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IRankings人工智能競爭力報告：中國AI論文數全球第二 今年開年首超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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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及中美AI發展的具體差距，香港科技大

學數字金融實驗室主任陳卡你認為，美國在

人工智能發展中的優勢主要集中在大創新和

大想法上，從深度學習技術的突破，到阿爾

法狗的橫空出世，再到ChatGPT等，美國推

出了很多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創新成果，這也

是美國始終站在AI創新最前沿的直接體現。

中國則在應用場景方面展現出了得天獨厚的

優勢。中國擁有龐大的工業體系、完善的供

應鏈和豐富多樣的應用場景，為AI技術的落

地應用提供了廣闊空間。相比之下，美國及

西方在某些應用場景上可能相對匱乏，一定

程度會限制其AI技術的實際應用效果。

加強AI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
陳卡你強調，應用場景是AI技術發展的重

要驅動力，只有在實際應用中不斷迭代和優

化，才能推動AI技術的持續進步和成熟。中

國需要進一步加強AI技術與實體經濟的深度

融合，推動AI技術在更多領域、更深層次的

應用落地。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持續推進「人工

智能＋」行動，將數字技術與製造優勢、市

場優勢更好結合起來，支持大模型廣泛應

用。陳卡你認為，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等

地區工業基礎雄厚、供應鏈體系完善，為AI

技術的推廣應用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這

些地區匯聚了大量優秀的AI公司和大學研究

機構，形成了良好的創新生態和濃厚的創新

氛圍。未來，大灣區等地應繼續發揮自身優

勢，積極與國際先進水平對接和合作，共同

推動AI技術的不斷創新和應用落地，為全球

AI產業的繁榮發展貢獻中國智慧和力量。

「香港科技大學高度重視 AI 領域的發

展，在 ChatGPT 剛剛問世之際，學校便

為每位學生購置了相應的 Token（賬

號），並開放了API接口，供學生們

使用。」他透露，近期，學校還全

新開設了一個專門針對AI的碩士

項目，同時也在積極籌備建立

一個 AI 科學中心，學校在人力

和物力方面都投入了大量資源。

●香港文匯報記者任芳頡

北大連續三年全球第一 中國高校AI學術力量崛起

中國四市AI競爭力居全球前十五

全球AI競爭力
中美兩極並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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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全球人工智能研究能力排名系統AIRankings最新發布的人工智能競

爭力報告（下稱「報告」）表示，從AI成果發表量及世界排名考察全球

人工智能競爭力，美國仍以絕對優勢位列榜首，中國作為全球第二與英

國拉開斷崖式差距，形成中美兩極並立的世界格局。報告特別指

出，2025年開年以來，中國論文發表數量首度超越美國，標

誌着全球AI發展格局的轉折點已經到來。報告同時強調，從

整體來看，中國與美國在AI領域的論文

發表數量與作者數量仍存在顯著差距，從

細分領域來看也有明顯「偏科」，在自然語

言處理、機器學習、機器人學、模擬仿真等領域中

國仍處於劣勢，有待補足和追進。

●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芳頡 北京報道

專家解讀 灣區應用場景優勢得天獨厚

該報告指出，其以透明算法整合50多個AI領域頂級會議和
期刊，整合了計算機視覺、自然語言處理、機器學習等八

大AI核心領域的數據，對國家、城市、高校研究機構的人工智
能研究能力進行評估，得出人工智能競爭力排名及報告結論。
「過去十年，中國與美國的差距不斷縮小。中國2024年全年
AI成果發表量相較於十年前增長了近六倍，同期美國的漲幅僅
為176.85%。 同時，中國以陡峭的增長曲線與英國拉開差距，
中美兩極鼎立的全球AI發展格局初見雛形。」報告指，2022年
11月ChatGPT問世以來，中美兩國2023年AI成果發表量均有
大幅增長（美國增長17.01%，中國增長31.16%）。2024年，
美國成果發表數量與2023年持平，而中國成果發表量持續高速
增長，與美國的差距進一步縮小。

亞洲力量崛起 四國上榜前十
另外，人工智能競爭力排名顯示，除美中外，英國、德國、
加拿大、澳大利亞包攬第三至第六名，西方國家在AI領域仍具
備客觀優勢。不過，值得關注的是，前十名中亞洲國家佔有四
席，新加坡（第7名）、韓國（第8名）、日本（第10名）均
上榜前十，昭示了AI領域東方力量的崛起。
報告表示，國家、城市和高校維度AIRankings排名的逐年變
化共同印證了「世界科學中心東移」的趨勢——中國正成為AI
創新的新高地。

中國最大優勢在於人才儲備
香港科技大學數字金融實驗室主任陳卡你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中美的AI發展有各自特點，各具優勢。中國最大
優勢在於人才儲備，得益於龐大的人口基數和高等教育體系快
速發展，中國為AI領域輸送了大量高素質的人才。人才是AI
發展的基石，將為中國AI產業長期發展提供有力支撐，而且中
國在人才儲備方面的優勢是美國短期難以超越的。相比之下，
美國在芯片等硬件方面可能具有先發優勢，但中國在算力方面
也不遜色，且隨着國內科技企業的崛起，中美在這一領域的差
距也在逐步縮小。

中美論文發表數與作者數仍存差距
不過，報告中也指出，成就之餘，隱憂尚存。中國與美國在

AI領域的論文發表數量與作者數量仍存在顯著差距，細分領域
有明顯的「偏科」情況：在計算機視覺、自然語言處理和綜合
人工智能研究領域躋身世界前列，在機器學習、機器人學領域
表現平平，在認知推理、多智能體系統等領域成果比較匱乏。
另外，美國通過對華進行高端芯片出口管制、阻滯學術交流，
以及大肆渲染「中國AI威脅論」的輿論攻勢，對中國的AI發
展構成了嚴峻的外部挑戰。

倡中國超前布局 主導下波AI浪潮
該報告還提出建議，中美兩國在認知推理、多智能體系統兩
個新興領域的成果發表量較少，中國可以超前布局新興領域、
搶佔先發優勢，擺脫在大模型技術路徑上亦步亦趨的被動局
面，率先涉足少有人探索的技術領域，主導下一波人工智能技
術變革的浪潮。

▶專家認為大灣區為AI技術的推廣應用
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圖為19日，在
深圳市坪山區石井街道，環衞機器人與環衞
工人進行協同作業。 新華社

●早前，在北京舉辦的服貿會上，一款人工智能骨科手術機器人備受矚
目。 資料圖片

●23日，浙江杭州，「2025環夢AI智能機器人科普展」現場，
家務輔助機器人手持玩偶，與小朋友互動。 中新社

來源：人工智能競爭力報告

北京

香港

上海

杭州

連續十年穩居全球AI成果發表量榜首。北京作
為國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創新發展試驗區的核
心，憑借其在政策支持、科研資源、產業生態
和人才儲備四個層面的優勢積累領跑全球。

全球AI成果發表量僅次於北京，居全球第二。
香港作為鏈接內地與全球科研網絡的樞紐，憑
借人才資源和經濟資本支持科研資源的集聚與
前沿成果的湧現。

全球AI成果發表量排行榜第九。上海作為中國
首個國家級人工智能創新應用先導區，探索出
一條以產業應用牽引科研創新，以場景落地反
哺技術迭代的AI發展道路。

全球AI成果發表量排行榜第十二。杭州充分發
揮民營企業的創新活力，孕育了以「杭州六小
龍」為代表的民營企業AI創新主力軍。

●AIRankings人工智能競爭力報告指出中國AI領域論文發表數量全球第二。圖為23
日，浙江杭州，「2025環夢AI智能機器人科普展」 現場，機甲熊貓機器人吸引

民眾。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芳頡 北京報道）
高校是人工智能基礎研究與技術突破的創新
策源地，其科研成果和人才儲備直接影響國
家在全球AI競爭中的話語權。人工智能競爭
力報告分析全球高校人工智能研究能力表
示，近五年來，以北大、清華、浙大為代表
的AI領域中國頂尖高校排名逐年提升，從
「追趕者」逐步蛻變為「領跑者」；上海交
通大學、西北工業大學、復旦大學、北京航
空航天大學等新起之秀不斷躋身前十，形成
「北清浙領銜，多校並舉」的格局，打破了
美國及歐洲國家在AI前沿技術領域的長期壟
斷，越來越多中國高校成為人工智能探索的
技術高地。

三研究領域取得顯著優勢
報告分析細分研究領域顯示，中國高校在

計算機視覺、自然語言處理以及綜合人工智
能三個研究領域取得了顯著優勢，前十名中
均有5至7所中國高校上榜，中科大、哈工
大、港中大、中山大學等高校儘管在總體排
名中表現並不突出，但在特定研究領域已躋
身世界前列。在機器學習領域，僅有北大、
清華兩所中國高校上榜前十；在認知推理、
機器人學、多智能體系統以及模擬仿真等研
究分支，中國僅有少數高校上榜全球前五
十，仍有較大的探索和進步空間。
值得關注的是，在中國高校AI學術力量集
體崛起的進程中，北京大學自2022年來連續
三年蟬聯高校成果發表量與AI指數榜單全球
第一，在計算機視覺、自然語言處理和一般
AI研究領域也包攬第一。自2020年朱松純教
授歸國並出任北京大學人工智
能研究院、智能學院院長以

來，北京大學智能學科走上了全面發展的
「快車道」。以國家戰略需求為導向開展
「有組織科研」，與面向原創性的「自由式
探索」相結合；建成縱向貫通學研產、橫向
實現大交叉的創新聯合體；打造「本博貫
通」、科研能力培養前置的人才培養方
案和課程體系，這些青年人才已成
為中國AI前沿創新的生力軍，以
「通班」、「通計劃」為代
表的新型人才培養體系也
將為中國智能學科的
長足發展提供源源
不竭的人才資
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