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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说明

• 2024年4月，智慧芽创新研究中心开展了全球科技企业调研，邀请了全球600+IP决策者和研发决策者，
共同探讨知识产权与科技创新领域里的发展趋势和热点话题，其中的IP部分内容汇总成调研报告于426
世界知识产权日发布；

• 本次简报为调研的延申内容，聚焦生成式AI赋能企业研发创新的话题，涉及样本为研发决策者（研发总、
研发leader、企业C级高管），样本量为143份（国内95份、海外48份）。话题围绕研发决策者对生成
式AI和大模型的态度、在研发团队工作中的应用、对研发工作的功能期待等角度，汇总成本次简报。



一、全球研发决策者对生成式AI的态度与认知



全球科技企业研发团队对研发工作中应用生成式AI的整体态度

全球研发团队（N=143）

24.5%

46.2%

21.0%

1.4%

7.0%

我完全支持，
生成式AI为研发工作主要带来红利

我很乐见其成，
生成式AI在研发工作中利大于弊

我持保留意见，
生成式AI在研发工作中有利有弊

我非常反感，
生成式AI对研发工作更多带来负面影响

不确定

70.7%

29.4%

乐观

中立
/消极

加和

加和

选择相应选项的样本占比

数据来源：2024年智慧芽全球科技企业调研

全球约有七成研发决策者态度乐观，认为生成式AI为研发工作带来的主要是红利或者利大于弊

七成研发决策者
态度乐观。全球
调 研 样 本 中 ，
70.7%抱以乐观态
度，其中24.5%完
成支持，认为生成
式AI为研发工作主
要 带 来 红 利 ，
46.2%认为生成式
AI利大于弊。

仅三成研发决策
者保持中立或者
态度消极。21.0%
的研发决策者持保
留意见，认为生成
式AI在研发工作中
有利有弊。仅有
1.4%持反对意见，
认为生成式AI带来
的更多是负面影响。
仍然有 7.0%的研
发决策者表达了不
确定，对生成式AI
在研发工作中应用
没有明确的立场。



15.4%

40.6%

35.0%

2.8%

6.2%

全球科技企业研发团队对未来两三年内研发工作中生成式AI落地应用的整体看法

全球研发团队（N=143）

生成式AI会极大程度上
颠覆我们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

生成式AI很大程度上
改变我们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

生成式AI会带来一些改变，
但并不多

完全不会

不确定

56.0%

44.0%

未来两三年内
会落地应用

未来两三年内
不会落地应用

加和

加和

选择相应选项的样本占比

半数以上全球研发决策者认为，生成式AI将在近两三年内改变研发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

全球56.0%的研
发决策者认为，
未来两三年内生
成式AI就将在研
发工作中落地应
用。15.4%研发决
策者认为生成式AI
将对研发工作带来
颠 覆 性 改 变 ，
40.6%认为未来两
三年生成式AI会很
大程度上改变研发
工作的内容和方式。

44.0%则表示生
成式AI可能不会
在未来两三年内
真正落地应用。
35.0%认为生成式
AI会带来一些改变，
但 并 不 多 。 仅
2.8%认为未来两
三年生成式AI完全
不会改变研发工作。
6.2%表达了不确
定。

数据来源：2024年智慧芽全球科技企业调研



中国不同规模研发团队对未来两三年内研发工作中生成式AI落地应用的整体看法

生成式AI会极大程度上
颠覆我们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

生成式AI很大程度上
改变我们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

生成式AI会带来一些改变，
但并不多

完全不会

不确定

未来两三年内
会落地应用

未来两三年内
不会落地应用

选择相应选项的中国样本占比

在中国，研发团队规模更大的研发决策者对生成式AI的颠覆性影响更有感知

在中国，规模越
大的研发团队决
策者对生成式AI
给研发工作带来
的颠覆性影响更
有感知。在研发
人员>=100人的这
些研发团队中，有
20.8%的团队决策
者表示 “生成式AI
将在极大程度上颠
覆我们的工作内容
和工作方式“。而
在研发人员 <100
人的研发团队中，
持有相同观点的团
队 决 策 者 仅 占
13.0%，与前者相
比少了大约8个百
分点。

研发人员>=100人（N=26）研发人员<100人（N=69）

20.8%

33.3%

33.3%

0.0%

12.5%

13.0%

42.0%

37.7%

2.9%

4.3%

+7.8%

-8.7%

-4.4%

-2.9%

+8.2%

数据来源：2024年智慧芽全球科技企业调研



二、当前国内外研发团队应用生成式AI的最新进展



海外研发团队（N=48）中国研发团队（N=95）

32.4%

40.5%

27.1%

48.8%

36.9%

14.3%

我们还没有应用任何
基于生成式AI的工具

我们仅在通用场景中
使用基于生成式AI的工具

我们已在研发专业场景中
使用基于生成式AI的工具

51.2%

暂无应用

已有应用 67.5%
加和 加和

国内外均有五成以上研发团队已经在研发工作中使用生成式AI工具，但仍聚焦在各类通用任务中

选择相应选项的样本占比

当前国内外科技企业研发团队对生成式AI的应用程度

国内外均有50%以上的研发团队已经在研发工作中使用基于生成式AI的工具。在中国，51.2%的研发团队表示已经在研发工作中应用生成式AI，在海外，这一占比高达67.5%。
国内外研发团队主要在文档撰写、图像生成、资料查询等通用场景中使用生成式AI工具。在已经开始使用生成式AI工具的这部分中国研发团队中，36.9%仅在通用任务中使
用，14.3%拓展至技术方案测试、技术方案设计、技术路线解析等研发专业任务当中。海外亦然，40,5%仅在通用任务中使用，27.1%拓展至研发专业任务中。

数据来源：2024年智慧芽全球科技企业调研



选择相应选项的中国样本占比 中国研发团队（N=95）

暂不考虑

正在内部讨论

已经小规模试点

已经大规模运用

暂无想法

已有想法

66.2%

19.5%

8.1%

6.2%

14.3%
加和

1.4倍

在中国，仅有十分之一的研发团队真正将在研发专业场景中应用生成式AI的想法付诸实践

中国科技企业研发团队将在研发专业场景中应用生成式AI的想法予以落地的程度

在中国，66.2%的研发团队暂无将生成式AI工具运用在研发专业场景中的想法，仅有33.8%已有这样的考虑。
在这部分研发团队中，仅有14.3%的研发团队已经在小规模试点或者大规模运用生成式AI工具，更多的研发团队仍在内部讨论阶段。19.3%研发团队仍在内部讨论将生成
式AI应用在研发专业场景中的这些想法，为此制定计划和规则，14.3%真正将这些想法予以实现，前者是后者的1.4倍。

数据来源：2024年智慧芽全球科技企业调研



研发人员>=100人（N=26）研发人员<100人（N=69）

52.6%

38.8%

1.2%

7.4%

67.3%

17.9%

11.4%

3.4%

14.8%
加和

1.2倍

8.6%
加和

4.5倍

在中国，小规模研发团队更灵活，更容易将生成式AI在研发专业任务中予以应用的想法真正落地

选择相应选项的中国样本占比

中国不同规模研发团队将在研发专业场景中应用生成式AI的想法予以落地的程度

相比规模更大的研发团队，小规模研发团队更容易将生成式AI应用在研发专业任务中的想法真正落地。在人员规模小于100人的研发团队中，17.9%正在内部讨论这些想法，
14.8%已经实现了小规模试点或者大规模运用，前者是后者的1.2倍。而在100人以上的研发团队中，高达38.8%还在内部讨论阶段，仅有8.6%已经把这些想法真正予以实现，前者是
后者的4.5倍之多。

暂不考虑

正在内部讨论

已经小规模试点

已经大规模运用

暂无想法

已有想法

数据来源：2024年智慧芽全球科技企业调研



48.0%

36.0%

16.0%

38.3%

35.0%

26.7%

海外研发团队（N=48）中国研发团队（N=95）

基于垂直大模型的工具
才是最佳

我们希望训练自己的
定制大模型

基于通用大模型的工具
就已经够用

选择相应选项的样本占比

在研发专业场景中，研发领域的垂直大模型是第一选择，企业定制大模型次之，通用大模型最末

在适用于研发专业场景的生成式AI选择上，国内外研发决策者达成共识，研发领域垂直大模型是最佳，企业定制大模型次之，最后是通用大模型。综合成本、安全、可
靠性等考量，国内外研发决策者均认为垂直大模型才是研发专业任务的最佳选择，国内有38.3%的研发决策者表达了偏好，海外有48.0%，均占到各自样本总量的最多数。第二选择
是为企业的研发工作定制训练的大模型，虽然成本高，但安全性能最好且更契合企业的个性化研发需求，所以国内外均有1/3以上研发决策者希望训练定制大模型。也许是在研发专
业任务中，通用大模型可提供的帮助有限，国内外只有少数研发决策者认为通用大模型基本已经够用，国内尚有26.7%，海外仅有16.0%的研发决策者对通用大模型表达了支持。

国内外科技企业研发团队对研发专业场景中生成式AI工具的偏好

数据来源：2024年智慧芽全球科技企业调研



海外研发团队（N=48）中国研发团队（N=95）

18.4%

15.8%

51.3%

14.5%

还没看到市场上有任何研发垂直领域的
生成式AI工具

我认为当前研发垂直领域的生成式AI工
具在性能上没有显著优于其他工具

我认为当前产品已经有不错的能力，
但还可以更好

我已经看到了表现优异的工具

16.7%

16.7%

63.3%

3.3%

选择相应选项的样本占比

一半以上研发决策者表示，已经在市场上看到了能力不错的研发领域垂直大模型，但仍有进步空间

国内外科技企业研发团队对市场上研发垂直领域生成式AI工具的看法

国内外均有50%以上的研发决策者已经在市场上看到了能力不错的研发领域垂直大模型工具，但它们仍有进步的空间。在中国，有51.3%的研发决策者已经看到了市场上
提供的研发垂直领域的生成式AI工具，并表示“当前产品已经有不错的能力，但还可以更好”。在海外，研发垂直领域垂直大模型的开发程度更高，有63.3%的海外研发决策者看到了
这些产品相当不错的能力。

数据来源：2024年智慧芽全球科技企业调研



三、国内外研发决策者使用生成式AI的期望与顾虑



92.0%

74.7%

44.0%

海外研发团队（N=48）中国研发团队（N=95）

提升工作效率

降低部门成本

创造性实现更多价值

62.5%

29.2%

39.6%

选择相应选项的样本占比

提高工作效率是国内外研发决策者对生成式AI为研发工作带来助益的共同期待

国内外科技企业研发团队对生成式AI工具的潜在价值判断

在中国，研发决策者普遍期待通过生成式AI为研发工作提效降本。多达92.0%的研发决策者希望通过生成式AI的应用，提升研发工作的效率。也有多达74.7%的研发决策者希望
借助生成式AI降低外包的需求、削减非核心研发人员的数量，从而控制研发部门的整体预算成本。
在海外，提效也是最大期待，但除此之外，也希望借助生成式AI为研发工作创造性带来更多价值。62.5%海外研发决策者期待生成式AI提升工作效率，也占到样本总量的最
多数。但与中国不同的是，除提效外，海外研发决策者更希望生成式AI创造性带来更多价值，也许不仅限于为当前研发工作提供助力，而是为整个研发工作范式带来变革性颠覆。

数据来源：2024年智慧芽全球科技企业调研



海外研发团队（N=48）中国研发团队（N=95）“期待值”满分5分

技术情报获取和技术分析洞察是国内研发决策者最期待生成式AI提供帮助的两大研发工作模块

3.89

3.85

3.76

3.74

3.72

3.65

更便捷的技术情报获取

更准确的技术分析洞察

更高效的技术方案设计

更自动化的研发文本撰写

更快速的技术方案测试

更顺畅的研发工作流

3.66

3.73

3.53

3.56

3.55

3.39

国内外科技企业研发团队对生成式AI赋能研发工作模块的期待情况

国内外研发决策者对技术情报获取和技术分析洞察的期待值最高。中国研发决策者对生成式AI在技术情报获取和技术分析洞察这两个工作模块上发挥的作用抱以更高期待，“期
待值”分别为3.89和3.85。在海外，亦是如此，海外研发决策者也同样更期待在技术情报获取和技术分析洞察上发挥的作用，“期待值”分别为3.66和3.73。

数据来源：2024年智慧芽全球科技企业调研



研发人员<100人（N=69）

更便捷的技术情报获取

更准确的技术分析洞察

更高效的技术方案设计

更快速的技术方案测试

更自动化的研发文本撰写

更顺畅的研发工作流

3.90

3.83

3.74

3.71

3.70

3.55

3.74
平均

研发人员>=100人（N=26）

更顺畅的研发工作流

更准确的技术分析洞察

更便捷的技术情报获取

更自动化的研发文本撰写

更高效的技术方案设计

更快速的技术方案测试

3.93

3.89

3.89

3.86

3.79

3.71

3.85
平均

“期待值”满分5分

在中国，规模越大的研发团队越期待生成式AI在研发工作中提供帮助，尤其是在研发工作流程上

中国不同规模研发团队对生成式AI赋能研发工作模块的期待情况

大规模研发团队的决策者对生成式AI在研发工作中发挥作用的期待更高，而小规模研发团队的决策者期待程度略低一些。大规模研发团队决策者对各个研发环节的“期待
值”平均分为3.85，小规模研发团队决策者的“期待值”平均分为3.74。在大研发团队，由于技术研发人员更多，因此决策者更期待生成式AI构建更为顺畅的工作流程，帮助沟通协作，
对生成式AI在研发工作流程中发挥作用的“期待值”高达3.93。

数据来源：2024年智慧芽全球科技企业调研



半导体和芯片 工程和设备 互联网和高科技 能源电力 汽车

生命健康 石化和材料 通信 消费电子 消费品和食品农业 

技术情报获取
技术方案设计
技术分析洞察
技术方案测试
研发工作流
研发文本撰写

3.80 
3.40 
3.40 
3.20 
3.00 
3.00 

技术分析洞察
技术方案测试
技术情报获取
技术方案设计
研发文本撰写
研发工作流

技术方案设计
技术分析洞察
技术方案测试
研发文本撰写
研发工作流
技术情报获取

3.92 
3.79 
3.71 
3.67 
3.67 
3.63 

4.67 
4.33 
4.33 
4.33 
4.33 
3.33 

技术分析洞察
技术情报获取
技术方案设计
研发文本撰写
技术方案测试
研发工作流

4.44 
4.44 
4.22 
4.11 
4.00 
3.67 

技术情报获取
研发文本撰写
技术方案测试
研发工作流
技术分析洞察
技术方案设计

4.22 
4.11 
4.00 
4.00 
3.89 
3.89 

技术情报获取
技术方案测试
研发工作流
技术分析洞察
技术方案设计
研发文本撰写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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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文本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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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方案测试
技术情报获取
技术方案设计

3.80 
3.80 
3.80 
3.80 
3.60 
3.60 

3.30
平均

3.73
平均

4.22
平均

4.15
平均

4.02
平均

3.64
平均

3.68
平均

3.67
平均

3.22
平均

3.73
平均

按行业看，中国互联网和高科技、能源电力行业的研发决策者对生成式AI赋能研发工作的期待更高

中国不同行业研发团队对生成式AI赋能研发工作模块的期待情况

“期待值”满分5分

数据来源：2024年智慧芽全球科技企业调研



海外研发团队（N=48）中国研发团队（N=95）

72.3%

66.3%

57.8%

47.0%

41.0%

33.7%

19.3%

准确性问题
大模型幻觉可能导致结果偏差大、反而引起混乱

社会问题
生成式AI的大规模应用可能增加失业

伦理问题
基于生成式AI的工作成果可能权属不清，追责困难

合规风险
生成式AI可能面临不符合政府规范而被禁止或限制

安全性问题
生成式AI工具可能导致公司机密信息泄露

成本问题
生成式AI工具的采购成本可能过高

侵权风险
基于生成式AI生成的工作成果可能造成更多侵权

54.2%

62.5%

27.1%

27.1%

37.5%

25.0%

27.1%

选择相应选项的样本占比

安全风险和准确性问题是国内外研发决策者在研发工作中应用生成式AI的两个最大顾虑

国内外科技企业研发团队对在研发工作中应用生成式AI的主要顾虑

国内外研发决策者最关心生成式AI在研发工作中应用时的安全风险和准确性问题。在中国，对使用生成式AI的安全风险表示担忧的研发决策者多达72.3%，对准确性问题表示
担忧的也有66.3%，分别占到样本总量的2/3以上。海外也呈现出类似的担忧现象。对安全风险和准确性问题表示担忧的样本分别有54.2%和62.5%，超过了样本总量的半成。

数据来源：2024年智慧芽全球科技企业调研



研发人员>=100人（N=26）研发人员<100人（N=69）

66.7%

57.1%

57.1%

52.4%

28.6%

38.1%

23.8%

72.1%

67.2%

55.7%

42.6%

42.6%

29.5%

16.4%

准确性问题
大模型幻觉可能导致结果偏差大、反而引起混乱

社会问题
生成式AI的大规模应用可能增加失业

伦理问题
基于生成式AI的工作成果可能权属不清，追责困难

合规风险
生成式AI可能面临不符合政府规范而被禁止或限制

安全性问题
生成式AI工具可能导致公司机密信息泄露

成本问题
生成式AI工具的采购成本可能过高

侵权风险
基于生成式AI生成的工作成果可能造成更多侵权

选择相应选项的中国样本占比

在中国，规模更大的研发团队决策者更关心采购生成式AI工具的成本问题

不同规模中国研发团队对在研发工作中应用生成式AI的主要顾虑

相比小研发团队的决策者，大规模研发团队的决策者更担心采购生成式AI的成本问题。在规模更大的研发团队，研发决策者除了考虑在技术研发过程中使用生成式AI工具可
能带来的风险与挑战，也会比规模较小的研发团队决策者更关注采购生成式AI工具的成本问题，有52.4%的研发决策者对此表示担忧，比小规模研发团队高出10个百分点之多。

数据来源：2024年智慧芽全球科技企业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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