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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应用落地的关键成功要素
刘道全

刘道全，清华校友总会

AI 大数据专委会副秘书

长，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管

理科学与工程硕士，具有

技术、商业和金融的复合

背景，长期关注 AI 大数

据的应用落地研究等。

 人工智能应用发展的概况

继 2017 年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以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不

断渗透到更多的应用领域，同时产业规模也在不断扩

大。人工智能应用落地已经渗透到经济社会的主要领

域，并为相应领域带来了新模式、新业态等价值。首

先从营销、金融、安防等数据较好的领域和场景开始，

逐步渗透到医疗、工业、农业等更多的领域和场景，

最近也渗透到了生命科学、药物研发等更多新兴领域。

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规模和企业数量也在不断扩大，

并且仍然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的

《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显示，2020 年我国

人工智能产业规模为 3031 亿元，同比增长 15%，以及

我国人工智能企业共计 1454 家，产业规模和企业数量

都仅次于美国。我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融资规模和笔数

也体现了人工智能产业的景气程度，根据中国信息通

信研究院发布的《2020 年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地图》显

示，2020 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投融资为 235 笔，金额

达 161.59 亿美元，为人工智能产业进一步的发展提供

了良好的资本基础。 

人工智能应用落地的五大要素

人工智能应用落地的五大决定性要素分别是应

用、模型、数据、算法和算力，其中数据、算法和算

力三大要素经常被提到，但对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而

言，应用和模型是必不可少的两个要素。五大要素间

的关系如右图所示。

应用即应用场景，是需要人工智能解决的具体问

题。人工智能应用落地首先要明确的就是具体应用场

景，如银行风控的场景、零售营销的场景、工业质检

的场景等，应用场景定义越清晰，越有助于人工智能

的落地应用。明确具体的应用场景之后，可以进一步

了解以往人工处理的过程和步骤，以及访谈业务专家

在解决具体问题过程的经验和专业知识等。 

模型是对应用场景的抽象，是利用数学语言或计

算机语言来描述现实的应用场景。建立的模型越接近

真实场景，模型对真实场景的解释性越强，人工智能

应用的效果也越好。同样的应用场景，建立或选取不

同的模型，有可能导致结果的差异较大。在建立或选

取模型的过程中，如果加入具体的专业知识，可以更

加有效地反映真实场景，这样得出的模型效果通常比

五大要素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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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从数据角度训练和学习出来的模型效果更优。

数据是在具体应用场景中采集到的相关数据。实

际情况下，特别在信息化和数字化比较缓慢和薄弱的

领域，有可能针对具体的应用场景并没有特别好的数

据，甚至可能还没有合适的数据，针对这样的情况需

要从数据采集开始，逐步积累更高质量的可用数据；

也有许多领域经过信息化和数字化的过程，已经有许

多数据，但数据质量并不乐观，需要进一步的数据清洗。

数据是人工智能时代的生产资料，数据质量的好坏很

大程度上决定了人工智能应用效果。

 算法是利用数据对模型进行训练和拟合的方法。

常用的算法如线性回归、逻辑回归、决策树、神经网络、

深度学习等，不同的算法训练的模型在结果上会有差

异。算法是人工智能时代的生产工艺和方法，算法决

定模型的准确度，以及模型训练的效率等。 

算力即计算能力，是人工智能应用的基础设施。

常用的算力资源包括 CPU、GPU 等，以及近年来针对

特定场景，如自动驾驶、图像识别等开发的专用计算

芯片等。数据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模型复杂度不断

提高，对算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正因如此，单颗芯

片的算力也在不断提高，采用的工艺从 14nm 向 7nm

等升级。人工智能算力的获取方式，如公有云、超算

中心、地方智算中心等，也更加多样化。

人工智能应用落地关键成功要素

人工智能应用落地的五大要素中，具体哪些要素

才是人工智能应用落地的关键成功要素呢？实际上得

针对每个具体的人工智能应用进行具体分析，任何一

个要素或几个要素都可能是决定具体人工智能应用的

决定性要素，以下就政府、大企业大机构、传统领域

中小型企业及 AI 技术企业等几类不同性质的组织分别

讨论其通常人工智能应用项目落地的关键成功要素。

政府人工智能应用落地关键成功要素探讨

讨论政府人工智能应用落地时，包括两个层面：

一是关于政务服务或监管职能方面的应用，二是关于

地方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政务服务或监管职能方面的

应用，人工智能落地通常最关键的要素是应用场景和

数据两个要素。政府内部事务庞杂，涉及的利害关系

较多，所以明确具体的应用场景和边界，把需要人工

智能解决的问题定义清楚，就取得了关键一步的成功。

然后是针对具体应用场景的数据。政府内部数据多，

经过电子政务的发展，已经积累了许多数据，但政府

部门的数据质量不见得很好，特别是针对具体应用场

景的数据，需要进行专门的清洗和整理，才能形成针

对具体应用场景的高质量数据。明确了应用场景和清

洗得到高质量的数据，在政务服务和监管职能等方面

的人工智能应用落地成功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关于地方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也应当结合地方具

备的优势要素，走适合当地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路径，

并不是每个地方都合适蜂拥去建算力中心或者花大力

气引进 AI 人才和企业，招商引资很重要，但如何发挥

当地优势内生培育或发展产业更重要。北京、上海、

深圳等聚集的人工智能发展要素相对齐全，因此人工

智能产业的全产业链发展都取得不错的效果。南京、

武汉、西安等高校资源丰富，如果能够把人才资源等

优势发挥好，人工智能产业的全产业链发展也不是不

可能。苏州等长三角城市及珠海等珠三角城市，具有

雄厚的产业基础，特别是工业制造实力超群，可以提

供丰富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推动人工智能应用落地

也是推动当地产业的智能化转型升级。其他一些城市

如果有较大规模受过专科以上教育的人才，或许可以

围绕“数据”要素，重点发展数据采集、清洗、标注

等领域。其他一些地区如果结合当地的能源资源优势，

并配套良好的网络等基础设施，或者可以重点发展算

力为重点的产业。

大企业大机构人工智能应用落地关键成功要素探讨

大企业里和大机构里人工智能应用落地的关键成

功要素通常与其数字化发展阶段关系紧密，通常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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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发展水平较领先的大企

业大机构，如龙头企业和银行

等，人工智能应用落地的关键

成功要素则是模型和算法。不

论是企业或机构内部的团队还

是合作的外部团队，除了 AI

团队参与，具体业务问题的专

家参与问题的定义和重要特征

提取，把专家知识与数据建模

结合起来，选取合适的算法或

者改进相关算法，提高模型的

准确性和有效性，解决具体的

应用场景的问题。针对数据化

发展水平相对较差的大企业大机构，其关键成功要素与

传统领域中小型企业的成功要素基本一致。

传统领域中小型企业人工智能应用落地关键成功

要素探讨

传统领域中小型企业多数处于数字化、智能化转

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整体数字化进程相对慢一些，因此，

人工智能应用要在这类企业落地关键在于应用场景、

数据和模型。对于这类企业的人工智能应用落地，遵

循由易到难和迭代升级的策略，先从有数据、数据质

量好、见效快以及具备一定容错空间的应用场景入手，

清洗整理出可用于人工智能训练的数据，并结合相应

业务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等，提取有价值的特征加入到

模型训练过程中。如果类似的人工智能应用在企业里

落地，不论是一个应用还是几个应用，能够帮助企业

降本增效，企业就会更加愿意继续加大对人工智能应

用的投入。 

AI 技术应用型企业人工智能应用落地关键成功要

素探讨

AI 技术应用型企业通常具备一定的算法和模型方

面的能力，所以对于 AI 技术应用型企业人工智能应用

落地的关键成功要素是应用场景和数据。AI 技术应用

企业需要加深对应用场景的认识和理解，结合应用场

景的实际情况及专业知识，改善和提升算法和模型的

效果及性能。应用场景对应的高质量的数据，并不容

易获取，也常常成为制约 AI 技术应用型企业发展的重

要因素。所以 AI 技术应用型企业通常的发展路径是通

过一两个具体的技术服务项目，在项目中积累对应用

场景的理解，以及利用项目中的数据训练和完善模型，

后续将训练的模型开发成标准化的应用产品，迁移应

用到其他客户的类似场景。 

结语

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人工智能应用的落

地，只有人工智能应用落地的领域和场景越来越多，

人工智能技术的价值才能得到体现，人工智能产业才

能茁壮发展。推动和促进人工智能应用落地，每个人

工智能应用落地项目都应具体分析，明确是应用、模型、

数据、算法和算力五大要素中哪个或哪几个关键要素

决定了项目的成败，并有针对性地解决关键要素中遇

到的问题，保障人工智能应用的落地。分析人工智能

应用落地的五大要素，不仅可以把握具体人工智能应

用落地的成败，而且可以进一步掌握人工智能发展的

核心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