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义引擎产业专利导航摘要

一、产业概况

语义引擎技术是对输入数据进行语义理解计算的过程，

其中高性能计算芯片是语义引擎技术的基石，高性能网络是

数据传输通信的保证，语义引擎方法是计算的核心依据。

近年来，我国的语义引擎技术市场发展迅速，随之产品

产出量也在持续不断的扩张。2021 年，中国语音语义市场规

模 21.7 亿美元，相比 2020 年增长超过 30%。目前共有 300

多家公司从事语音语义等相关业务，目前尚未形成巨头垄断

从市场格局端。商汤、旷视、海康威视、创新奇智、云从科

技作为前 5 的厂商，构成了 45.6%的市场份额，百度智能云、

阿里云、华为云、腾讯云也贡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

图 1 语义引擎发展脉络

二、产业政策

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人工智能的发展越来越迅速，各



个国家都在跟随时代的脚步，中国为了提高自身的人工智能

水平，国家提出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对该行业进行支持与

推动其快速发展。

序号 文件名称 发布部门 发布时间 主要内容

1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物价规划

和 2035 年远景目标

刚要》

全国人大 2021 年 壮大经济发展引擎、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2 《新时代崔进集成电

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若干政

策》

国务院 2020 年 明确提出集成电路产

业和软件产业是信息

技术的核心，是引领

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

业的关键力量

3 《关于促进人工智能

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的指导意见》

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委员

会

2019 年 强调市场导向与产业

应用，打造智能经济

形态

4 2018 年政府工作报

告

国务院 2018 年 人工智能再次被列入

政府工作报告

5 《人工智能标椎化白

皮书》

国家规划办

理委员会

2018 年 全面推荐人工智能标

准化，促进人工智能

产业发展

6 《国 务 院 关 于

印 发新一代人工智

能发展规划的通知》

国务院 2017 年 7 月 8

日

人工智能，智能计算

芯片与系统，自然语

言处理技术

7 《关于加快场景创新

以人工智能高水平应

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指导意见》的通

知

科技部 教育

部 工业和信

息化部 交通

运输部 农业

农村部 卫生

健康委

2022 年 7 月 29

日

融合人工智能模型算

法和领域数据知识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

要》

国家发改委 2021 年 3 月 11

日

理论突破、芯片研发、

开源算法，自然语音

识别

9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

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

设工作指引》

科技部 2019 年 8 月 29

日

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

验区建设

10 《高等学校人工智能

创新行动计划》

教育部 2018 年 4 月 2

日

优化高校人工智能领

域科技创新体系，把



高校建成全球人工智

能科技创新的重要策

源地，自然语言理解

和语音识别等

11 《促进新一代人工智

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

计划（2018-2020）》

工业和信息

化部

2017年12月13

日

支持建设高质量人工

智能训练资源库、标

准测试数据集并推动

共享，鼓励建设提供

知识图谱、算法训练、

产品优化等共性服务

的开放性云平台

12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

务管理办法（征求意

见稿）》

国家互联网

信息办公室

2023 年 4 月 11

日

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

健康发展和规范应用

三、专利分析

从专利申请的来源国来看，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占比远

高于其他国家，占全球专利申请总量的 73%。其次为美国，

占全球专利申请总量的 14%。

在语义引擎的按照模型结构，可分为基于 CNN、基于 RNN

和基于 transformer 三个分支。基于 transformer 的语义引

擎技术起步时间晚，但增速极大，使得该分支的专利申请数

量呈现后来居上的态势。

从语义引擎的专利布局情况来看，专利申请数量排名前

十五的申请人中，中国申请人占 73%，国外申请人占比 27%。



图 2 语义引擎全球专利申请来源国分布

图 3 不同结构的语义引擎技术专利申请趋势



图 4 语义引擎全球专利申请申请人数量分布

四、重点技术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在近年来得到了快速发展，但仍存在

语言的多样性、指代消解、语境依赖性、数据集和标注、模

型的通用性和鲁棒性等一系列的问题。核心模型从从卷积神

经网络（CNN）、循环神经网络（RNN）到 Transformer 不断

演进。

Transformer 模型引入了注意力机制，使得模型能够将

不同位置的信息进行加权聚合，从而更好地表示输入序列和

输出序列之间的关系。其具有并行计算能力强、适用于长序

列处理、无记忆性、支持多语言处理、适合高维度数据处理

等多重优点。



图 5 Transformer 的总体框架结构图

五、重点企业

自 2017 年 transformer 架构提出以来，国内外各类创

新主体纷纷加入预训练模型全球竞技赛中，从自身技术优势

出发，提出适用于各类任务的预训练模型。由预训练模型申

请人统计信息排名可知，百度、平安、谷歌、腾讯、清华大

学等均为该领域的主要创新主体。

图 6 预训练模型专利申请的发展趋势

六、浙江省专利分析

从整体趋势来看，浙江省年申请量分布趋势整体呈现持



续增长状态。从专利申请的地域分布来看，浙江省在预训练

模型领域的专利申请主要来自于杭州，占浙江省全部申请总

量的 91.8%。从专利申请的数量来看，浙江大学和阿里是浙

江省最主要的创新主体。模型方面浙江大学提出了多模态的

OmModel 模型，阿里巴巴提出了通已、M6 等模型。

图 7 预训练模型浙江省专利申请数据类型分布

图 8 预训练模型浙江省专利申请申请人分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