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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業概覽所列資料載有關於我們經營所在行業的資料及統計數據。本節所載資料
及統計數據部分來自政府公開內容及官方來源。本節所列若干資料及統計數據摘錄自沙
利文（我們委託的獨立第三方）編製的市場研究報告（「沙利文報告」）。我們認為本行業概
覽所載資料的來源為適當來源，且在轉載有關資料時已採取合理審慎態度。我們並無理
由認為有關資料屬虛假或具誤導性，亦無理由認為遺漏致使有關資料虛假或具誤導性的
重大事實。本行業概覽所載政府官方來源資料尚未由我們、聯席保薦人、聯席代表、聯
席全球協調人、聯席賬簿管理人、聯席牽頭經辦人、任何包銷商、任何我們或彼等各自
的董事、高級人員、僱員、顧問、代理或代表或參與全球發售的其他人士獨立核實，故
並無就其準確性發表聲明，且於作出或停止作出投資決定時不應倚賴該等政府官方來源
資料。

人工智能是一項對人類產生深遠影響的變革性基礎技術

人工智能為計算機科學的分支，力求透過創建模擬人類智能的軟件使機器能夠模仿與
人類思維相關的「感知」和「認知」功能，例如觀察、學習及問題解決。當今人工智能主要專
注於執行特定任務，其應用覆蓋計算機視覺、語音識別、自然語言處理及數據科學。

人工智能正在融入日常生活的各方面，是一種將對人類發展產生深遠影響的變革性基
礎技術。根據沙利文的報告，預期全球人工智能賦能的商業價值將於2025年達至10萬億美
元（以其推動的全球名義GDP增長測算）。

人工智能模型為人工智能行業的核心基石

人工智能模型是人工智能軟件的核心基石，其本質為數學算法，是一種通過智能將非
結構化數據轉化為有價值的信息輸出。其「智能」體現在感知世界、轉錄及組織信息、生成
和增強內容，以及作出決策的能力。人工智能模型是通過訓練過程得到的，這個訓練通常
需要大量算力和數據。人工智能應用是集成了一組人工智能模型的軟件產品，可以提升效
率、提高生產力，並改善生活體驗。

深度學習技術的突破

機器學習為人工智能的關鍵分支，涉及設計及使用能夠通過經驗學習迭代改進算法性
能的計算機算法。深度學習是機器學習的分支領域，深度學習模型取代了部分人工，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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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數據處理的工作自動化，從而支持對海量數據的使用。大量訓練數據輸入網絡，深度學
習模型的參數通過訓練數據得以逐步優化，從而獲得更佳性能及準確性。隨著深度學習方
法的興起及傳播，人工智能模型性能逐步提高，包括計算機視覺在內的人工智能的眾多領
域的識別準確率得到顯著提升。

連接IoT設備的數量不斷增加，推動數據大幅增長

根據沙利文的報告，物聯網設備（主要包括智能手機、汽車及傳感器）的數量於2020年
年底為177億台，預計將以28.9%的複合年增長率快速上升至2025年的630億台以上。該等連
接設備生成或捕獲的數據不斷快速增長，預計到2025年將佔全球數據量的40%以上。全球數
據量預計將由2020年的66澤字節(ZB)增加至2025年的190ZB，複合年增長率為23.5%。隨著連
接IoT設備數目的增加，人工智能模型在處理每天生成的海量數據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人
工智能模型的質量和數量的提升帶來更廣泛的人工智能應用，進一步用於促進人工智能模
型的訓練和開發。

數字化基礎設施的搭建助力算力提升

海量算力為大規模訓練及生產人工智能模型的前提。先進的數字化基礎設施及包括人
工智能芯片在內的專業技術的發展，帶動了算力增長。人工智能數字基礎設施（包括5G及
IoT網絡、雲計算及大規模數據中心）正落地於全球，以實現高效的實時數據傳輸、處理及
存儲。近年來，中國的數字基礎設施的建設取得了明顯進步。2020年，中國宣佈全國性政
策「新基建」，致力促進在人工智能、大規模數據中心、工業互聯網及5G等領域的投資。人
工智能專用芯片及雲計算的發展亦正提高計算效率，同時降低計算成本。

上述趨勢及發展為領軍人工智能企業創造了競爭優勢，該等企業普遍擁有先進的技術
和充足的資源。透過規模化生產人工智能模型，人工智能的領軍企業能夠為複雜場景開發
具有高精度及均成本效益的應用，從而產生規模經濟。

人工智能軟件市場概覽

隨著數據激增，數字化轉型已成為全球趨勢。企業及公共服務類用戶愈發倚賴軟件進
行創新並提高運營效率及成果。同時，消費者對使其日常生活更加方便舒適的軟件需求遞
增。根據沙利文的報告，預計全球軟件市場於2025年將達至10,984億美元，自2020年6,227億
美元起複合年增長率為12.0%。同時，預計軟件支出相對於全球GDP的比例將由2020年的0.7%

增加至2025年的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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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獲取數據的數量及相關複雜性不斷增加，傳統軟件無法充分處理、分析及提取其
中有用的信息。因此，人工智能技術的需求應運而生。根據沙利文的報告，預計全球人工
智能技術支出（包括人工智能軟件、硬件及服務）將於2025年達至2,212億美元，自2020年687

億美元起的複合年增長率為26.3%。

鑒於其運用海量數據的能力，人工智能軟件預期於軟件支出中的佔比將愈發顯著。人
工智能軟件將成為人工智能技術市場中增長最快及規模最大的板塊，預計於2025年將佔全
球人工智能技術市場的約55.1%。根據沙利文的報告，預計全球人工智能軟件市場規模由
2020年的305億美元增長至2025年的1,218億美元，複合年增長率為31.9%。

中國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人工智能軟件市場。預計中國人工智能軟件市場將由2020

年的人民幣295億元增長至2025年的人民幣1,671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41.5%，將使其成為
全球主要市場中增速最快的市場。根據沙利文的資料，人工智能軟件預計對中國軟件市場
的貢獻將由2020年的9.0%上升至2025年的24.1%。

人工智能軟件細分市場

根據沙利文的資料，人工智能軟件市場可分為計算機視覺、語音識別與自然語言處理
以及數據科學。該等領域主要由四類人工智能模型支持，即(i)感知智能、(ii)決策智能、(iii)

智能內容生成；及(iv)智能內容增強。通過人工智能模型的量產，具有主要感知能力的計算
機視覺已成功被商業化。

計算機視覺為跨學科的科學領域，使得計算機可分析數字圖像或視頻，以便提取數據、
執行分析及自動化若干任務。根據沙利文的資料，人腦處理的80%以上信息來自視覺。該
等海量的視覺信息可以透過計算機視覺進行分析，使其成為重要的人工智能子領域，在各
個行業都有廣泛的應用。計算機視覺軟件為全球人工智能軟件市場的最大板塊，2020年的
佔比為46.9%，預計於2025年將達至680億美元，自2020年（143億美元）起的複合年增長率為
36.6%。

語音識別是指識別語言並將其轉換為文本的技術，而自然語言處理是指能夠理解和解
釋文本並按需要提供反饋的技術。其主要用於智能駕駛車艙、機器人交互及語音助手等場
景的相關語音服務。

數據科學通常是指計算機視覺、語音識別及自然語言處理應用的延伸。其包括決策智
能相關的科技應用，例如自動駕駛中的車輛控制、空間管理中的智能推薦及警報，以及智
能人機交互，使得數據科學軟件市場不斷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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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計算機視覺軟件市場預計於2025年將達至人民幣1,017億元。自2020年（人民幣167

億元）起的複合年增長率為43.5%。音頻及自然語言處理軟件預計於2025年將達至人民幣486

億元，自2020年（人民幣105億元）起的複合年增長率為35.9%。數據科學軟件市場預計於2025

年將達至人民幣168億元，自2020年（人民幣23億元）起的複合年增長率為48.8%。

中國按類別劃分的人工智能軟件市場

56.6%
35.6%

7.8%

60.9%

29.1%

10.1%

總市場規模：人民幣295億元 總市場規模：人民幣1,671億元

計算機視覺 音頻與自然語言處理 數據科學

2020年 2025年（預計）

中國計算機視覺軟件市場概覽

根據沙利文的報告，中國計算機視覺軟件市場預計於2025年將達至人民幣1,017億元，
自2020年人民幣167億元起的複合年增長率為43.5%，所佔全球計算機視覺軟件市場份額從
2020年的18.0%提升至2025年的23.0%。

中國計算機視覺軟件市場的市場規模
（人民幣十億元，2018年至2025年（預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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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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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格局

根據沙利文的報告，2020年按收入計，商湯科技為亞洲最大的人工智能軟件供應商及
中國最大的計算機視覺軟件供應商。

根據沙利文的報告，商湯科技在中國計算機視覺軟件市場的競爭對手可分類為(i)以計
算機視覺為中心的軟件公司；(ii)計算機視覺相關硬件供應商；及(iii)雲服務供應商。

下圖顯示2020年按軟件收入計的中國前五大計算機視覺軟件供應商的市場份額：

2020年中國計算機視覺軟件提供商的市場份額

公司B(2)公司A(1) 公司C(3) 公司D(4)商湯科技
0%

2%

4%

6%

8%

10%

12%

6%

11%

4%
3% 3%

附註：

(1) 公司A為一家領先的計算機視覺相關硬件供應商，業務主要涵蓋公共部門及企業。公司A在深圳證券交易所
上市。

(2) 公司B為一家領先的雲服務、電信設備及消費電子產品供應商。

(3) 公司C為一家領先的以計算機視覺為中心的軟件公司，業務主要涵蓋公共部門及企業應用程序。

(4) 公司D為一家領先的科技公司，提供娛樂、人工智能、雲服務及其他技術領域的互聯網相關服務及產品。
公司D同時在納斯達克證券交易所及聯交所上市。

進入壁壘

計算機視覺軟件行業的進入壁壘主要包括：

• 技術創新能力。技術能力乃計算機視覺軟件提供商業務發展的核心所在。由於計
算機視覺軟件的新應用場景不斷湧現，計算機視覺軟件提供商必須開發提供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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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的一站式軟件平台，以高效解決多樣化的長尾場景的特殊需求。此外，領軍
者須具備全棧技術能力，包括軟件定義的計算處理能力、算法及軟件解決方案，
以提高其基於平台的跨場景服務能力。

• 計算基礎設施。為處理所產生的海量數據並訓練高性能人工智能模型，大力投資
建設本身的計算基礎設施或採購基礎設施服務對計算機視覺軟件提供商來說至為
關鍵。有關大規模投資可能成為新進入者的壁壘。

• 人才獲取及留用。由於行業的迅速發展及人工智能軟體解決方案的廣泛部署，持
續吸納及留用經驗豐富及技術嫺熟人才的能力已成為長期業務成功的關鍵驅動力。

威脅

計算機視覺軟件行業面臨的威脅主要包括：

• 人工智能的倫理問題。於各種場景應用計算機視覺涉及於所有決策環節出現的倫
理問題，如隱私問題、人工智能責任及決策授權、透明度及偏見。

• 對數據安全及隱私的關注。數據安全及隱私仍為許多計算機視覺軟件公司的主要
關注。由於訓練人工智能模型需要大量輸入數據，而人工智能模型的推理一般涉
及處理現實世界數據，因此組織及個人日益關注提供予計算機視覺軟件公司及由
其所處理數據的安全性及隱私。

中國面向企業應用的計算機視覺軟件

企業可以透過在各種場景中部署人工智能模型實現數字化運營。

主要趨勢及市場驅動力

根據沙利文的報告，中國面向企業應用的計算機視覺軟件市場的主要增長驅動因素包
括：

運營管理改善

傳統行業及企業尋求提高運營效率。例如，諸多住宅社區均需要以簡便及智能的方式
管理環境及人員以提高生產力及客戶體驗。各種人工智能模型幫助完善運營所帶來的運營
效率提升將鼓勵更多企業大幅使用人工智能相關技術。



— 154 —

203479 \ (Project Wing) 13. 行業概覽 \ 05/12/2021 \ M05

行 業 概 覽

用工效率提升

由於人才稀缺及整體經濟發展，人力成本不斷上升。人工智能技術在很多情況下可以
減少所需的人力投入，提高效率及準確性。例如，在質量控制管理中，傳統的人工抽樣可
能不一致、效率低下且成本高昂。透過人工智能模型賦能的自動化抽樣及測試進行的質量
控制可以節省工時、提高效率，同時降低缺陷率。

增強用戶體驗

企業利用人工智能軟件以向終端用戶提供差異化的服務及產品，以增強後者的體驗，
從而獲得商業競爭優勢。例如，在購物中心中，智能軟件用以提供室內導航及數字化私人
助理，使用戶體驗更有交互性及吸引力。透過利用人工智能模型所提供的功能，企業可以
顯著提高服務的種類及效率，從而向客戶帶來更高的價值。

市場規模

根據沙利文的報告，預計中國面向企業應用的計算機視覺軟件市場於2025年將達至人
民幣230億元，從2020年（人民幣43億元）起的複合年增長率為39.8%。

主要參與者及市場地位

根據沙利文的報告，按軟件相關收入計商湯科技為2020年中國最大的面向企業應用的
計算機視覺軟件供應商。下圖為2020年按軟件相關收入計的面向企業應用的中國前五大計
算機視覺軟件供應商的市場份額。

2020年中國面向企業應用的計算機視覺軟件供應商的市場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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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公司E為領先的以計算機視覺為中心的軟件公司，業務主要涵蓋金融及公共部門。

中國面向城市管理應用的計算機視覺軟件

中國是以人工智能驅動的城市管理應用的先驅之一。中國主要城市的城市化及人口增
長改變了城市管理的格局。隨著物聯網設備不斷生成視覺數據，通過海量數據訓練並改善
的人工智能模型可以為城市管理提供洞察。城市管理者可以利用人工智能軟件推進城市數
字化轉型，為居民提供更安全、更便捷的生活環境並改善交通管理、安全、環境保護、城
市管理及應急響應等公共服務。

主要趨勢及市場驅動力

根據沙利文的資料，中國面向城市管理應用的計算機視覺軟件市場的主要增長推動力
包括：

城市管理複雜性增加

要分析於城市內獲得的非結構化視覺數據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資源，這成為城市管理
者面對因勞工短缺及預算限制的挑戰。此外，他們在進行視頻圖像實時分析及應對眾多長
尾場景的專業化需求方面資源有限。城市管理者可採用人工智能軟件解決該等問題。例如，
計算機視覺技術可以借助交通信號智能、路徑優化及智能導航幫助緩解交通延誤及減少事
故。

對及時應急響應的需求增加

城市管理者在及時識別應對事件和緊急情況方面面臨愈來愈大的困難。透過分析視頻
片段及提取有用的數據，人工智能模型可以對物理世界進行實時分析，從而幫助城市管理
者快速應對警報。例如，在計算機視覺技術及廣泛部署的IoT設備的幫助下，消防部門能夠
及時獲取準確的火災報告，而應急車輛能夠根據實時交通數據優化其駕駛路線。

市場規模

根據沙利文的報告，中國面向城市管理應用的計算機視覺軟件市場預計由2020年的人
民幣82億元增至2025年的人民幣366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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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參與者及市場地位

根據沙利文的資料，2020年按軟件相關收入計，商湯科技為中國最大之面向城市管理
應用的計算機視覺軟件供應商。下表為2020年按軟件相關收入計的面向城市管理應用的中
國前五大計算機視覺軟件供應商的市場份額。

2020年中國面向城市管理應用的計算機視覺軟件供應商的市場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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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湯科技 公司A 公司B 公司C 公司F (1)

附註：

(1) 公司F為一家領先的以計算機視覺為中心的軟件公司，業務包括城市管理以及企業及消費者應用。

中國面向消費者應用的計算機視覺軟件

人工智能技術及其應用對消費者的整體體驗愈發重要，為消費者帶來媒體、娛樂、社
交活動及醫療方面的創新服務。此外，物理世界與虛擬世界透過各種IoT設備融合，該等設
備包括智能手機及增強現實╱虛擬現實的設備。該趨勢令元宇宙湧現（即物理世界、增強及
虛擬現實在一個共享在線空間中的融合）。

主要趨勢及市場驅動力

根據沙利文的報告，中國面向消費者應用的計算機視覺軟件市場的主要趨勢及驅動力
包括：

連接IoT的設備激增

面向消費者應用的人工智能軟件市場的增長受物聯網設備的增長所驅動。加上高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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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及雲計算，該等設備能夠生成及傳輸大量數據，從而為人工智能模型的廣泛採用而締造
有利背景。此外，IoT設備更多傾向嵌入AI模型以提高性能和功能。

對人工智能增強用戶體驗的需求不斷增加

人工智能技術可以創造更加身臨其境的用戶體驗，使消費者在旅行、社交網絡、在線
購物及遊戲領域的需求不斷增長。尤其，在人工智能模型的賦能下，元宇宙有潛力成為未
來社交互動的通用平台。

人工智能在醫療行業的廣泛應用

醫療行業內，出現了愈來愈多採納人工智能技術促進精準的診斷及治療。人工智能模
型可部署在廣泛的臨床場景中，以支持放射科、心臟病科、骨科及病理科等醫院科室。此
外，人工智能有可能以各種方式徹底改變藥物發現過程，例如生成潛在複雜小分子的屬性
及結構。

市場規模

根據沙利文的報告，中國面向消費者應用的計算機視覺軟件市場預計於2025年將達至
人民幣268億元，自2020年人民幣30億元起的複合年增長率為55.0%。

主要參與者及市場地位

根據沙利文的資料，自2015年進入消費者應用市場以來，按2020年軟件相關收入計，商
湯科技為中國第二大面向消費者應用的計算機視覺軟件供應商。下圖為2020年按軟件相關
收入計的面向消費者應用的中國前五大計算機視覺軟件供應商的市場份額。

2020年中國面向消費者應用的計算機視覺軟件供應商的市場份額

公司H(2)公司F公司G(1) 商湯科技 公司D

10%

9%

7%
7%

5%

0%

2%

4%

6%

8%

10%



— 158 —

203479 \ (Project Wing) 13. 行業概覽 \ 05/12/2021 \ M05

行 業 概 覽

附註：

(1) 公司G為一家以計算機視覺為中心的領先軟件公司，業務涵蓋消費者應用。公司G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

(2) 公司H為一家領先的科技公司，提供線上商業的互聯網相關服務及產品，以及本地服務、雲端服務及其他
技術。公司H在紐約證券交易所及聯交所上市。

中國面向汽車應用的計算機視覺軟件

根據沙利文的報告，於2020年，乘用車及商用車的全球出貨量約為7,700萬輛，預計於
2030年將超過1億輛。中國在全球汽車市場上佔最大份額，佔2020年乘用車及商用車的全球
出貨量的32.8%。汽車變得愈來愈智能，導致龐大的汽車市場正經歷革命性變化。主要變化
包括自動駕駛技術的發展及智能車載軟件的發展，兩者主要得益於複雜人工智能模型的發
展。該等革命性變化帶來巨大增長機會。具體而言，預計全球自動駕駛科技市場於2025年
將達至1,100億美元，並將於2030年進一步擴張至3,200億美元。預計中國自動駕駛技術市場
於2025年將達至人民幣2,650億元，並於2030年將達至人民幣6,180億元。尤其是，於2020年，
自動駕駛所用以人工智能為中心的軟件的中國市場規模達人民幣51億元，從2016的人民幣
7億元增長至2020年的人民幣51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63.7%，預期於2025年將達人民幣530

億元，對應2020年至2025年複合年增長率為59.9%。

除軟件產品外，汽車公司還需要AI-as-a-Service及雲服務，以有效訓練人工智能模型並
不斷提高其自動駕駛能力。雲服務的發展亦能使車輛實時與周邊環境交互，創建自動化程
度更高的更安全的駕駛環境。

主要趨勢及市場驅動力

根據沙利文報告，中國面向汽車應用的計算機視覺軟件市場的主要趨勢及驅動力包括：

自動駕駛技術的採用更加廣泛

汽車公司一直在全球範圍內大力投資開發高級駕駛輔助系統(ADAS)。根據沙利文的報
告，預計截至2030年，在中國銷售的所有汽車中，汽車配備2級(ADAS)或更高級別的自動駕
駛能力的比例將大幅增至高達90%，而於2020年該比例低於9%。到2030年，預期中國國內所
出售車輛高達20%將配備4級或以上的自動駕駛能力。大部分汽車公司致力於為彼等的車型
逐步引入更為先進的自動駕駛能力。一些公司則旨在直接提供4級或以上級別的自動駕駛解
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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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智能功能的需求不斷增加

汽車正由以硬件為基礎轉變為以軟件為核心的「車輪上的計算機」。嵌入汽車系統軟件
平台的人工智能模型可以在智能自動駕駛應用中實現，包括環境感知、駕駛員監控、車聯網
連接及車載信息娛樂系統等功能。具有人工智能賦能的駕駛員監控系統及車艙信息娛樂系
統等智能車艙╱駕駛艙解決方案在汽車公司中愈來愈廣泛地用於新車型。除硬件性能外，
人工智能帶來的用戶體驗提升正日益成為汽車公司所提供汽車的關鍵差異化點。

自動駕駛的有利環境

中國走在採納自動駕駛技術的前端，擁有有利的環境。結合不斷增長的自動駕駛投資
及有利於智能汽車的政策，中國有可能培育出世界領先的自動駕駛技術及廠商。

市場規模

根據沙利文的資料，中國面向汽車應用的計算機視覺軟件市場預計將從2020年的人民
幣12億元增長至2025年的人民幣153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66.4%。



— 160 —

203479 \ (Project Wing) 13. 行業概覽 \ 05/12/2021 \ M05

行 業 概 覽

主要參與者及市場地位

根據沙利文的報告，商湯科技在ADAS、人工智能驅動的智能車艙、人工智能基礎設施
服務能力以及與中國及全球汽車公司的合作方面，與同行相比具有領先能力。下表為面向
自動駕駛的中國頂級計算機視覺軟件供應商的核心能力的對比。

L2+ ADAS

L4自動駕駛

Robotaxi/Robobus

人工智能驅動的智能車艙

人工智能基礎設施服務能力

車聯網(V2X)系統

商湯科技 公司D公司B 公司I(1) 公司J(2)

強大能力（已進入商業化階段）

仍在開發的能力（商業化的早期階段）

不存在或能力非常有限

商業化成果

附註：

(1) 公司I為一家專注於自動駕駛解決方案的領軍供應商，在中國及美國擁有robotaxi業務。

(2) 公司J為於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的領先移動出行技術平台。

資料來源

就全球發售而言，我們已委聘沙利文對我們經營所在市場開展詳盡分析並編製行業報
告。沙利文提供的服務包括針對不同行業的市場評估、競爭基準測試以及戰略及市場規劃。
我們已同意就編製及使用沙利文報告產生費用及開支合共100,000美元。有關金額付款並不
取決於成功上市或沙利文報告結果。除沙利文報告外，我們並無就全球發售委託編製其他
行業報告。

我們已於本節及本招股章程「概要」、「風險因素」、「業務」、「財務資料」等章節摘錄
來自沙利文報告的若干資料，以向潛在投資者提供我們經營所處行業更為全面的介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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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說明外，本節所載的所有數據及預測均來自沙利文報告、多份官方政府刊物及其他刊
物。於編製本市場研究報告期間，沙利文進行(i)初步研究，包括深入採訪領先的行業參與
者及行業專家；及(ii)次級研究，包括檢閱公司報告、獨立研究報告及根據沙利文的研究數
據庫的數據。預測數據為經參照特定行業相關因素後由針對宏觀經濟數據的歷史數據分析
所得。沙利文認為，編製沙利文報告所使用的基本假設（包括用於作出未來預測的假設）均
為事實、正確且無誤導成分。沙利文已對該等資料進行獨立分析，惟其審閱結論的準確性
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所收集資料的準確性。沙利文的研究或會受到該等假設的準確性以及
該等一手及二手資料來源的選擇所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