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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人工智能芯片是指被专门用于处理人工智能应用中的大量计算任务且需具备高性能并行计算

能力和支持各种人工神经网络的算法模块（其他非计算任务仍由CPU负责）。当前，AI芯片

主要分为GPU、FPGA、ASIC。人工智能将推动新一轮计算革命，而人工智能芯片作为其产

业的最上游，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开路先锋，也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初期率先启动且弹性最大

的行业。

全球范围内主要布局人工智能芯片的厂商有英特尔（Intel）、（英伟达）NVIDIA、高通

（Qualcomm），互联网巨头有谷歌（Google）、脸书（Facebook），国内的地平线机器人、

中科院寒武纪等企业也已进入人工智能芯片领域，另一方面，芯片领域迎来众多新玩家，百

度、阿里巴巴、亚马逊等互联网公司相继进入人工智能芯片领域，推出或计划推出相应产品

。2022年11月，互联网周刊发布了&ldquo;2022中国人工智能芯片企业TOP50榜单&rdquo;。榜

单显示，2022年中国人工智能芯片前十企业分别为海思半导体、联发科、地平线机器人、寒

武纪、中星微电子、平头哥、四维图新、昆仑芯、北京君正。  

在5G商用的普及和政策、技术等各因素的推动下，中国AI芯片市场规模持续扩大。我国AI芯

片市场规模由2017年的53亿元增至2021年的436.8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69.4%。融资方面

，IT桔子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AI芯片投资数量共109起，投资金额达396.36亿元，同比增

长57.6%。截至2022年6月22日，2022年我国AI芯片投资数量共37起，投资金额达92.47亿元。AI

芯片是人工智能产业的核心硬件，全球AI芯片发展水平还在起步阶段，中国凭借诸多利好因

素有望领先全球，具有巨大发展潜力。  

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强调标准是经济活动和社会

发展的技术支撑，指出应加强在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领域的标准化研究。2020年7月，国家标

准委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印发的《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标准体系

建设指南》中也提出，到2023年，初步建立人工智能标准体系。这些均显示出标准化工作对

于AI芯片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人工智能芯片产业总体处于成长期前期。GPU依靠通用及灵活的强大并行运算能力，

广泛契合当前人工智能监督深度学习、密集数据和多维并算处理需求，在3-5年内GPU仍然是

深度学习市场的第一选择，已经入成长期的高速发展通道。FPGA和ASIC也迈入产业化发展的

初期阶段，其中ASIC的类脑芯片方向还处于导入期，未来有极大的发展潜力。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人工智能芯片市场深度评估与市场全景评估报告》共十

一章。报告首先介绍了人工智能芯片的基本概念以及AI芯片与人工智能的关系。接着分析人

工智能芯片行业的发展机遇和芯片产业的运行状况，然后对人工智能芯片行业发展状况进行



了系统的分析，对人工智能芯片的细分领域做了详实的解析，并对国内外人工智能重点企业

进行了透彻的研究，最后对其投资状况和发展前景做了科学的分析和预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商务部、工信部、中企顾问网、中企顾问网市场调

查中心、中国高科技产业协会、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

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

单位若想对人工智能芯片行业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人工智能芯片项目，本报告

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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