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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全国两会提出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战略，标志着我国创新驱动发展进⼊新阶段。在全球科技竞争加剧
和产业变⾰加速的背景下，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我国深⼊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内在要求，也是加快发
展新质⽣产⼒、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迫切需要。其核⼼是增加⾼质量科技供给，科技供给质量直接决定产业创新⽔平。

⼀、科技创新体系正在重构

2024年，科技部共启动6个国家科技重⼤专项、82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1，旨在夯实产业创新驱动⼒。提⾼科技成果转化
效率是实现从科技到产业跨越的关键环节。在减税降费、体制机制改⾰等多维度扶持政策下，全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销售
收⼊同⽐增⻓27.1%，较⾼技术服务业增速快14.3个百分点2。

27.1%

12.8%

科技成果转化服务 ⾼技术服务业

图表：2024年全国销售收⼊同⽐增速对⽐

资料来源：中国⽇报⽹

展望2025年，我国将继续推动颠覆性科技创新发展，并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到具体产业上，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集成电路与微纳系统、AI与信息系统、⽣命健康、能源资源与环境等领域将成为布局重点3。⽣成式AI将成为科技成果转化
的热⻔赛道。2024年，全球⽣成式AI专利数量⼤幅增⻓，其中，中国新增专利数量占⽐61.5%，位居全球第⼀4。今年，
预计政府将在专利转化运⽤、⽀持⽣成式AI⾏业应⽤等⽅⾯出台⼀系列⽀撑政策，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步伐。

1科技部
2中国⽇报，https://cn.chinadaily.com.cn/a/202502/13/WS67ad449fa310be53ce3f52aa.html
3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颠覆性技术创新重点专项2025年度项⽬申报指引
4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24353209483122672&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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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驱动的产业变⾰浪潮

⾏业赋能的深度渗透

AI技术正在深度赋能千⾏百业。例如在医疗领域，AI辅助诊断系统已覆盖全国数千家医疗机构，辅助医⽣⾼效排查病患5，
AI化合物分析也有效提升了药企新型药物研发的效率6；在制造业中，基于AI的智能化⽣产系统，有效降低了企业的⽣产
成本，提升了企业的运营效率7；在农业场景下，⼤模型赋能的农业资源管理系统，有效提升了资源的合理分配8；在汽⻋
产业中，AI技术的发展和应⽤为产业的智能化升级带来了新的的动⼒9，⾃动驾驶解决⽅案也随着AI技术的迭代，正以更
低成本加速普及10。这些AI赋能应⽤的实践，体现了AI技术在提升⾏业效率、改善资源利⽤率、加速产业升级等⽅⾯的重
要贡献。

具⾝智能的突破性进展

具⾝智能体通过多模态感知及科技融合的创新，在多个领域取得了初步成果。在物流⾏业，智能仓储机器⼈和配送机器⼈
开始在⼤型物流中⼼和电商仓库中投⼊使⽤，有效提升了物流效率11；在汽⻋制造领域，具⾝机器⼈的应⽤不仅保证了⽣
产精度，还降低了⼈⼯成本和⽣产周期12；在医疗领域，康复机器⼈为患者提供了个性化的康复训练⽅案，帮助患者加快
康复进程13；这些进展表明，具⾝智能正在从实验室⾛向实际应⽤，为服务型机器⼈注⼊“灵魂”。

基础设施的迭代升级

2024年末，全国建成、在建的智算中⼼，已遍布多座城市14。国产AI芯⽚制造技术发展迅速，芯⽚性能与国际领先⽔平的
差距逐渐缩⼩15，⼤模型训练成本随着基础设施的优化也在不断下降16。⾏业级数据交易平台的数据归集⼯作也在多个领
域取得显著进展，⾼质量数据集涵盖制造业、⾦融、互联⽹、医疗健康、交通运输和教育等领域17，这些基础设施的迭代
为AI产业化提供了关键⽀撑。

5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24353209483122672&wfr=spider&for=pc
6 ⼯业和信息化部，https://wap.miit.gov.cn/ztzl/rdzt/gytxyfgfcgz/mtbd/art/2020/art_65c7476a899f4744b0180fdbd7775044.html
7 中国⼯业报社，https://www.cinn.cn/p/383308.html
8 央视⽹，https://jingji.cctv.com/2024/08/18/ARTIdFY5C8obQRIU0V72Bp8y240818.shtml
9 哈尔滨市⼈⺠政府，https://www.harbin.gov.cn/haerbin/c104696/202408/c01_1006175.shtml
10 新华⽹，https://www.news.cn/auto/20250103/217969021c2a496ea41191ea9ed09986/c.html
11 ⼈⺠⽇报，http://paper.people.com.cn/rmrb/pc/content/202503/12/content_30061510.html
12 ⼈⺠⽇报，http://paper.people.com.cn/zgcsb/pc/content/202503/17/content_30062313.html
13 中国⽇报，https://cn.chinadaily.com.cn/a/202501/09/WS677f70afa310b59111dad044.html
14 绵阳市⼈⺠政府，http://www.anzhou.gov.cn/anzhou/c106067/202501/edccaed794c440ee90a052f6708669c0.shtml
15 数字中国建设峰会，https://www.szzg.gov.cn/2024/szzg/xyzx/202501/t20250124_4968272.htm
16 中国⼯程院，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481593090994815526/?upstream_biz=doubao&source=m_redirect
17 ⼴东省科学技术厅，https://gdstc.gd.gov.cn/kjzx_n/mtjj/content/post_4660312.html
18 中国通信研究院，http://www.caict.ac.cn/kxyj/qwfb/ztbg/202408/P020240816544947002101.pdf

三、企业实现AI创新的战略框架

企业如何有效利⽤AI，既提升短期效率，⼜建⽴⻓期竞争优势，成为关键问题。AI的应⽤不仅限于优化现有业务流程，更
应深⼊业务核⼼，甚⾄催⽣全新的商业模式。基于此，我们提出三⼤企业AI创新维度，帮助企业系统性挖掘AI赋能的商业
价值，构建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优化运营模式

AI的使⽤成本⼤幅降低，虽然许多先⾏者专注于利⽤AI提升运营效率，但仅依赖这些“低垂果实”可能会限制企业建⽴⻓期
竞争优势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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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核⼼业务

⾏业领导正在利⽤AI深度重构其核⼼业务基础，不仅仅是渐进式改进，⽽是根本性的业务重塑，主要⽅式包括打造AI驱动
的新产品和利⽤AI重塑的客户体验。

打造新型业务

更具前瞻性公司正在利⽤AI创造全新的商业模式和收⼊来源，新型业务创建往往需要通过企业⻛险投资（CVC）或战略并
购（M&A）等⽅式孵化，加速创新进程并确保市场主导地位。

营收
增⻓

效率
提升

现存商业模式 新型商业模式

商业模式

优化运营模式1

重塑核⼼业务2

打造新型业务3价值
创造

AI机会点识别框架

四、企业管理者如何⾃信地引领AI变⾰

尽管AI对商业环境的变⾰迫在眉睫，但企业在实现AI战略⽬标的过程中仍⾯临诸多挑战，包括战略识别、⻛险控制和技术能
⼒的缺⼝。作为企业战略的掌舵者,管理层需要积极填补这些缺⼝，帮助企业在AI新时代中抢占先机。安永CEO展望调研显⽰，
99%的CEO正在研究投资⽣成式AI，其中70%的CEO认为必须⽴即采取⾏动，其核⼼驱动⼒在于对竞争掉队的担忧18。

18 https://www.ey.com/en_gl/board-matters/how-boards-can-confidently-steer-an-ai-enabled-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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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们搭建了3个层次的AI创新战略框架，帮助企业管理层系统性规划AI的应⽤路径。

建能⼒创价值定战略

AI相关的数据、技术、组织、运营、治
理等能⼒建设

通过AI创造商业价值AI战略与发展蓝图

核⼼问题

 是否建⽴企业级数据平台，⽀持AI
持续优化?

 现有团队是否具备AI能⼒，是否需
引⼊AI专家?

 AI是否符合监管要求，如何降低法
律⻛险?

核⼼问题

 如何应对AI技术的快速迭代?

 如何筛选⾼潜⼒AI试点项⽬?

 如何从试点到规模化的价值创造?

核⼼问题

 AI发展3个最重要的优先级是什么?

 ⾯向未来愿景的第⼀个⾏动是什么?

 AI战略和其他战略优先级如何协同?

除了“定战略”“创价值”“建能⼒”这3个核⼼环节之外，企业还需要辅以“促变⾰”，完成AI从早期试点到规模化落地AI变⾰。

整体AI战略⽬标

内⽣业务驱动 外部杠杆赋能

专⽤数据资产
和模型

⼈才与
组织战略

运营模型
与系统

治理与
⻛险管理

定战略
Set strategy

创价值
Deliver value

建能⼒
Build capability

促变⾰
Orchestrate change 变⾰管理与持续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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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了解更多详情，欢迎您联系我们。

关⽂俊 Ben Kwan
安永-博智隆合伙⼈
安永（中国）企业咨询有限公司
+86 10 5815 2325
ben.kwan@parthenon.ey.com

常莹 Sarah Chang
安永-博智隆合伙⼈
安永（中国）企业咨询有限公司
+86 10 5815 2089
sarah.chang@cn.ey.com

结语

AI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正在重塑中国经济的底层逻辑。通过政策引导、技术突破与产业实践的协同发
⼒，我国不仅加速培育新质⽣产⼒，更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占据主动。未来，需持续优化创新⽣态，强化基础研究
投⼊，完善成果转化机制，⽅能在智能经济时代实现⾼质量发展。在这⼀过程中，企业、政府与科研机构需紧密协
作，共同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为经济⾼质量发展注⼊持久动⼒。

刘明瑞 Roy Liu
安永-博智隆总监
安永（中国）企业咨询有限公司
roy.mr.liu@cn.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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