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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广东配送餐饮食材的公司 恒温运输 冷冻仓储
测温包过

公司名称 广东踏信冷链物流有限公司

价格 420.00/台

规格参数 广东踏信冷链:时效快
冷链运输:服务好
东莞.深圳 佛山:质量有保证

公司地址 东莞市大岭山镇大岭山大道185号

联系电话 15986619990 15986619990

产品详情

中商情报网讯：AIoT（人工智能物联网）即融合AI（人工智能）技术和IoT（物联网）技术，一般会经历
自动化、设备连接、智能采集、信息可视化、大数据分析和智能预测的路径，实现从万物互连到万物智
联的转变。未来，通过将5G、AI技术、物联网技术与传统行业整合，AIoT时代有望进一步提升智能建筑
、智慧城市、智能交通、智慧物流、供应链物联网等各领域的智能化程度。

人工智能物联网按市场结构可分为三大类：消费物联网、城市物联网、供应链物联网。在这三大类结构
下，还可细分为智慧城市、智慧物流、智慧建筑、智能制造等领域。

一、消费物联网

人工智能赋能的智能手机解决方案是消费电子物联网应用场景下落地较早的细分领域。一方面，终端用
户对智能手机的信息安全和拍摄功能的要求不断提升；另一方面，优质摄像头模块、传感器的性能不断
提升，促使人工智能赋能的设备解锁、计算摄影（具备智能光线拍摄、智慧美颜、背景虚化和智能场景
识别等功能）以及身份核验解决方案逐渐成为智能手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设备解锁领域，人脸解锁已成为目前的主流方式，而通用性和环境适应性高的屏下指纹识别方式则是
未来极具发展潜力的解锁方式。随着技术的发展，传统电容电阻指纹识别技术已难以满足市场需求，适
用范围广、综合竞争力强的光学指纹识别将逐渐成为屏下指纹解锁解决方案的主流。2020年光学屏下指
纹手机出货量为8390万台，预计2021年光学屏下指纹手机出货量可达到14150万台。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二、城市物联网

1、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是人工智能技术和物联网技术融合应用的另一大核心场景，是指综合运用物联网、云计算、空
间地理信息集成、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促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智慧化的新模式。预
计人工智能物联网会通过新增场景部署和已有网络的替换升级在城市及建筑管理领域快速渗透，提升政
府城市治理能力，助力大企业数字化转型。

我国智慧城市产业规模持续扩大，2016年中国智慧城市市场规模为11100亿元，2020年达到149000亿元，2
016年至2020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91.4%。预计2021年智慧城市市场规模将进一步达到285202亿元。

2、智慧建筑

智慧建筑场景包括了智慧社区、智慧园区等各类细分场景。智慧社区场景通过物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结
合人工智能技术对社区各类重要活动场所进行智能化升级，涵盖智能楼宇、智能家居、路网监控、个人
健康与数字生活等领域，典型的应用包括人员出入管理、车辆智能管理、远程智能化监控、社区安全管
理以及社区基础设施管理。2020年中国智慧社区市场规模达到5405亿元，预计随着“互联网+”等政府政
策的进一步推广以及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加，2021年其市场规模将突破6000亿元。

智慧园区场景主要是在生产园区、物流园区、办公园区、商业园区等园区内，通过物联网基础设施，对
园区的日常运营管理和园区资源管理进行智能化升级，对安全隐患进行感知管控，典型的应用包括访客
管理、车辆管理、员工出入、人员轨迹、班车信息等。在国家宏观政策引导以及园区发展趋势的双重因
素影响下，未来我国园区智慧化建设需求会保持高速增长。中国智慧园区市场规模在2020年达3163亿元
，预计2021年将进一步达到3387亿元。



三、供应链物联网

1、智慧物流

供应链物联网把传感器、控制器以及移动通信、智能分析等技术融入到工业生产的各个环节，是AIoT在
工业领域的重要应用。中国智慧物流市场规模由2016年的2790亿元增至2020年的5710亿元，2016至2020年
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9.6%。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既促进了智慧物流行
业的发展，又对智慧物流行业提出了更高的服务要求，智慧物流市场规模有望持续扩大。预计2021年中
国智慧物流市场规模可达6830亿元

2、智能制造

供应链物联网促进了企业生产、经营模式转型升级，与《中国制造2025》提出的“智能制造”理念高度
契合。受我国工业发展和国家政策的推动，加之制造业转型升级需求日益迫切，中国智能制造产业规模
快速扩大，市场规模由2016年的12233亿元上升至2020年的21346亿元。

未来，随着我国智能制造进程进一步深化，人工智能及物联网技术赋能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能够更好地
帮助制造业企业实现数字化及智能化升级，市场需求潜力巨大。预计2021年我国智能制造产业规模将达
到23969亿元。

人工智能物联网行业发展前景

1、国家政策大力扶持产业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积累先发优势

国家密集出台了一系列人工智能扶持政策，人工智能产业得以快速发展，有望进一步助力数字新基建，
赋能中国实体经济，创造巨大市场价值。中国在计算机视觉技术、语音识别等领域技术发展较为成熟，
已形成独特优势，成功的商业化案例众多，使得人工智能公司具有全球竞争力，在部分领域能向全球市
场输出相关技术及知识。伴随着政策支持力度的进一步加深，我国将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产业化
进程，助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构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先发优势。



2、5G等新一代通信技术优势凸显，与人工智能物联网行业发展相辅相成

中国在通信标准上经历了从全面落后到突破反超的历程，在5G等通信技术的发展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
色。一方面，中国积极建设通信基础设施，人均移动基站数约达美国的5倍；另一方面，中国三大运营商
与华为、中兴等企业参与了5G标准的制定，5G标准必要专利数量占比达到34%，处于地位。5G为AIoT进
一步深入诸如家居、工业、城市建设等复杂的下游场景提供了网络基础，推动万物智联的实现。

3、庞大的数据规模奠定基础，人工智能物联网应用场景扩展潜力大

人工智能物联网行业的发展以海量数据作为基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移动端数据的重要性日益
凸显。在数据量方面，中国网民规模位列全球。庞大的网民数量代表了巨大的数据规模，也同时意味着
国内企业将面对更为丰富的数据使用环境。海量数据为我国人工智能技术的算法升级提供了基础支撑，
也为人工智能物联网行业不断扩展更多维度的应用场景提供可能。

4、下游应用场景丰富，人工智能物联网市场空间广阔

随着国内产业互联网、产业智能化进程及“新基建”的步伐进一步深入，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场景更加丰
富，各行业对人工智能物联网产品需求旺盛，国内外市场空间广阔。中国在计算机视觉、人工智能物联
网等领域的技术商业化程度比肩欧美，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在消费物联网领域，人工智能解决方案的需求主要集中在设备解锁、计算摄影等方面，人工智能企业可
通过与中国手机制造商密切合作，提供更符合市场需求的解决方案，日益扩大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在消费
电子物联网领域的市场空间。

在城市物联网领域，人工智能技术对城市、园区场景的管理进行智能化升级，实现资源的有效调度，提
高管理效率。此外，在供应链物联网领域，智能机器人未来几年的需求会大幅增加。劳动力成本较高的
国家尤其对仓储、物流、供应链有更高的自动化需求，这将促进智慧物流和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应用的进
一步拓展。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