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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伴随着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的蓬勃发展，AI基础设施产业也实现了持续增长，AI服务器作为其中的代表领域之一，市场需求量正在呈

现大幅度增长。根据行业研究机构北京研精毕智信息咨询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全年，全球AI服务器行业市场出货量达到

85万台，同比增长约11%，到2023年中旬，AI服务器市场出货量接近60万台，相比上年同期增长约39%，预计2025年市场出货量

将提升至190万台左右，2022-2025年期间年平均增长率达41.2%。

p 当前全球数字基础建设进程不断推进，同时在AI时代背景之下，AI服务器市场保持稳步增长，截止到2021年末，全球AI服务器行

业市场规模达150亿美元以上，较2020年增长约28%，2022年全球市场规模进一步上升至180亿美元，同比上年末增长约20%。在

全球5G部署持续加快的过程中，对数据处理的需求进一步提高，通过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有效提升数据处理效率，这将为AI服

务器市场的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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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由于应用场景的不同，AI服务器主要包括深度学习训练型和智能应用推理型两大类，长期以来深度学习训练型服务器占有重要地位，

相比之下市场出货量略高，据北京研精毕智信息咨询整理，2021年底，深度学习训练型服务器占AI服务器整体市场出货量的比重

超过一半，达58%左右，而智能应用推理型服务器占比略低，为42%。

p 在全球AI服务器市场中，以Microsoft、Google、Meta和AWS为代表的四家北美云端供应商采购量相对比较高，同时随着中国AI

算力基础设施的加快建设，对AI服务器的采购量占比也在相应升高，2022年末，Microsoft以接近20%的采购量占据当年首位；

Google、Meta和AWS采购量占比排在之后，分别达到17%、15%和14%，而同期字节跳动的AI服务器采购量大幅度提高，市场占

比达到6%，由此可见国内AI相关领域的不断开发正在带动AI服务器行业的发展。

市场结构及市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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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当前我国数字基础建设进程持续加快，算力规模不断增长，受市场需求影响，AI服务器作为算力基础设备，市场需求量实现上升。

根据XYZ-Research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中国大陆地区AI服务器市场出货量达到22.6万台，同比增长约50.3%，2022

年AI服务器市场出货量继续升高，超过28万台，同比增长约23.9%，初步预测到2025年中国大陆地区AI服务器市场出货量将达到

50万台以上。

p 从市场规模维度来看，受益于人工智能和算力市场发展的推动，中国AI服务器市场规模实现了逐年增长，2021年中国AI服务器市

场规模达到350亿元，同比增长约69%，2022年末，国内市场总规模超过420亿元，同比增长约20%，市场增速逐步放缓，到2025

年AI服务器市场规模将有望达到700亿元，2022-2025年期间平均增长率约为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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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根据计算模块结构中不同的组合方式，AI服务器可以分为CPU+GPU、CPU+FPGA、CPU+ASIC等多种组合模式，据市场调研机

构XYZ-Research统计，当前GPU在AI服务器市场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市场占比超过了90%，此外NPU、ASIC和FPGA等细分市

场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同期市场占比分别为6%、3%和1%左右，市场垄断地位明显。

p 在AI服务器行业下游环节中，互联网、运营商和通信厂商等主体的需求量占比排在前列，截至2021年末，互联网厂商的市场需求

占比接近50%，达47%左右；之后为运营商和通信厂商对AI服务器的需求量占比分别达到约20%和9%，除此之外包含其他终端应

用主体在内的场景需求量共计占比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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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在当前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数字中国建设进程不断加快，我国AI算力市场热度也在持续提升，近些年来国内服务器厂商

快速发展，以浪潮信息为代表的企业在全球市场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根据北京研精毕智信息咨询的行业分析数据显示，截

止到2022年末，在我国AI服务器厂商中，浪潮信息的采购量占比位列首位，达到47%左右；其次为华三和宁畅对AI服务器的采购

量占比为10%和8%，此外其他厂商的市场占比共计为35%。

p 目前我国各省份正在陆续加大AI相关领域的投入力度，从地区层面来看，以广东、江苏和北京等省份和直辖市的相关企业数量最多，

根据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末，三者的相关企业数量均超过3万家，随着我国设立的AI创新应用区域数量的不断增加，推动

了以AI服务器为代表的多个领域逐步形成产业集群，区域集中度持续提升。

市场占有率及地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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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AI服务器行业发展趋势

• 由于人工智能是我国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部分，在当前数字经济的时代背景之下，服务器已经延伸到多个
应用领域，AI服务器作为快速发展的新兴领域，市场规模不断增长，国家相关部门陆续出台相关支持行业
的发展，比如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提到系统优化算力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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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层面为AI服务器需求量的增长提供保障。

政策支持力度加大

• 随着国内数字基础建设的不断加快，带动AI服务器行业保持快速增长，各大相关企业相继进行布局，同时
叠加我国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的逐步落地，对算力的需求量快速增长，AI服务器作为可以提供人工智能的数
据服务器，在服务器整体市场中的比重越来越高，预测未来市场需求量也将会实现大幅度上升。

市场需求量不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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