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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全球人工智能进入爆发期，从 Chat GPT 到 Sora，人工智能算法创新速度

加快，算力驱动作用明显，数据规模效应突出，人工智能在更大范围、更高层面赋能社

会发展。在我国，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也在不断加速，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区

域竞争力产生更广泛更深层次的影响。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之快、影响范围之广、渗透

能力之强，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更是深刻地影响着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

全国各城市正竞相追逐人工智能产业的前沿，抢搭这辆高速列车。力求将其作为推动城

市经济增长、提升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引擎。 

2024 年，钛媒体集团旗下钛媒体国际智库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

主任倪鹏飞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博士后曹清峰的学术指导下，联合火石创

造构建评价指标模型，在火石创造和京东集团的数据支撑下，出品《中国人工智能城市

竞争力排行研究报告》。报告旨在展示全国各城市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进展，全面评

估各城市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水平，为城市制定产业规划、招商引资、吸引人才等方

面提供重要参考和行动指南，推动各个城市在人工智能领域全面均衡的健康、快速发展；

同时，为各大企业提供全方位的市场信息和发展参考，有助于企业更好地制定市场策略、

进行投资决策、招聘人才、洞察行业趋势以及争取政策支持等。 

本报告建立了一套全面、客观、可量化的评价指标体系，用于评估各个城市在人工

智能领域的表现。 

 

通过要素储备、发展潜能、效益产出、城市渗透 4 大维度，在 9 项二级指标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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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从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设立相应的 25 项三级指标，综合评估全国各城市在人工智能

领域的发展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腾飞过程中，地区竞争是一个重要动力。在我国融入全球

化的过程中，地方经济竞争力也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当前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日

新月异，中国各城市之间在优惠政策、人才引进、融资投入等多方面持续发力，良性竞

争，有助于提升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在新一轮产业浪潮中赶超国际水准。 

一、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简述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中国成为了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推动者之

一。自 2017 年 7 月 8 日国家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以来，在国家战略引

领下，以应用需求为牵引，通过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我国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和产业

发展领域探索出一条深科技创新道路。 

我国人工智能相关重点政策呈现出逐年加强、逐步细化的趋势，从战略规划到具体

实施，从资金支持到人才引进，从产业发展到政策监管，都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政策体系，

为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钛媒体梳理并制图（时间维度：2017 年-2023 年） 

在中央及各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人工智能产业蓬勃发展，各地政府政策措施不断

出台，资金扶持和人才培养等举措助力着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发展。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

和产业发展上，中国成为全球引领者。钛媒体统计梳理了 2014 年-2024 年 1 月全国 338

个样本城市有关人工智能相关政策发布数量的年度走势，不难看出自 2020 年以来，各

地政策的发布频次逐年显著递增，2021-2022 年的相关政策发布频次一度突破万次，各

城市都在人工智能领域方面争先发力布局，以带动城市加速发展。 



  

 6 

 

数据来源：火石创造，钛媒体梳理并制图（时间维度：2014 年-2024 年 1 月） 

当前我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处于高速发展期，而人工智能相关企业是发展期间技术创

新的主力军，企业规模体现了人工智能产业的集聚程度。优质企业更是具备研发创新能

力强、效益产出水平高、产业带动作用大的特点。据钛媒体统计，截至 2024 年 1 月，

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企业数量（上市+非上市）已高达 24.5 万家，相较于 2017 年的数量

已经实现了翻倍。2017 年以来，年均增长率均达到 12%以上，2022 年更是同比增长了

16%。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企业数量正处于稳步增长阶段。 

 

数据来源：火石创造，钛媒体梳理并制图（时间维度：2017 年-2024 年 1 月） 

我国人工智能领域融资情况先后经历了两个高点，分别为 2018 年、2021 年，投资

事件均超 4000 起，人工智能领域投融资金额分别为 14693 亿和 18581 亿元，达到了近

几年的高位。2022 年以来，人工智能领域的融资持续走弱， 2023 年人工智能领域融资

事件仅 1545 起，人工智能领域融资金额仅 2212 亿元，同比 2022 年下降 14%，为近年

来的低位水平，但在全部融资总额的占比仍超过 3 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