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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AI+安防“行业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生态链逐渐完善，市场
规模迅速扩张

• 平安城市的建设推动智慧安防领域的创新与商业兴盛。“AI+
安防”在公共安全领域已经实现可视化、网络化、智能化管理。
随着人工智能产业化的加快落地，民用安防产品将得到快速发
展。根据鲸准数据，截至2022年底，安防行业市场规模将达
到近万亿。

• “AI+安防”行业正逐步形成集安防厂商、人工智能企业、集
成商、云服务商等为一体协同发展的行业格局。头部安防厂商
持续加大创新投入，升级转型以巩固地位；AI企业发挥算法优
势，拓宽应用场景，共同扩大市场规模，创造市场价值。

市场需求和政策支持均推动“AI+安防”行业发展

• ”AI+安防”发展的驱动因素来自旺盛的市场刚需和国家政策
支持。社会安全需求的不断提升，加快安防行业诞生与发展。
从个人信息安全，到家庭、小区、社会、国家安全等都对
“AI+安防”产品提出迫切需求。

• “十三五”规划、十九大报告等均指出要加强安防视频监控建
设的同时，加大以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
基础设施搭建。多项政策的叠加支持为"AI+安防"发展和应用
落地等提供了充足资金支持和发展方向。

• 公共安防领域发展逐渐成熟，未来传统行业和个人安防领域或
将成为“AI+安防“最大的应用市场

• 一方面”AI+安防“市场前景巨大；另一方面 AI 在安防领域的
应用落地仍然任重而道远。AI在安防领域的实际应用仍需要多
方面支持，如全产业链配合，根据实际应用场景将技术合理转
化为应用和成熟的落地交付能力等。

•  AI在安防领域最成熟的应用为基于视频监控的图像识别和大数
据分析，以及代替人工的身份核验。未来，AI在边缘端的发展，
将大大降低对网络及服务端的依赖及综合成本。通过快速汇总
实时处理、实时结果，提高决策效率和精准度。

• 未来，在市场需求、实际应用及国家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共同影
响下，"AI+安防"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和加速商业化渗透的同时，
也会助力个人安防设施的全面建设。而“AI+安防”行业的发展
需要多方合作共赢、协作共生，共同推动行业发展，发挥行业
价值，提高人们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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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概念界定

1.2 市场潜力

1.3 发展历程

“AI+安防”即AI技术在安防领域
的实际落地应用

”AI+安防“行业概述--定义

“AI+安防”又称智慧安防

“AI+安防”行业主要应用感知方面的计算机视觉技术和

认知方面的知识图谱技术；在安防产品上应用的是视频结

构化--对视频数据特征的识别和提取、生物识别--利用人

体的生理特性和行为特征来进行个人身份的鉴定、物体特

征识别--如车牌、车型等技术。运用上述技术所达到的效

果为看懂世界、主动预测和行业赋能等。

AI与安防的关系

人
工
智
能

安
防

核心技术研究 数据积累

应用需求技术提升

• 计算机视觉
• 机器学习
• 自然语言处理
• 生物识别技术
• 机器人技术

• 算法
• 算力
• 数据

• 识别
• 侦测
• 提取

• 视频
• 图像高匹配

强要求

AI无处不在，且在安防行业落地最为迅速

AI对社会的影响，研究院将其归纳为三方面。第一、突破

和提升计算能力；第二、辅助提升生产效率；第三、提高

生活品质。随着AI技术的不断突破和深度普及，“AI+”

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生产和生活方面，落地应用

最快最成熟的场景当属安防领域。

信息来源：36氪研究院根据公
开资料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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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安防“行业概述--市场潜力

图示：安防行业的各个场景中
典型的企业
信息来源：鲸准、天眼查、同
花顺，36氪研究院根据公开资
料整理

“AI+安防”主要研究的范围包括：AI技术在安防领域的应

用情况、典型的“AI+安防”企业、未来“AI+安防”行业的

发展趋势。

AI技术在安防领域的发展应用：

从产品形态上来看，安防领域运用到的AI技术分为前端智能

和云端智能。在该领域，人工智能主要被应用于车辆、人员

、行为和图像分析中。

从安防企业相关业务方向来看，“AI+安防”主要应用于交

通、楼宇、家庭和公安这四个领域。其中，公共交通安全领

域备受重视，该领域发展较为成熟且上市企业数量最多。

1.1 概念界定

1.2 市场潜力

1.3 发展历程

”AI+安防“各个应用场景均有典
型的技术和服务企业

 场景 公司

公安 捷尚视觉、华尊科技、安软科技、数尔安防、大华股份、浩云科技、眼神科技

金融 格灵深瞳、信长城、大华股份、广电运通、中威电子、商汤科技、依图科技、深
醒科技、平安科技、眼神科技、云丛科技、微模式

教育 智慧眼、浩云科技、眼神科技、深醒科技

楼宇/社区 蓝卡科技、东方网力、安居宝、宇视科技、特斯联、深醒科技、高创保安、眼神
科技

家庭 海康威视、瑞为智能、涂鸦智能、钜士安防、启英泰伦、地平线机器人、聪普智
能

交通

宇视科技、浩云科技、中威电子、广电运通、寰景信息、博云视觉、中星微、格
灵深瞳、智慧眼、数尔安防、商汤科技、依图科技、云从科技、云天励飞、眼擎
科技、探境科技、千视通、大道智创、驭光科技、文安智能、臻识科技、中维世

纪

机器人 启英泰伦、优必选、云天励飞、地平线机器人、大道智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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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安防“行业概述--市场潜力

从资本市场看“AI+安防”发展的潜力：

中国“AI+安防”领域的市场规模巨大。安防是人工智能

技术落地应用较为领先的领域，且中国安防应用市场涉及

到公安、交通、家庭、金融、教育、楼宇等极其丰富的应

用场景。此外，安防项目是集产业、技术、模式、资本、

服务为一体的复杂系统，涉及前端采集、存储、传输、管

理、应用多个产业链条。因此，研究院判断“AI+安防”

领域的技术和市场可发展空间较大。

多家企业迈向资本市场，安防产能稳步提升。据CPS中安

网不完全统计，2019年我国有迪普科技、福光股份、睿

创微纳、宇瞳光学、锐明技术5家业务领域涉及安防的企

业通过IPO上市，旷视科技、狄耐克相继提交招股说明书

拟IPO，逐步迈进资本市场。旷视科技如若上市成功，它

将成为全球首家上市的人工智能企业。

安防领域研发支出及生产成本高是造成多数企业资金紧张

的主要原因，上市成为相关企业获得资金用于提高产能和

增加技术研发支出的重要途径。

综上所述，一方面“AI+安防”领域市场发展空间较广阔

，另一方面“AI+安防”的产业链较为复杂，涉及领域较

多。在一定程度上，上市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资金压

力的同时，也能提高助力企业实现精细化管理和业务的转

型升级。

1.1 概念界定

1.2 市场潜力

1.3 发展历程

优质的企业通过迈向资本市场走
向更加稳健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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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概念界定

1.2 研究范围

1.3 发展历程

安防行业发展历史悠久，AI技术助
力其广泛应用

”AI+安防“行业概述--发展历程

信息来源：36氪研究院根据公
开资料绘制

纵观历史，中国安防共分成五个阶段，经历了较大变化

AI人工智能应用于安防行业发展历程

2009年AI技术在多个行业内被初步应用。其中，安防监

控是人工智能最先布局且产生商业价值的领域，也成为许

多AI技术公司布局安防领域的切入点。

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发布《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

通知》（建办〔2012〕42号），吸引众多安防企业开始

布局平安城市和智慧城市建设；同时，AI技术在安防市场

上得到了大规模落地与应用，人工智能开始推动传统安防

产业进化和革新。

使用领域：金融、公
安、能源、交通、教
育、电信、机场、海
关等领域

使用领域：从安保、交
通、能源、环境、政府
应急到商业信息显示、
广播电视等

系 统 由 前 端 的 模
拟 摄 像 机 、 后 端
的 矩 阵 磁 带 录 像
机 和 C R T 电 视 墙
构 成 。

当 时 摄 像 头 设 备 由
日 企 垄 断

智慧化监控阶段
2012~

智能化监控阶段
2009~2012

高清化/网络化监控阶
段

1997~2008
数字监控阶段
1984~1996

模拟监控阶段
1979~1983

采 用 数 字 化 技 术 ， 在
图 像 处 理 、 图 像 存 储 、
检 索 、 备 份 、 以 及 网
络 传 输 、 远 程 控 制 等
方 面 优 于 模 拟 监 控 设
备 。
此 阶 段 ， 市 场 竞 争 由 单
一 代 理 权 竞 争 过 渡 到 品
牌 产 品 与 组 装 式 产 品 的
竞 争 ， 系 统 集 成 产 业 初
现 端 倪

系 统 结 构 更 加 复
杂 ， 能 够 满 足 车
牌 识 别 、 人 脸 识
别 、 事 故 分 析 、
过 程 监 控 、 以 及
智 能 化 监 控 等 需
求 。
由 单 一 视 频 监 控 开 始
过 渡 到 视 频 监 控 与 客
户 应 用 系 统 的 融 合

安 防 应 用 由 事 后 的
调 查 取 证 向 事 前 的
分 析 、 总 结 、 预 警 、
演 练 ， 事 中 的 跟 踪 、
指 挥 、 调 度 、 协 调 、
配 合 、 沟 通 等 方 面
扩 展 。
此 阶 段 ， 安 防 监 控 行
业 由 信 息 获 取 阶 段 进
入 信 息 使 用 阶 段

此 阶 段 的 趋 势 是 ，
将 现 有 视 频 监 控 网
升 级 到 智 能 化 程 度
更 高 的 智 慧 化 视 频
监 控 系 统 。
视 频 结 构 化 描 述 技
术 改 造 传 统 视 频 监
控 系 统 ， 形 成 新 一
代 的 智 慧 化 、 语 义
化 、 情 报 化 的 语 义
视 频 监 控 系 统 。

使用领域：重要且
特殊的单位和部门

使用领域：金融系统、
文物系统、军工、邮
政等重要单位 使用领域：智慧城市



”AI+安防“行业发展现状

CHAPTER 2

l 资本市场分析

Ø 市场规模及预测

Ø 投资趋势分析

l 技术分析

l 发展驱动力

Ø 政策支持

Ø 需求端

Ø 供给端

l 发展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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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安防”行业规模增速较快，
融资交易受一级市场调整影响

”AI+安防“资本市场分析--市场规模及融资趋势
2.1 资本市场分析

2.2 技术分析

2.2 发展驱动力

2.3 发展瓶颈

数据来源：鲸准，36氪研究院整理

根据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的预测，未来几年国内外

对安防技术产品的基本建设需求、系统的升级换代需求以

及新业态的拓展，都将保持稳定增长的趋势，预计“十三

五”期间中国安防行业经济增长将保持在10%-12%之间

，2020年行业经济总收入将达到8,000亿元左右，安防行

业增加值将达到2,500亿元左右。

根据鲸准数据，截至2020年3月11日，AI安防企业共计

349家，过去交易事件总数267件，有融资历史的企业132

家，过去一年该行业融资交易总额73亿元。

“AI+安防”行业在政策和技术的驱动下，发展势头迅猛

，尤其近年来在民用安防领域B端企业安防和C端个人安

防市场需求逐渐扩大。根据鲸准数据，近五年AI安防领域

平均交易量均处于20起以上，交易金额在2018年达到顶

峰，超过200亿元。但受资本寒冬和私募股权投资市场调

整等影响，2018年之后AI安防领域融资数量和金额均所

有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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