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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在中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历程中，人工智能正在发挥重要作用。“十四五”规
划亦将其作为重点议题，提出加快人工智能创新成
果的转化应用，以期驱动经济高质发展、建设创新
型国家。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以下简称AI）
已经成为企业的新竞争力。2021年全球市值最大的
2000家公司中，近半数的首席执行官都在财报会
议上提及AI及其相关概念。埃森哲的调研显示，近
75%的企业已将AI整合至自身业务战略当中，而且
几乎一半企业已看到了AI应用带来的成效。

埃森哲连续追踪AI的应用之道。2019年，我们
发现AI规模化应用比单点部署带来更显著的投资回
报。过去几年，随着数字转型的窗口期不断压缩，
企业规模化应用AI的外部和内部驱动力日渐增强，

衡量其成熟度变得非常必要。在我们的最新调研
中，13%的受访中国企业已通过AI实现卓越增长和
业务转型⸺我们称其为“AI领军者”。另有35%的
企业在AI成熟度方面取得了一定进步，而剩下的绝
大多数企业（52%）仍处于试验阶段。而随着广大
企业纷纷加速推进AI成熟之旅，领军者的占比有望
在2024年增加至34%。

AI在不同行业的应用重点和成熟度存在明显差
异，但行业间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我们的研究显
示，高科技等行业的AI成熟度较为领先，但其他行
业正在迎头追赶：自然资源与能源行业正致力利用
AI提升能效与安全，并实时追踪碳足迹；保险与零
售行业借助AI进一步提升客户与员工体验；汽车行
业期待自动驾驶得到实际应用；工业企业已看到AI
技术在优化设计开发与生产制造各个环节带来的巨
大价值。

广大企业可如何加速提升AI成熟度，成为AI领
军者？我们建议，企业需要做对五方面：第一、获
得高管的全力支持，将AI作为整个企业的战略重点
之一；第二、发展人才，AI的应用终究以人才为基
石；第三、实现AI工具和团队产业化，打造AI核
心；第四、由始至终，负责任地设计AI，确保包容
性和可持续；第五、优先考虑AI投资，做好短期和
长期的规划，赢在未来。

提升AI成熟度是中国企业的一门必修课。放眼
各行各业，AI领军者正在蓬勃发展。随着“十四
五”规划在新发展格局中的推进，中国企业在不同
赛道上都以AI作为竞争力要素之一。掌握AI成熟之
道将助力中国企业把握从实践到实效的制胜因素，
加速转型升级，实现高质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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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一致认为，若想获取竞争优势，AI绝对不可或缺。

正因如此，我们毫不意外地看
到，2021年全球市值最大的2000
家公司中，46%的首席执行官都在
财报电话会议上谈及了AI及其相关
概念1。

埃森哲面向全球领先企业1600
余 名 高 管 和 数 据 科 学 家 的 调 研 发
现，近75%的企业已将AI整合至自
身业务战略当中，并重新制定了云
计划，力求成功应用AI。

目前，企业亦正纷纷落实这些
计划。从加速新产品研发进程，到
提升客户体验，他们对近三分之一
（30%）的AI试点项目进行了后续
扩展，以期取得规模化成效。  

AI成熟度：为何重要？

图1：预计AI驱动转型花费的时间将少于数字化转型
不少企业已看到了成果。本次

调研中，42%的受访企业表示AI项
目回报超出了预期，而回报未达预
期的仅占1%。

人工智能，加速推进

企业已然建立起对AI的信心，
将其视为价值驱动因素。埃森哲估
计 ，A I 驱 动 转 型 的 速 度 将 超 过 数
字 化转型⸺平均快16个月（请见
图1）。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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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埃森哲商业研究院

备注：我们的估算以自然语言处理分析为基础⸺我们分析了2010-2021年间，全球2000家市值最大
企业的财报会议，计算其中有多少次在提到“业务转型”的同时分别还谈及了“人工智能”相关概念
和“数字技术”相关概念。分析数据来自标准普尔财报电话会议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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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企业快速部署AI的动力非常强大。
我们发现，2018-2021年，企业营收中由AI推
动的份额增加了一倍以上，预计2018-2024
年将增长两倍之多。在这样的预期之下，企
业纷纷加大并加快AI投资。2021年，约三分
之一（34%）的受访中国企业用于AI开发的技
术预算超过30%。到2024年，有此想法的企
业约三分之二（64%）。

  

 

图2：2018年—2024年*，受访中国企业“营收中由AI推动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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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颜色表示在每个时间段内实现的、由AI推动的营收阈值。

资料来源：埃森哲商业研究院
注：*2024年为预估值

*营收中由AI推动的份额：
1、通过提升AI驱动客户、供应链和渠道等方面的洞察力，使销售现有产品和服务成为可能；2、利用人机协作模式，使销售新产品和服务成
为可能；3、通过机器算法动态定价。上述包括拆分收入以及净新营收，但并未计算由于应用AI而提高的生产运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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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各业竞相拥抱AI，为何有的企业能看到更多价值？

AI成熟度：如何衡量？

AI成熟度用于衡量企业正
确掌握AI相关能力组合的程
度，其目标在于助力客户、股
东和员工实现卓越绩效。

为了揭示AI制胜策略，埃森哲
设计了一套全面的AI成熟度框架。
我 们 利 用 机 器 学 习 模 型 来 解 读 海
量 的 调 研 数 据 集 ， 揭 示 A I 成 熟 度
的驱动因素（相关方法请见第34页
附录）。

我们的研究发现，AI成熟度实
质上是基于一系列关键能力组合⸺
这不仅涵盖数据和AI领域，更涉及
组织战略、人才和文化等方面。只有
正确掌握这些关键能力组合，企业

才 能 从 A I 应 用 中 收 获 强 大 的 竞 争
优势。（相关关键能力描述请参见第 
36-37页。）

我们把这些关键能力归纳为两
个维度，分别是：与行业对手保持
同步发展所需的“AI基础能力”，
如云平台和工具、数据平台、架构
和 治 理 等 ； 以 及 “ A I 差 异 化 能
力 ” ， 如 A I 战 略 和 首 席 高 管 的 支
持，和能使企业超越同侪的创新文
化。



  
图3：13%的受访中国企业跻身AI领军者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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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埃森哲商业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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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础能力和差异化能力两大类
别中，得分最高的企业被评定为“AI
领军者”。“AI建设者”展现出了强
大的基础能力，但差异化能力仅处于
平均水平；“AI创新者”虽具备强大
的差异化能力，但基础能力只达到了
平均值。

针对中国企业的调研分析显示，
AI领军者、AI建设者和AI创新者合计
仅 占 受 访 企 业 的 4 8 % ， 各 自 比 例
13%、29%和6%（请见图3）。

我们将剩下的受访企业归为第四
类⸺“AI试验者”。他们占受访企
业的大多数（52%），其在基础能力
和差异化能力两方面均表现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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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领军者、AI建设者和AI创新者等三类企业往往拥有更多资源（如技术、人才和专利等），
助其实现自身AI愿景和组织转型。各行各业都不乏这样的典范。

人工智能，行行可用

· 首汽约车从传统出租车公司向服务型平台转型
后，通过智能语音解决方案，将客服人工审核工
作量降低了35%，智能客户投诉处理的准确率达
90%以上，以智能化的应用场景为乘客提供了良
好的服务体验2。

· 伊利牛奶搭建端到端的消费者体验平台，通过算
法预测未来可能流行的产品口味、营养功能，收
集消费者的反馈，并基于反馈对产品进行创新和
升级。伊利还鼓励消费者参与产品的包装设计、
口味等决策过程，极大地丰富了消费者的体验。
该企业还在2019年引入智能客服系统，解决客户
购买前以及使用后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3。

· 宁德时代为应对日益复杂的制造工艺和日趋严格
的质量要求，利用人工智能、边缘计算等技术提
升生产效益。在宁德基地，该企业生产每组电池
耗时1.7秒，而缺陷率仅为十亿分之一，劳动生产
率提高了75%的同时，能源消耗降低了10%4。

· 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严格执行新版《药品生产质
量管理规范》（GMP）对无菌制品生产过程的空
气悬浮粒子、微生物限度及其监测等的具体规定
以及生产各过程洁净度的明确要求，利用AI技术
管理无菌操作区域，实现在线实时监控和自动报
警，确保质量符合规范5。

· 博威合金建立了有色合金新材料全研发过程的数
字孪生，根据企业30多年沉淀的80万条研发数
据，通过数据、算法、试验高效协同的数字化研
发能力，在数字世界进行新材料的仿真测试，产
品研发效率提升35%以上，新产品开发周期缩短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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