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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云服务概念界定
以云服务的形式提供的IT基础资源、开发工具、能力平台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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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云服务产业链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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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云服务产业图谱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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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整体云服务市场规模及增速
整体云服务市场增长稳健，云服务行业在机遇与挑战中加速转型

- 市场概览：2023年中国整体云服务市场规模为4758亿元，增速为19.2%。以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发展，驱动中国整

体云服务市场从“完善综合能力”向“构建融合能力”转型。技术能力革新与商业实践创新成为整体云服务行业关注焦点。

- 技术能力：以模型为核心，实现“云、数、智”深度融合，构建“内外兼顾”的技术能力。对外，云厂商围绕模型发展所需关键

要素，为自研模型、第三方模型提供相关算力、算法、数据产品与服务；对内，云厂商借助自研模型、第三方模型升级传统云产

品，深化云产品服务能力，强化运行效率，优化使用体验。

- 商业实践：以落地为目标，推进“模型与行业”深度融合，打造“由点到面”的实践能力。云厂商依托现有行业解决方案，立足

长期客户服务经验，借助行业客户与生态伙伴支持，从行业场景切入，构建行业垂类模型。在商业实践中评估模型效果，探索商

业模式，缩小理论预期与应用效果的差异，缩短技术投入与商业回报的周期。

来源：专家访谈、公开资料整理、结合艾瑞云市场模型、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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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专家访谈、公开资料整理、结合艾瑞云市场模型、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
制。

中国基础云服务市场结构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驱动基础云服务市场产品结构变革

- 市场概览： 2023年中国IaaS市场规模为3121亿元，增速为17.1%；PaaS市场规模为750亿元，增速为29.5%。随着以大模型为

代表的相关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有望驱动基础云市场进一步形成“PaaS带动IaaS”的联动效应，成为基础云市场新的增长引擎。

- IaaS市场：国产化与智能化，推动基础设施层减弱同质化。相较于传统IaaS层在基础算力领域，以价格多样化和算力精细化的商

业模式来塑造差异。在大模型时代，政企客户对自研产品和智能算力质量需求显著提升，逐步成为云厂商升级底层IaaS能力的重

点。

- PaaS市场：在大模型时代，基础云厂商偏重于“基础大模型”与“行业大模型”双管齐下的发展模式。在基础大模型领域，云厂

商一方面不断提升自研大模型产品能力，并推出 MaaS 概念，构建全链路模型产品和服务能力。在行业大模型领域，云厂商则依

托其自研基础大模型，结合行业客户服务经验，生态伙伴能力，聚焦典型业务场景，“以点带面”逐步探索大模型商业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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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有云服务市场规模及增速
公有云服务市场面临增长压力，新增长要素仍需较长周期培养

- 市场概览：2023年中国公有云服务市场规模为3287亿元，市场增速为19.3%。存量市场厂商竞争压力激增，增量商机回报周期较

长，导致中国公有云服务市场难以保持高速增长态势。

- 行业竞争：从需求端看，公有云主要行业客户受宏观环境影响，用云支出更为谨慎。对已在云上的业务内容也进行全面评估用云

成本，精简不必要的用云支出。从供给端看，公有云厂商经历了一波“以价换量“的价格战后，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厂商间的内

卷，更多消耗了厂商自身利润空间，关注价格的更多是短期云用户，难以形成长期粘性，带来稳健收益

- 增量机遇：公有云厂商围绕大模型，提供一系列产品和服务，但模型相关产品和服务所带来的收益较为有限，大模型发展仍处于

初期。目前更多是基础设施建设及能力提升阶段，稳健的商业模式仍有待积累，虽然在互联网行业，模型开发者为厂商营收贡献

颇丰，但在传统政企行业，大模型落地周期，回款周期仍然漫长，需要更多时间将技术能力转为经济收益

来源：专家访谈、公开资料整理、结合艾瑞云市场模型、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172.1 241.5 336.9 609.4 1011.8 1500.3
2290.5 2754.5 3287.0 3658.4 4115.7 4609.6 5121.3 5618.1

40.3% 39.5%

80.9%
66.0%

48.3% 52.7%

20.3% 19.3%
11.30% 12.5% 12.0% 11.1% 9.7%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e 2025e 2026e 2027e 2028e

2015-2028年中国公有云服务市场规模及增速

公有云服务市场规模（亿元） 公有云服务市场增速（%）



10©2024.9 iResearch Inc.                                                                                                                         www.iresearch.com.cn

中国非公有云服务市场规模及增速
非公有云市场增速放缓，行业增长与客户需求变迁紧密相连

- 市场概览：2023年中国非公有云服务市场规模为1471.1亿元，市场增速为18.9%。传统行业客户始终是私有云和混合云主要客

- 发展趋势：行业大模型发展有望进一步打开非公有云市场增量空间。1）处于合规及安全角度考虑，传统政企客户在部署行业大模

型时，更偏向采用非公有云服务，推动非公有云部署规模增长。2）非公有云客户数字化投入呈现“整体IT投入规模较高，但IT支

出中落地到云领域有限”的特征。因此，从数据看，传统政企客户用云空间广阔；但从实践看，传统政企客户用云场景有限，用

云动力不足，IT支出转云支出比例较低。行业大模型的发展，一方面，有望重塑当前非公有云产品服务能力，改善用云体验；另

一方面，能进一步帮助客户探索潜在用云场景，提升云在业务中的覆盖度。

来源：专家访谈、公开资料整理、结合艾瑞云市场模型、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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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

13.0%

11.1%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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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2023年中国公有云 IaaS 市场

（仅国内市场）排名及份额

阿里云 华为云 天翼云 腾讯云

AWS 移动云 百度智能云 浪潮云

京东云 联通云 其他

来源：专家访谈、公开资料整理、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来源：专家访谈、公开资料整理、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中国基础云服务市场竞争格局（1/2）
运营商背景云厂商加速发展，逐步重塑基础云市场竞争格局

互联网背景云厂商仍占据市场主导地位，但市场分额均有下滑。ICT背景云厂商及运营商背景云厂商市场份额均有提升。客户结构调

整和发展策略升级成为影响互联网背景云厂商市场表现的关键因素。互联网背景云厂商从“扩张式发展”转向为“精细化运营”：

在优势行业深挖客户需求，在传统行业，聚焦高利润业务内容。对大规模，高成本，长周期的项目均进行精细化筛检。虽然，缩减

项目数量及投入会对营收规模造成影响，但较为理想的利润空间可以帮助互联网背景云厂商，在日益“烧钱”的大模型竞赛中构建

长久竞争力。运营商背景云厂商，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布局，重点发展传统政企客户，持续扩大在云市场的投入，在基础云领域取得

显著增长。在大模型时代，运营商背景云厂商聚焦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并同步提升PaaS能力，努力实现IaaS与PaaS发展平衡化。依

托其在政企行业坚实的客户基础，加速推进各类型云业务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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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移动云 百度智能云 浪潮云

京东云 联通云 其他

亚马逊云科技 亚马逊云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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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础云服务市场竞争格局（2/2）
互联网背景云厂商占据公有云 PaaS 市场主导地位

想比较IaaS基础云市场，互联网背景云厂商市场份额逐步下滑，在PaaS市场中，互联网背景云厂商则处于领导地位。相比IaaS基础

设施建层，云产品能力同质化严重，市场竞争以价格优势和规模优势为主，逐步成为客户判断云厂商“性价比”的关键。PaaS层由

于更偏重软件和技术，逐步成为区分云厂商“数智能力”的关键。即使同为互联网背景云厂商，各独立厂商在大数据、人工智能、

大模型等技术领域仍有不同侧重，更好地聚焦各自优势行业客户，在探索商业模式的同时，优先构筑技术护城河，提升行业准入门

槛。未来，随着基础大模型和行业大模型的进一步发展，企业客户在PaaS层的投入将进一步提升，PaaS能力层将成为继续带动IaaS

基础层支出的有效引擎，也将成为区分云厂商竞争力的关键。

来源：专家访谈、公开资料整理、结合艾瑞云市场模型、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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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重塑基础云底座能力
智能算力需求激增，驱动智能算力中心加速建设
智能算力中心，是为高计算量AI工作提供专业算、存、网硬件设备及软件服务，聚焦大模型训练、推理及AI相关场景的新型专业算

力基础设施；是服务人工智能产业，为高计算量人工智能业务场景提供专业智算资源、智算服务、智算生态的新型基础设施。从发

展历程看，智算中心是数据中心在服务能力上从“综合化”向“专业化”的转型。在应用领域上，传统数据中心以服务各类企业业

务应用场景为主，智算中心则专注于人工智能领域，服务大模型训练、推理及其他人工智能相关场景，如图像渲染、金融量化、医

药开发、自动驾驶、智能制造等。

来源：公开资料、专家访谈、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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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业务提供综合的算力支持

汇集高质量算力资源，以满足大
规模科学研发及工程计算需求

聚合智能算力资源，结合智算服务及生
态，为企业人工智能业务提供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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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算中心能力概述
为各类人工智能业务提供优质智算资源、专业智算服务及智算生态支持

来源：公开资料、专家访谈、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智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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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平台

生态
支持 企业孵化场景应用 解决方案 研发支持 人才培养

算力 算法 数据 模型

云化资源

物理资源

智算中心具备为企业各类人工智能业务提供包括软硬件在内，从资源到服务及生态的完整能力。智算中心通过聚合智能算力资源有

效解决大模型时代各类企业在大规模模型训练和推理中所面临的智算资源稀缺问题；结合专业算力、算法、数据等工具和服务，加

速大模型开发、调优、迭代，强化大模型的通用能力和行业适配性；依托生态伙伴提供应用、解决方案开发能力，加强大模型的商

业实践能力。

1）物理资源：智算中心根据模型训练和推理需求差异，提供技术架
构统一、可实现内部各组件高速互通互联的AI服务器和服务器间以低
时延、高带宽网络互联的AI服务器集群。

2）云化资源：除物理形态的智算设备外，智算中心支持以云的形式，
将智能算力资源更灵活地对外输出，实现智算资源的弹性调度、高效
管理，并为算力、算法、数据、模型等能力平台构建技术底座

智算中心能力平台以大模型为核心，将构成大模型的关键要素：算力、
算法、数据以“服务”的形式对外输出。
1）算力服务：聚焦智算资源的高效管理、调度
2）算法服务：多类算法自由调用以支持不同场景大模型开发
3）数据服务：模型训练和推理所需各类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
4）模型服务：提供预训练大模型和模型调优服务，降低模型开发成
本，加快模型部署

网络 存储

AI 服务器

AI 服务器集群训练服务器 推理服务器

RDMA

NVLink

AI 芯片
GPU

ASIC

FPGA

互联协议

PCIE

NVLink

IPOS

算力管理

……

算力监控

算力调度

自然语言处理

模式识别

知识图谱

机器学习

数据采集

数据交易

数据处理

数据标注

模型训练

……

模型部署

模型测试

算力资源池 向量数据库

SSD

与AI应用开发伙伴、行业应用开发者等合作，依托智算中心提供的资
源底座和能力平台，加速AI应用的商业落地速度，提升AI应用的实践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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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算中心发展背景——大模型
大模型迭代加速，训练参数量骤增，需要大规模智算集群支持

1）Google在2017年提出Transformer大语言模型，克服传统RNN（递归神经网络）模型和CNN（卷积神将网络）模型在自然语言

处理过程中的局限性，模型训练所需数据集和参数规模显著扩大，大语言模型已步入“千亿参数”时代。大模型的能力表现与参数

规模呈正相关，高效完成大规模参数训练是提升大语言模型适用能力的关键。智算基础设施需要配置更高性能GPU芯片以加速并行

计算效率。

2）LLaMa模型开源有效降低模型开发技术难度和开发成本，使开发者可以基于预训练大模型底座进行微调构建行业垂类模型，加速

行业定制化AI应用开发，推动人工智能行业进入“百模大战”阶段。垂类大模型的发展不仅进一步扩大企业对智算资源的需求，还

要求智算中心具备除算力资源外，提供以大模型为核心的相关算力服务、算法服务、数据服务、模型服务的综合能力。

来源：公开资料、专家访谈、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Google
Transformer 模型推出

GPT-1
1.17亿

BERT
3.55亿

XLM
6.55亿

XLNet
3.55亿

RoBERTa
3.55亿

ALBERT
2.35亿

GPT-2
15亿

ELECTRA
3.35亿

DeBERTa
15亿

T- NLG
170亿

GPT-3
1750亿

Codex
120亿

Gopher
2800亿

MT- NLG
5300亿

ChatGPT
200亿

AlphaCod
e

410亿

LaMDA
1370亿

PaLM
5400亿

InstructGPT
13亿

Transformer
解码器

Transformer
编码器

2023

Meta
LLaMa 开源模型

LLaMa 开源模型基座LLaMa 模型优势

金融 互联网 工业
设计

零售 ……

平衡模型开发成本效益 确保数据安全 广泛场景定制化能力

支持离线部署和升级，
可有效保证数据安全性，
满足行业监管要求

依托预训练通用大模型
底座进行微调，所需参
数规模较低，训练周期
较短

通过在通用大模型底座
引入行业特征数据，实
现垂类大模型开发



17©2024.9 iResearch Inc.                                                                                                                         www.iresearch.com.cn

智能算力中心发展背景 ——智能应用
各类人工智能应用加速普及，应用层需求扩张带动算力层建设加速

ChatGPT发布后，AIGC逐步成为人工智能行业新热点，AIGC应用相关网站访问量显著增长，应用内容逐步从对话类向图像、音视

频等多种类型扩展。个人用户与企业用户对AIGC适用领域的探讨和能力升级的期待推动大模型加速开发迭代。数据、算法、算力则

是带动大模型升级迭代的“三驾马车”。数据是模型开发和调优的基础样本，算法是对数据处理和分析的方法，算力则是支持大规

模数据采集和升级算法处理能力的关键。因此，大模型迭代需要更广泛的算力资源支持。通用大模型的进步驱动训练算力增长，要

求智算基础设施集中部署智算设备，配套完整的网络和存储设备以支持高密度计算任务。垂类大模型的发展带动推理训练增长，要

求智算基础设施布置分散，并降低网络延时、提升响应速度，以满足高并发任务的要求。

来源：Writerbuddy，公开资料、专家访谈、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28%

16%

14%

10%

10%

8%

14%

图像类AI 对话类AI 写作类AI

视频类AI 音频类AI 设计类AI

其他

0.24 0.3 0.3
0.6

1.2

1.9

2.7

3.6
4.1

3.4
3.1

2.8

2022.9 2022.10 2022.11 2022.12 2023.1 2023.2 2023.3 2023.4 2023.5 2023.6 2023.7 2023.8

访问量（十亿次）

算
法
技
术
不
断
升
级

数
据
规
模
持
续
扩
大

智能算力需求增长

训
练
算
力

推
理
算
力

模型数量

训练次数

参数量

数据量

模
型
数
量

应
用
时
间

单
用
户
数
据
量

场
景
数
量

日
活
用
户
量

2022-2023年全球访问量前50AIGC应用网站访问量

2022-2023年全球访问量前50AIGC应用网站类型

算力设施能力特征

算力设施能力特征

•训练芯片设计复杂

•AI服务器分布集中、
且需要高规格存储
及网络配套设施
•聚焦高密集任务

•单卡计算精度一般
8-32位精度

•推理芯片设计简易

•AI服务器位置分散、
更关注网络延时性

•聚焦高并发任务

•单卡精度低：一般
4-16位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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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算中心发展背景 ——政策
智算资源具有稀缺性，政策引导鼓励各类厂商加速智算中心建设

从人工智能行业软硬件产品发展看，得益于模型算法升级和开源模型被广泛采用，大模型已从年度迭代转变为月度迭代，周度迭代，

且每次迭代所需的算力资源也呈倍数增长。但提供智能算力的关键设施，GPU芯片的升级周期和AI服务器的生产周期显著滞后于AI

软件的开发周期，导致有限的智算供给需要满足高速增长的智算需求。因此，可以满足大模型开发的高性能智算资源存在天然的稀

缺性。为改善智算供需结构，更好地支持数字经济建设，国家提出《算力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引导算力基础建设，并提

出到2025年，在计算力方面，智能算力占比达到35%的目标。由于智能算力基础设施发展相较于通用算力基础设施存在滞后性，智

能算力规模在整体算力占比与预计目标仍有显著差距。智算资源的稀缺性和国家政策的引导为各类型厂商进入智能算力行业提供机

遇。

来源：《中国综合算力评价白皮书》、《中国算力指数发展白皮书（2023）》、公开资料、专家访谈、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
《规划》指出，要夯实数字中国建设基础。一是打通数字基础设施大动脉。需要
系统优化算力基础设施布局，促进东西部算力高效互补和协同联动，引导通用数
据中心、超算中心、智能计算中心、边缘数据中心等合理梯次布局。整体提升应
用基础设施水平，加强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二是畅通数据资源大
循环。构建国家数据管理体制机制，健全各级数据统筹管理机构。推动公共数据
汇聚利用，建设公共卫生、科技、教育等重要领域国家数据资源库。释放商业数
据价值潜能，加快建立数据产权制度，开展数据资产计价研究，建立数据要素按
价值贡献参与分配机制。

《算力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
《行动计划》提出，到2025年，计算力 方面，算力规 模超过300EFLOPS
（1EFLOPS=每秒10^18次浮点运算），智能算力占比达到35%，东西部算力平
衡协调发展；运载力方面，国家枢纽节点数据中心集群间基本实现不高于理论时
延1.5倍的直连网络传输，重点应用场所光传送网（OTN）覆盖率达到80%，骨
干网、城域网全面支持IPv6、SRv6等创新技术使用占比达到40%；存储力方面，
存储总量超过1800EB，先进存储容量占比达到30%以上，重点行业核心数据、
重要数据灾备覆盖率达到100%；应用赋能方面，打造一批算力新业务、新模式、
新业态，工业、金融等领域算力渗透率显著提升，医疗、交通等领域应用实现规
模化复制推广，能源、教育等领域应用范围进一步扩大。

智算中心产业相关政策

35%（智能算力目标）

……
基础硬件厂商 运营商 云厂商 专业智算厂商

77.2%

22.8%

其他算力规模占比

智能算力规模占比

2022年中国算力结构

为智算中心
提供智算芯
片、智算服
务器及配套
软件

结合国家政
策引导，在
核心枢纽节
点加速智算
中心建设

将智算资源
池化，以云
形式对外输
出，并提供
AI开发平台

致力于提供
完整的覆盖
从物理设施
到软件能力
的一体化智
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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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能算力市场规模（1/2）
供给侧产品快迭代，需求侧资源高投入，市场总体供不应求且增速较高，
短期增长来源于训练算力，长期增长来源于推理算力

- 市场概览：从行业规模来看，2023年中国智能算力总规模已经达到了 389.1EFlops，预计到2027年，规模将会增长至

1694.9EFlops。从算力结构的视角来看，虽然目前训练算力占比仍然比较多，但随着大模型应用的不断加深和推广，推理算力的

需求正在逐步增加。

- 供给特征：智能芯片架构的快速迭代升级，单张芯片可承载的算力快速增长；智能芯片厂商加紧增加产能，保证产量的供给，但

高端算力的供给缺口仍然严重。

- 需求特征：应用端的人工智能需求迅速爆发并向下传导，影响了各企业对于自身数智业务布局。各行业的企业都积极探索人工智

能潜在应用场景。对算力资源的采购上也有所倾斜，整体算力仍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68.2 109 142.3 237.9
389.1

616.8

945.0

1329.7
1694.9

59.8%

30.6%

67.2% 63.6% 58.5% 53.2%
40.7%

27.5%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E 2025E 2026E 2027E

2019-2027年中国智能算力规模及增速（浮点运算口径）

智能算力（EFlops） 增长率（%）

注释：口径为以浮点运算为单位，智算服务器提供的总算力。
来源：专家访谈，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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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能算力市场规模（2/2）
训练需求拉动行业走向万亿量级，高成长与不确定性并存

395 559 841 1,423 

3,466 

5,736 

8,164 

10,773 

14,837 

41.4% 50.6%
69.1%

143.6%

65.5%
42.3% 32.0% 37.7%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E 2025E 2026E 2027E

2019-2027年中国智能算力规模及增速（金额口径）

智能算力（亿元） 增长率（%）

注释：按需求方以使用智能算力为目的，向供给方支付智能服务器/智能云租金为口径。若供给方与需求方为同一企业，仍按照市场租赁价格计算。
来源：专家访谈，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 市场概览：以金额为口径看行业规模，2023年中国智能算力总规模已经达到了 3466亿元，预计到2027年，规模将会增长至

14837亿元。

- 增长驱动: 2023年，大模型发展驱动训练算力投入支出显著增加。具体表现为：1）从芯片能力看，英伟达H系列比A系列单芯片

算力提升近5倍；从服务器构成看，训练服务器平均载卡数量已经从之前的2-4卡增长至4-8卡。

- 发展趋势：第一，训练算力（Flops）持续快速增长，智能算力需求规模将持续扩大；第二，由于受到高端智能算力产品限制，每

单位训练算力价格下降缓慢，算力供给成本提升与供需缺口导致的“买方市场”将持续推高智能算力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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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8%

14.2%

6.3%

7.2%

4.0%

1.6

%

0…

0…6.3%

2023年中国智能算力需求占比

大模型 算法推荐 自动驾驶 科研 量化交易

虚拟人 生物制药 制造 其他

中国智能算力需求结构
大模型占据中国智能算力需求主导地位

- 通用大模型占据主导：由于大模型本身对高端算力具有强需求，在总体的智能算力需求中，大模型的需求占比最高，将近六成。

随着大模型训练需求的增长，资源进一步倾斜，预计未来2-3年内大模型算力需求仍然将保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持续作为智能算

力的最大需求方。

- 各类行业/场景大模型增量空降广阔：另外，自动驾驶、量化交易、生物医药这些领域，由于比较依赖AI对于数据的处理，因此也

对智能算力有比较强的需求。从技术进步以及应用需求的角度，这几个领域预计未来都会有比较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上述行  

业对于智能算力的需求仍将持续上升。

来源：公开资料及专家访谈，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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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型厂商智算服务能力分析
综合云厂商自研能力、软件平台、生态伙伴为核心塑造产品

可提供智能算力产品及综合数智服务的综合云厂商智能算力产业的重要参与者。从业务重点看，综合型云厂商重点是软件层，围绕

服务大模型的软件平台构建服务能力，并将产品链下沉到算力资源层面，以PaaS带动IaaS，构建“模型和算力”的完整服务体系。

从业务实践看，综合云厂商积极结合自身技术能力和优势行业，同步提升通用大模型服务能力与行业大模型商业化实践。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综合型云厂商

能力
特征

业务
重点

自研
能力

软件
平台

生态
建设

云厂商在与智算芯片企业合作同时，持续加大自研GPU芯片研发投入，以扩大智算资源池，保证底层资源资源充足。

围绕模型训练、开发、测试、部署提供各软件平台服务。帮助企业和开发者可以迅速构建各类模型，或将模型应用于商业实践

构建覆盖平台工具到应用开发的各类生态伙伴，使云厂商软件平台接入更多模型框架，并鼓励开发者利用各类模型工具，开发可应用于商业实践的
应用产品

完善基础设施
为缓解算力资源的稀缺性，云厂商正加速建设新型智算中心，打造智算集群，
以更好的满足模型训练的需求。此外，随着开源模型推动垂类模型开发加速，
云厂商需要完善边缘节点，并强化“云边端”协同，以满足日后推理场景的
需要

“由内至外”推动大模型商业化落地

在向外部企业和开发者提供模型服务的同时，将模型能力赋能给云厂商所在
集团内部产品。通过将大模型能力与内部产品打通，更好的观察产品的业务
表现，为大模型进一步向行业推广积累经验。

强化软件服务
构建算力软件平台，提升算力管理效率，拓展算力输出模式，除硬件外，支
持以“云”形态将算力资源对外输出，让智算资源更弹性、敏捷。打造能力
平台，强化算力、算法、数据要素的结合，提升智算服务附加值和用户粘性

“由下至上”驱动行业大模型落地
针对行业大模型，云厂商优先聚焦自身优势行业，通过链接生态伙伴，打通
数据要素，聚焦典型场景。尝试将大模型逐步引入到商业实践中，并不断加
速模型迭代，提升使用体验。通过整合应用端实践反馈，逐步精细化行业大
模型的个性化特点，提升其在行业中的普适性。



23

中国基础云服务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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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公开资料整理、专家访谈、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来源：公开资料整理、专家访谈、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基础云发展趋势 ——行业大模型
各行业数智进程加速，业务场景深度与广度持续提升，需要大模型支持

行业大模型的加速落地有望带动大模型扩大在传统行业中的应用范围。升级传统行业中已部分采用AI功能的业务场景，如营销、销

售、客服、研发等；构建全新AI能力，如自动驾驶、虚拟现实、元宇宙、智慧城市等，逐步推动社会从“从“万物互联”转为“万

物智联”。为实现“万物智联”进一步释放企业AI能力，模型并行训练能力、可拓展性、模型轻量化能力都需要进一步提升。并行

训练要求模型可以更高效地同时完成多次大参数规模训练，可拓展性要求模型能力可以更高频地更新，由此将带来对训练算力及推

理算力资源更广泛的需求、模型轻量化可进一步降低模型训练成本。

21.9%

12.8%

6.0%

5.3%
5.3%4.5%

4.2%

4.2%

3.8%

3.8%

28.2%

2023 年中国行业大模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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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云发展趋势 —— 云出海
云出海成为驱动云市场增长有效支撑，需要精细化运营构建海外优势

129
180

257
367

496

663

861

37.5%
39.7%

42.8% 42.9%

35.8%
33.5%

30.0%

2020 2021 2022 2023e 2024e 2025e 2026e

2020 – 2026年中国整体云出海市场规模及增速

中国整体云出海市场规模（亿元） 中国整体云出海市场增速（%）

在国内云市场面临增长瓶颈的当下，云出海始终保持告诉增长态势。当前，云出海市场规模较小，市场仍处在高速增长的“红利

期”。但出海市场受国际政治及经济欢迎影响，存在较强不确定性。需求侧看，已出海头部企业为更好的满足安全合规需求，存在

下云压力；正出海中小企业受制于生存压力，用云支出更为谨慎。拓展出海产品体系，提升云出海服务体验。供给侧看，相较于国

内较低的试错成本可支持短期的扩张性投入，云厂商需要在海外进一步提升精细化运营能力，选准赛道，精准切入，构筑长期竞争

力。在产品侧，着重推广行业热点产品，能力差异化产品；在服务上进一步将本土化服务经验与海外本地化生态融合，更好的为客

户提供全面服务。

来源：专家访谈、公开资料整理、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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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云发展趋势 ——国产化
智能算力基础设施成为国产化发展新重点

在大模型时代，AI芯片生产制造的局限性是造成智算资源稀缺性的主要原因。因此，国内厂商需要不断提升自主研发能力，提升AI

芯片生产制造能力，进而从根本上解决智算资源紧张问题。目前，以国产自主芯片产品虽然加速发展，但在计算精度、数据传输效

率上与其仍存在较大差距，且在软件生态及模型框架适配性上仍有较高依赖性。因此，解决训练领域对高性能、高规格、高精度AI

芯片的需求，完善软件生态，将成为国内厂商自主研发的重点。为此，国内厂商需要在人才、设施、生产、生态四个领域不断提升。

在人才领域，不断培养高端AI芯片设计、开发、运维人员；在设施领域，扩大智算中心投入，并与智算产业中的领先企业共建高质

量智算中心；在生产工艺领域，着重提升AI芯片在训练场景下的稳定性、兼容性、响应效率；在生态领域，提升对主流大模型框架

的适配能力，构建广泛的开发者生态。

来源：英伟达官网、公开资料、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品牌 壁刃科技 燧原科技 寒武纪 昆仑芯 华为海思

产品 BR100 i20/T21/T20 思元370 R200 昇腾910

计算精度

FP16 N/A 128TFLPOS 96TFLPOS 128TFLPOS 320TFLPOS

FP32 256TFLOPS 32TFLOPS 24TFLOPS 32TFLPOS N/A

FP64 N/A N/A N/A N/A N/A

INT8 2048TOPS 256TOPS 256TOPS 256TOPS 640TOPS

国
产
智
算
芯
片
产
品
及
生
态

培养强化AI芯片设计、开发人员，增强
AI芯片自主研发能力。培训高端AI服务
器运维人员，强化对高端AI服务器运维
的能力

构建高质量智算中心，实现算力、算法、
数据的协同能力。提升算力资源供给，
完善配套服务，提升人工智能全场景服
务能力

针对AI芯片，提升训练芯片的研发能力，
提升芯片性能和计算精度。针对AI服务
器，完善服务器组网能力，提升数据传
输效率。

构建“智能算力OS”，提升智算调度、
管理效率。提升智算资源对各类模型开
发框架智的适配度，降低开发者应用门
槛

优化软件生态完善生产工艺升级基础设施加强人才培养

CU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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