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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报价

《2017-2022年中国智能投顾市场全景调查与行业竞争对手分析报告》信息及时，资料详实，

指导性强，具有独家，独到，独特的优势。旨在帮助客户掌握区域经济趋势，获得优质客户

信息，准确、全面、迅速了解目前行业发展动向，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和效果，是把握企业战

略发展定位不可或缺的重要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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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从早期传统投顾互联网化，线上提供服务，到为客户直接提供各类基于机器学习的机器人

投顾工具，再到依赖以大数据、云计算为基础的深度学习运用能力，开始尝试开发能够完全

脱离人类参与投资管理链的人工智能投资系统。智能投顾的发展核心就在于去人力、更智能

，即人力投入逐步减少、人工智能程度逐步提升。  

      智能投顾的关键就在于人工智能，从全球来看，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总额、交易笔数不断

增长，据CB Insights 数据显示，2016年第一季度，人工智能融资交易次数达到了所有季度统计

值的峰值。备受资本热捧的人工智能背后，是其技术的发展与落地，这为智能投顾带来了新

机遇。

 全球人工智能各季度融资规模

 

      在整个经济&ldquo;新常态&rdquo;中速增长的背景下，国内个人财富整体规模平稳增长，

数据显示，截止到2015年底，中国个人可投资金融资产总额约为113万亿人民币，较前一年增

长24%。在各类银行金融产品收益率大幅下降的情形下，我国以储蓄及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为

主的财富管理模式遭到重创，更多的投资者产生了资产多元化配置需求，而如何合理分配资

产成为了不少投资者的难题，传统投顾服务无法满足海量客户的需求，此时智能投顾等产品

借势发展。

 中国个人可投资资产总额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智能投顾市场全景调查与行业竞争对手分析报

告》共九章。首先介绍了智能投顾行业市场发展环境、智能投顾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

了智能投顾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智能投顾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智能投

顾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智能投顾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智

能投顾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智能投顾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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