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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篇
AI�转型的定义和内涵



AI转型本质上是对⼈和机器智能
在⽣产和经营中关系的重新设计



组织变⾰
⼈⼒增强、AI员⼯

智能增强
研发、⽣产、运营、服务

⼼智重塑
持续学习、适应变化

客户满意

员⼯幸福

财务健康

智能变⾰

客户需求

驱动⼒ 路径/内容 ⽬标

AI转型的层次框架

AI转型本质上是对⼈和机器智能在⽣产和经营中关系的重新设计，是企业通过引⼊
和应⽤⼈⼯智能技术，在研发、⽣产、运营和服务等各个环节实现智能化升级，同
时推动组织结构与⽂化的深度变⾰，以满⾜客户需求、提⾼员⼯幸福感，并实现财
务可持续增长的过程。



智能增强
是指通过⼈⼯智能技术的赋能，在研发、⽣产、运营、服务等核⼼业务环节

中，优化和重构⽣产服务流程、辅助和增强决策制定能⼒，从⽽显著提升企

业的整体⽣产⼒和价值创造能⼒的过程。



1 ⼀键导⼊汽车使⽤⼿册

2 ⼤模型⾃动提取FAQ对

3 ⼈⼯校验⼊库

4 ⼤模型问答API调⽤

产品⽰例

问答准确率：35%->84%

• 答案出图率提升：模型出图率0%->70%。

• 知识构建效率⼤幅提升83.3%
之前⼈⼯梳理单个汽车⼿册形成问答对⾄少需要30⼈天⼯
作量，现在⽤⼤模型只需要5⼈天，预计每个⼿册知识梳理
⾄少节省了25⼈天⼯作量，知识构建效率提升83.3%

• 已有2款车型接⼊使⽤，覆盖车主⽤户数
百万

产品价值

汽车⾏业使⽤智能问答提升服务质量

案例来源：腾讯云

智能增强



利⽤AI模特和背景⽣成提升⼴告素材⽣成效率，不仅能够降低⼴告成本，也能极⼤提升⼴告点
击率。

⼴告⾏业使⽤AI模特提升素材⽣产效率

智能增强

案例来源：易点天下



组织变⾰
是指企业在AI转型过程中，对其组织结构、⼯作模式、流程设计和⼈才体系
进⾏全⾯调整，以适应⼈⼯智能技术的引⼊和应⽤。⼀⽅⾯，已有⼈⼒在AI
智⼒资源的⽀持下得到增强，另⼀⽅⾯，AI�Agent被引⼊⽣产体系发挥价值，
通过⼈机协同、智能资源整合与流程优化，迭代出更加灵活、敏捷、⾼效和
应对变化的组织体系。



用户运营 营销获客 品牌宣传业务办理

短视频带货主播 ⾦融营销助⼿ 企业发布会代⾔⼈

银⾏开户专员 汽车展厅导购 景区IP代⾔⼈

多个⾏业使⽤数智⼈员⼯/AI�Agent

案例来源：腾讯云智能⾏业案例

组织变⾰



实验助理 放射科医⽣ ⼿术操作助理 家庭医⽣⽂档记录员

• AI 转录记录就诊内容
• 创建结构化的病历记录

• 1分钟内完成病例撰写
整个过程

• 精准定位知识图谱关键
知识，提供决策⽀持

肿瘤类项⽬平均节省

88.5%⼈⼯筛查成本

⾮肿瘤类项⽬平均节省

69.8%⼈⼯筛查成本

实现针对脑⾎管病以及脑

部、颈部和胸部等⼗⼏个

部位的肿瘤、感染类疾病

等上百种疾病给出诊断意

见，经过近千例病例验证

87%使⽤传统腹腔镜⼿术的外

科医师在长时间⼿术后会出现

⾻骼肌⾁系统紊乱的现象。

使⽤⼿术机器⼈系统开展⼿术，

可以有效降低肌⾁负荷，同时

控制器具有过滤⽣理性颤动的

功能，减少意料之外的创伤，

提⾼⼿术的安全性。

去年引⼊该平台并建设记忆门
诊以来，门矿医院已经利⽤数
字技术为周边居民提供了千余
次认知筛查测评服务，绝⼤多
数是50⾄70岁的中⽼年居民，
检测异常率⾼达60%⾄70%。

提早开展认知筛查和⼲预，每
年可为全国认知障碍患者及其
家庭减轻120亿⾄190亿元的
经济负担

⼈⼯筛查成本 88.5% 诊断准确率 95%+ 检测异常率 60%+

医疗⾏业强化⼈机协作配合

⼈⼯筛查成本 69.8%

经济负担 120�亿+

87%可协助 外科医师

节省
医⽣时间

增加
诊疗选择

减少
⼈为误差

增加
及时协助

弥补
⼈⼒缺⼝医护⼈员+AI�=�

[1]�Freed�AI
[2][3]�腾讯迈瑞�启元重症⼤模型

[1][2]�医渡科技与北京⼤学肿
瘤医院

[1]�北京天坛医院与北京理⼯
⼤学�–�“龙影”⼤模型

[1]�达芬奇⼿术机器⼈–北美调
查

[1]�宣武医院�认知障碍疾病数
字诊疗平台

组织变⾰

73%⽂档⼯作时间

30倍病历撰写效率

95%+分析准确率

本报告来源于三个皮匠报告站（www.sgpjbg.com）,由用户Id:692645下载,文档Id:402323,下载日期:2025-01-13



⼼智重塑
是指企业在AI转型中，为适应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和技术⾰新，对员⼯和管
理者的思维⽅式、学习模式、决策逻辑进⾏持续性的重塑和迭代升级。其核
⼼在于培养开放、多样化和适应变化的组织⽂化和学习⼼态，把持续成长作
为企业和员⼯的发展⽬标。



40%
编程时间减少

20%+
开发效率提升

50%+
每⽇使⽤率

需求开发
（编码与测试）

单元测试 代码审查 问题解决
(缺陷与安全风险)

解决⽅案
设计

技术对话与

知识检索的问答，

遗留代码解释

代码补全

代码优化

⼀键⽣成

单元测试

⽤例

AI代码审查

⽤于⾃动

代码修改

安全问题

的建议与修复

1.5H 1H 4H 2.5H 1H 40min 30min 15min 1H 30min

37%
每次运⾏采纳率

程序员在代码助⼿助⼒下⼯作流程持续进化

案例来源：腾讯云

⼼智重塑



提出问题 思路引导 总结反馈

· 根据历史数据推荐学

习资料

· 游戏化⼯具激发兴趣

· 指定特定主题和资

源，⽣成⼤纲和课

程

· 问题分析

·⾃动批改及评分

· ⽣成结果报告

· 提出改进建议

·⾓⾊扮演

· 问答对话式

·步骤拆解

·解释答案
引导式思

考

实时反馈

与⽀持

个性化辅

导

⾃动⽣成

框架

在线学习平台

· 随时随地学习，海量资料

AI研究助理

· ⽣成全⾯的研究报告，涵盖事实、

数据、分析和结论

AI⾏政助⼿

· 通讯、⾏政平台，优化效率

⽅法 ⼯具

每⼀个员⼯都需要终⾝学习和迭代进化

⼼智重塑



应⽤篇
AI�转型的应⽤调查



24.0%

38.5%

29.1%

7.4%

0.9%

<20⼈

20-100⼈

101-300⼈

301-1000⼈

1000⼈以上

受访者企业规模

IT/互联⽹/电信
13.2%

⾦融
2.3%

制造/能源/电⼒
14.8%

医疗 / 健
康/医药
5.3%

零售/消费品
23.3%

交通/出⾏/物流
12.1%

教育
4.1%

农业
3.8%

建筑/房地产
7.0%

传媒/⽂化/体育
9.4%

法律/商业咨
询
3.3%

其
他
1.3
%

受访者⾏业分布

19.5%

36.8%12.1%

16.6%

15.0%

⼀线城市 ⼆线城市
三线城市 四线城市
五线城市

受访者所处城市
项⽬组在2024年10⽉，通过
腾讯企鹅有调聚焦中⼩微企业
管理者开展问卷调研，�共回收
3164份问卷，其中有效样本
2887份，受调查者覆盖全国
31个省、⾃治区、�直辖市。

本次调研样本量，超过在95%
的置信度和3%的误差率条件
下所需的最低样本数量，样本
符合统计学有效性要求。

调研说明



观点： 企业探索⽣成式
AI的开放性较⾼，⽣成式
AI的探索主要集中在核⼼
业务环节，但职能性环节
成熟度更⾼

总体样本：N=2887
问题：您所在的企业将生成式AI 应用在哪些环节？（多选），您认为当前生成式AI在您所在企业的应用成熟
度怎么样？

应⽤⽣成式AI的企业中，近⼋
成企业应⽤AI进⾏探索的环节
数量在两个及以上，反映了企
业对⽣成式AI潜⼒的认可。

⽣产式AI在企业研、产、供、
销、服等核⼼环节是应⽤重点，
在这些环节探索的企业占⽐均
超过30%。

在IT/⽹络安全、企业战略和财
务、⼈⼒资源、法务和合规等
职能环节业占⽐普遍不超过
30%�。

但是职能性环节应⽤的成熟度
更为突出，这些场景中认为应
⽤成熟和⾮常成熟的企业占⽐
之和均超过70%。

0.6%

20.4%

27.0%

27.7%

29.7%

34.3%

34.5%

35.6%

39.2%

其他

法务和合规

⼈⼒资源

企业战略和财务

IT /⽹络安全

市场营销

产品研发和创新

⽣产/制造/供应链

销售和客户服务

17.2%

20.2%

21.8%

23.9%

25.2%

26.4%

27.2%

30.0%

49.7%

47.5%

46.5%

45.3%

47.2%

42.9%

44.2%

45.3%

22.3%

24.2%

23.7%

23.1%

20.1%

21.7%

20.3%

18.8%

7.8%

7.0%

7.1%

6.5%

5.4%

6.4%

5.5%

4.3%

产品研发和创新

市场营销

销售和客户服务

⽣产/制造/供应链

企业战略和财务

法务和合规

⼈⼒资源

IT� /⽹络安全

应⽤⾮常成熟 应⽤成熟 ⼀般 应⽤不成熟 应⽤⾮常不成熟

企业将⽣成式AI�应⽤在哪些环节 ⽣成式AI�在企业各环节应⽤的成熟度

21.02% 31.89% 25.70% 6.48% 6.16%

⼀个场景 两个场景 三个场景 四个场景 五个场景及以上

应⽤⽣成式AI的场景数量分布



观点：企业应⽤⽣成式
AI以多⽬标为导向，优
先聚焦提升核⼼能⼒和
优化现有业务，同时对
创新探索保持谨慎

⼤多数企业选择多个⽬标，
如两到三个⽬的占⽐最⾼，
分别为39.7%和24.9%，表
明⽣成式AI被视为多功能⼯
具。⽽选择单⼀⽬标的企业
仅占18.7%，说明企业对AI
的应⽤正在向综合性、全⾯
性⽅向发展。

从具体⽬的来看，提升产品
和服务能⼒（49.7%）的企
业占⽐最⾼，⽣成式AI�与产
品融合⽣产价值是重要⽅向。
但⽤于孵化新业务的⽐例仅
为40.6%，占⽐最少，表明
多数企业仍以优化现有业务
为主，创新探索较为谨慎。

提升品牌影响⼒
和客户满意度

降低现有业务成本

增加现有业务收⼊

孵化新的业务/
创造新收⼊来源

提升产品/
服务能⼒和价值

47.70%

45.70%

45.60%

40.60%

49.70%

总体样本：N=2887
问题：您所在的企业使用生成式AI的主要目标是什么？（多选）

企业使⽤⽣成式AI的⽬的

18.7% 39.7% 24.9% 3.1%4.8%

⼀个⽬的 两个⽬的 三个⽬的 四个⽬的 五个⽬的

企业使⽤⽣成式AI的⽬的数量



观点：与供应商联合开
发产品或服务成为企业
引⼊⽣成式AI的最主要
⽅式

⽣成式AI的应⽤⽅式中，与供
应商联合开发产品或服务最为
普遍，占⽐50.2%。这种合作
模式能快速利⽤供应商技术与
⾏业经验，结合企业需求实现
定制化开发，更贴合具体场景。

其次，34.6%的企业选择采⽤
标准成熟产品，以快速落地AI
能⼒。

仅有15.3%的企业选择⾃主研
发⼤模型或产品。尽管这种⽅
式具备技术掌控⼒与差异化优
势，但⾼投⼊、⾼风险和专业
团队门槛使其仅为少数企业的
选择。

与供应商联合开发
产品或服务
50.2%

采⽤标准的成熟
产品
34.6%

⾃主研发⼤模型/
产品/服务
15.3%

总体样本：N=2887
问题：您所在的企业引入生成式AI产品方式是什么？

企业使⽤⽣成式AI的⽅式



观点：企业使⽤⽣成式
AI的⽬标成效评价较为
积极，特别是中⼩企业
认为降本增效⽅⾯成效
显著。

受访者对⽣成式AI的应⽤⽬标
成效总体整体评价积极。企业
规模越⼩对使⽤⽣成式AI的效
果评价越⾼。

从各环节来看，100⼈以下的
⼩微企业对于降低业务成本、
孵化新业务的⽬标成效评价最
⾼，1000⼈以上的企业对增
加现有业务收⼊的评价略⾼于
其他环节。

说明中⼩型公司可运⽤⽣成式
AI更好地提升效率，⽤更低的
成本挖掘新的创收⽅式，撬动
企业效能。

总体样本：N=1376
问题：在这些目标上，生成式AI应用后的成效如何？
评分量表：1 – 没有看到显著效果，2 – 一般，3 – 显著，4 – 非常显著

不同规模企业对⽣成式AI在各⽬标上的成效评价

降低现有业务
成本

孵化新的业务
/创造新收⼊

来源

增加现有业务
收⼊

提升产品/服
务能⼒和价值

提升品牌影响
⼒和客户满意

度

<�20⼈

20-100⼈

101-300⼈

301-1000⼈

1000⼈以上



投资篇
AI�转型的投资情况



观点：企业对⽣成式AI的
投资普遍保持适度，在IT
投资中占⽐越⾼，对投资
回报率的满意度也越⾼

21%-30%

11%-20%

5%-10%

少于5%

我不清楚

超过30%

16.63%

42.19%

31.17%

5.72%

0.14%

4.16%

在⽣成式AI的企业投⼊中，占
IT预算⽐例11%-20%的企业占
⽐最多，表明多数企业在⽣成
式AI上的投资仍保持适度。

然⽽，从投资回报率的评价来
看，投资占⽐越⾼的企业对投
资回报率的满意度也越⾼，对
⽣成式ai投资占⽐IT预算30%
的企业对投资回报率评价较⾼
和⾮常⾼之和超过90%。

29.70%

12.11%

6.49%

4.17%

36.97%

37.00%

21.59%

12.29%

4.17%

21.21%

38.67%

48.93%

45.83%

31.67%

3.64%

10.22%

21.43%

36.04%

60.83%

我不清楚 ⾮常低 较低 ⼀般 较⾼ ⾮常⾼

总体样本：N=2887
问题：您所在企业在过去一年中对生成式AI的投资（或者付费）占总IT预算的百分比是多少？,您如何评价生
成式AI技术的在企业经营中的投资回报率？

对⽣成式AI的投资（或者付
费）占总IT预算的百分⽐

对⽣成式AI的投资回报率的评价



观点：企业规模越⼤，
对⽣成式AI的投资/付费
⽐例越⾼，50%千⼈规
模企业投资/付费⽐例超
过IT预算30%

企业规模越⼤，对⽣成式AI的
投资⽐例越⾼。

对于员⼯数量在1000⼈以上
的⼤型企业，超过50%的企业
将30%以上的IT预算⽤于⽣成
式AI；

⽽员⼯数低于20⼈的⼩型企业
中，超过⼀半的企业在⽣成式
AI的投⼊占投资预算的⽐例不
到5%，规模较⼩的企业在投
资⽅⾯更为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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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以上 301-1000⼈ 101-300⼈ 20-100⼈ <20⼈

超过30% 21%-30% 11%-20% 5%-10% 少于5%

不同规模企业对⽣成式AI的投资/付费情况

总体样本：N=2887
问题：您所在企业在过去一年中对生成式AI的投资（或者付费）占总IT预算的百分比是多少？



观点：60%以上的企业认
为应⽤⽣成式AI的投资回
报率较⾼或⾮常⾼；特别
是IT/互联⽹/电信、能源/
制造/电⼒等领域回报率评
价更⾼。

评价为“较⾼”或“⾮常⾼”的⽐
例合计达到64%，其中“较⾼”
评价占43%，“⾮常⾼”评价为
21%。⽽评价为“⾮常低”的仅
有1.9%。

⾏业分布显⽰，IT/互联⽹/电
信和制造/能源/电⼒等⾏业的
投资回报评价较⾼，⽽教育和
农业的评价相对较低，说明不
同领域对⽣成式AI的投资回报
率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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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经营中⽣成式AI的投资回报率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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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样本：N=2887
问题：您如何评价生成式AI技术的在企业经营中的投资回报率？



2.26%

3.26%

4.12%

6.21%

6.47%

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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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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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超过30% D.21%-30% C.11%-20% B.5%-10% A.少于5%

2024不同省市企业投资⽣成式AI的情况

总体样本：N=2887
问题：您所在企业在过去一年中对生成式AI的投资（或者付费）占总IT预算的百分比是多少？

观点：不同省市的企业
对⽣成式AI的投资⼒度
存在⼀定差异，北京和
上海投资超IT预算30%
的企业占⽐领跑全国其
他省市。

北京、上海、江苏、⼴东和浙
江的企业是全国范围对⽣成式
AI投⼊⼒度较⼤的五个省市，
其中北京和上海的企业对⽣成
式AI投⼊超IT预算30%的占⽐
最⾼；

⼴东省企业投资占⽐超10%的
累计达到63%，仅次于上海和
北京。



风险篇
AI�转型的挑战和风险



观点：缺乏合适的模型
和⼯具、技术能⼒不⾜
和⼈才缺乏是最⼤挑战

总体来看，缺乏合适的模型和
⼯具、技术能⼒不⾜和⼈才缺
乏是企业使⽤⽣成式AI的最⼤
挑战。

从⾏业来看，制造业主要挑战
是缺乏合适模型和⼯具，对应
的技术和⼈才缺乏；医疗⾏业，
主要是缺乏管理层⽀持、技术
和数据上不⾜；⾦融业主要挑
战是算⼒难以获取；传媒/⽂
化/体育⾏业主要是缺乏合适
的模型和⼯具。

主要挑战 IT/互联⽹/
电信 ⾦融 制造/能源/

电⼒
医疗/健康/

医药
零售/消费

品
交通/出⾏/

物流 教育 农业 建筑/房地
产

传媒/⽂化/
体育

法律/商业
咨询

算⼒难以获取 27.1% 32.9% 25.5% 27.9% 20.1% 23.9% 21.7% 17.1% 24.2% 23.2% 20.4%

⼈才缺乏 34.7% 31.4% 36.5% 27.3% 31.9% 30.4% 35.7% 31.4% 28.0% 31.7% 23.3%

技术能⼒不⾜ 36.5% 30.0% 36.9% 31.5% 35.2% 29.8% 26.1% 31.4% 29.5% 28.9% 24.3%

缺乏合适的模型和⼯具 34.2% 22.9% 39.8% 27.9% 33.5% 36.9% 32.2% 20.0% 30.9% 39.4% 29.1%

所需数据的可得性较低 35.0% 30.0% 32.0% 33.3% 26.9% 30.7% 31.3% 19.0% 31.4% 27.5% 31.1%

整体投资/付费过⾼ 34.7% 22.9% 26.6% 30.9% 27.4% 26.7% 23.5% 24.8% 35.3% 31.0% 30.1%

应⽤有门槛，不会使⽤ 26.8% 24.3% 27.3% 21.8% 27.9% 26.1% 30.4% 21.0% 32.4% 28.5% 24.3%

缺乏管理层⽀持 22.7% 18.6% 29.1% 40.0% 21.1% 23.6% 23.5% 26.7% 30.4% 23.2% 34.0%

企业使⽤⽣成式AI遇到的挑战

总体样本：N=2887
问题：您所在的企业应用生成式AI时遇到哪些挑战？



观点：个⼈隐私保护和
⽹络安全是最关注的风
险因素

三分之⼀左右的受访者认为⽬
前企业使⽤⽣成式AI仍存在⼀
定风险，主要包括个⼈隐私保
护、⽹络安全和取代⼈⼯影响
就业等⽅向。

另外企业也认为可解释性/透
明度、企业数据泄露和知识产
权侵权、业务合规问题也是重
要的风险点。

企业使⽤⽣成式AI⾯临的风险

总体样本：N=2887
问题：您所在企业在使用生成式AI时面临哪些风险？



预期篇
AI�转型的未来展望



观点：近七成企业计划
未来⼀年增加对⽣成式
AI的投资，并希望提升
模型的基础能⼒，降低
数据和算⼒要求。

接近70%的企业计划在未来⼀
年增加对⽣成式AI的投资或付
费，其中计划增加20%-50%
的企业近1/4；

26%的企业计划投资与今年持
平；

仅有5%的企业会减少投资或
付费。

企业认为要⼤规模普及⽣成式
AI，最需要提⾼对输出结果的
控制能⼒，提⾼模型的理解和
推理能⼒，以及降低对数据和
计算资源的要求。

未来投资意愿和希望AI提升的维度

减少投资或付费

5%

保持不变

26%

增加少于20%

44%

增加20%-50%

23%

增加超过50%

2%

我不清

楚

0%

减少投资或付费 保持不变 增加少于20% 增加20%-50% 增加超过50% 我不清楚

0 500 1000 1500

降低使⽤难度

具备长期记忆能⼒

降低使⽤成本

降低幻觉，提⾼⽣成结果准确性

降低对数据和计算资源的要求

提⾼理解能⼒和推理能⼒

能够精确的控制输出结果

总体样本：N=2887
问题：您所在企业计划在未来一年内增加对生成式AI的投资或者付费吗？您认为生成式AI技术需要在哪些方面提升
才能大规模普及？

⽣成式AI技术需要在哪些⽅⾯提升未来⼀年对⽣成式AI的投资和付费意愿



观点：⼤多数⾏业认为
未来员⼯数量会减少的
可能性更⼤，互联⽹和
教育⾏业相对更加乐观

总体样本：N=2887
问题：您所在的企业因为使用生成式AI，导致员工数量有什么变化？

⼤多数⾏业认为未来员⼯数量
会减少的受访者占⽐更⾼，仅
IT/互联⽹/电信⾏业认为未来
员⼯数会增加的受访者占⽐更
⾼；

认为使⽤AI后员⼯⼈数会增加
的⾏业中，IT/互联⽹/电信、
教育、交通/出⾏/物流排在前
三，法律/商业咨询领域排在
最后；

认为使⽤AI后员⼯⼈数会减少
的⾏业中，法律/商业咨询、
医疗/健康/医药、⾦融排在前
三，说明⼈们认为AI会对这些
⾏业的就业带来⽐较⼤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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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AI后的员⼯数量变化预期



观点：在尚未使⽤⽣成
式AI的受访者中，⼤约
40%表⽰1-3年后会使⽤，
回答为不会或不确定的
⼈中，主要因为技术能
⼒不⾜、没找到合适的
场景和⼈才缺乏⽽不⽤

回答样本：N=225
问题：未来您的公司会采用生成式AI吗？您的公司不采用生成式AI的原因是什么？

在225位⽬前尚未使⽤⽣成式
AI的受调查者中，有40%预计
在未来1-3年会使⽤；还有
44%的受访者表⽰不确定。

在回答为不会使⽤或不确定的
受访者中，他们不采⽤⽣成式
AI的原因主要包括：技术能⼒
不⾜、没找到合适的场景和⼈
才缺乏。

未来是否会使⽤⽣成式AI

0 10 20 30 40 50

其他

存在合规风险

没有⾼质量数据

应⽤有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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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能⼒不⾜

选择未来不会使⽤或还不确定的受调查者
不采⽤⽣成式AI的原因

⽬前尚未使⽤⽣成式AI的受调查者
未来的使⽤意愿

不会

13%

预计⼀年后会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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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两年后会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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