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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电商  

 
生成式 AI 重塑广告营销产业链，商业化落地加速  

 
 生成式 AI助力互联网广告市场持续增长 

我国互联网广告市场增速持续回升，生成式 AI加速渗透。2023年，中国互

联网广告市场规模同比增长 12.66%至 5732 亿元，互联网广告市场开始回

暖并重回增长轨道。目前生成式 AI广泛应用于内容生产的降本提效上面，

未来有望应用到市场洞察、内容与创意生成、媒介投放优化等广告营销的

各个环节，全面提升广告营销效率。预计 2030 年 AIGC 广告营销业务营收

市场规模达 1500亿元。 

 

 生成式 AI重塑广告营销产业链 

用 AI 将营销全链条重做一遍，已成为行业共识，广告产业链在生成式 AI

技术推动下有望迎来新一轮变革。（1）赋能广告内容创意和制作：生成式

AI 技术可以快速生成营销素材，降低广告内容生成所需时间和人；（2）优

化投放流程，实现精准营销；（3）重塑投放渠道与消费者交互方式。 

 

 广告行业积极拥抱生成式 AI 

AI 营销已成为广告营销的主要趋势之一，全球大厂加速将生成式 AI 融入

到现有的业务体系中。（1）国内：AI 在广告营销行业广泛落地，其中互联

网大厂落地速度较快，且目前聚焦多模态能力的提升，头部营销公司则更

关注商业化落地进展；（2）海外：海外科技巨头如谷歌、Meta和微软等在

AI 广告营销领域积极布局，持续提升广告效率、优化客户体验和增强营销

精准度。 

 

 投资建议：关注全面布局生成式 AI的头部互联网电商平台 

我们认为，随着生成式 AI 技术在广告营销领域加速落地，生成式 AI 有望

成新增长引擎，助力广告营销行业加速增长。短视频及电商平台作为主要

广告营销市场有望率先受益，建议关注全面布局生成式 AI的头部互联网电

商平台阿里巴巴。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发展不及预期；技术落地不及预期；行业竞争加剧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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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互联网广告市场重回增长，生成式 AI应用加速 

1.1 互联网广告市场重回增长轨道 

互联网广告市场规模增速反弹，电商广告表现亮眼。2022 年，全球经济经历俄

乌冲突、疫情反复等多重因素考验，我国互联网广告收入同比下降 6.38%至 5088 亿

元，是中国互联网广告市场发展 20多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2023年，中国互联网广

告市场规模同比增长 12.66%至 5732 亿元，互联网广告市场开始回暖并重回增长轨

道。但受疫情、宏观环境等因素影响，中国互联网广告市场整体增速放缓，2016-2019

年三年 CAGR 为 23.7%，但 2020-2023 年三年 CAGR 仅为 4.9%，增速下滑明显。具体

来看，电商类广告与展示类（包括信息流）广告是互联网广告市场最主要的两种广告

形式。2023年电商广告同比增长 36.11%达 2070.06亿元，视频与短视频平台广告收

入同比增长 25%达 1433.08 亿元。其中短视频平台广告收入相较 2022 年同比增长

23.28%达 1058.4亿元。 

图表1：2016-2023 年中国互联网广告市场规模及增速 

 
图表2：2020-2023 年各平台互联网广告收入增速（%） 

  
资料来源：中关村互动营销实验室，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关村互动营销实验室，国联证券研究所 

 

1.2 市场集中度保持相对稳定 

2023年中国互联网广告市场集中度与 2022年相对稳定，市场前十大公司份额占

比为 96.2%，前四的公司市场份额占比为 75.57%。其中字节跳动保持高速增长，2023

年同比增长 23.76%至 1448亿元，超越阿里成为国内广告收入规模第一的公司，也是

近 8 年来第二个广告收入规模破千亿的公司。阿里广告业务收入连续 6 年呈下滑趋

势，2023年广告收入下滑趋势有所抑制。百度与阿里相似，不过百度在 2023年重新

恢复增长。腾讯广告业务收入同比增速达 17.57%，超过互联网广告收入整体市场规

模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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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2022-2023 年互联网广告收入 TOP4 占比变化 

 
图表4：2023 年中国互联网广告收入 TOP10 

 

 

资料来源：中关村互动营销实验室，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关村互动营销实验室，国联证券研究所 

 

1.3 生成式 AI 有望成新增长引擎 

随着互联网流量红利见顶，广告营销产业进入存量竞争阶段，大模型和生成式 AI

技术有望成竞争核心。广告营销有望成为生成式 AI最快落地的领域，而且在生成式

AI 的助力下，广告营销领域已经产生了实际的经营效益。截止 2023年底，约有三成

广告主在使用 AI 生成图文，AI 视频生成未来使用期望最高。生成式 AI 技术加速渗

透到广告营销领域。目前广泛应用于内容生产的降本提效上面，未来有望应用到市场

洞察、内容与创意生成、媒介投放优化等广告营销的各个环节，全面提升广告营销效

率。根据 Accenture预测，到 2029年 30%的社交媒体广告将由 AI自动生成。 

图表5：AIGC 在广告营销行业应用情况 

 
资料来源：秒针营销科学院、全球数字营销峰会 GDMS、营销智库 M360《2024中国数字营销趋势报告》，国联证券研

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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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 AI激发行业新机遇。当前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企业为了更好地满足

消费者需求和提升自己的品牌，广告营销需求有望增强，预计 2025年中国广告营销

市场整体规模有望达 13466亿元，未来三年行业复合增长率达 9%，生成式 AI则有望

成为广告营销行业增长引擎。当前中国生成式 AI在广告营销行业中营收占比仍较低，

2023年市场规模大概在 50亿元左右，预计未来每年增速或达 60%以上，预计 2030年

AIGC广告营销业务营收市场规模达 1500亿左右。 

图表6：2018-2025 年中国广告营销市场规模预测（亿元） 

 
资料来源：量子位智库、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国联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表7：2023-2030 年中国 AIGC广告营销业务市场规模预测（亿元） 

 
资料来源：量子位智库、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国联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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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成式 AI 有望重塑广告营销产业链 

用 AI 将营销全链条重做一遍，已成为行业共识。广告产业链在生成式 AI 技术

推动下有望迎来新一轮变革，从广告营销内容、投放流程到交易场景和交互方式全面

覆盖。 

图表8：广告营销行业产业链 

 
资料来源：量子位智库，国联证券研究所整理 

 

2.1 生成式 AI 赋能广告内容创意和制作 

广告营销产业上游的影响主要还是内容生产制作方面，体现在行业效率的提升。

上游客户核心诉求是内容个性化和降本增效，而生成式 AI 不仅解放双手，还能大大

提高生产力。由于广告营销素材设计制作门槛较高，不仅需要专业化的设计还需要高

效快捷的完成，尤其在大促节点，需要不同的广告素材满足不同场景的营销需求，从

朋友圈促销文案、促销海报到产品宣传视频等，这就需要依靠 AI等技术来提升内容

制作效率。通过 AI技术可以快速生成营销素材，降低广告内容生成所需时间和人力

投入，从而将营销人员从繁琐的执行过程中解放出来，回归创意本身的思考。当前国

内外巨头都在投入 AI智能生成广告内容方面，通过基础的产品信息和素材生成广告

文案和素材，降低创作门槛。但在具体落地方面国内外又有所差异，国内更倾向于使

用 AI技术直接生成可商用广告，海外则更看重广告创意，所以在图片和视频生成方

面更强调利用 AI来做辅助和优化。目前 AI已经广泛应用于广告内容生成，有 33%的

广告主在使用 AI生成图文，20%的广告主使用 AI生成创意视频，AI广告创意的使用

度达到 25%，而且计划使用 AI生成图文和视频的广告主比例都超过了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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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9：AIGC 广告营销素材设计示例 

 
资料来源：虎嗅网，国联证券研究所整理 

 

2.2 生成式 AI 优化投放流程 

利用 AI 大模型技术还可实现对广告商品内容的理解以及投放和分发上的反馈，

挖掘用户的兴趣，并根据用户信息定制高质量广告，从而实现千人千面的精准投放，

提升广告投放效率。传统的广告投放流程复杂，广告主需要设置预算、关键词设置、

出价、人群定向等。AI 技术则可有效解决传统广告投放的流程复杂的问题，利用自

然语言代替机器语言，广告主只需要描述想要推广的产品、目标人群和计划投入的预

算，不需要设置关键词竞价和分解营销意图，就可实现广告定向投放。目前百度、字

节等头部投放平台都在通过训练 AI大模型的学习能力，来提升“自动化”投放的能

力，降低投放门槛，提升 ROI。百度“轻舸”平台可根据用户搜索词、兴趣、意图等

秒级响应生成营销方案和落地页内容，适配用户需求，实现精准高效投放，广告投放

转化率可提升达 20%。 

2.3 生成式 AI 重塑投放渠道与消费者交互方式 

随着 AI大模型技术在广告内容生成和广告投放方面的应用，下游用户端的交互

方有望被重塑，如基于 AI大模型的智能客服、虚拟数字人或成为用户新的交互方式。

目前，多家大厂正在尝试 AI数字员工方式承接用户，并在智能服务中完成转化。如

百度在 2023年 11月推出对话时营销产品“商家智能体”，在部分搜索场景中，商家

专属“智能体”会适时触发，与用户智能互动，从而实现精准营销。AI 数字人的服

务形式也被更多的广告主接纳，79.1%的广告主愿意将数字人应用到广告与品牌内容

传播上，以兼具科技感和人性化的互动，在调研、售后、咨询等场景创作新的消费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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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当前各个大厂均有自己的智能客服产品，在 AI大模型的加持下他们均有望成为

真正懂用户的金牌员工。 

图表10：百度商家智能体对话示例 

 
资料来源：36氪，国联证券研究所整理 

 

3. 广告营销行业全面拥抱生成式 AI 

AI营销已成为广告营销的主要趋势之一。全球大厂纷纷意识到生成式 AI所激发

的行业机遇，加速将生成式 AI融入到现有的业务体系中。  

3.1 国内：AI+营销广泛落地，关注商业化进展及多模态能力提升 

（1）互联网大厂：AI落地速度较快，聚焦多模态能力提升 

一是推出 AIGC营销工具，向多模态持续演进。自 2023 年起，国内头部互联网公

司相继推出 AIGC工具，助力商家制作广告素材。其中按落地场景划分：1）电商场景

下，阿里巴巴“万相实验室”“绘蛙”、京东“京点点”主要支持根据商品信息，自动

生成商品场景图和营销文案，其中阿里支持自动生成商品模特图；2）短视频场景下，

抖音“即创”支持生成数字人口播视频同时还支持生成带货样式的图文；快手“盘古”

则能生成 AI配音和短视频切片；3）泛行业营销场景中，百度“擎舵”目前支持生成

广告文案和数字人口播视频，腾讯“妙思”目前支持通过提示词生成图片，适用于非

实物行业如阅读、游戏等的投放。 



请务必阅读报告末页的重要声明 9 

 

 

行业报告│行业专题研究 

二是简化投放流程，提升营销效率。目前，多个大厂已将 AI与自有的智能投放

平台相结合，在投放环节上则各有侧重。其中百度于 23年 9月推出“轻舸”投放平

台，商家用自然语言描述即可圈定目标受众；阿里巴巴于 23年 8月推出效果广告投

放平台“万相台无界版”和品牌广告投放平台“阿里妈妈百灵”，将搜索、推荐、直

播、短视频等各场域流量整合，商家可一站式投放；字节旗下巨量引擎的 UBMax平台

主要侧重于简化多计划设置、盯盘的复杂度；腾讯“妙思”则聚焦营销素材审核，大

幅缩短审核时长。 

三是增强对用户的理解，AI服务客户。目前，多个头部互联网平台上架“AI客

服”，如百度于 23年 11月推出对话式营销产品“商家智能体”，在与客户的对话过程

中实现精准营销。据百度营销数据，“商家智能体”的接待效果大幅领先于传统 AI机

器人，展现量提升 51%，消费提升 56%，咨询开口量提升 72%。此外，京东也对传统

智能客服进行 AI升级，在 23年双十一活动中，开售 10分钟，“京小智”累计咨询服

务量超 188万次，服务商家数量超 36万。 

图表11：互联网大厂 AI+营销布局方向 

 

资料来源：36氪，国联证券研究所整理 

 

（2）头部营销公司：关注商业化落地进展 

除头部互联网平台之外，国内营销行业企业也积极布局 AI应用。其中，蓝色光

标 BlueAI于 2023年联合发布行业模型 BlueAI 1.0，现已服务于出海及国内整合营

销、内容营销、广告投放等重点客户项目；易点天下于 23年 7月推出的 KreadoAI已

实现商业化，24 年 2 月底推出的出海应用数据分析与增长模型平台“数眼智能 BI”

已进入全面内测阶段；焦点科技旗下“AI 麦可”新增图生视频功能，帮助外贸企业

解决视频制作费时费力的问题，提高产品展示效果；因赛集团旗下 InsightGPT已研

发实现文生视频功能，目前能洞察用户输入的文字信息，自动生成多个视频创意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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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随着国内外多模态 AI大模型能力的持续演进，视频生成能力有望成为广告

营销企业 AI布局的重心。 

图表12：广告营销行业重点上市公司 AI 布局梳理 

公司名称 AI 应用领域及效果 

分众传媒 
部署营销垂类大模型，正在持续微调和迭代。公司通过对历史广告数据的深度挖掘，构造高质量数

据集和合理的人工标注反馈数据，并能够在实际场景中持续的迭代和优化，持续提升其能力。 

蓝色光标 

2023年，BlueAI 联合百度、智谱、微软中国、谷歌等多家云平台，发布行业模型 BlueAI 1.0，现已

服务于出海及国内整合营销、内容营销、广告投放等重点客户项目。2024年，BlueAI 将抓住技术发

展趋势持续升级，向多模态、多场景的智能体（AI Agent）进化，基于行业模型，打造企业级营销

助手，赋能市场洞察、消费者互动、多媒体内容创作，进一步提升组织 AI 化、业务 AI 化水平。 

易点天下 

23年 7月推出的 KreadoAI 已实现商业化，24年 2 月底推出的出海应用数据分析与增长模型平台

“数眼智能 BI”已进入全面内测阶段。目前国产 AI模型长文本能力的突破，解决了复杂图生文和长

视频脚本的生成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广告内容精细化、创意营销形式多元化、营销互动场景

化等提供更有力的技术支撑。 

焦点科技 
AI 麦可能够通过供应商提供的图片为供应商生成视频，并利用 AI技术帮助供应商添加字幕、语音、

虚拟人形象等视频元素，帮助外贸企业解决视频制作费时费力的问题，提高产品展示效果。 

三人行 
依托科大讯飞星火大模型 3.0，公司推出营销领域多模态 AI 产品“一个 AI”，为客户提供从品牌战

略、媒介策略、创意内容产生到媒介预算投放的全链条智能营销服务。 

天下秀 

红人端，公司积极研发基于 AI 技术的创新性 AIGC 产品“灵感岛”，发挥集团最大社交营销中文语

料库优势，希望将 AI技术运用到数据服务、内容服务等领域，为内容创作者提供个性化的创意灵感

推荐、商业服务推荐等降本增效的服务。 

因赛集团 

公司 InsightGPT 已研发实现文生视频功能，目前能洞察用户输入的文字信息，自动生成多个视频创

意主题，并根据用户指定主题先自动生成具有完整故事感的创意脚本，再根据脚本自动生成创意视

频，以及同步完成音乐生成、人声生成及字幕生成等子任务，最终输出完整度较高的营销创意视

频。 

微盟集团 

2023年，公司推出 AI应用型产品微盟 WAI，通过开源自研与百度文心一言、腾讯云行业大模型等 AI

技术伙伴的合作，不断围绕“智能搭建、内容创作、营销推广、智慧经营”等实际商家业务场景夯

实壁垒。WAI 生成内容可用率达 80%，文案创作提效 60%。公司还将测试和开放 AI制作视频能力，实

现进一步人效提升。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整理 

 

3.2 海外：个性化、自动化和智能化成为数字营销新趋势 

海外科技巨头如谷歌、Meta 和微软等，都正在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数字营销，

引领着一场全新的营销革命。利用 AI的先进算法和机器学习能力，为客户提供包括

广告创作、客户洞察、个性化营销策略等的全方位解决方案。纵观各海外头部科技公

司在 AI广告营销领域的布局，我们看到，个性化、自动化和智能化成为数字营销新

趋势的核心，AI 在提升广告效率、优化客户体验和增强营销精准度方面的潜力较大，

通过使用集成的 AI工具，数字营销展现出无限可能。 

（1）谷歌：Google Ads+AI，赋能企业广告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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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利用 AI 技术赋能广告营销，通过分析用户数据，精准定位目标受众，

实时调整广告策略，增强个性化体验；结合 Performance Max，生成式 AI辅助广告

创作，辅助创意生成，帮助企业降本增效。 

Performance Max：AI 赋能广告创作。2023年，Google推出拥有生成式 AI功

能的广告产品 Performance Max。基于拥有强大语言能力的模型 PaLM 2，Performance 

Max 能够根据客户提供的营销目标、财务预算、特定行业需求以及目标受众等信息，

智能化生成高质量的广告文案、标题及图像，提供广告创意。Performance Max 不仅

在内容创作上表现出色，还能精确地为每个广告活动推荐并适配最合适的广告展示

形式和传播渠道，有助于精准投放，优化投放效果。 

图表13：Google AI 根据客户需求生成图片素材 

 
图表14：Google AI 支持用户按需求编辑图像 

  
资料来源：谷歌官网，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谷歌官网，国联证券研究所 

 

洞察用户需求并提高购买率，帮助提高客户投资回报率。基于大量的用户信息，

Google 利用 AI技术分析实时变化的用户行为和偏好，模拟和预测用户行为，定位目

标用户，精准洞察用户需求；其次，AI 技术赋能搜索广告，在用户搜索时展示价格

区间最合理、内容最相关的广告，帮助广告客户广泛覆盖目标群体，并使用智能出价

功能优化定价，在对潜在用户精准营销的同时提高购买率，不仅优化了客户的个性化

体验，也助力客户广告投放精准转化，创造更多价值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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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5：Google AI 助力客户成功 

 

资料来源：谷歌官网，国联证券研究所 

 

（2）Meta: 提供整套 AI 处理工具，形成全方位营销解决方案 

Meta使用 AI工具赋能营销全流程，既提供全流程解决方案，也对广告创意、目

标设定、广告版位、资金预算等特定环节提供针对性方案。Meta Advantage的解决

方案包括 Advantage+ Complete Campaign Solutions 和 Advantage+ Single Step 

Solution。Complete Campaign Solutions 包括购物广告（Advantage+ Shopping 

Campaigns）和应用广告（Advantage+ App Campaigns）两大工具。根据 Meta数据显

示，使用前者的的广告客户平均广告花费回报增加了 32%，使用后者的广告客户则改

善了 9%的成本效益。 

图表16：Meta Advantage 广告营销解决方案 

 
资料来源：Meta，国联证券研究所 

 

Meta 可提供个性化解决方案，满足多样化需求。广告客户可以根据自身独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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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目标选择相应的 Advantage解决方案，以最大化广告性能。 

全渠道销售增长：Meta Advantage 帮助企业通过整合线上和线下的客户触达点，

实现全渠道销售的增长。无论是实体店铺还是电商店铺，广告客户都可以利用

Advantage+解决方案来优化顾客的购买旅程，提升跨渠道的转化率。 

增加现有客户粘性：通过个性化的 Advantage+ Creative和 Advantage+ Catalog 

Ads，企业能够精准地向现有客户展示产品中个性化的兴趣点，加深与客户的联系，

培养客户忠诚度，提升品牌的生命价值。 

拓展潜在客户：利用 Advantage+ Audience Automation 和 Advantage+ 

Placements，企业可以精准定位并吸引新的潜在客户，通过使用 AI技术分析和预测

用户行为，能够确保广告投放到最有可能感兴趣的新受众群体中。 

（3）微软：Customer Insights+Copilot ， 打造创新性营销方案 

通过结合使用用户洞察产品 Customer Insights和生成式 AI产品 Copilot，微

软提供创新 AI营销方案，提升用户洞察力，优化营销策略，并确保隐私合规性。通

过精准营销和优化消费者旅程，帮助广告客户提高营销效率和投放效果。 

消费者洞察与隐私合规。首先，利用 AI支持的身份管理功能，Customer Insights

能够整合客户数据，构建多维度的客户视图，帮助企业能够深入理解目标群体需求并

管理相关信息；进一步地，通过整合各种数据源，根据预生成的 AI模型，对消费者

行为进行预测；此外，通过实时数据更新，Customer Insight能够帮助企业寻找新

的细分方向或发现新的受众群体，同时确保在统一客户数据的过程中，自动添加同意

数据，以符合隐私和安全法规。 

图表17：消费者用户画像构建 

 
图表18：消费者意向预测 

  

资料来源：Microsoft，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Microsoft，国联证券研究所 

 

消费者触达通道生成与潜在顾客转化。利用 AI 驱动的通道选择，Customer 

Insights 能够在正确的时间通过正确的消息，帮助提供定制化的用户体验，并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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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预生成的数字通道和自定义通道，提供连贯的客户体验；此外，通过预生成的分

析仪表板，其能帮助销售团队更有效地跟进潜在客户，自动向销售人员提供合格潜在

顾客信息，并提供对客户进入或退出意愿的相关分析，衡量营销的成功与否。 

图表19：使用预生成的通道随时触达客户 

 
图表20：消费者分析仪表板 

  

资料来源：Microsoft，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Microsoft，国联证券研究所 

 

基于 Copilot快速生成个性化内容。使用 Copilot，广告客户可以定制个性化营

销内容、标题和视觉图像等等素材；同时，通过向 Copilot 描述目标细分，定义业务

目标、目标受众或所需工作流，Copilot能够快速生成、查看和修改客户细分，帮助

企业更精准地定位目标受众,简化消费者旅程的创建过程。 

图表21：基于 Copilot 生成个性化营销素材 

 
资料来源：Microsoft，国联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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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投资建议：关注全面布局生成式 AI的互联网电商平台 

我们认为，当前宏观经济向好，广告主信心增强，广告营销市场有望延续 2023

年的增长。同时，AI 技术有望加速渗透到广告营销各个环节，不仅助力广告营销企

业降本增效，也将在市场洞察、内容与创意生产、媒介投放优化方面提升效率，并进

一步激发行业机遇。短视频和电商领域作为主要广告营销市场有望率先受益，建议关

注头部互联网电商平台阿里巴巴。 

5. 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发展不及预期：国际形势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导致经济发展面临不景气

风险，影响广告主投放预算，从而对广告营销行业产生不利影响。 

技术落地不及预期：生成式 AI技术仍处于早期探索期，广告营销行业应用落地

可能效果不佳。 

行业竞争加剧：当前广告营销行业参与者众多，行业竞争激烈，可能影响公司相

关公司盈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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