭州&深圳等产业基础和技术创新较

好的地区#智能产业发展更为迅速#已成为促进区

域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

动力量% 本文以北京市智能产业发展作为主要研

究对象#揭示我国智能产业发展的主要机制#在此

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完善智能产业发展机制&促进

智能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4我国智能产业发展条件与发展机

制的理论分析

!一"智能产业结构特征及发展条件

近年来#伴随着互联网&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运用#一场新

的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在全球孕育发生% 人工智能

成为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

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

% 人工

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催生智能产业的快速形成和

发展% 人工智能本身作为一个复杂的技术及应用

体系#包括基础层&技术层和应用层% 其基础层和

技术层主要包括与数据&算法&算力等人工智能基

本要素相关的基础技术及其设施#包括计算机视

觉&语音识别&生物识别等感知技术/类脑智能+推

理智能&学习判断+逻辑推演等认知技术/同时还

包括人工智能开源软硬件平台&自主无人系统支

撑平台等技术应用平台% 随着机器学习算法的迅

速发展#计算成本的下降以及移动互联积累的大

数据及其应用的不断普及#新一代信息技术得到

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成为智能产业快速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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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力引擎% 从产业层面看#智能产业分为两类!一

类是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主要是通过人工智能技

术本身对外提供产品和服务所构成的产业#包含

对外提供产品&以平台方式对外提供服务&人工智

能解决方案和系统集成服务等类型#这类产业是

人工智能技术最直接的落地形式% 另一类是人工

智能应用带动产业#主要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与

传统产业深度融合#通过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打造

形成新的智能产业% 例如#人工智能改造汽车产

业形成智能驾驶汽车产业#人工智能改造提升制

造业发展起智能制造产业#人工智能改造提升传

统家居行业形成智能家居产业等% 两类智能产业

都以人工智能作为主导性&通用性技术#除具有一

般高新技术产业的主要技术特征之外#还具有数

据驱动&智能密集与信息集成等特征% 产业体系

是一个国家实体经济的核心#人工智能产业作为

当今产业体系中知识&技术&信息&智能最为密集

的产业层次#构成一个国家实体经济中效率最高&

附加值最大的部分#对产业升级和实体经济高质

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智能产业的结构特征决定了其发展条件主要

有!首先#新一代信息技术强力驱动% 包括大数

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软硬

件信息技术#特别是核心技术&关键算法等对智能

产业长远发展和竞争力提升具有重要驱动作用%

其次#创新平台支撑% 智能产业是平台产业#平台

支撑与赋能是驱动智能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再

次#资金&人才等要素支持% 目前#智能技术与产

业发展尚处于发展初期#研发和产业成长的不确

定性较大#市场风险较高#由此风险投资&天使基

金及政府资金支持等不可缺少% 在人才方面#智

能产业对高层次技术创新及复合型产业发展人才

需求很大% 最后#政府政策引领及推动% 在充分

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政府有必要通过

制定实施相关产业发展规划&政策等#引导和推动

智能产业健康发展%

!二"现阶段我国智能产业发展机制

近年来#我国智能产业处于快速发展之中#特

别是在智能技术应用带动产业发展方面居于世界

前列#并形成了具有明显中国特色的智能产业发

展机制%

首先#巨大的经济社会需求是智能产业发展

的巨大牵引力% 历史上发生的每一次科技和产业

革命#都受到当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强力牵引#

为解决当时经济与社会)痛点*问题而发生% 当

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深刻转型和创新发展创造

出巨大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市场需求#由此

激发和驱动了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

术的创新&发展和应用% 一方面#新技术衍生发展

起大量新的智能产业&业态和模式/另一方面#智

能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形成智能技术的多

元化应用场景#形成富有活力的智能技术应用带

动产业% 以上两类智能产业良性互动#形成强劲

的报酬递增发展机制#推动中国智能产业快速

发展%

其次#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强大驱动力% 每一

次科技与产业革命发生时期#创新和新技术的发

明都呈集群形态涌现!

#并对当时的产业发展产

生深刻影响#正在发生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

也不例外% 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和发展#正在涌现

出以人工智能技术作为)头雁*技术#包括互联

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8打印&)=&增强现

实"5Z$&虚拟现实"lZ$等在内的新一代信息技

术集群#强力驱动了智能产业的形成和发展%

再次#金融资本作用% 新技术&新产业发展离

不开资金的支持#特别像人工智能产业这种知识&

技术密集度高&市场落地难度较大的新兴产业#金

融资本的支撑作用显得更为突出% 目前#我国人

工智能产业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是资本市场#包

括企业资金&金融机构投资等% !#'6b!#'3 年#中

国人工智能产业共发生投融资事件 ! *6) 起#

!#'6年平均融资额为 #(0) 亿人民币#到 !#'3 年

达到 !(!1亿人民币#增长率达 !63(!"\% 科创板

的出台拓宽了高科技企业的融资渠道#智能产业

也为其重点关注的领域% !#'6b!#'* 年#科创板

布局人工智能的投资机构数量不断攀升#复合年

均增长率为 "3(6\#!#'* 年突破 ' ### 家机构"

%

除资本市场外#各级政府财政资金也对人工智能

产业发展发挥了重要支持作用#包括产业发展基

金和政府补贴等% 目前#智能产业尚处于发展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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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核心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仍存在较大的不确

定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资金支持不可缺少% 政

府通过建立产业投资基金#与盈利性金融资本合

作#共同促进新技术的商业化#支持智能产业形成

期的创业企业成长%

最后#政府政策的作用% 面对新一轮产业革

命的冲击#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纷

纷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政策&规划#以抢占智能技术

和产业发展的制高点% 近年来#我国从中央到地

方#围绕智能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也制定实施了

一系列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规划&战略及政策

等#对智能产业发展起到重要引导和促进作用%

智能产业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性产业#其发

展机制除了以上几个方面的因素作用之外#还包

括相应的开放创新平台的支撑&产业技术人才的

流动&知识外溢等内生性因素的作用% 对这些方

面的作用机制#下面以北京市智能产业发展为例#

借助于价值网络分析法加以分析%

二4价值网络研究方法及其在本文的

应用设计

!一"基于关系数据分析的价值网络研究方

法及其应用

根据社会网络研究者威尔曼 "dFMMHB.#

'3*#$与伯科威茨和海尔 "NFJ/%O&DRB.$ ;F&M#

'3*#$

!"的研究#数据主要分为)属性数据* "BD@

DJ&XEDF$BDB$和)关系数据* "JFMBD&%.BM$BDB$两大

类% 9%>. L-%DD进一步对这两类数据的内涵与特

征进行了界定#

#认为)属性数据*作为描述某些

特定个体属性的数据#涉及能动者的态度&意见和

行为等方面的内容#)变量分析法*"PBJ&BXMFB.BM@

KA&A$是分析)属性数据*较适宜的方法% 在采用

)变量分析法*过程中#)属性数据*被量化为某些

特定变量的取值并构成该方法分析的基础% )关

系数据*是涉及关联&群体和聚集等方面的数据#

这类数据将不同的能动者联系在一起% 它表征的

不是单个个体的属性#而是能动者所属系统的属

性#该系统是由多对互动的能动者连接而成的%

运用网络分析法刻画能动者之间的关系#进而揭

示它们之间的关联性#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系统

整体性运行特征及逻辑%

与借助于)属性数据*构建计量研究体系相

比#通过)关系数据*构建网络研究体系更适合于

对特定区域智能产业体系及发展机制的研究% 智

能产业系统是由多元化&异质且互补性的要素主

体构成的#这些主体要素包括企业&大学&科研机

构&创业者&投资机构和政府机构等% 不同要素主

体之间具有非线性互动关系#以)属性数据*为基

础构建的不同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无法客观&全

面地刻画该系统发展的基本机制% 而以)关系数

据*及其互动过程为基础的网络分析法则能够动

态&全面地揭示和反映智能产业发展的整体性和

结构性特征%

本文不仅借鉴网络分析法这一分析工具#同

时结合所要研究的问题关注其)价值网络*问题%

)价值网络*是由以价值创造为导向的关系数据

所构成的网络组织#一般由以下要素构成!一是

)节点*#即网络中的构成要素% 本文的)节点*主

要包含了所有参与智能产业生态系统形成与发展

的经济行为主体#它又进一步分为)样本节点*和

)关系节点*两类#前者是构成价值网络的最为核

心的主体#也是推动网络形成与发展的)核心动

力*输出方/后者则是围绕)关系节点*并与其具

有某种互动关系的其他节点/二是)连接*#即不

同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 本文从)样本节点*出

发寻找与其具有某种互动关系的)关系节点*并

建立)连接*

$

/三是)流*

%

#即不同主体之间互动

的内容及方式#实际上是不同主体之间基于一定

规则形成的互动与连接/四是)结构*#即系统内

部各主体之间通过互动与连接所形成的网络构

成% 它反应了系统内部各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以

及通过相互作用所涌现出的整体性效应% 本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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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某个)样本节点*也有可能成为其他)样本节点*的)关系节点*#从而产生新的)连接*%

本文)流*的概念借鉴霍兰在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中作为系统重要特性的)流*#霍兰将其界定为)有着众多节点和连接者的某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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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价值创造的)关系数据*为基础#采用价值网络

分析法来研究北京智能产业的发展机制%

!二"本文价值网络关系的数据采集及方法

在)样本节点*数据选取方面#本文将智能企

业作为价值网络的)样本节点*% 从)样本节点*

出发#重点关注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投融资三类

核心价值创造关系% 通过网络数据的采集来获取

与样本节点相关的以上三类关系的其他企业&组

织和机构的关系数据% 人力资本关系!包括前期

学习经历与前期工作经历#即通过搜集样本企业

创始人与核心技术人员的毕业院校及前期工作单

位来获取)关系节点*#并通过企业核心技术人员

建立)样本节点*与)关系节点*之间的联系#以此

分析北京智能产业发展的核心人力资本来源% 技

术合作关系"包括技术输入关系与技术赋能关

系% 企业从其他主体那里获取技术助力自身发

展#即为技术输入关系/企业将自己的核心技术输

出给其他主体助其发展#即为技术赋能关系% 通

过这两方面关系数据的收集#找到企业的技术输

入对象以及技术赋能对象作为)关系节点*

#

#从

而揭示北京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合作关系状况%

投融资关系$包括样本企业的对外投资关系#以

及样本企业的获得投资关系% 样本企业所投资的

与智能产业相关的企业以及对样本企业进行投资

的投资机构或其他企业#分别作为对外投资)关

系节点*与融资)关系节点*#并与样本企业进行

连接%

在数据采集方面#采用高效准确的数据筛选

方法来收集数据#利用基于 ];]和 9BPB语言的

数据分析和处理软件系统得到初步的关系数据

集#在此基础上#采用语义分词等分析方法去除重

复的关系数据#最终得到优化的数据集% 关系数

据分析工具采用的是社会网络分析工具 =FI>!(#

软件#对以智能企业为主体构成的价值网络进行

统计分析%

!三"本文研究样本的选取

本部分重点分析北京智能产业发展机制#为

体现全国智能产业发展状况#这里也列出了杭州&

深圳两个智能产业较为发达城市的智能产业样本

企业数据% 选取北京市 "!! 家&杭州市 )0 家&深

圳市 3"家智能企业作为样本企业% 样本企业选

取的主要依据是!从事人工智能核心技术或产品

的研发与生产/发生过投融资事件/与其他企业之

间存在稳定的市场业务关系% 样本企业的检测和

核实截止时间为 !#'3年 !月 !*日% 首先对所选

取智能样本企业的所属层次&技术分布和所属领

域进行统计分析%

从智能企业所属层次结构看#目前#北京&杭

州&深圳三地的应用层企业都占有较高比重#分别

占到 1"(3'\&16(#1\&16(1"\/其次是技术层企

业#分别为 !!("0\&!#("1\和 !"(#*\/基础层企

业数量占比最少#分别为 "(1"\&)()0\和 !(!#\

"见图 '所示$% 这说明#我国智能产业主要侧重

于应用领域#在技术研发与创新领域较为薄弱%

图 '4北京(杭州(深圳三地智能企业所属层次分布

从核心技术分布情况看#北京市智能企业在

机器学习和推荐&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方面

具有明显优势#杭州智能企业数量则是在大数据

和云计算方面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深圳智能企

业的核心技术优势主要体现在服务机器人&工业

机器人和无人机方面"如图 !所示$%

30

!

"

#

$

人力资本关系数据主要引用企业官网介绍&企查查&天眼查&重大会议活动对人员的介绍等% 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主要搜集的人

员对象包括企业创始人&联合创始人&首席技术官"7Vi$&核心技术研发人员%

企业技术合作关系数据主要来源于咨询媒体和微信公众号% 本文收集了 '#'0家媒体平台的 !#'*年历史报道数据#其中引用 '##

篇以上的包括以下 '0家媒体"括号内为引用篇数$!搜狐"006$&:5[̂ Z""1*$&搜狐新闻"!*"$&网贷之家"!"1$&百家号"!'"$&东方号

"!#0$&蛋蛋赞"'0*$&凤凰新闻"'06$&百度"'0#$&新浪网"'6"$&时讯网"'""$&爱极客"'!*$&快资讯"'!1$&千寻生活"'!0$&网易新闻

"''"$&东方财富网"'#!$%

刘刚!'基于网络空间的资源配置方式变革"下$(#'上海经济研究(!#'3年第 6期%

投融资关系数据引自企查查&CV桔子和东方财富网% 由于不同时间&不同媒体所公布的信息有一定差异#这里对三个网站信息进

行了一定的查询&匹配以及人工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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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三地智能企业核心技术分布

从企业所属领域看#北京市&杭州市的技术集

成与方案提供类企业&关键技术研发和应用平台类

企业占比相对较高#说明三地智能企业正在努力突

破关键技术瓶颈#同时通过方案提供商的技术集成

推动关键技术快速向现有产业渗透与融合% 除此

之外#北京市在新媒体与数字内容&智能教育&智能

交通领域的智能企业数量较多#杭州市在智能医疗

和智能政务领域的企业数量具有一定优势#深圳市

智能产业的优势领域集中在智能机器人&智能制

造&智能网联汽车领域"如图 "所示$% 说明我国智

能产业的应用场景具有明显的多元化特征#智能技

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正在加快推进%

图 "4三地智能企业所属应用领域分布

三4基于价值网络分析的北京智能产

业发展机制研究

!一"北京市智能产业发展的价值网络关系

分析

将采集到的北京市 "!! 家智能企业关系数据

输入=FI>&3(!社会网络分析软件#得到其智能产业

价值网络结构图!

"见图 6所示$% 根据该图#北京

市智能产业发展表现出较明显的)极核*状结构#

即若干节点拥有较高的度数中心度% 度数中心度

是指与该节点相连的其他节点数#它反映了该节点

在价值网络中的影响力和辐射带动作用% 价值网

络节点度数中心度的)幂率*分布特征表明!各节

点对北京市智能产业整体发展的作用是不均衡的#

部分核心节点的作用较为突出#它们主导智能产业

网络运行% 这部分核心节点既包括样本企业节点#

也包括关系节点% 将样本企业节点度数中心度前

')位以及关系节点前 ') 位分别进行统计与排序

"如图 )&图 0$发现!首先#百度&京东&小米&商汤科

技&旷视科技&奇虎 "0#分别作为科技部在自动驾

驶&智能供应链&智能家居&智能视觉&图像感知&安

全大脑领域重点支持的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在

北京市智能产业价值网络中发挥重要作用"

% 其

中#互联网平台企业百度和京东的度数中心度最

高% 其次#包括滴滴出行和摩拜单车在内的智能交

通领域样本企业#由于其较高的技术输入数量以及

资金获投数量#在整个网络图中度数中心度最高%

九次方大数据由于其所投资的大数据企业数量较

多#因此具有较多的投资类关系% 另外#从网络图

中还看出#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三大通

讯运营商也在北京智能产业领域积极布局% 智能

商业和零售领域以及新媒体和数字内容领域的美

团点评和今日头条也是北京智能产业价值网络中

的核心样本节点%

对价值网络中关系节点的度数中心度进行统

计分析发现#列前十五位的核心关系节点有三类!

一类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等重点大学与科研院所#它们构

成北京市智能产业发展的核心智力支撑#主要通

过为样本企业提供核心人力资本#以及通过产学

研合作方式与样本企业开展技术研发合作等% 另

一类是红杉资本中国&C8=资本&真格基金&百度

风投等投资机构#它们通过投资方式为样本企业

提供资本支撑% 还有一类是腾讯&阿里巴巴&华为

#1

!

"

由于节点数量过多#为了能更直接地把握网络核心节点与整体结构#网络图只设置其显示部分度数中心度较高的节点名称#其他

节点的名称则隐去%

!#'1年科技部确立了国家首批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分别依托百度&阿里云&腾讯&科大讯飞建设自动驾驶&城市大脑&

医疗影像&智能语音四个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 !#'*年 3月#在科技部主导下将商汤科技列为智能视觉国家新一代人工

智能开放创新平台% !#'3 年 * 月科技部公布最新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名单#依图科技&明略科技&华为&平安集团&海康威

视&京东&旷视科技&"0#奇虎&好未来&小米 '#家企业入选% 截止目前#我国一共确立 ')家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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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其他地区的智能企业#以人员流动的方式为北

京样本企业提供一定的人力资本#并与北京市智

能企业之间存在技术输入与技术赋能关系% 另

外#微软&斯坦福大学等国外人工智能企业与大学

也为北京市智能产业提供人力资本支持% 这表

明#北京智能产业发展充分借助于国内外智能产

业发展资源#产业发展具有较高的开放性%

图 64北京市智能产业价值网络

图 )4 北京市智能产业价值网络图度数前十五位样本企

业节点

图 04北京市智能产业价值网络图度数前十五位关系节点

!二"北京市智能产业发展的内在机制分析

基于以上分析#进一步按照人力资本关系&技

术关系和投融资关系三个维度搜集与其相关的关

系节点#并对这些关系作进一步分类"如表 ' 所

示$#以揭示北京市智能产业发展的内在机制%

表 '4北京市 "!!家智能企业价值网络关系数据分类统计

类别 关系数 占比

人力资本关系

前期学习经验 )'0 '##\

国内学习经验 "** 1)('3\

国外学习经验 '!* !6(*'

前期工作经验 *'" '##\

国内工作经验 0"1 1*(")

国外工作经验 '10 !'(0)

技术关系

技术输入 ' '6) '##\

输入国内技术 3"3 *!(#'\

输入国外技术 !#0 '1(33\

技术赋能 ! '6' '##\

赋能给国内 '363 3'(#"\

赋能给国外 '3! *(31\

投融资关系

投融资次数 6 #0" '##\

获投次数 ! "!1 )1(!1\

投资次数 ' 1"0 6!(1"\

'(多元化人力资本来源驱动北京智能产业技

术扩散与产业扩张

首先#北京智能产业核心人力资本具有较强

的内生性% 从核心人力资本来源看#对 "!! 家样

本企业 6'3位核心技术人员的 )6"条前期学习经

验关系数据#以及 6)* 位核心技术人员的 *'" 条

前期工作经验关系数据进行分析表明#国内学习

经验数据占比 1)('3\% 核心技术人员中有

!6(*'\的前期学习经验数据指向国外大学% 全

部的 )6" 条前期学习经验关系数据中 "0(60\来

自于北京市本地大学% 说明国内大学科研院所毕

业生构成北京市智能产业核心人力资本的主体#

核心人力资本具有较强的内生性#丰富且优质的

高校教育资源为北京智能产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

的人力资本支撑%

其次#本地企业之间人力资本流动较为密集%

在所采集的 6'3 位样本企业核心技术人员中有

6!位曾在百度工作#后进行独立创业或跳槽进入

其他智能企业工作% 他们曾在百度从事的工作内

容基本都与百度核心产业与技术研发相关!

% 除

百度外#有多家智能企业的创始人还来自美团点

评&小米&搜狗&奇虎 "0# 等北京市互联网企业%

'1

!

比如有多位技术人员曾参与百度搜索引擎的核心支撑的技术研发工作#还有多位技术人员曾在百度担任大数据平台架构师&基础

架构部架构师&产品架构师等与智能技术相关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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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企业人力资本间的这种流动性促进了北京智

能产业的技术扩散和产业扩张%

再次#企业与大学科研院所之间存在密切的人

力资本流动% 在采集的样本企业中#有 "# 名企业

核心人力资本拥有中科院科研工作经验#主要分布

在中科院计算所&声学所&脑科学卓越中心&自动化

所等多个与人工智能前沿技术高度相关的部门%

这部分人力资本主要通过三种方式与智能企业之

间产生联系!一是曾在中科院从事科研工作#后进

入智能企业从事技术研发与产品创新工作/二是在

从事科研工作的同时与企业合作#加入到企业新产

品新技术的研发过程中来/三是科研人员直接创

业#依托自主研发成果将其进行产业化% 其中#第

三种方式往往通过科研团队的整体配合来实现%

最后#吸引大量国内其他地区及国外人才集

聚% 北京智能产业人力资本内生性形成的)极核

效应*产生对国内其他地区及国外智能人才的集

聚效应% 从样本数据看#北京智能产业样本企业

的核心人力资本中有 !*位拥有哈尔滨工业大学&

浙江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前期学习经验/有 6# 位

拥有在华为&腾讯和阿里巴巴的前期工作经验/有

'0位核心人员毕业于斯坦福大学% 另外#卡耐基

梅隆大学&美国西北大学等美国大学以及英国伦

敦大学等国外大学也为北京智能产业输送人力资

本% 在为北京智能产业输出人力资本的国外企业

中#微软&谷歌&CNQ&西门子和亚马逊位列前五

位% 跨国公司在北京设立的研究院如微软亚洲研

究院等#也构成北京智能产业人力资本的供应方%

!(多类型开放创新平台赋能促进北京智能技

术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

技术赋能是北京智能产业特别是人工智能应

用带动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 对样本企业技术关

系的统计分析表明#北京市 "!! 家智能企业技术

赋能关系占比为 0)('0\#技术输入关系占比

"6(*6\%由此可知#北京市智能产业整体具有较

强的技术赋能水平% 从样本企业技术赋能情况

看#平台型企业是北京智能产业技术赋能的主体%

这些赋能平台主要分为四种类型"见表 ! 所示$#

它们在所处层次及赋能方式方面存在一定差别%

四类创新平台企业都是基于不同应用场景对传统

产业进行技术赋能#即通过)平台企业,智能技

术,传统产业"应用场景$*模式赋能传统产业%

表 !4北京市样本平台类企业分类

平台类型 所属层次 代表性企业 赋能方式

数据驱动型开放创新平台
技术层c应用层或基础层

c技术层c应用层
百度&京东&小米

基于数据生态优势构建开放创新生态

系统

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研发平台 基础层或技术层
商汤科技&旷视科技&格灵

深瞳&中科寒武纪

基于核心算法或算力基础设施技术突

破#推动智能技术落地多元应用场景

企业技术方案提供平台 应用层 九次方大数据&神策数据
通过现有技术模块的集成为企业提供智

能化解决方案

智能技术应用平台 应用层
美团点评&饿了么&滴滴

出行

接入整合外部资源并吸收智能技术实现

产品或服务的智能化输出

44"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44"'$数据驱动型创新平台% 这类平台企业一

方面通过技术赋能方式构建以自身为核心的产业

生态#并作为产业生态主导者横跨技术层和应用

层#部分企业也在基础层进行布局#如百度在智能

芯片领域布局% 可见#这类企业是智能产业生态

系统中最为核心的技术赋能主体% 这类平台企业

通常是由传统互联网企业衍生发展而来#它们在

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发展阶段#通过推出多

种产品及服务积累了大量多维度且具有较高完备

性的用户数据% 基于对数据资产战略价值的深刻

认知以及所形成的数据生态优势#这些企业在人

工智能领域快速布局#凭借自身的数据优势和技

术积累打造核心技术开放创新平台#通过构建产

业生态#吸引其他企业和创业者加入其中#通过

)平台c赋能c中小微和新创企业c开发者*模式#

推动产业生态有效运行!

% 这类平台企业还同时

!1

!

比如#百度依托自动驾驶技术平台5I%MM%#通过开放源代码&数据&5]C&云端接口等方式帮助汽车行业以及自动驾驶领域的企业结

合其自身的车辆及硬件系统#快速搭建起适用于自身的自动驾驶系统/京东以<FE;EX技术平台为载体#依托京东零售&物流&金融&云计

算&C%V&大数据等能力和资源的整合#打造智能供应链体系#为合作伙伴技术赋能/小米开放创新平台基于智能家居应用场景#整合5C和

M%V能力#为用户&软硬件厂商以及个人开发者提供智能场景以及软硬件生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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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强大的金融资本实力#不仅是技术赋能主体#

也是重要的投资主体#通过多元投资方式实现跨

界资源整合#实现平台持续增长和产业生态扩张%

比如小米公司及其旗下的)顺为基金*通过资本

运营将爱奇艺&卡拉卡&迅雷&大街网&猎豹&美的

集团等纳入自身的生态系统!

%

"!$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研发平台% 该类平台

主要围绕智能产业的基础层和技术层进行核心技

术创新#具体又分为两类!一类是算法层的核心技

术平台#如商汤科技&旷视科技等主要聚焦于计算

机视觉算法的技术研发平台#其技术赋能领域分

布较广/另一类是基础层的人工智能芯片类研发

平台#主要聚焦于能够提升算力的智能芯片的研

发#主要有深鉴科技&中科寒武纪&中星微电子等%

智能芯片研发类企业平台包括云端芯片类企业和

设备端芯片类企业% 云端芯片主要布局在云服务

器或数据中心#支持大量运算共同进行% 设备端

芯片主要结合不同的应用场景布局在智能设备

中#通过在设备中嵌入芯片#让设备的 5C能力得

到进一步提升#并且能够在没有联网的情况下使

其实现相应的5C能力#因此这类芯片一般具有较

为广泛的技术赋能范围% 特别是随着下游领域智

能化需求的带动以及软硬件技术的突破#设备端

芯片的赋能领域进一步从智能手机&智能麦克风&

智能摄像头等生活消费类产品领域向无人机&安

防&工业等生产类领域渗透% 北京市的这类智能

芯片类样本企业有一半左右成立于 !#')年之后#

随着数据的积累和算法的逐步成熟#以及应用场

景的日趋多元化#这些企业对北京智能产业的核

心支撑作用将越来越凸显% 以上两类平台基于不

同应用场景实现智能技术与应用场景的融合#是

推动北京智能产业发展的核心类平台% 但与此同

时#在人工智能核心技术与关键算法研发&创新方

面#这类平台的支撑作用有待提升%

""$企业技术方案提供型平台% 该类企业在

北京市样本企业中的数量占比最高% 与以上两类

平台不同#这类平台并不进行核心技术的自主研

发#而是以大数据公司和软件公司为主#借助于已

有技术模块给其他人工智能企业赋能% 通过对大

数据&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已有技术的集成

和应用#为其他企业特别是传统企业提供智能化

解决方案% 这类平台对加快传统产业的智能化改

造升级具有重要作用%

"6$智能技术应用型平台% 该类平台企业技

术输入数量较高#属于应用层企业% 它们通过将

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应用到产业领域#创造新产品&

新商业模式和新业态#如摩拜单车&滴滴出行&美

团外卖等% 平台通常直接链接用户消费端#伴随

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而兴起#积累起大量用户数

据#并借助于人工智能技术#结合具体应用场景#

实现数据智能化#促进智能服务业态和模式创新%

"(智能产业的集聚发展促进了信息(知识和

技术外溢

从北京市智能企业空间布局看#1*\的样本

企业分布在海淀区和朝阳区% 作为北京市的新型

创新区#这两个区聚集着旷视科技&商汤科技&地

平线机器人&寒武纪科技等一大批智能科技型创

新企业% 同时#这里还集聚着大量的创业孵化器&

初创企业&投资机构等)双创*资源% 统计显示#

海淀区和朝阳区的)双创企业*数量占比达到全

市的 0'(0*\#众创空间数量占比更是达到

1)()!\

"

% 这说明北京市智能产业创新资源呈现

出明显的集聚发展态势#其基本动因!一方面#这

些区域互联网产业基础较为雄厚#行业巨头聚集#

同时高端人才&资金等要素密集#创业氛围浓厚/

另一方面#这些区域交通条件&办公设施和配套服

务等都较为齐备#智能企业创新的软硬件环境较

好#加之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富的创新创业资源和

成果转化平台#这些都促使海淀区和朝阳区发展

为北京乃至全国智能产业发展的聚集区和领航

区% 智能产业集聚发展#促进了信息&知识&技术

在智能产业间的快速外溢#促进了产业协同发展%

四4进一步完善我国智能产业发展动

力机制的对策

通过以上理论分析与对北京智能产业发展机

制的价值网络分析可知#目前我国智能产业正处

于快速发展过程中#已初步形成了一定的产业发

展机制#但总体上说这一机制尚不健全#应在以下

方面加以完善% 首先#强化核心技术和关键算法

等的突破% 核心技术和关键算法研发能力薄弱#

是制约我国智能产业长远发展的巨大隐患#应进

一步借助于我国现有产业和技术基础&充分发挥

制度优势#强化在这些方面的创新突破% 其次#加

"1

!

"

刘江鹏!'企业成长的双元模型!平台增长及其内在机理(#'中国工业经济(!#')年第 0期%

数据来源!)创头条*于 !#'0年发布的'北京双创地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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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金融资本对智能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 重点加

强银行贷款和政府补贴对智能产业形成期创业企

业的支持力度#完善风险投资机制&科创板有效运

行机制#充分发挥各类资本对智能产业发展的作

用% 再次#增强政府政策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针

对智能产业细分行业现状及发展要求#制定更加

切实有效的智能产业发展政策#并辅之以财政&税

收&资本等手段#进一步完善政策实施机制#增强

政策的实效性和针对性% 另外#采取多种措施#大

力培养和引进高质量人工智能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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