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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

人工智能
由商务部牵头组织编制的

《电子商务“十三五”发展规划》，
近日将由商务部会同中央网信办
和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实施。对
此，市场人士分析称，电子商务降
低了流通成本，促进了人员就业，
未来将迎来更好的发展机遇，而
相关龙头也将受益于此。

电商“十三五”规划将发布
据了解，上述《规划》确立了

到 2020 年电子商务交易额 40 万
亿元、网络零售总额 10 万亿元、
相关从业者 5000 万人三大发展
目标。一方面，电子商务要全面
融入国民经济各领域，推动形成
全球协作的国际电子商务大市
场，成为经济增长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动力；另一
方面，电子商务要全面覆盖社会发展各领域，带动教
育、医疗、文化、旅游等社会事业创新发展，成为促进
就业、改善民生、惠及城乡的重要平台。

同时，《规划》顺应电子商务发展需要，明确了 5
项任务、4方面17个专项行动和6项保障措施促进电
子商务的进一步发展。

而近两日，《“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规划》发布，指出推动数字创意在电子商务、社交网
络中的应用，发展虚拟现实购物、社交电商、“粉丝经
济”等营销新模式。

中泰证券商业贸易行业研究员彭毅认为：“伴随
移动互联网的爆发，年轻一代在垂直领域呈现娱乐
化、虚拟化、专业化和碎片化的消费升级，去中心化
的社会氛围和资本的助推共同催生了粉丝经济，新
的电商引流方式将层出不穷，政策指引下的社交购
物、VR 购物以及粉丝经济，将成为新零售下重要引
流方式。”

电商产业生态体系初步形成
而“十二五”时期，我国电子商务交易规模实现

跨越式增长，从 2011 年的 6 万亿元增至 2015 年的
21.8 万亿元，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的10.8%，我国连续三年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
网络零售市场。电子商务全面融入人民群众的生产
生活，产业生态体系初步形成，催生了规模化就业新

领域，开辟了“脱贫攻坚”新途径，形成了国际竞争合
作新局面，为我国带来了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
变的新机遇。

当前电商平台龙头概念股主要有苏宁云商(旗下

有苏宁易购电商平台)、焦点科技、上海钢联、生意宝、
高鸿股份、小商品城(旗下有“义乌购”平台，涉及跨境

电商概念)、腾邦国际等。另外，研究机构还建议投资
者可关注医药电商平台九州通、一心堂、上海医药、康
美药业等；旅游电商平台中国国旅、中青旅等；纺织服
装电商平台：美邦服饰(计划将邦购物打造成服饰类综

合电商平台)、百圆裤业(跨境电商平台)、海澜之家等。
个股方面，苏宁云商的新零售商业模式竞争优

势突出，市场份额持续提升：近年来公司线上 GMV
增速持续领先主要竞争对手并远高于行业整体水
平，有助于抢占市场份额，中金公司预计苏宁2017年
线上仍有望实现 50%左右的增速，经营利润有望实
现连续季度盈利，伴随规模效应发挥与开放平台、物
流、金融等增值业务显效，预计苏宁经营利润将从Q4
单季实现基本盈亏平衡，到2017年全年实现盈利。

焦点科技则从单纯的外贸B2B电子商务信息平
开始转型为提供跨境综合服务的平台，同时发展互
联网保险、线上采购、在线教育和移动医疗等新兴业
务，海通证券分析认为焦点科技未来业绩成长空间巨
大；小商品城目前正深化国际贸易合作，围绕打造“世
界小商品之都”的战略，积极拓展海外分销网络，打造
信息、采购、物流、金融等贸易服务平台。 ▋张曌

“十三五”电商交易规模跨越式增长 全面融入生产生活

电子商务迎来巨大发展空间

龙头股迎来发展良机
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规划，明确指出未来“十三五”
时期(2016-2020年)产业变革发展方向，推
动人工智能等技术向各行业全面融合渗
透。对此，研究人士分析称，人工智能在
此次国家纲领性文件中提出，意味着行业
发展逐步进入国家战略层面。

人工智能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
《规划》指出发展人工智能，培育人工

智能产业生态，促进人工智能在经济社会
重点领域推广应用，打造国际领先的技术
体系。

“对比‘十二五’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人工智能在此次国家纲领性文件中提出，
意味着行业发展逐步进入国家战略层
面。文中指出要加快人工智能支撑体系
建设。推动类脑研究等基础理论和技术
研究，加快基于人工智能的计算机视听
觉、生物特征识别、新型人机交互、智能决
策控制等应用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支持人
工智能领域的基础软硬件开发。”中泰证
券研究员方闻千分析认为。

方闻千进一步分析：“加快视频、地图
及行业应用数据等人工智能海量训练资
源库和基础资源服务公共平台建设，建设
支撑大规模深度学习的新型计算集群。
应用方向上指出应在制造、教育、环境保
护、交通、商业、健康医疗、网络安全、社会
治理等重要领域开展试点示范，推动人工
智能规模化应用。”

盈利模式清晰的公司受益
另外，《规划》还提出，在制造、教育、

环境保护、交通、商业、健康医疗、网络安
全、社会治理等重要领域开展试点示范，
推动人工智能规模化应用。发展多元化、
个性化、定制化智能硬件和智能化系统，
重点推进智能家居、智能汽车、智慧农业、
智能安防、智慧健康、智能机器人、智能可
穿戴设备等研发和产业化发展。

个股方面，科大讯飞是中国及全球顶
尖的语音识别公司。凭借持续的研发投入
(占2012-2015年营收的23-29%)，公司在中
国语音识别市场已占据主导地位，根据SI-
AC数据显示，其当前市场份额达44%。

据了解，为了使语音技术实现商用，
科大讯飞已渗透到教育、汽车、政府政务
等多个垂直市场。公司的教育产品被 15
个省份超过 8000 万师生使用。汽车电子
业务方面，公司已经和 30 多家车企合作，
共同研发车载智能语音系统。另外，公司
还拓展到B2C产品领域以扩大客户群。

东方网力致力于视频监控管理平台
的研究与开发，已成为国内视频监控管理
平台的龙头。公司设立物灵科技，通过增
资公司参股家用机器人JIBO，转让爱耳目
与东方瓦力机器人股份给物灵科技，人工
智能进入新的发展篇章。通过设立物灵
科技，加快了公司在人工智能C端的布局。

经过对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梳理，中泰
证券建议，投资者可关注启明星辰 (信息

安全综合解决方案龙头步入成长快车道)、
广联达(建筑工程解决方案提供商，向建筑

施工互联网平台商转型)；同时关注易华
录 (智能交通领域龙头、智慧城市ppp模式

创新引领者、电子车牌核心标的)、捷顺科
技(智能停车场系统龙头，积极推进互联网

化转型)、卫士通 (信息安全国家队，数据加

密行业龙头)。 ▋张曌

日前，大数据发展浪潮正席卷全球，资本也敏锐追逐着
高增长市场。大数据是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而投资界
持续看好大数据产业的发展未来，这种趋势明显增强。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10月底，2016年中国大数
据行业有184家企业获得投融资。

尽管资本市场对大数据公司的评判标准不同，但探究
其成长性的本质，只有一个标准——数据源。而数据源愈
发成为投资界对大数据公司未来估值的最重要依据。

有前景的大数据公司，应该掌握“人无我有”、“人有我
优”的数据源，并打通大数据应用落地过程中的每一个关键
点，让海量数据源有目的、有路径地进行碰撞匹配，激发出价
值。由于数据源是产业的源头，是发展大数据必然的起点。

业内认为，掌握了数据源的大数据公司“有米可炊”，有
“食材”可用，这为后续发挥本土创新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
通过吸纳现实需求，提供行动有效的解决方案，更从需求端
促发大数据技术的研究开发。

此外，拥有数据源的大数据公司，将在行业内愈发扮演
举足轻重的角色。它实现了社会各领域全行业数据的整
合，带动硬件生产商按照数据采集、传输、存储之需求供给
服务器，促使软件商研发匹配的数据预处理、分析挖掘、大
数据可视化等软件产品，同时，激发变现大数据交易融通的
新思维。

因此，是否拥有数据源、数据源保有量以及开发利用水
平，成为决定大数据公司未来发展前景、是否具备可持续市
场竞争力的关键。

随着我国政府数据开放共享的步骤加快、国家大数据
战略逐步推进，具备数据源优势、善于在海量数据中挖掘价
值的大数据公司有望成为行业翘楚。

基于此，投资界将更多目光关注在数据源。
值得注意的是，2015 年，九次方大数据先后得到了建

银财富、博信资本、东方证券、IDG 资本、复朴投资、德同资
本、初灵基金、当代东方、键桥通讯等 18 家基金的投资，两
轮融资数额近10亿元，投资规模迄今为止仍然是大数据领
域之最。而投资界看好九次方大数据正是因为对方掌握着
核心数据源。

《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计划，中国“到2020年，培
育10家国际领先的大数据核心龙头企业，500家大数据应
用、服务和产品制造企业”。

据了解，九次方在数据源储量、软件著作权专利数量、开
发应用场景能力、服务省市地区数量等多个维度领先同业。

九次方大数据创始人王叁寿表示，发展大数据产业，首
要解决的是促成数据资源的极大丰富和开放使用，这决定
了数据源服务商在产业链条上应该始终处于核心位置。

▋中财

大数据

大数据行业成资本市场新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