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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三季度概览

北美地区是全球人工智能应用收入的主要来源。据SensorTower显示，2024年  

1-8月，全球AI应用下载量同比增长26%至22亿次，预计全年突破33亿次，下 

载量主要由新兴市场贡献，其中印度以21%的份额排名第一。全球AI应用内购 

收入（仅统计应用商店IAP预估值）同比增长51%至20亿美元，预计全年收入 

将达33亿美元。其中，北美地区以其较高的消费能力和对AI技术的高接纳度成 

为AI应用收入的主要来源，占比约为47%，而中国市场的收入仅约6%，整体呈 

现较明显的集中趋势。具体到产品方面，2024年1-8月，ChatGPT的下载量位 

列第一，超1.6亿次，收入接近2.3亿美元。

生成式人工智能仍是主要关注点。据WEKA在2024年9月发布的《2024年全球 

人工智能》显示，88%的组织正在积极研究生成式人工智能，远超其他人工智 

能应用，如预测模型（61%）、分类（51%）、专家系统（39%）和机器人技 

术（30%）。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采用率正在快速增长，仅11%的受访者 

表示没有投资生成式人工智能，而大多数组织积极将这种投资转化为规模化的 

集成能力。

大模型仍处于快速进步阶段。当地时间9月12日，OpenAI正式发布新模型o1， 

凭借强化学习（RL）训练方法与更深层次的内部思维链（CoT）结合，o1在逻 

辑推理方面有显著的提升，其推理能力已达到理科博士水平。o1的发布，首次 

证明语言模型可具备“人脑的慢思考”能力，可以自我反思、纠错，直至找到 

正确的解决方法，这进一步提升了AI的上限，使强化学习的通用性和泛化性更 

上一个台阶。o1的出现，也反映了AI大模型的一个重要趋势，即重心从简单的 

预训练逐步转向复杂的后训练和推理阶段，有助于为未来的AI技术研发开辟新 

的方向。

2024年1-8月全球TOP50AI应用市场份额

2024年生成式AI成熟度和投资水平在每个阶段的受访者比例

数据来源：WEKA，来觅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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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行业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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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印发单位 文件名称 相关内容

2024-09-14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

《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 
办法（征求意见稿）》

为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包括显式标识和隐式标识）提供明确的管理规定，有利于促进人工 
智能的健康发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2024-08-13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关于组织开展人工智能赋能 
新型工业化典型应用案例征集 
工作的通知》

组织开展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典型应用案例征集工作，打造行业应用标杆。此次征集以人工智
能赋能新型工业化为主线，围绕“技术底座、行业应用、装备产品、支撑保障”4大领域开展

2024-07-31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
绿色转型的意见》

推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的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等在电
力系统、工农业生产等领域的应用，实现数字技术赋能绿色转型

2024-07-19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国家数据局

《关于促进数字中医药发展的 
若干意见》

提出用3-5年时间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逐步融入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全链条各环 
节，促进中医药数据的共享、流通和复用，全力打造“数智中医药”

2024-07-18
北京市发展改革委 
等3部门

《北京市推动“人工智能+” 
行动计划（2024-2025年）》

明确到2025年底，通过实施5个对标全球领先水平的标杆型应用工程（包括AI+机器人、AI+教育、 
AI+医疗、AI+文化、AI+交通）、组织10个引领全国的示范性引用项目、推广一批具有广泛应用前 
景的商业化应用成果，力争形成3-5个先进可用、自主可控的基础大模型产品、100个优秀的行业大 
模型产品和1,000个行业成功案例

2024-07-15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 
公厅

《上海市推进养老科技创新发 
展行动方案（2024-2027年）

提出加强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攻关，研发用于语音、人脸、情感、动作识别和环境感知的人工智能 
模型与算法，研发具身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提高养老科技产品自主感知、自主学习、 
自主决策、自主执行等能力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来觅数据整理



Q3时间线

8月5日 融资

月之暗面宣布完成超3亿美元B+轮融资，投资方包括腾讯、高榕 

资本等。月之暗面成立于2023年，致力于寻求将能源转化为智能 

的最优解，在2023年10月推出智能助手产品Kimi。据来觅PEVC 

数据，月之暗面自成立以来共获得4轮融资，累计融资金额超90 

亿元

7月4日 政策

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正式开幕，现场正式发布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 

言》。宣言提出了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安全发展的 

系列主张，期待各方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发展

7月25日 融资

百川智能宣布完成50亿元A轮融资，投资方包括阿里创投、 

中金资本、深创投、小米科技、北京国管等。百川智能成 

立于2023年，是一家专注于大模型的人工智能公司。据 

来觅PEVC数据，百川智能自成立以来共获得4轮融资，累 

计融资金额超80亿元

8月6日 融资

无问芯穹宣布完成近5亿元A轮融资，由启明创投、君联资本、洪 

泰基金领投，小米科技、联想创投等机构跟投。无问芯穹成立于  

2023年，是一家大模型软硬件协同优化平台，旨在解决大模型算 

法向大算力芯片的高效统一部署问题

数据来源：来觅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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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时间线

9月9日 政策

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1.0版，以鼓励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为第一要务，提出包容审慎、 

确保安全，风险导向、敏捷治理，技管结合、协同应对，开放合 

作、共治共享等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的原则

8月1日 政策

欧盟官方发布的《人工智能法案》正式生效，该法案是全 

球首部全面监管人工智能的法规，标志着欧盟在规范人工 

智能应用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对有违规行为的企业，欧盟 

最高将其处以3,500万欧元或上一财年全球营业总额的7%

（取较高值）

9月5日  融资

智谱AI获得数十亿元E轮融资，投前估值达200亿元，由 

北京中关村科学城创新发展有限公司领投，资金将用于支 

持智谱AI国产基座大模型的技术创新与生态发展。智谱AI 

成立于2019年，是一家AI知识智能技术开发商，已发布 

基座大模型GLM-4Plus、文生图模型CogView-3-Plus、  

AI助手智谱清言等

9月12日 产业

OpenAI正式发布新模型o1，这是首款具有推理能力的模型，可 

在回答问题之前花更多时间进行思考，类似人类思考解决问题的 

过程。作为o1系列模型的首批版本，当前OpenAI仅推出o1-  

preview预览版和o1-mini版，且分阶段向付费用户、免费用户 

和开发者推出

数据来源：来觅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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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道图谱

数据来源：来觅数据

8/22来觅研究院



投融动态

Q3投融动态

活跃投资者

Q3关键融资事件



Q3投融动态

数据来源：来觅数据

2024Q3中国人工智能投融情况（融资金额&融资案例数）

2024Q3中国人工智能融资轮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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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金额占比

人工智能三季度的融资金额同环比均有上升。据来觅PEVC数据，2024年三季 

度人工智能领域合计发生融资案例191起（不含未公开事件），环比下降5.4%， 

同比下降20.7%；合计涉及融资金额224.1亿元（仅统计已披露的融资金额），  

环比上升20.0%，同比上升44.5%。2024年三季度人工智能领域已披露融资金 

额较二季度上升幅度较大的主要原因是三季度大额融资案例较多，亿元及以上 

融资案例共65起，而二季度为49起。

机器人、AI-软件平台融资案例数量与金额均领先。在融资案例数方面，2024  

年三季度机器人获投次数最多，共77起，其中服务机器人共30起；其次为AI-  

软件平台，获投次数共45起，其中AI大模型共24起。在融资金额方面，2024  

年三季度AI-软件平台融资金额最多，共114.2亿元，主要是受百川智能50亿元  

A轮融资、月之暗面超3亿美元B+轮融资、智谱AI数十亿元E轮融资的影响；其 

次为机器人，涉及融资金额45.2亿元，主要是受峰飞航空数亿美元B轮融资、快 

仓智能超1亿美元D+轮融资的影响。

人工智能三季度融资金额的轮次有所前移。在融资轮次方面，人工智能领域的 

早期融资案例（种子轮至A轮）占比由2024年二季度的61.4%小幅下降至三季 

度的58.2%，仍以早期轮次为主。在融资金额方面，人工智能领域的早期融资 

金额占比由2024年二季度的20.8%上升至三季度的39.1%，中后期（B轮至  

Pre-IPO轮）融资金额占比由2024年二季度的34.6%上升至三季度的52.9%，  

战略融资的融资金额占比由2024年至二季度的44.5%下降至三季度的8.1%。从 

融资金额看，2024年三季度人工智能领域的融资轮次有所前移。

融资案例数（起）

注：自动驾驶汽车包括自动驾驶硬件和软件；AI-算力基础包含AI-芯片/传感器、AI-云服务、AI-服务器；AI-软件平台 
包括AI大模型、AIGC等；AI-其他行业应用不包括AI-工业、AI-医疗，包括AI-零售、AI-农业、AI-交通等



Q3投融动态

三季度AI-软件平台细分领域的融资金额同环比涨幅领先。据来觅PEVC数据，  

在融资金额方面，2024年三季度AI-软件平台细分领域的融资金额同环比涨幅 

较大，环比增长433.6%，同比增长424.7%，主要是受百川智能50亿元A轮融 

资、月之暗面超3亿美元B+轮融资、智谱AI数十亿元E轮融资的影响，且该领域 

大额融资案例较多，亿元及以上融资案例共16起。在AI-软件平台中，AI大模型 

相关融资案例较多且金额较大。

三季度人工智能行业整体仍主要处于较早期投资阶段。在融资金额区间分布方 

面，2024年三季度在1亿元及以下的比例最高，合计占比为79.1%，较二季度 

略有下降，其中500万元至1千万元（含1千万）与5千万至1亿元（含1亿）的 

融资案例占比最多，合计78起，与二季度基本持平。整体看，2024年三季度人 

工智能行业的投融资仍以较早期为主。

2024年以来，AI领域又有了较大的进展。从上市公司角度看，在人工智能技术 

的推动下，专注于AI芯片业务的英伟达公司，其市值获得飞跃式增长，目前已 

突破3万亿美元，逼近当前全球第一市值的苹果公司，可见人工智能需求的火热。 

从技术角度看，OpenAI在9月正式发布新模型o1，其在逻辑推理方面有显著的 

提升，可以处理比过往专业科学、代码和数学模型所能解决的更难的问题，同 

时o1也为大模型的未来发展指明新的方向。在国内方面，月之暗面、零一万物 

等国产大模型与Claude 3.5 Sonnet、Gemini 1.5等海外大模型的性能已逐步 

趋于一致，行业竞争仍然激烈。预计未来，优质的AI项目会获得更多资本关注， 

而其他新项目获得融资的难度加大。

2022-2024Q3中国人工智能投融情况（亿元，起）

2024Q2-2024Q3中国人工智能投资事件融资区间分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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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自动驾驶汽车包括自动驾驶硬件和软件；AI-算力基础包含AI-芯片/传感器、AI-云服务、AI-服务器；AI-关键技术 
包含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图谱、机器学习；AI-软件平台包括AI大模型、AIGC等；AI-其他产 
品及服务包括智能终端、智能数字人；AI-其他行业应用不包括AI-工业、AI-医疗，包括AI-零售、AI-农业、AI-交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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