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 IFF 全球人工智能竞争力指数系列洞察报告

国际金融论坛（IFF）是独立的、非营利、非政府国际组织，2003 年 10 月由 G20 
国家以及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相关机构及领导人共同发起成立，

是全球金融领域高级别常设对话机制和多边合作机构，被誉为全球金融领域的“F20 
（Finance 20）”。

国际金融论坛（IFF）的目标是通过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的运营机制，建立全

球经济、金融和公共政策领域战略对话、交流合作、实践创新、学术研究和人才

培育平台，推动金融服务世界，促进全面可持续发展。

自 2003 年创立以来，国际金融论坛（IFF）秉持和遵循“全面可持续发展—新资本、

新价值、新世界”的宗旨，致力于打造具有战略远见、国际一流的学术智库和多

边对话平台。

国际金融论坛（IFF）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运行机制，确保独立、客观、前瞻

和包容性，以促进国际金融合作与交流；通过对全球金融领域的深入研究，促进

中国经济、世界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实现以下目标：

1、全球金融战略对话平台；

2、全球金融交流合作平台；

3、全球金融创新实践平台；

4、全球金融研究智库平台；

5、全球金融人才培养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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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IFF 全球人工智能 
竞争力指数系列洞察报告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

力，正在深刻改变全球的创新版图和竞争格局。在这一背景

下，科学评估和把握各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态势和竞争

实力，对于理解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动态、制定相关政策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国际金融论坛 IFF 开启全球人工智能竞争

力指数项目，致力于构建一个全面、客观、可量化的全球人

工智能竞争力评估体系，通过多维度指标，系统性地评估和

比较各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综合实力与发展潜力。

本研究项目以多维度评估、客观数据量化、前瞻性分析为

原则，构建全面的评估框架，确保指标的系统性和全面性。

同时采集全量数据，进行数据清洗、归一，确保量化结果的

客观性。对部分国家的案例分析，不仅评估现状，更注重发

展潜力和趋势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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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究将从五个核心维度构建评估体系：

技术发展与应用（AI 企业为代表）

研究与创新

人才发展

政策及监管环境

市场接受度及基础设施

每个维度下设若干二级指标，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

方法进行评估。本报告作为系列研究的第二篇，也是竞争力

指数的五个核心维度之一，本篇将重点聚焦全球 AI 领域研究

和创新的发展现状，对各国 AI 相关的科研论文和专利进行深

入分析。后续发布剩余三个维度的分析报告，共同构建起完

整的全球人工智能竞争力指数图谱。

摘要：本文对全球各国 200 余万篇人工智能相关科研论

文及人工智能发明授权专利进行数据分析。在论文数量上，

中国大陆以 76.9 万篇成为全球 AI 论文总量最高的地区，最近

10 年时间增长了 696%。日本、韩国进入全球前十，显示出东

亚地区对全球 AI 研究的贡献。按照每百万人口进行计算，新

加坡、瑞士、英国、澳大利亚这四个国家，每百万人口贡献

的 AI 论文均超过 2,000 篇，这四个国家拥有强大的 AI 科研密

度。本文从论文平均被引用次数及期刊平均影响因子两个维

度进行数据归一处理，综合评估各国 AI 论文影响力。结果显

示，瑞士、加拿大的影响力数值排名全球前二，数值均超过

0.8。英国、荷兰、美国、澳大利亚排名 3-6 位，数值均超过

0.7，可见欧美国家对于 AI 科研的影响举足轻重。对 AI 论文

的国际合作情况进行分析发现，美国、法国、德国学者作为

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中，中国学者均成为上述三国学者论文

最重要的合作方，中国学者正在全球化地影响 AI 科研。通过

对中美两国的人工智能专利 co-occurrence 共现分析发现，美

国企业还更多地在人工智能底层基础层和中间技术层布局，

例如处理器架构和配置、基带系统零部件、机器学习等，中

国存在较大的追赶空间。

关键词：人工智能、竞争力指数、研究、创新、论文、

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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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AI 科研论文地理分布

比，发现数据库中大部分的会议论文都来自相对普通的学术会

议，质量并不高。而很多高质量的会议论文，都已经发表在了

学术期刊上。最终结果显示，截止 2025 年 2 月 14 日，可以获

得共计 382.8 万篇论文，其中 242.1 万篇为期刊论文，140.7 万

篇为会议论文（通常汇编成会议论文集）。为了保证研究的严

谨性，我们将 242.1 万篇正式的期刊论文作为本次研究的数据

样本，期刊论文通常经过严格的同行评审，质量稳定。

当研究全球各国 AI 论文的时候，摆在面前的首要问题

是，目前全球 AI 论文的总量、分布情况如何？从时间序列上

看，有什么变化趋势？我们尝试回答上述问题。

关于人工智能相关科研论文的定义，我们暂且认定，所

有科研论文中，涉及到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监督学习、强

化学习等技术（具体关键词组，详见参考文献 [1]），运用人

工智能代表性的神经网络等算法的论文研究，包括 AI 相关工

具、行业应用及其他伦理及跨学科研究的，统一定义为人工

智能相关科研论文。

利用上述关键词组在 Web of Science、IEEE xplore、Google 

Scholar 三大数据库中进行检索查询，并对检索结果进行统计

去重。对于上述数据库，一般都提供两个选项：会议论文或期

刊论文。在开始本次研究之前，我们抽样了一批数据进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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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AI 科研论文数量（选取排名前30位的国家 / 地区）

表 1- 全球 AI 科研论文前 30 名国家 / 地区

排名 国家 / 地区名称 AI 论文数量 论文数量 / 每百万人口

1 中国大陆 768,643 549.0

2 美国 368,104 1,082.7

3 印度 118,513 84.7

4 英国 107,692 1547.3

5 德国 85,132 1,025.7

6 日本 75,569 604.6

7 韩国 71,004 1,365.5

8 加拿大 66,186 1,741.7

9 法国 58,034 892.8

10 意大利 57,323 955.3

11 澳大利亚 53,592 2,061.2

12 西班牙 48,084 1,023.1

13 中国台湾 38,565 1,641.1

14 伊朗 36,289 437.2

15 沙特阿拉伯 29,639 823.3

16 荷兰 29,213 1,622.9

17 新加坡 25,393 4,378.1

18 俄罗斯 25,129 174.5

19 瑞士 25,062 2,880.7

20 巴西 23,844 111.4

21 土耳其 23,459 279.3

22 马来西亚 20,689 626.9

23 波兰 20,100 528.9

24 巴基斯坦 17,389 75.6

25 瑞典 16,663 1,666.3

26 比利时 15,564 1,353.4

27 希腊 14,143 1,414.3

28 埃及 13,666 128.9

29 奥地利 12,806 1,422.9

30 以色列 12,260 1,2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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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全球 AI 科研论文前 30 名国家 / 地区热力图

中国大陆以 76.9 万篇，成为全球 AI 论文总量最高的地

区，近乎第二名美国的 2 倍；

日本、韩国在 AI 论文总量维度上，均进入全球前 10，

显示出东亚地区对人工智能研究的热情，对全球总量贡献较

大；欧洲地区，英国、德国处于世界第四和第五位。此外，

法国、意大利也进入前十；

按照每百万人口进行计算，新加坡、瑞士、英国、澳大利

亚这四个国家，每百万人口贡献的 AI 论文均超过 2,000 篇，

显示出上述四国强大的 AI 科研实力。排名第一的新加坡更是

超过了 4,000 篇，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

在我们系列报告的第一部分，中国香港和阿联酋在 AI 企

业数量方面表现突出。在本次研究中，中国香港和阿联酋这

两个地区和国家的 AI 论文总数分别是 6,532 篇和 3,126 篇，

分别排在世界第 39 和 55 位。

全球前 30 大 AI 科研论文发表期刊的统计数据可以发现，

美国和欧洲主办的期刊影响力巨大，尤其是 IEEE（电气电子

工程师学会）相关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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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全球 AI 科研论文前 30 大发表期刊

*arXiv 并非专门的学术期刊，但考虑到 Web of Science 这样的数据平台，仍然将 arXiv 作为一个论文的发表来源，所以此处，我们也将

其作为一个独立的论文发布来源。

排名 期刊名称 发表论文总数 主办国 / 地区

1 arXiv 105,871 US

2 IEEE Access 38,443 US

3 Sensors 23,869 Switzerland

4 Applied Sciences 18,806 Switzerland

5 Remote Sensing 16518 Switzerland

6 Neuro Computation 13872 US

7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12,426 Netherlands

8 Computer Engineering and applications 11,328 Mainland, China

9 IEEE Transactions on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9628 US

10 Pattern Recognition 9186 Netherlands

11 IEEE Transactions on Image Processing 8974 US

12 Electronics 8,899 Switzerland

13 IEEE Transactions on Pattern analysis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 7509 US

14 Medical Physics 7030 US

15 Neural Computing & Applications 6,711 UK

16 IEEE Sensors Journal 6337 US

17 Magnetic Resonance in Medicine 6041 US

18 IEEE Transactions on Instrumentation and Measurement 5812 US

19 IEEE Transactions on Neural networks and learning systems 5642 UK

20 Information Sciences 5,624 Netherlands

21 Computers in Biology and Medicine 5449 UK

22 Knowledge based systems 5438 Netherlands

23 IEEE Transactions on Medical Imaging 5391 US

24 Neural Networks 5324 UK

25 Diagnostics 5192 Switzerland

26 Advanced Materials 4858 Germany

27 Biomedical Signal Processing and Control 4825 UK

28 Computers and Electronics in Agriculture 4425 Netherlands

29 IEEE Transactions on Multimedia 4154 US

30 Journal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4100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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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时间序列分析

图 2-1 全球 AI 科研论文前 10 名国家 / 地区逐年发表论文数

图 2-2 全球 AI 科研论文前 10 名国家 / 地区逐年发表论文数（不包含中国大陆地区）

根据图中逐年数据，可以发现：

当我们了解了全球各国 AI 论文的发展现状后，发现论文

的总量是衡量一个国家 AI 科研竞争力的维度，但更重要的

是，科研论文的水平高低，也是竞争力水平。论文的数量并

非唯一的评价标准，其影响力在学术和实践领域的贡献同样

值得关注。本研究的第二部分将重点分析全球各国 AI 论文的

影响力，包括论文的引用次数、发表期刊的影响因子以及国

际合作的影响等方面。通过这些指标，我们将揭示不同国家

在 AI 领域的学术影响力分布及其背后的驱动因素。

中国大陆成为过去十年，AI 科研论文发表数量增长最快

的国家，2024 年全年发表论文 13.3 万篇，相比 2015 年的 1.67

万篇，10 年时间增长了 696%，美国 10 年间，这一数字增长

了 390%；

中国大陆相比美国等其他国家和地区，AI 科研论文数量

的增长，主要集中在 2019 年及以后，尤其是从 2022 年开始，

显著扩大领先优势，印度也呈现出类似趋势；

中国大陆当前每年发表的 AI 科研论文总数量，已经超过

第 2-10 位国家发表数量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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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影响力分析

表 3- 全球 AI 科研论文数量前 30 名国家 / 地区论文平均被引用次数

排名 国家 / 地区名称 AI 论文平均被引用次数

1 中国大陆 10.3

2 美国 27.1

3 印度 8.9

4 英国 31.2

5 德国 25.2

6 日本 14.9

7 韩国 15.5

8 加拿大 35.7

9 法国 20.8

10 意大利 26.7

11 澳大利亚 43.6

12 西班牙 24.8

13 中国台湾 12.2

14 伊朗 16.5

15 沙特阿拉伯 16.6

16 荷兰 38.9

17 新加坡 31.7

18 俄罗斯 9.0

19 瑞士 43.9

20 巴西 17.6

21 土耳其 14.8

22 马来西亚 20.9

23 波兰 15.6

24 巴基斯坦 24.2

25 瑞典 11.0

26 比利时 22.9

27 希腊 21.0

28 埃及 19.2

29 奥地利 32.3

30 以色列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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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全球 AI 科研论文数量前 30 名国家 / 地区论文发表期刊平均影响因子

排名 国家 / 地区名称 论文发表期刊影响因子

1 中国大陆 6.5

2 美国 9.5

3 印度 3.0

4 英国 8.5

5 德国 7.8

6 日本 5.5

7 韩国 5.3

8 加拿大 8.2

9 法国 6.8

10 意大利 5.8

11 澳大利亚 6.3

12 西班牙 4.8

13 中国台湾 5.0

14 伊朗 2.5

15 沙特阿拉伯 2.2

16 荷兰 7.3

17 新加坡 7.2

18 俄罗斯 3.5

19 瑞士 7.5

20 巴西 2.8

21 土耳其 3.3

22 马来西亚 2.3

23 波兰 3.8

24 巴基斯坦 1.5

25 瑞典 6.2

26 比利时 5.2

27 希腊 4.3

28 埃及 1.8

29 奥地利 4.5

30 以色列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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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全球前 30 大国家 / 地区 AI 科研论文影响力矩阵图

平均引用次数数据归一化：

公式：

平均影响因子数据归一化：

公式：

综合影响公式：

公式：

将前述数据归一化公式代入综合影响力公式，可得：

这里就是最终衡量不同国家或地区 AI 论文影响力的综

合指标，通过对平均引用次数和论文所发表期刊平均影响因

子分别进行数据归一化后，各按 50% 的权重比例得出。

* 矩阵图中的横向和垂直线段，对应两大维度中所有国家的平均值

可以分析发现，荷兰、瑞士、澳大利亚、新加坡、英国、

德国、美国等国家，处于第一象限内。这些国家所发表的 AI

科研论文，所发布期刊拥有较高的影响因子，同时论文也拥

有较高的被引用次数。综合表现最为优异。

我们在评估一个国家和地区 AI 论文影响力的时候，光靠

所有论文的平均引用次数是相对片面的。同样，只看所有发

表论文期刊的平均影响因子也无法综合评估。这里我们利用

统计学的方法，对两个维度的数据进行归一化，随后按照各

50% 的比例，计算出一个综合影响系数，以此来测量不同国

家及地区的 AI 论文影响力：

设平均引用次数为 X，样本中的最大值为，最小值为；

平均影响因子为，其样本中的最大值为，最小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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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全球 AI 科研论文数量前 30 名国家 / 地区影响力值

排名 国家 / 地区名称 AI 论文影响力值 Z

1 中国大陆 0.3163

2 美国 0.7389

3 印度 0.0864

4 英国 0.7629

5 德国 0.6358

6 日本 0.3333

7 韩国 0.3296

8 加拿大 0.8103

9 法国 0.4641

10 意大利 0.5019

11 澳大利亚 0.7156

12 西班牙 0.4085

13 中国台湾 0.2497

14 伊朗 0.1654

15 沙特阿拉伯 0.0986

16 荷兰 0.7506

17 新加坡 0.6494

18 俄罗斯 0.1378

19 瑞士 0.8523

20 巴西 0.1930

21 土耳其 0.2129

22 马来西亚 0.1926

23 波兰 0.2563

24 巴基斯坦 0.2153

25 瑞典 0.3165

26 比利时 0.4205

27 希腊 0.3091

28 埃及 0.1435

29 奥地利 0.5003

30 以色列 0.4969

   由此，我们得到了全球 AI 论文数量前 30 名国家的综合影响

力数据，

瑞士、加拿大排名前二，数值均超过 0.8。英国、荷兰、

美国、澳大利亚排名 3-6 位，数值均超过 0.7。前 10 位除了排

名第 2 的加拿大、第 5 的美国、第 6 的澳大利亚和第 7 的新加

坡，其余 6 位均为欧洲国家，显示出欧洲国家强大的科研实

力，这中间主要为瑞士、德国、奥地利这样的德语区国家；

中国大陆虽然在论文数量上大幅领先其他国家，但综合

影响力排名，与头部国家差距较为明显，排在第 17 位，有较

大的提升空间；

印度、沙特在这份榜单汇总中，排名较低，得分均不足

0.1，显示这两个国家的 AI 科研论文，在平均被引用次数和期

刊影响因子方面，处于较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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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者合作分析

科研合作是现代科学研究的重要特征之一。我们本次研

究在分析各国人工智能科研论文竞争力的时候，毫无疑问必须

将论文的作者合作作为重要的研究维度。我们尝试提供一个视

角，帮助大家去分析人工智能论文发表的大国中，其论文的合

作学者，都是来自于哪些国家，有哪些明显的规律特征？

图 4- 中国等头部人工智能论文发表国家作者合作 - 桑基图

我们从论文数据库中，进行了等比例的随机抽样，提取出

第一作者为中国、英国、德国、法国、美国四个国家 / 大学的

论文，分析其合作作者的来源，以桑基图的形式进行呈现：

可以发现全球 AI 论文发表的头部国家中，其合作方呈现

出明显的地缘特点。比如中国和韩国、日本之间，英国和法

国之间，

第一作者为中国学者的文章中，其合作作者来源最为广

泛，韩国相对较多一些，其余英国、美国、法国等来源较为

均等。英国学者作为第一作者的文章中，法国学者是非常重

要的合作方，

美国、法国、德国学者作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中，中

国学者均成为上述三国学者论文最重要的合作方，我们推定

这跟中国的海外留学生有较强关联，因为中国有大量的海外

留学生在上述三国进行科学研究，所以在论文发布中有显著

的体现。

法国学者的论文国际化程度，相比英国、德国，存在较

大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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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领域及主题分析

表 6- 全球前 10 大 AI 论文发表国家 / 地区发表研究主题分布

Country/ 
TOPIC

中国大陆 美国 印度 英国 德国 日本 韩国 加拿大 法国 意大利

Computer-
Science

76.5% 74.6% 77.9% 76% 73% 81.8% 76.1% 75.3% 78.5% 74.5%

Engineering 48.6% 45.6% 49.6% 46.0% 43% 42.2% 58.1% 50.6% 45.1% 45.3%

Communication 42.4% 39.6% 39.8% 37.2% 39.9% 45.7% 42.1% 39% 45.5% 36.3%

Mathematics 39.7% 38.9% 41.4% 38.5% 36.5% 34.3% 37.4% 41.2% 42.3% 35.2%

Automation 
Control Systems

19.1% 29.8% 13.5% 17.7% 13.4% 14.9% 14.9% 16.7% 16.1% 16.3%

Mathematical 
Computational 
Biology

13.8% 29.8% 26.4% 26.8% 30.5% 22.1% 20.7% 27.9% 26.3% 24.7%

Instruments 
Instrumentation

13.7% 10.8% 9.5% 11.5% 13.1% 11.8% 14.1% 11.7% 12.8% 15.5%

Robotics 11.9% 10.2% 9.8% 14.4% 10.3% 12.3% 11.5% 12.8% 13.6% 13.1%

Medical Imaging 8.5% 21.8% 16.0% 17.9% 23.5% 15.8% 15.0% 20.8% 19.5% 17.2%

Neurosciences 
Neurology

4.0% 12.3% 5.5% 11.3% 13% 8.3% 6.6% 11.3% 10.3% 9.5%

我们将全球AI论文总量前十的国家相关论文数据提取，

分析所有论文的关键词和主题，划定以下十个关键主题，

包 括：Computer-Science、Engineering、Communication、

Mathematics、Automation Control Systems、Mathematical 

Computational Biology、Instruments Instrumentation、Robotics、

Medical Imaging、Neurosciences Neurology，当然这些主题并

未能全部囊括全球所有 AI 论文的研究方向，但经过数据对

比，我们发现，这十个主题是所有论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

我们将此设定为研究方向的范围，对比数据可以发现：

德国对于 AI 在医学方面的研究，全球领先，他们投入了

大量资源去研究 Mathematical Computational Biology、Medical 

Imaging、Neurosciences Neurology。这三个主题的研究，德国

学者的研究比例，均显著领先全球其他前 10 国家。

日 本 对 于 computer science、communication 的 关 注，

法 国 对 于 Mathematics 的 关 注， 意 大 利 对 于 Instruments 

Instrumentation 的关注，领先全球其他国家。

中美两大 AI 国家头对头的对比可以发现，计算机科学、

工程等主要研究方向占比均类似，但中国在医学相关领域、

自动化控制系统、控制器领域的 AI 研究比例，明显落后于美

国，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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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全球前 10 大 AI 论文发表国家 / 地区发表主体分布

我们将全球 AI 科研论文前 10 大国家和地区的所有研究机构进行统计，

每个国家取其前 10 名的研究机构，将其所发表的 AI 科研论文数量以横向柱

状堆积图的形式呈现，可以发现：

中国的所有研究机构中，中国科学院以及中国科学院大学占据了前 10 名

中接近 50% 的比例，是中国 AI 科研最重要的力量。此外，清华大学、浙江

大学也占有举足轻重的份量。

美国方面，加州大学系统、哈佛以及德克萨斯大学系统，是美国 AI 研究

的主要参与者。英国则集中在伦敦大学学院、帝国理工学院、牛津大学这三

所机构。

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国家有较多的公共研究机构成为国家 AI 科研的主力

军，包括德国的亥姆霍兹联合会、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CNRS、意大利国

家研究委员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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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我们对上述提到的重点大学和机构，进行案例分析：

中国

中国科学院及中科院大学：

（二）跨学科融合的科研范式创新

人工智能的突破性进展往往依赖与其他学科的深度交

叉。中科院及中国科学院大学依托其综合性科研体系，推动

“AI for Science”（AI4S）新范式，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

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科学领域，形成双向赋能。

1. 学科交叉机制

例如，2024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均授予了 AI 与基

础科学交叉领域的突破，中科院在类似研究中表现突出。科

研团队通过联合实验室（如自动化所与物理所的合作），将

生成式 AI 用于量子计算模拟、蛋白质结构预测等前沿领域，

显著提升了科研效率。

2. 科研范式变革

传统科研依赖实验与理论推演，而 AI 驱动的数据建模和

模拟技术正在改变这一模式。中科院团队在光量子计算领域

的研究即体现了这一趋势：通过超导纳米线技术实现多光子

探测，结合 AI 算法优化实验设计，大幅缩短了研发周期。

（一）国家战略驱动的科研体系与资源集中

中科院作为中国科技领域的“国家队”，其科研布局始

终与国家战略深度绑定。人工智能被中国列为国家科技创新

2030 重大项目之一，中科院作为核心承担单位，在算力基础

设施、算法创新、多学科交叉等领域获得持续支持。例如，

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计算技术研究所等专门机构长期深耕

AI 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形成了从基础算法到产业落地的完

整链条。

1. 政策与资金支持

中科院的科研项目较多依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创

新 2030 重大项目等专项经费。这类资金不仅保障了硬件投入

（如国家超算中心），还为跨学科团队协作提供了灵活性。

2. 数据与算力资源整合

中国庞大的数据资源为 AI 研究提供了独特优势。中科院

通过统筹全国科研数据平台（如国家天文台、生物信息中心

等），构建了多领域数据池，支撑深度学习模型的训练与验

证。此外，中科院计算所主导的“寒武纪”类脑芯片研发，

进一步提升了自主算力水平。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全球人工智能竞争力指数洞察报告 17

（三）高端人才集聚与培养机制

中科院及国科大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储备具有显著优势，其“研教融合”模式为国家输

送了大量顶尖科研人员。

1. 院士与领军学者引领方向

以姚期智院士为代表的中科院院士团队，不仅主导了 AI 基础理论突破（如类脑计算、多模

态学习），还通过战略规划推动学科发展。例如，王坚院士提出“AI 是科学革命的工具”，强

调打破学科壁垒的重要性。

2. 复合型人才培养

国科大通过“科教融合”学院（如人工智能学院）培养跨学科人才，课程设置涵盖数学、

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等多领域。此外，中科院与企业的联合实验室（如与华为、阿里巴巴的

合作）为学生提供产业级课题，加速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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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域优势及政策支持

（1）依托杭州数字经济热土

浙江地处长三角经济带，拥有高度成熟的产业链和完善

的物流体系，为 AI 产品和服务的快速落地提供了绝佳条件。

杭州更是数字经济的高地，阿里巴巴已经在互联网时代为杭

州和浙江打下良好的基础，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金融等

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与高校的前沿研究形成双向互动，共同

推进技术的迭代升级。

（2）政府的积极扶持与政策激励

   杭州通过设立科技创新专项资金，重点支持 AI 企业的关键

核心技术研发、产品转化及市场推广等环节。符合条件的企

业可以获得研发补贴、项目经费支持，最高补贴金额可达数

千万元。例如：

杭州智算中心作为公共算力平台，提供自主化算力底座

（如昇腾 AI 集群），企业可申请“算力券”补贴，按算力

合同费用的 30% 获得支持（多模态基础大模型企业可放宽比

例），单家企业年度最高补贴 800 万元，全市年度总额达 2.5

亿元；

对人工智能领域的高层次创业项目（如“5213”计划），

给予最高 1500 万元扶持；领军型团队最高支持 2000 万元；

引导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通过“3+N”杭州基金群加大对

AI 项目的天使投资；对上市企业给予最高 1000 万元奖励；

浙江大学：

近年来，浙江大学在全球范围内发表的 AI 论文数量持续攀升，并培养出诸多优质人

才与企业家（如创办 DeepSeek 的梁文锋）。从科研视角分析浙江大学为何能够在人工智

能领域走在全国乃至世界前列，或许能够为其他高校及科研机构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雄厚的学术基础与通识教育布局

1、多学科交叉融合

浙江大学历来重视多学科交叉研究，在计算机科学、控制

科学、信息与通信工程、统计学乃至医学等领域均处于国内

领先地位。校内各院系及科研机构能够有效联动，运用多种

学科视角解决 AI 领域的核心难题。例如，计算机学院与电气

工程学院在智能电网、大数据分析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医学

院与人工智能研究院合作探讨智能诊断、医疗影像识别等，

让跨学科的优势真正转化为科研成果。

2、面向未来的研究方向

浙江大学在人工智能研究上拥有清晰的前瞻性布局，紧

密契合国际前沿热点。在深度学习、智能感知、自然语言处

理、智能机器人、自动驾驶等方向上，浙大均设立了重点科

研团队和实验室，并积极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为自身的

科研声量和学术影响力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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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通过“算力券 + 资金补贴 + 场景落地 + 人才生态”的多维政策组合，构建了从基础研发到产

业落地的完整支持体系。其核心特点包括：普惠性与精准性结合：通过公共算力降低企业成本，同时针

对领军企业、细分领域提供专项激励；应用导向：推动 AI 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如制造业、医疗、跨

境电商）；生态协同：政府、企业、高校、资本多方联动，形成创新闭环 236。这些政策不仅加速了本

地 AI 企业的技术突破（如实在智能的 70B 大模型训练），也吸引了全国乃至全球的产业资源集聚，巩

固了杭州作为“中国 AI 头雁城市”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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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加州大学系统：

美国的加州大学系统（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ystem, UC 系统）由多所世界著名的研究型大学组

成，包括伯克利（Berkeley）、洛杉矶（UCLA）、圣地亚哥（UCSD）、圣塔芭芭拉（UCSB）等校区。

这些高校在人工智能（AI）领域发表的科研论文数量长期位居全球前列，并在学术影响力、技术创新及

产业孵化等方面占有重要地位。我们尝试从数据、可量化的角度去分析加州大学系统的优势所在。

2、企业赞助资金

谷歌：2020 年，UC 伯克利与谷歌达成为期 5 年的合作协

议，累计投入 5000 万美元，重点开发自然语言处理（NLP）

与大规模预训练模型（如 BERT 的改进版）。

英伟达：UC 系统多校区（包括 UCLA、UCSD）与英伟

达共建“GPU 加速计算联合实验室”，2023 年英伟达提供硬

件支持与 2,000 万美元研究基金，用于优化深度学习框架的并

行计算效率。

3、加州政府专项预算

加州 AI Initiative（加州人工智能计划）：2021 年，加州政

府拨款 2.5 亿美元支持 AI 研究，其中 UC 系统获得约 40%（约

1 亿美元），重点投向医疗 AI、自动驾驶和 AI 伦理领域。

巨大的科研资金投入及项目支持

1、联邦资金投入

NSF（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根据 2022 年公开披露的

数据，UC 系统共获得 NSF 拨款约 6.3 亿美元，其中 AI 相关

研究占比约 15%（约 9,450 万美元）。例如，UC 伯克利的

“BAIR 实验室”（Berkele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在 2021 年获得 NSF 资助 1,800 万美元用于机器人学习与计算

机视觉研究。

DARPA（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UC 圣地亚哥的

“机器学习与自主系统实验室”在 2023 年获得 DARPA 2500

万美元资助，用于开发战场环境下的自主决策 AI 系统。

能源部（DOE）：UC 伯克利牵头的人工智能与气候科学

交叉项目（AI for Climate）在 2022 年获得能源部 3,200 万美

元拨款，用于利用 AI 优化能源分配与碳排放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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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尖科研团队与成果产出

1、核心研究机构与实验室

UC 伯克利 BAIR 实验室：拥有超过 50 名全职教授和 300

名研究生 / 博士后，年均发表顶级 AI 会议论文（NeurIPS、

ICML、CVPR）200 篇以上，2023 年论文引用量位列全球高

校第一；

UCLA VCLA 实验室（视觉、认知与学习实验室）：在

计算机视觉领域，近五年累计发表 CVPR 论文 120 篇，主导

ImageNet、COCO 等国际竞赛数据集建设；

UC 圣地亚哥 CSE 系：其深度学习团队开发的“AlphaFold 

2.0”算法（与 DeepMind 合作）在蛋白质结构预测领域准确

率达 92.4%，被《自然》杂志评为“年度科学突破”。

2、领军人物及科研转化

图灵奖得主：UC 伯克利教授 Stuart Russell（AI 伦理与可

解释性研究先驱）、David Patterson（计算机体系结构专家，

推动 AI 硬件优化）主导多项国家级 AI 项目；

专利与技术转化：UC 系统近五年累计申请 AI 相关专利

1,500 项，其中商业化转化率约 20%（如 UC 伯克利的自动驾

驶专利授权给 Cruise 公司，带来 1.2 亿美元收入）。

人才培养及产业孵化

毕业生去向：UC 伯克利计算机科学专业毕业生中，约

35% 进入硅谷顶尖科技公司（谷歌、Meta、OpenAI 等），

15% 自主创业（如 OpenAI 联合创始人 Wojciech Zaremba 毕

业于 UC 伯克利）；

创业支持：UC 系统通过“SkyDeck”（伯克利创业孵化

器）每年孵化 50 家 AI 初创企业，累计融资超 10 亿美元（例

如自动驾驶公司 Aurora Innovation 获软银 5.3 亿美元投资）。

加州 AB 1576 法案：2022 年通过，要求州政府每年拨款

5000 万美元支持高校与企业的 AI 联合实验室，其中 UC 系统

优先获得约 60% 份额；

UC Ventures 基金：UC 系统旗下风险投资基金规模达 2.5

亿美元，重点投资 AI、生物科技等领域，单笔投资额在 50

万 -500 万美元之间。

政策及基础设施相关

加州的政府政策

数据开放政策：加州通过《公共数据访问法》（AB 

1360），要求政府向 UC 系统开放交通、医疗、环境等领域

的 100+ 个公共数据集，供 AI 研究使用；

税收优惠：AI 企业在加州投资研发可享受 15% 的税收抵

免，UC 合作的初创企业额外获得 10% 抵免（例如医疗 AI 公

司 Tempus Labs 通过 UC 合作节省了 1,200 万美元税费）。

计算资源

超算中心：UC 系统拥有全美高校最大的计算集群之一，

包括 UC 伯克利的 Savio 集群（峰值算力 5.2 PetaFLOPS）和

UCSD 的 Expanse 集群（峰值算力 8.1 PetaFLOPS），为 AI 训

练提供免费或低成本算力支持。

量子计算布局：UC 伯克利与 IBM 合作建设“量子计算

与 AI 交叉中心”，部署 IBM 量子计算机（433 量子比特），

年均支持 50 个 AI 与量子交叉研究项目。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美国的加州大学系统年均 AI

研究经费超 3 亿美元（联邦 + 州 + 企业），近五年加州大学

系统在 NeurlPS、ICML、CVPR 等顶尖学术会议发表的论文超

过 1,800 篇，占全球高校总量的 12%。此外，根据 CSRankings

的数据，加州大学系统拥有图灵奖得主 5 人，院士 120 人，全

球前 100 的 AI 科学家占比 18%。加州大学的成功来源于巨额

的资金投入、顶尖人才的聚集以及政策的精准扶持。最重要的

是，与硅谷生态的深度绑定，使其成为全球 AI 科研的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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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亥姆霍兹协会（Helmholtz Association）是德国最大的科

研机构联合体之一，涵盖了 18 个科研中心，并在众多学科领

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随着人工智能（AI）成为全球科技竞争

的核心领域，亥姆霍兹协会在 AI 研究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在

过去几年中，该机构在 AI 相关研究中的成果（包括高质量论

文、核心算法研发和实际应用）不断增加，并且在《Nature》、

《Science》等顶级期刊以及学术会议（如 NeurIPS、ICML、

CVPR）上的研究贡献位列全球前列。

多重资金来源驱动

国家财政支持：亥姆霍兹协会的研究经费约占德国联邦

政府科研总预算的 20%，是德国科技创新的核心机构之一。

2022 年，其年预算约 51 亿欧元（其中相当一部分用于人工智

能研究）。

德国政府的“国家人工智能战略”明确将亥姆霍兹协会

作为 AI 发展的顶级科研支柱，给予全方位政策支持。2025 年

前，德国政府在 AI 研发方面共投入 50 亿欧元，其中亥姆霍

兹协会预计占比超过 25%；计划到 2030 年使德国主导工业 AI

的标准化定义，增强全球影响力；德国政府会提供超 1 万个

专用数据集（如欧洲地球观测数据、高速医疗数据）供亥姆

霍兹 AI 研究使用；

专项科研资金：“AI+X”基金计划：德国政府通过“国

家人工智能战略”（German AI Strategy），支持亥姆霍兹协

会每年获得约 5000 万欧元专项科研资金，涵盖 AI 基础算法

研究和工业技术应用开发。

欧洲项目拨款：亥姆霍兹协会参与欧盟Horizon Europe计

划，2022 年从中获得超过 2 亿欧元的项目拨款，与欧洲其他

高校和机构联合攻关人工智能前沿领域。

企业合作：与西门子、博世、SAP 等德国工业巨头合作

开发工业 AI 和自动化系统，每年吸引约 1 亿欧元的产业合作

基金。

资源整合及跨学科合作

亥姆霍兹协会以跨学科研究著称，将 AI 融合到物理、生

命科学、地球与环境科学、能源研究等多个领域：

Jülich 超级计算中心：拥有欧洲最强超级计算机之一

（JUWELS），计算能力达 85 PetaFlops，为人工智能算法训

练和大规模数据处理提供了强大的基础设施。

“亥姆霍兹 AI 平台”：整合了 18 个研究中心的资源，

形成一个覆盖能源、健康、交通、环境和计算科学的人工智

能合作网络。

各研究中心分工明确，例如：

德国癌症研究中心（DKFZ）：主要关注医疗 AI（如癌

症图像诊断）。

德国航空航天中心（DLR）：专注于自动驾驶和空天无

人系统中的 AI 技术。

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KIT）：研究深度学习算法与博弈

智能。

开放的学术体系

亥 姆 霍 兹 协 会 通 过“Helmholtz International Talent 

Program”吸引国际顶尖科学家。其 AI 科研团队由来自 40 多

个国家的研究人员组成，其中包括多名国家级科学奖得主和

全球学术影响力高的 AI 专家。

每年约有 150 名博士生和博士后在亥姆霍兹 AI 研究平台

进行训练，大幅增强了其科研创新能力。例如：Prof. Klaus-

Robert Müller：深度学习和 AI 医疗诊断领域的先驱，主导推动

了用于癌症诊断的 Explainable AI（可解释人工智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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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驱动

医疗 AI

癌症早期筛查：德国癌症研究中心利用 AI 开发的早期检测工具，通过影像处理（MRI/

CT）实现癌症检测准确率提高 30%，显著减少误诊率。相关成果发表在《Nature Medicine》

（2022 年），引用量超 500 次。

基因组 +AI 分析：亥姆霍兹研究中心利用 AI 对基因组数据进行快速处理，显著降低

了大规模基因组分析的时间成本（从数月缩短到数天）。

能源与气候 AI

利用人工智能优化风能和太阳能分布：德国卡尔斯鲁厄研究中心通过 AI 建模优化能

源分配，预计每年可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率 15%。气候变化预测：德国地学与环境研究

中心（GFZ Helmholtz）运用深度学习和气候科学数据集开发气候模型，大幅提升了预测

全球极端气候事件的精确性。

工业与自动化：德国航空航天中心开发的 AI 导航系统应用于自动驾驶汽车和无人

机，大幅增强了在复杂城市环境中的导航能力，精确度提高 25%。与博世、西门子联合

开发“工业 4.0”AI 智能工厂，用 AI 算法优化生产效率，节省人工成本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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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英国的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是一所成立于 1907 年的世界顶尖学

府，多年来稳居全球大学排名前十。学院以其尖端的研究生态系统享誉全球，尤其在人

工智领域的创新方面成果卓著。通过数据科学研究所（Data Science Institute）、汉姆林机

器人手术中心（Hamlyn Centre for Robotic Surgery）和人工智能驱动的医疗健康项目等平

台，帝国理工已成为推动 AI 发展的重要引擎。学院的突出成就包括利用医学影像分析开

发用于早期癌症检测的神经网络，设计面向城市交通的自主系统，以及研发在复杂模拟

中超越人类操作水平的强化学习模型。此外，帝国理工还建成了全英国首个专注于人工

智能研究的加速器，促进了 50 多个跨学科研究团队在机器人技术、计算金融和气候建模

等领域的合作。我们此处对帝国理工 AI 能力进行多维度的分析，并运用可量化的绩效指

标加以评估。

（三）人才与生态系统协同

帝国理工的人才培养体系结合了顶尖学术招聘与产业深

度融合。学院目前拥有 67 位 AI 教授（包括 9 位皇家学会院

士），指导 312 名博士生，这些学生平均每年发表 3.2 篇论

文。其人工智能硕士（MSc AI）项目录取率仅为 8.7%，培养

的毕业生起薪达 68,000 英镑。产业合作也推动了研究成果的

商业化：学院与 86 家企业（包括谷歌、西门子医疗）合作，

并孵化了 37 家 AI 创业公司，总估值达到 12 亿英镑。2023

年，学院共申请 58 项 AI 专利，其技术授权收入达 1,860 万英

镑，同比增长 22%。实际应用成果包括 98.2% 准确率的心电

图（ECG）异常检测器。

（四）政策与学科交叉优势

伦敦作为欧洲的 AI 枢纽进一步扩大了帝国理工的影响

力。目前，伦敦共有 1,200 家 AI 公司，占全英总量的 43%，

其中 240 家靠近帝国理工校园。同样，政府政策也为学院引入

顶尖人才提供支持，例如 2023 年全球人才签证（Global Talent 

Visa）项目吸引了 73 名 AI 领域的专家。税收激励（230% 的

研发费用抵扣）降低了企业研发成本达 40%。跨学科研究中

心则体现了 AI 技术与医学、气候科学及工程等领域的深度融

合，例如汉姆林中心（投资 4,700 万英镑）致力于外科机器人

技术的研究，而能源未来实验室（Energy Futures Lab）开发

了 98% 可再生电网效率模型。在气候科学领域，帝国理工的

AI 优化气候模型将模拟时间缩短了 85%，相关研究被引用超

过 4,200 次。

（一）卓越的学术影响力

帝国理工学院凭借卓越的学术表现主导全球 AI 研究。

在 2024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学院位列全球第 6，其计算

机科学项目吸引顶尖人才。仅在 2023 年，帝国理工就发表了

1,142 篇 AI 相关论文，占全校研究总量的 18.3%，平均每篇论

文被引 28.1 次，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自然·机器

智能》（Nature Machine Intelligence）等权威期刊在过去三年

中发表了帝国理工 38 篇论文，而学院共有 23 位研究人员入

选科睿唯安（Clarivate）2023 年度“高被引科学家”榜单。

协同实验室也大幅提升了研究影响力，例如 ICL-DeepMind 联

合实验室三年内发表了 42 篇 NeurIPS 论文，其中两篇荣获大

会奖项。

（二）资金和基础设施投入

战略性资金投入为帝国理工在 AI 领域的领导地位提供

了有力支撑。2022-2023 年度，学院年科研经费达到 1.17 亿

英镑，来源包括英国政府（48%）、欧盟地平线计划（20%）

以及产业合作（32%）。人均科研经费达 38.6 万英镑，远超

英国平均水平（21.4 万英镑）。学院关键项目包括价值 3,200

万英镑的英国科研与创新署（UKRI）国家 AI 计划（96.5% 准

确率的肺癌检测模型）和英伟达（NVIDIA）投资 1,500 万英

镑建造的 GPU 集群，用于训练万亿参数模型。同时，学院还

借助 14 项欧盟 ERC 高级研究项目（单项目资助金额 250 万

至 350 万欧元），推动可解释性外科机器人 AI 等领域的尖端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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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各国人工智能相关专利研究

（一）全球AI 专利地理分布
首先，我们需要定义什么样的专利是人工智能专利？本次研究暂且认为

所有发明专利中，涉及到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监督学习、强化学习等技术

（具体关键词组，详见附录 1），运用人工智能代表性的神经网络等算法的

专利，包括 AI 相关工具、行业应用，统一定义为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根据

WIPO 组织的 IPC 分类代码，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我们认定为 G06N 全部以

及 G06K 中涉及图像识别、字符识别等技术相关的部分发明授权专利，都作

为我们的研究范围，不仅包括利用 AI 算法本身以及利用 AI 技术发明创造的

具体产品。此处需要注意的是，欧盟关于 AI 专利的定义标准与中国、美国等

其他经济体都不同，欧盟不允许将 AI 算法等底层创新作为专利。所以此章节

的研究，更多的是对中美之间进行头对头的比较研究。

我们利用上述关键词组在 Web of Science、Patsnap、Incopat 等数据库中

进行检索查询，并对检索结果进行统计去重，截止 2025 年 2 月 14 日，可以

获得共计 148.4 万个专利。

针对上述数据，可以发现：

中国和美国成为世界前两大 AI 专利生成国，且显著领先其他国家。

日本、韩国处在第二梯队。德国、英国、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AI 专利

数量较为类似，距离中国、美国甚至日本、韩国，都有较大差距，这种差

距跟上一部分我们对 AI 科研论文的研究，不太一致，这可能跟欧洲当地

的专利申请政策有关。

从每百万人口拥有的专利数来看，韩国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每

百万人口生成的人工智能专利超过 2,000 个。日本、美国、以色列、瑞士，

每百万人口生成的人工智能专利数量均超过了 1,000 个，在全球属于较高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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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全球 AI 专利前 30 名国家 / 地区

排名 国家 / 地区名称 AI 专利数量 专利数量 / 每百万人口

1 中国大陆 529,591 367.8

2 美国 465,684 1,365.2

3 日本 218,057 1,751.2

4 韩国 118,207 2,317.9

5 德国 29,926 360.6

6 英国 15,636 228.6

7 法国 14,905 218.26

8 加拿大 12,944 338.8

9 荷兰 12,558 701.6

10 以色列 10,926 1,114.9

11 瑞士 9,390 1,055.1

12 瑞典 7,012 667.8

13 中国台湾 5,545 232.0

14 澳大利亚 5,346 200.2

15 印度 4,460 3.1

16 芬兰 4,193 762.4

17 爱尔兰 3,725 726.1

18 意大利 3,327 56.5

19 新加坡 3,114 552.1

20 丹麦 2,768 474.0

21 比利时 2,304 197.4

22 奥地利 1,824 200.2

23 西班牙 1,455 30.6

24 沙特阿拉伯 1,189 35.0

25 俄罗斯 936 6.4

26 挪威 800 145.5

27 卢森堡 706 1,103.1

28 中国香港 683 91.1

29 新西兰 666 129.8

30 塞浦路斯 403 330.3



27国际金融论坛 IFF 全球人工智能竞争力指数洞察报告

（二）全球AI 专利发明机构分布

表 8- 全球 AI 专利持有前 15 大机构

排名 机构名称 AI 专利数量 归属国家

1 IBM 17,702 美国

2 腾讯 12,380 中国

3 三星电子 11,434 韩国

4 谷歌 8,176 美国

5 佳能株式会社 7,521 日本

6 百度 7,316 中国

7 微软 6,523 美国

8 华为 6,470 中国

9 英特尔 6,279 美国

10 三菱电子 5,842 日本

11 苹果 5,534 美国

12 高通 5,462 美国

13 索尼 5,451 日本

14 日立 5,124 日本

15 浙江大学 4,786 中国

IBM 作为全球最老牌的信息技术公司以及对 AI 研究拥有悠久历史沉淀

的公司，目前持有全球最多的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此外，中国的腾讯以及韩

国三星，在数量上排在第二、第三位。美国公司中，谷歌、微软、英特尔、

苹果、高通均进入全球前 15 位。

我们惊讶地发现，浙江大学是全球排名前 15 的榜单中，唯一上榜的大学

机构，显示出浙江大学对于 AI 技术转化的显著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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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排名最高的中国公司，本次研究对腾讯做案例分析。

开放生态：投资布局+产学研协同

投资并购：2020-2023 年间，腾讯参投 AI 企业 67 家，涵

盖芯片（燧原科技）、自动驾驶（Momenta）、机器人（追觅

科技）等赛道，技术协同产生联合专利 1200 多件。产学研合

作：与清华、港科大等高校共建联合实验室，累计合作项目

180 多项，孵化专利 430 件。开发者生态：腾讯云 TI 平台开

放 300 多个 AI 模型，吸引开发者超 160 万，辅助生成技术专

利（如自动代码生成工具 Codis 等）。

政策红利：国家级战略支撑研发加速

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2030 年成为全

球 AI 创新中心”，腾讯承担了 16 项国家级 AI 专项课题（如

工信部“智能语音交互系统”攻关项目），获得政府研发补

贴超 25 亿元。各地政府合作项目中，腾讯 AI 技术已应用于

深圳智慧城市（覆盖 1400 万人口交通调度）、上海数字政务

等场景，反哺专利池扩展。

腾讯作为中国市值最高的科技公司之一，其在长期战略投入、业务整合能力、开放生态

布局方面具有协同效应。

研发投入：百亿级资金与顶尖人才储备

腾讯在 AI 领域的研发投入规模居全球前列。据最新的财

报显示，全年研发支出达到 614 亿元（约 86 亿美元），占总收

入比重的 11%，这一比例超过阿里（8.7%）和 Meta（10%）。

截至 2023 年 6 月，腾讯研发人员占比达 74%，其中 AI 相关

团队超过 1 万人，包括腾讯 AI Lab、优图实验室、微信 AI 团

队三大核心机构。

腾讯人才战略强调“全球顶尖科学家 + 工程化团队”结

构，例如 AI Lab 负责人、Robotics X 实验室主任、腾讯首席科

学家张正友博士（IEEE Fellow）、优图实验室负责人贾佳亚

（前港中大教授）等领衔的团队在国际顶尖会议（NeurIPS、

CVPR 等）发表论文超 900 篇，并多次在权威竞赛（如 ICDAR、

VCR）中夺冠。

专利布局广，转化效果显著

腾讯在计算机视觉方面的专利占比超过 35%，覆盖图像

识别、视频分析等，支撑微信“刷脸支付”、视频影像处理

等功能。此外，约 28% 的专利跟自然语言处理相关，应用于

微信翻译等场景。超过 18% 的专利为语音交互，应用在腾讯

会议、智能客服等系统内。

腾讯的专利质量指标同样亮眼：全球 PCT 专利申请量

4200+ 件（2022 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数据），授权率达 72%

（高于行业平均的 55%），核心专利如“多模态人机交互系

统”（专利号 CN113742016A）已进入美国、欧洲、日本等

20 余国审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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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美两国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技术共现图

100 项技术进行共现分析（co-occurrence analysis），可以发

现，中国头部智能企业的相关专利较为松散地构成了 8 个技

术集群。比较突出的技术集群主要围绕识别方法或装置、语

音识别、故障硬件错误检测、数据错误检测等技术。

图 6- 中国头部 AI 企业专利前 100 项技术共现分析图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和美国是 AI 专利领

域布局最深的两大国家，此外，为了进一步探索中国两国，

尤其是头部企业对于人工智能专利技术布局上的差异，我们

尝试搜寻相关技术文献，对中国 AI 专利企业出现频率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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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头部人工智能企业专利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前 100 项

技术的共现关系；这些企业的专利数量更多，并且形成了更

为明显的 6 个技术集群。除了中国企业大力布局的识别方法

或装置、语音识别和数据错误检测等技术，美国企业还更多

地在人工智能底层基础层和中间技术层布局，例如处理器架

构和配置、基带系统零部件、机器学习等。

图 7- 美国头部 AI 企业专利前 100 项技术共现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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