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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AI 技术人才供需洞察报告

2025 年新春伊始，DeepSeek 凭借其技术创新、卓越的用户体验、广泛的应用场景以及不断

提升的国际影响力等优势风靡全网，为持续升温的 AI 技术热潮再添新动力。与此同时，AI

领域数百万级的人才缺口，使得该领域的人才变得炙手可热，备受各界关注。在这股热潮之

下，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适时推出《2025 AI 技术人才供需洞察报告》，旨在为 AI 领域的求

职者提供精准的决策参考，同时也为招聘方把握最新招聘趋势、掌握一手人才信息提供有力

支持。

一、AI 技术人才需求分析

1、AI 技术岗呈现明显高学历化、高薪化特征，远超整体职位

1）AI 技术岗硕博人才需求占比近 47%，比重远超整体岗位硕博人才需求

近一年（2024 年 2 月-2025 年 1 月）AI 技术人才整体呈现平稳增长态势，比上一年（2023

年 2 月-2024 年 1 月）同比增长 6.53%。AI 技术职位对学历的要求普遍较高，近一年明确要

求硕博学历的职位占比总计 46.98%，其中硕士学历需求 42.72%，博士需求 4.27%。在整体

职位中，要求硕博学历的职位占比仅为 4.47%，其中硕士学历需求 3.96%，博士需求 0.51%。

这充分说明了 AI 技术岗位的准入门槛相对较高，对求职者的学术背景和专业知识有着较为

严格的要求。

2）50 万以上招聘年薪在 AI 技术职位中超 3 成，而在整体职位中不足 1成

从 AI 技术职位的招聘薪资来看，50 万年薪以上的职位占比最高，为 30.97%；而整体职位中

50 万年薪以上的职位仅占 5.36%，排名倒数第二。AI 技术岗高薪化较为突出，由于 AI 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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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风口，人才稀缺，公开数据表明 AI 人才缺口到 2023 年为 400 万。而 AI 技术人才则更

为紧俏，因此其呈现人以稀为贵的特质。DeepSeek 公开以百万年薪的优厚待遇广纳 AI 英才，

甚至连实习生都能享受到月入过万的待遇，这些令人瞩目的高薪职位大多聚焦于 AI 技术岗

位。这一现象充分彰显了 AI 技术岗位的极高价值，使得招聘方不惜投入重金求才。

2、AI 技术岗位细分职能需求分析

1）算法工程师人才需求近 7 成，深度学习与机器学习名词上升跻身前五

从近一年 AI 技术人才需求的职能分布来看，算法工程师占比 67.17%。连续两年稳居第一；

图像算法、机器视觉排名与上一年保持一致，位居第二、第三，占比。深度学习、机器学习

位居第四、第五，名次相较上一年各上升了一个名次。

算法工程师作为 AI 技术的核心岗位，其需求持续保持高位，这体现了算法在 AI 技术中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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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性和重要性。图像算法和机器视觉作为 AI 技术在视觉领域的重要应用，在安防监控、自

动驾驶、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深度学习和机器学习在 AI 技术人才需求中的排

名上升，表明这两个领域的技术应用正在加速扩展，企业对掌握相关技能的人才需求日益增

加。深度学习在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语音识别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广泛应用于

人脸识别、智能推荐、智能客服、自动驾驶等场景。随着数据量的爆炸式增长和计算能力的

提升，深度学习的应用前景更加广阔，企业需要掌握深度学习技术的专业人才，来开发和应

用深度学习模型，解决复杂的数据处理和决策问题。机器学习在金融、医疗、零售、教育等

领域具有广泛应用，如风险评估、疾病预测、用户画像、个性化推荐等，能够帮助企业挖掘

数据价值，优化业务流程，提升决策效率。

2）算法工程师和深度学习硕博学历需求占比最高，均为 50%左右

对比 AI 技术人才需求最多五大职能的招聘学历要求可见，算法工程师和深度学习对硕博学

历要求占比最高，分别为 50.85%、49.45%；图像算法和机器学习对硕博学历的要求占比为

40%左右。而机器视觉对硕博学历的需求相对较低，为 23.39%。

算法是人工智能的核心，涉及复杂的数学、统计学、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知识。算法工程师

需要设计、优化和实现各种算法，以解决复杂的问题。这些工作通常需要深厚的理论基础和

创新能力，硕博学历往往意味着更长时间的专业学习和研究，能够提供更扎实的理论基础和

更强的创新能力。深度学习涉及复杂的神经网络模型和优化算法，需要掌握大量的数学知识，

如线性代数、概率论、统计学等，以及编程技能。硕博学历的求职者通常在学术研究或项目

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能够更好地应对深度学习中的挑战。机器视觉在工业自动化、智

能安防、医疗影像等多个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对人才的需求量也较大，因此企业更注重求

职者的实践能力和经验，而非仅仅追求高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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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深度学习、机器学习超 50 万年薪的职位最多，占比均超 38%

对比 AI 技术人才需求最多五大职能的招聘学历要求可见，机器学习、深度学习招聘年薪 50

万以上的职位占比最多，分别为 38.71%、38.34%；算法工程师 50 万以上岗位占比为 31.72%。

机器视觉该薪资段职位较少，为 9.31%。

3、行业需求：互联网行业 AI 技术人才需求最多，家电行业 AI 技术人才需求增长最快

从近一年 AI 技术人才需求的行业分布看，需求最旺盛的行业为互联网，占比 30.37%；电子

/半导体/集成电路位列第二，占比 21.25%；计算机软件、人工智能排名第三、第四，占比

19.35%、13.87%；机械/设备以 7.10%的占比位居第五。这表明，AI 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多个

行业，不仅限于人工智能行业本身。互联网行业对 AI 技术的需求最为旺盛，反映了数字化

转型的深入发展。硬件制造、计算机软件以及传统制造业等领域也对 AI 技术人才有较高需

求。AI 技术正在推动各行各业的创新和发展，成为推动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从近一年不同行业 AI 技术人才需求同比增长较快的 TOP5 行业来看，家电的 AI 技术人才增

长最快，为 93.75%；通信设备、智能硬件、新能源的 AI 人才需求增长率 38.61%、37.22%、

33.44%，位居第二至第四；电子/半导体/集成电路的增长率为 28.87%。家电行业正加速向

智能化转型，对 AI 技术的依赖和需求显著增加。随着智能家居市场的不断扩大和消费者对

智能家电产品的接受度提高，家电企业纷纷加大在 AI 技术方面的投入，以提升产品的智能

化水平和市场竞争力。通信设备、智能硬件、新能源行业同样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对 AI 技

术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通信设备行业作为信息技术的基础设施提供者，智能硬件行业作为

智能设备的制造商，新能源行业作为未来能源发展的重要方向，都在积极寻求 AI 技术的支

持，以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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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区域分布：长三角 AI 技术人才需求最旺盛，京沪深 AI 人才需求最多

在 AI 技术人才需求的城市群分布中，长三角地区以 40.11%的占比独占鳌头；粤港澳大湾区

与京津冀几乎并驾齐驱，占比均超 22%；相比之下，成渝地区的占比相对较少。从 AI 技术

人才需求的城市分布 TOP10 来看，北京、上海、深圳三大城市排名前三，占比分别为 21.17%、

20.54%、16.42%。杭州与苏州紧随其后，分列第四、第五，而广州排名第六。无论从城市群

还是具体城市的分布来看，经济越发达、产业越集聚的区域，对 AI 技术的人才需求就越高。

二、AI 技术人才分析

1、AI 技术人才特点：年轻、学历高、重点院校出身、有硬科技专业背景

AI 技术人才在年龄结构方面呈现出显著的年轻化特点。从近一年的 AI 技术活跃人才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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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岁以下的人才占比 59.90%，其中 25 至 30 岁年龄段的人才更是成为了中坚力量，占比高

达 38.33%。在教育背景方面，AI 技术人才普遍拥有较高的学历水平，重点院校出身者众多，

硕博学历总计占比达 72.99%（其中硕士、博士为 63.93%、9.06%），而 985/211 院校毕业的

人才占比 47.86%。从专业背景来看，这些人才大多深耕于硬科技领域，前五位的专业分别

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电子信息、机械工程以及计算机技术，彰显了 AI 技术领

域的专业深度和广度。由此可见，AI 技术人才群体不仅年轻活力，而且素质优良，为 AI 技

术的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2、近期 AI 技术人才紧缺情况：人才高度供不应求

2025 年 1 月，猎聘平台 AI 技术整体人才紧缺指数（TSI）达到了 3.24，明确显示出人才市

场处于高度供不应求的态势（TSI>1 即表示人才供不应求）。在其细分职能中，搜索算法和

推荐算法的人才紧缺指数尤为突出，高达 9.35 和 7.35，位居前两位。同时，语音识别和算

法工程师的紧缺程度也不容忽视，位列第三和第四，其紧缺指数均超过了 3。此外，图像算

法、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NLP)、深度学习以及机器视觉等职能的人才也呈现出紧缺状

态，其紧缺指数均超过了 2，彰显了 AI 技术领域对各类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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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AI 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以及其与众多行业的深度交融，各行各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

深刻变革。AI 技术以高效与优质为驱动力，推动着行业的蓬勃发展，让更广泛的人群共享

其带来的福祉。这一趋势也昭示着，社会各行业对 AI 技术人才的需求愈发迫切。企业需积

极揽才，引进 AI 技术精英，为自身的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而 AI 技术人才更应与时俱进，

不断更新观念与技术，以最大化地实现自我价值，共绘科技发展的辉煌篇章。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