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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0月人工智能行业研究报告   

本报告研究范围： 我们从宏观环境、 中观行业、微观应 
用三个不同角度进行分析。宏观上 ，政策动向、市场动 

02 
行业概述与研究范围
短短一年多 ，人工智能（ AI ）行业 ，产业层面上 ，基础层、技术 

层、应用层全方位爆发 ，在场景上 ，AI技术广泛应用于医疗、金 

融、制造、 自动驾驶等行业 ，飞速的发展 ，带来了巨大的机会 ， 

同时也伴随着各种不确定。

01 
报告背景与目的
自2022年ChatGPT发布以来， 生 成式 人工智 能 （ AIGC ） 和大    

语言模型（ LLM ）取得了重大突破 ，激发了全球范围内的AI热潮； 

同时， 中国在《政府工作报告》 中首次提出“人工智能+”行动 ， 

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和战略规划 ，大量企业纷纷入局 ，AI迅速    

成为全球最热门的行业之一。

在上面背景下 ，本报告旨在深入分析2024年10月份人  
工智能行业的发展趋势和数据变化 ，提供全面的行业洞 
察和前瞻性的市场分析。

引言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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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竞争局面； 中观上 ，用户需求、垂直行业数据、流 
量情况；微观上 ，产品动态、应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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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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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环境三大趋势                                                                 2024年10月人工智能行业研究报告    

趋势一

标准与治理同时推出， 
助力全球竞争力提升

•  标准化推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开 
《人工智能办公大模型系统技术要 
求》 意见征集， 四川出台知识产权 
指引， 为企业提供专利保护框架， 
推动技术标准化与规范化 ，确保技 
术成果受保护并具备国际竞争力。

•  治理前置： 香港提出“双轨模式 ”， 
同时推动AI创新和风险治理， 明确   
金融AI管治策略；河南 、浙江通过   
大模型行业应用和场景开发， 强化   
数据安全与伦理监管 ，构建AI健康   
发展的治理体系。

场景化与商业化并举， 
推动技术落地

趋势三趋势二



4

细分领域突破，

驱动区域产业集群化

政策重点突出细分领域的技术突破和 
应用落地 ，推动形成区域产业集群：

•  细分领域深耕： 青岛在人形机器人、 
广东在光芯片 、浙江在行业大模型   
等垂直方向布局明显 ，这种策略意   
在避免产业同质化竞争 ，通过聚焦   
关键技术形成区域特色。

•  产业集群化： 以地方龙头企业和核 
心技术突破为支点 ，带动上下游产 
业链协同 ，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 
千亿级产业集群（如广东光芯片 、 
嘉兴AI高质量发展）。

•  场景驱动：浙江打造500个标杆场景， 
重庆推动六大数字化系统 ，北京建   
设100所AI标杆学校， 明确行业应用， 
促进技术落地。

•  商业化助推： 杭州“算力券 ”降低 
企业成本 ，泉州提供场景奖励与算 
力补贴 ，香港规范AI在金融市场的 
应用 ，加速从研发到市场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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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文件标题                                                                          政策详情（节选）

10月7日 《青岛市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4-2027年） 》
青岛将聚焦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大脑”、“小脑”和“肢体”三类关键技术， 推动两种产品形态的发展， 并加强四类关键部件的研发与生产。预计到2027年，青岛将培育出5至8家在人形 
机器人领域具有影响力的重点企业，  并在智能传感、减速器等关键部组件领域取得一系列创新成果。

10月8日 《浙江省“人工智能+”行动计划（2024—2027年）（征求意见稿） 》 到2027年，培育形成10个以上全国一流的垂直行业大模型， 500个以上可复制推广的标杆应用场景， 1000个以上融合示范案例， 全力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和融合应用高地。

10月14日 《人工智能 办公大模型系统技术要求》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开征集对《人工智能 办公大模型系统技术要求》等198项行业标准、 1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项目的意见

10月15日 《杭州市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若干举措》
杭州市每年设立总额2.5亿元的“算力券”， 对中小企业使用公共算力给予补贴。

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资源开放共享，  促进算法模型与应用场景对接共建，围绕科学、制造、交通、医疗、消费、教育、金融、安防等重点领域，打造一批示范性强、带动范围广的重大应用 
场景。

2024年重庆市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聚焦人工智能领域，重点支持算力监测调度、算力网络、大模型应用、高质量数据集等领域研发及应用项目，补助资金在50万到100万不等。 
算力监测调度领域研发及应用项目，  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10月15日  《关于开展2024年重庆市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算力网络领域研发及应用项目，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数字党建、数字政务、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文化、数字法治六大应用系统大模型研发及应用项目， 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高质量数据集领域研发及应用项目，  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50万元。

本次征集围绕人工智能芯片、服务器、存储设备及关键软件等核心软硬件产品，面向“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三大领域， 遴选一批技术水平先进、创新能力突出、应用效果良好

10月17日 《关于征集先进计算赋能新质生产力典型应用案例的通知》
的典型案例。

其中，未来产业方面，面向元宇宙、脑机接口、量子信息、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未来网络等未来产业领域， 聚焦先进计算在技术研发、实验验证、场景探索等方面融合性、差异 
化、颠覆性创新探索，征集能够引领未来发展方向、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和广阔市场前景的前瞻应用。

10月18日 《嘉兴市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
到2027年，人工智能产业营收规模突破1000亿元，算力规模达到100EFlops，其中高性能（智算、超算）算力达到90EFlops。引育3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行业垂直模型，打造典型应用场景 
20个以上。新增人工智能领域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10家，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项目150个以上。培育链主企业10家，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50家， 引进总投资超亿美元或10亿元以    
上的人工智能领域项目40个。

10月21日 《广东省加快推动光芯片产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24—2030年） 》
该方案明确提出，至2030年，广东将力求在光芯片领域实现超过10项关键核心技术的重大突破， 并打造出至少10个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明星”产品。

同时，计划培育出10家以上在全球市场上具有显著竞争力的领军企业，并建立约10个国家级和省级的创新平台。通过这些努力，广东期望能够形成一个新的千亿级产业集群， 并确立自己在 
全球光芯片产业创新领域的领先地位。

10月22日 《北京市教育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工作方案》 到2025年打造100所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标杆学校，到2027年产生数个人工智能教育行业大模型。

政策详情



10月25日 《泉州市支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若干措施》
算力中心建设：对新建或扩容升级至100P以上算力的算力中心， 提供最高250万元的资助。算力资源租用：对使用算力资源租用服务的企业，提供年度最高30万元的财政补助。人工智能场

景应用：对入选市级人工智能优秀应用场景的项目，每个给予10万元奖励。终端与工业产品奖励：对优秀“AI+消费终端产品”和首次认定为市级人工智能工业应用技术产品， 分别给予5 
万元和10万元的一次性补助。云服务与创新平台支持： 对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分别给予500万元、 2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10月28日 香港《关于在金融市场负责任地应用人工智能（AI）的政策宣言》
双轨模式：特区政府将采取双轨模式，既促进AI的采用和发展， 又应对相关挑战。 AI管治策略：金融机构需制定AI管治策略， 明确AI系统的实施和使用方向。资源开放：香港科技大学将开 
放其研发的AI模型及运算资源，为金融服务业提供顾问和训练服务。法规更新：金融监管机构将根据AI的最新发展和国际做法，持续检视和更新相关法规或指引。公众教育： 增强公众对AI 
技术在零售投资和财务管理中带来的机遇和风险的认知。

10月29日 《河南省推动“人工智能+”行动计划（2024—2026年） 》
到2026年年底，河南省力争在2-3个行业实现人工智能应用全国领先， 建设高质量行业数据集，形成基础大模型、垂直领域行业模型和细分场景应用模型，以及100个左右的示范引领典型 
案例。

10月29日  《四川省人工智能知识产权指引》                                                                   为企业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知识产权管理框架，涵盖了从专利导航到知识产权保护的全方位指导，有助于企业更好地保护和利用自身的知识产权。

政府政策数据来源：包括政府官方网站、政策文件和公告，以及权威的新闻媒体报道。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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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投资数量同比降低20%，环比降低25% 2024年10月人工智能行业研究报告   

本月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同比下降20% ，环比减少25.42% ，这是自今年6月份以来 ，环比首次出现下降 ，主要是应用层企业融资数量下降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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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投资数量趋势（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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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融资企业仍以应用层为主，但数量有所下滑                       2024年10月人工智能行业研究报告    

本月共发生44起融资事件 ，其中应用层企业占比高达65%。然而 ，本月应用层与基础层融资数量均有所下滑 ，而技术层相比上月 ，则实现环比增长。

近半年各产业链企业融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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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轮融资企业主导，企业服务方向企业融资数量最多                 2024年10月人工智能行业研究报告    

本月融资主要集中在A轮阶段 ，早期和战略布局阶段的企业更受投资者青睐；在业务方向上 ，企业智能化稳居首位 ，AI安全与编程开发紧随其后。传统企业智能化 
凭借成熟的商业模式 ，一直是当前AI行业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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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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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AI应用流量趋势 2024年10月人工智能行业研究报告

本月流量环比上升13.64%
10月 ，全球AI应用流量环比上升13.64% ，这一 

增长主要得益于Chat助手类产品流量的显著提 

升 ，这表明AI技术在日常生活与工作场景中的 

应用价值持续被认可和扩大， 同时 ，AI技术在 

多个领域的渗透力仍保持稳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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