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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数据主要来源艾媒品牌危机处置系统，以及采
用行业深度访谈、桌面研究等方法。
 
• 艾媒品牌危机处置系统，全球首个全网舆情监测与负面

监控系统，包括负面预警、舆情管控和竞品情报，分钟
级进行全网扫描与数据更新。

• 对行业专家、相关企业与中国网民进行深度访谈，了解
相关行业主要情况，获得相应需要的数据。 

 
• 对部分相关的公开信息进行筛选、对比，参照用户调研

数据，最终通过桌面研究获得行业规模的数据。 
Ø  政府数据与信息 
Ø  行业公开信息 
Ø  企业年报、季报 
Ø  行业资深专家公开发表的观点 

• 目前，艾媒品牌危机处置系统提供全网监测分析、个性
定制数据和专业舆情报告等增值服务，服务客户涵盖政
府部门、运营商、IPO上市公司等。

• 系统开通试用：麦先生  mwj@iimedia.cn
     报告数据咨询：蔡小姐  meyo@iimedi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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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7月百度舆情搜索指数走势整
体呈上升趋势

艾媒品牌危机处置系统数据显示，自2017年1月至7月，百度舆情搜索指数

整体呈上升趋势，搜索指数最高峰出现在2017年7月，数值显示为790716，

与百度发布第二季度财报事件相关。这段时间内舆情搜索特点表现为，1月

和2月舆情指数起伏较大，整体下降至2月份上升，3月份搜索指数起伏密集，

4-7月舆情指数曲线上升，在7月达到舆情高峰，艾媒舆情分析师认为，百度

Q2财报引起外界广泛关注，预测舆情指数将继续上升。

数据来源：艾媒品牌危机处置系统、艾媒咨询

陆奇出任百度COO
将加速其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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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收购xPerception 
强化无人车布局

外媒：腾讯大战百
度 谁能赢得中国人
工智能之战？

百度携手博世深耕
自动驾驶 投资机构
看涨百度股价

百度发布Q2财报



北京时间7月28日，百度对外公布了2017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

报告。本季度百度营收为208.74亿人民币(约合30.79亿美元)，同比增

长14.3%；净利润44.15亿人民币(约合6.51亿美元)，同比增长82.9%；

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下，净利润55.71亿元人民币(约合8.22亿美元)，

同比增长98.4%；其中移动营收占比72%，高于去年同期的62%。

2017Q2财报呈现百度近两年最高季度
总营收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



2017Q2财报舆情占28日百度总体舆
情28.1%

艾媒品牌危机处置系统最新数据监测显示，2017年7月28日，百

度一日内总体舆情数量达9592条，其中有关2017Q2财报舆情数

量为2700条，占总体舆情28.1%，近三成舆情围绕百度2017Q2财

报为核心话题。

数据来源：艾媒品牌危机处置系统

（数据截取：2017年7月28日）



PART TWO

2017Q2百度财报

舆情焦点分析

2



  新闻客户端为舆情数量上升最快传播渠道

自2017年7月28日百度发布2017Q2财报后，一时间新闻客户端成为

2017Q2财报舆情数量上升最快的传播渠道。艾媒品牌危机处置系统数

据显示，7月28日，“百度2017Q2财报舆情”的传播渠道发布总量排

名前三分别为新闻客户端、网页、微信。其中，新闻客户端渠道舆情

发布量占相关舆论传播渠道总量的64.6%。

数据来源：艾媒品牌危机处置系统



官方信息公布

1  7月28日，百度（BIDU）公布2017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2 李彦宏在回答分析师问题时表示，百度在人工智能、云计算方面取得了较
大的进步。

3
财报公布后，百度副董事长、集团总裁兼COO陆奇表示：“手机百度App
与资讯流进展显著，其活跃客户数的稳定增长再次证明了百度独一无二的
价值。” 

4 李彦宏表示，搜索业务已摆脱负面影响 客户开始认可 。

  24小时主流媒体及社交平台舆论议题

解读财报内容

1 财报解读：网络营销收入增速由负转正。

2 财报解读：广告主认同“搜索+推荐”百度信息流收入提升200% 。

3 财报解读：第二季度净利润44.15亿，同比增长82.9% 。

4 财报解读：百度发布2017Q2财报，成本下降净利润大幅增长 。

5 财报解读：百度资讯流广告收入升至每日3000万 。

6 财报解读：百度Q2财报净利同比增82.9% AI全面撬动商业。

7 财报解读：百度高管：金融和云计算促进营收增长。

8 财报解读：百度Q2财报逆势增长背后重回用户至上其实最关键。

2017年7月28日，网络舆论场对“2017Q2百度财报”给予高度关注，

媒体报道及网络关注的议题主要集中在官方信息发布、解读财报内容、

对股市股价影响、百度业务消息情况、与阿里、腾讯、京东、今日头条

等比较以及预测百度AI等六大领域，随着解读分析不断深入，每个领域

的话题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化。



对股市股价影响

1 百度第二季度营收和利润双双超越预期，促使股价在美股盘后交易中大涨
逾6%。 

2 触底之后反弹，百度Q2净利同比增82.9%，股价盘后上涨7% 。

3 百度2季度财报净利润激增83% 市值逼近700亿美元 。

4 百度发布Q2财报，股票三次刷新近一年峰值 。

5 人工智能助力财报业绩飚红，百度股价大涨收割资本市场青眼！ 

6  踩着AI七彩祥云强势崛起，探讨百度市值价值。

7  

8  

与腾信、阿里、京东、今日头条等比较

1 腾讯科技：百度重回增长轨道 内容分发营收增速虽快但还需长大 。

2 百度第二季度净利润暴增82.9% “JAT”取代“BAT”难上加难 。

3 百度 Q2 净利润同比增长82.9% ，阿里巴巴市值超4000亿美元 。

4 公布Q2利好财报,百度领先京东的远不止百亿市值。

5 百度信息流日活破亿,足以威胁今日头条。

6 开放VS封闭，百度与谷歌、特斯拉争夺自动驾驶的优势在何处。

7 Google、Facebook和百度相似度。

8 百度金融或为蚂蚁金服迎来京东金融之后的另一宿命对手 。

  24小时主流媒体及社交平台舆论议题



  24小时主流媒体及社交平台舆论议题

百度业务消息

1 继蚂蚁金服、京东金融后，百度金融计划独立运营。

2 百度金融计划拆分独立，推进国际国内双战略 。

3 爱奇艺持续拖后腿 百度应该考虑减负 。

4 百度金融对标蚂蚁、京东金融独立运营，能否走出穆迪评级阴影？ 

5 告别“佣金”时代 百度糯米借力AI实现生活服务营销平台战略转型。

6 百度搜索业务已逐渐摆脱负面影响。

7 百度联手paypal提振跨境电商 。

8 百度或将入局中国联通混改 。

预测百度AI

1 百度押注AI度过困难期 。

2 百度核心业务增长稳健 AI势头强劲 。

3 百度全新布局AI创造新机遇 。

4 Apollo自动驾驶开放平台势头强劲 。

5 与国家战略不谋而合，百度ALL in AL 成行业最大赢家 。

6 陆奇表示，百度是代表中国参与AI角逐的重要选手。

7 百度公司目前的一些AI技术储备就达到了目前的世界先进水平 。

8  



舆情评论情感分析

◆  网友评论摘录

@师座之门：“百度的资讯流而言，由于百度的“搜索+推荐”双引擎，

通过对用户搜索的历史数据和LBS行动轨迹的分析，百度能够清晰地了

解该用户是否有产生购买行为的意图。”

@Christy_舒：“从百度入局人工智能领域开始，人工智能就在百度占

据了重要的位置，并且战略地位不断得到提升。百度以人工智能为核心

的整体战略，将使百度在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相较于其他同行业

者占据更有利的发展地位。”

@但丁：“被百度电话骚扰到无耻的感觉。”

数据来源：艾媒品牌危机处置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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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速评

百度发力AI或迎发展新高潮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起步相对较晚，但产业布局、技术研究等基础设施正

处于进步期，随着科技、制造等业界巨头公司的布局深入，人工智能产

业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从Q2财报发现，百度今年营收增长主要还是

传统业务的增长，即网络营销收入。广告主对百度的“搜索+信息流”

模式认可，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百度特有的模式向用户实现精准营销作用。

加上人工智能技术相辅，百度旗下业务会有更大的智能化调整。在外卖、

音乐、移动市场、视频、浏览器、金融、健康医疗等相关领域中，搜索、

地图和内容分发都是百度较为亮眼的“王牌”。搜索和地图作为流量入

口，为百度的广告投放的精准度高提供先天保障。在腾讯和今日头条的

夹击下，有相当一部分人对百度进军AI的同时能否坚守后院(搜索+地

图)是持怀疑态度的。如今财报公布，相信不光是让李彦宏更有信心，

也会让百度的投资者和合作伙伴更有信心，在AI这个第二战场，预测百

度或迎发展新高潮。

数据来源：艾媒咨询





本报告由iiMedia Research （艾媒咨询）调查和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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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报告中所有的文字、图片、表格均受到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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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但拒绝向一切侵犯艾媒著作权的商业研究提供免费

引用。

本报告中的调研数据均采用行业深度访谈、用户调研、

桌面研究得到，部分数据未经相关运营商直接认可；同

时本报告中的调研数据均采用样本调研方法获得，其数

据结果受到样本的影响，部分数据可能未必能够完全反

映真实市场情况。因此，本报告仅供个人或单位作为市

场参考资料，本公司不承担因使用本报告而产生的法律

责任。在未接受本声明前，请不要阅读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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