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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大模型开启通往通用人工智能（AGI）之路

大模型代表人工智能技术演进进入新阶段，初步展现通用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能力。

起步期
(1956-1980年代初)

机器学习阶段
（1980年代初-21世纪初）

深度学习阶段
（2006年-2022年）

大模型阶段
（2022年-）

 1956年，AI概念首次提出

 1980年代，机器学习成

为独立分支

 2006年，深度学习提出

 2022年底ChatGPT发布

 1970s-1980s，专家系统

发展

经验主义基于规则

数据驱动 特征工程

神经网络 端到端学习

预训练 提示工程

DeepMind AGI 准则：

1. 关注能力而非过程

2. 关注通用性和性能

3. 关注认知和元认知任务

4. 关注潜能而非部署

5. 关注真实场景

6. 关注通向AGI的路径，
而非单一目标

依赖领域专家知识

模型自动学习特征

基于数据手动构造特征

知识迁移学习



大模型加速人工智能技术迈向“大一统”

OpenAI 
GPT-4

2023年3月

语言

自动驾驶 生物化学
气象 机器人

特斯拉
FSD V12

2023年8月

上海实验室
UniAD

2023年6月

盘古气象大模型
Pangu-Weather

2023年7月

谷歌气象大模型
GraphCast
2023年7月

机器人
RT2

2023年7月

特斯拉
Optimus Gen2

2023年12月
谷歌

AlphaMissense
蛋白质预测
2023年9月

谷歌
GNoME

晶体结构预测
2023年11月

以Transformer架构为基础的大模型不断取得新突破，进一步确认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走向新范式

视频生成
谷歌

VideoPoet
2023年12月

规模可扩展性强 多任务适应性强 能力可塑性强

传统AI
规模增大不能带来性能

持续提升
一个模型只能胜单任务

和单模态
模型训练完成后能力

无法进一步拓展

大模型三个主要特征

大模型

底层算法走向统一使得人工智能平台化成为可能，基础模型正在成为新的“操作系统”，创新不断提速



AI大模型的内涵与特征

 AI大模型是人工智能预训练大模型的简称，包含了“预训练”和“大模型”两层含义，二者结合产生了新的人工智能模式，即
模型在大规模数据集上完成预训练后，仅需少量数据的微调甚至无需微调，就能直接支撑各类应用。

 大模型通常具有多层神经网络结构，并使
用高级的优化算法和计算资源进行训练，
具有强大的泛化性、通用性和实用性，可
以在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智能语
音等多个领域实现突破性性能提升。

泛化性 通用性 实用性

对新数据的适应能力
模型在从未见过的数据上
能表现出良好的性能能力

解决多个任务的能力
模型能应用于不同的数据
集或任务

应用时的可用性和效率
模型能以合理的时间和资源，
快速处理数据并做出决策

“大模型”：在大规模无标注数据上进行训练，学习

出一种特征和规则。基于大模型进行应用开发时，将大

模型进行微调（在下游小规模有标注数据进行二次训练）

或者不进行微调，就可以完成多个应用场景的任务，实

现通用的智能能力。

“小模型”：针对特定应用场景需求进行训练，能完

成特定任务，但是换到另外一个应用场景中可能并不适

用，需要重新训练（我们现在用的大多数模型都是这

样）。这些模型训练基本是“手工作坊式”，并且模型

训练需要大规模的标注数据。



主流大模型：语言类大模型GPT4

创造力方面

• GPT-4在生成创意项目和与用户合作方面表现更

好，包括音乐创作、剧本写作、技术写作，甚至

可以“学习用户的写作风格”。

更长的语境处理

• GPT-4可以处理多达128K个文本令牌，你甚至可

以直接向 GPT-4 发送一个网页链接，并要求它

与该网页上的文本进行交互。

视觉输入

• GPT-4 现在不仅能处理文字，还能接收图像作为

输入。在 GPT-4 网站的一个示例中，用户上传

了一些烘焙原料的图片，聊天机器人根据这些图

片提供了可以制作的食谱。

 GPT-4o mini 是OpenAI GPT-4 模型系列的最新版本。它
是大型GPT-4o 模型的精简版，适用于简单但需要大量处理
的任务，这些任务更需要快速的响应速度，而不是整个模型
的强大功能。

 GPT-4o mini 于2024 年7月发布，并取代 GPT-3.5 成为
ChatGPT 中的默认模型。

 根据数据显示，GPT-4o mini 在 MMLU 推理基准中的表现
明显优于类似的小型模型，比如谷歌的 Gemini 1.5 Flash 和
Anthropic 的 Claude 3 Haiku。

 GPT-4是OpenAI开发的最新语言模型，可以生成类似人类语言的文本 ，于2023年3月13日正式发布，用户可通过订阅

ChatGPT-Plus 和Microsoft Copilot首先使用 GPT-4。除此之外，GPT-4 还以 API 的形式提供，开发者可以用来构建应用程序

和服务。

 GPT-4是在GPT-3.5基础上的一次重大升级，在三个关键领域比之前的版本更加先进：创造力、视觉输入和更长的语境处理。



主流大模型：语言类大模型Llama3

 作为开源领域的常青树，Llama系列一直在引领开源大模型的脚步，Meta也被奉为与OpenAI齐名的巨头，分别代表着开源与
闭源的技术走向。

 2024年7月，Mata发布Llama 3.1，包含8B、70B和405B三种参数规模，适用于多种场景，包括多语言代理、复杂推理和编码
助手等。该系列模型上下文窗口增加到了128K，扩大16倍；支持多种语言，包括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印
地语、西班牙语和泰语等；提升了工具使用能力，支持搜索和Wolfram Alpha的数学推理；拥有更宽松的许可，允许使用模型输
出改进其他LLMs。

 评测结果显示，Llama 3.1 405B可与GPT—
4o、Claude 3.5 Sonnet和Gemini Ultra等
业界头部模型媲美，这也是Meta迄今为止
最强大的模型。

 Llama系列历经数次迭代，从Llama1
到最新的Llama3，不仅在技术参数上
实现了跨越式的提升，更通过开放源代
码和数据集，深刻地改变了AI研究与
应用的格局。



主流大模型：文生图大模型Stable Diffusion 3

 2024年2月，Stability AI 发布了其第三代文生图大模型Stable Diffusion 3。该模型在排版和提示遵循等方面表现出色，超越了

DALL·E 3、Midjourney v6 和 Ideogram v1 等最先进的文本到图像生成模型，为文本到图像生成技术带来了重大突破。



国内外大模型发展呈现“一横一纵”两条路径

横向路径：大模型以通用人工智能为目标，从通用大模型出发向更强能力、更通用的方向发展；

纵向路径：大模型构筑了智能基座，结合模型微调步骤，赋能更多行业与场景的应用。

路径一：横向发展

Agent GPTs API

 大模型构筑基础的支撑能力，赋能若干行业大模型
和场景大模型，使模型应用门槛更低、见效更快。

 大模型朝着参数量更庞大、模型能力更强、效果
更通用方向发展，需要持续高强度投入资源。

插件

泛化能力

可扩展性

学习能力

多模态能力

横：通用大模型走向AGI

纵
向
：：
行
业
大
模
型

路径二：纵向发展

电信大模型 金融大模型 教育大模型 电力大模型

数智融合

智能客服

金融新闻理解

金融市场评论

虚拟口语教练

AI作文指导

生成巡检报告

意图识别

基础大模型



我国通用大模型处于技术追赶阶段，部分能力达GPT3.5水平

 头部国产大模型总体上与GPT-3.5能力极为接近，但在复杂逻辑推理、小样本自主学习、超长文本处理、跨模
态统一理解等维度能力与GPT4依然存在差距。

头部国产大模型与GPT-3.5能力极为接近 国产大模型较GPT-4V仍有差距 国产大模型网络结构有套壳之嫌

 头部国产大模型总体上已经与GPT3.5能

力极为接近，在48项任务测评上表现相当。

 国产大模型在复杂逻辑推理、小样本自主

学习、超长文本处理、跨模态统一理解等

维度能力上与GPT4依然存在差距。

 主流开源协议允许代码再发布，目前国产

大模型网络结构是否原创仍有待考证。

Apache Licence

国产开源大模型与Llama参数量高度一致

模型名称 发布时间 参数规模

美 LLaMA 2023年2月 70、130、340、
650亿参数

中

Aquila-7B 2023年6月 70亿参数

Aquila2-7B,
34B

2023年10月 70亿、340
亿

InternLM-7B 2023年6月 70亿参数

baichuan-7B 2023年6月 70亿参数

baichuan2-
7B,13B

2023年9月 70亿、130
亿参数

Qwen-7B 2023年8月 70亿参数

当前开源代码主流协议，鼓励代码共享，允

许代码修改、再发布为开源或商业软件。



 大模型的背后意味着巨大的计算资源，模型大小和训练数据大小是决定模型能力的关键因素。因此，AI大模型时
代，智能算力就是生产力。

模型
模型参数
（个）

训练集
（Token数）

训练阶段 推理阶段

训练完成所需算力
估算

（PFLOPS）

服务器需求数量估
算

（台/每天）

电费
（万元/天）

400P智算中
心耗时
（天）

100P智算中
心耗时
（天）

日常并行访问每秒
所需算力估算
（PFLOPS）

秒级推理响应所需
算力规模

（PFLOPS）

文心一言 2.60E+11 1.00E+12 5.17E+09 11957 121.24 149 598 239 0.26 

GPT3 1.75E+11 3.00E+11 1.04E+09 2414 24.48 30 121 161 0.18 

ChatGPT 1.75E+11 4.10E+11 1.43E+09 3300 33.46 41 165 161 0.18 

GLM-130B 1.30E+11 4.00E+11 1.03E+09 2391 24.24 30 120 120 0.13 

盘古 1.00E+11 3.00E+12 5.96E+09 13797 139.90 172 690 92 0.10 

LLaMA-65B 6.50E+10 1.40E+12 1.81E+09 4185 42.44 52 209 60 0.07 

BloombergGPT 5.00E+10 7.08E+11 7.03E+08 1628 16.51 20 81 46 0.05 

LLaMA-7B 7.00E+09 1.00E+12 1.39E+08 322 3.27 4 16 6 0.01 

注:1.统一换算成英伟达DGX A100服务器，8卡，640G，服务器总功耗6.5Kw
2.英伟达A100单卡支持FP16（半精度浮点运算）算力可达312TFlops，1PFlops算力约3.3张A100卡
3.电费按照0.65元/千瓦时

大模型演进对智算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训练所需的浮点运算次数=6×模型参数规模×训练集大小

推理所需的浮点运算次数=2×模型参数规
模×对话token大小



大模型时代

深度学习时代

1971 2003

第一款CPU
2300

1997

第一款图形GPU
3M

GPU在计算能力上超越CPU
222M

2008

引入双精度浮点计算
1.4B

2007

引入CUDA

2012 2016

V100
TensorCore核

21B

A100
54B

GPU算力突破1万亿每秒
3B

2009 20232022

H100
67TFlops/FP32

80B

2021

英特尔i9
1600GPlops/FP32

数十倍的计算性能差距

算力需求18-24个月翻番

GPT3
314 million 

PFlops

AlexNet
470 PFlops

AlphaGo
1.9 million 

PFlops

NPLM
1.1 PFlops

算法初期

Mineva
2.7 billion PFlops

算
力
堆
叠

CPU算力供给
GPU算力供给

算力需求
5-7个月翻番

算力需求2-3个数量级跃迁
10个月翻番

算力
&
软件
&
互联
协同
技术
创新 黄式定律

摩尔定律

GPU/ASIC
多元算力供给

ResNet

智能算力供需缺口日益扩大

参考文献：COMPUTE TRENDS ACROSSThree EraS OF MACHINE LEARNING

 大模型技术及生态迭代，对智能算力提出更强更大规模的需求，智算成为支撑AI大模型的重要基石。

 巨量参数已成为人工智能大模型开发过程的必经之路，大模型算力需求超过半导体增长曲线，算力需求增长与

芯片性能增长之间尚不匹配。



 从总体定位看，智算中心成为地方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产业数字化的重要创新载体，具有重要价值。

 从落地运营看，智算中心是加快AI产业化和产业AI化的重要战略支撑。

AI产业化

智算中心

采用多元开放的架构，兼容成熟主流的软件生态，支持

主流的AI框架、算法模型、数据处理技术、广泛的行业应用

等，以提高平台的适用度，构筑可以适配多元化场景的生态。

降低AI算力使用门槛
提升AI算力应用能效

产业AI化人工智能产业

聚合AI要素资源
深耕行业领域

AI算力/服务器、AI算法、
AI数据集入围区域产业统
计领域。

以AI算法库/模型库支撑
行业领域开展AI应用，实
现智能化转型。

 智算中心是涵盖了软硬件、解决方案为一体的技术创新综合体。未来的智能型企业、公共服务都将建构在智算中心的基础上，
供给形态可以有自建、云服务、公共基础设施等多种形式。企业和组织将根据自己的需求和资源禀赋，选择匹配自身需求的
服务形态。

异构计算 软硬协同适配 绿色低碳

企业级智算中心 产业级智算中心

智能计算中心已成为AI落地赋能的核心设施之一



更大规模的智算集群成为大厂的追逐目标

 大模型演进，对智算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对智算集群提出更高要求。市场的主力玩家们利用数万个GPU构建大型人工智能集群，
以训练LLM。

 Meta用2.2万个V100 GPU构建了第
一代人工智能集群。

2017年

 Meta用9920个A100 GPU加速器构
建了研究超级集群 (RSC)

2023年5月

 Meta推出了两个拥有2.4万个GPU
的智算集群（总计49152个H100）

2024年3月

 Meta 计划，到2024年底将部署 35
万个 NVIDIA H100 GPU

2024年12月



头部主体积极推动万卡智算集群建设

通信运营商、头部互联网、大型Al研发企业等均在发力超万卡集群的建设，比如中国移动、华为、字节跳动、阿里巴巴、百度、

科大讯飞等。

序号 智算中心名称 城市 投资主体 算力卡规模

1 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 呼和浩特 中国移动 20000

2 中国移动哈尔滨智算中心 哈尔滨 中国移动 20000

3 中国移动贵阳智算中心 芜湖 中国移动 20000

4 中国电信天翼云上海临港国产万卡算力池 上海临港区 中国电信 15000

5 中国联通上海临港国际云数据中心 上海临港区 中国联通 10000

6 商汤新一代人工智能计算与赋能平台 上海临港区 商汤科技 20000

7 深圳鹏程云脑 深圳 鹏程实验室 16000

8 科大讯飞飞星一号 合肥 科大讯飞 10000

9 蚂蚁集团万卡异构算力集群 上海 蚂蚁集团 10000

10 字节跳动 北京 字节跳动 12000

11 百度智算集群 北京 百度 10000

*一个 10 万 GPU 的集群需要超过 150MW 的数据中心容量，一年的消耗就是 1.59TWh（15.9 亿度电）。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经济社会的加速渗透，加之以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技术快速迭代，人工智能计算需求快速提升，智能算力

规模持续提升，正成为算力基础设施发展的重要方向。

 据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70EFlops，智能算力占比算力总规模30.4%，年增速超过70%。在

大模型技术创新与深度赋能态势下，智能算力占比将逐年上升，预计2026年占比将达到73%，达到365EFlops（FP32）。

大模型爆发，助推智算中心正成为我国算力基础设施最主要增长点

2%

20%

7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超算中心

通用数据中心

智算中心

算力基础设施规模增速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BERT横
空出世

OpenAI推出
GPT-3

华为云推出
盘古大模型

智源研究院推进悟
道大模型研发

OpenAI推出
ChatGPT



人工智能产品形态持续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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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产品形态向内容生成、知识洞察、智能助手以及数字代理等方向演进，后续将着重在AIGC产品领域进行进一步
的延展。

•基于大模型实现对数

据、信息、知为用户

提识的分析、整合、

提炼，供洞察并辅助

决策

•云AI智能体，能够自

己独立的决策和行动

来改变环境，并通过

不断学习和自适应来

提高性能

•将AI的能力嵌入具体

应用场景中，作为应

用的AI助手 能够主

动理解使用者的意图，

并提供成型的方案

•生成式AI的最主要变

革是能够创造并生成

新的内容，包括文本、

图 像 视 频 、 代 码 、

3D模型等

AIGC

内容生成

Copilot

智能助手

Insight

知识洞察

Agent

数字代理

PC端应用+AI

• PC端网页、客户端应用

中嵌入AI相关插件

独立APP

• ToC消费级AI大模

型应用投入移动应

用市场

行业APP+AI

• 其他领域的APP嵌

入AI大模型，寻找

新的增长点



人工智能产品形态：PC端应用+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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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总结：借助浏览器AIGC插件总结文字、视频等
内容，提升阅读效率，聚焦核心信息，并以标签形
式提炼，助力工作提效

 信息生成：围绕工作场景，用户可借助AI生成所需的文
本、图片等内容信息，也可生成办公文档、辅助计算，
缩短工作时长，提高效率



人工智能产品形态：独立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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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成式AI行业移动端渗透率上升至12%，月活已超4000万，日均新增规模保持稳定，用户新增和粘性情况稳中有
升。现阶段头部应用普遍聚焦在文本和图像信息模态生成。

 据极光大数据旗下月狐数据发布的

《2024年5月中国生成式AI行业市

场热点月度分析》报告显示，移动

端主流生成式AI应用当中，文心一

言实现了今年月活用户连续5个月

的持续增长，月活用户达到1105.6

万，稳居国内厂商第一，并且断档

领先天工、智谱清言、Kimi等一众

生成式Ai应用（kimi的月活甚至不

及文心一言的1/4）。

移动端主流生成式AI应用活跃情况（2024年5月）



人工智能产品形态：行业APP+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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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行各业“垂直行业模型+APP”模式发展已初见格局，以AI能力提升自身原有应用体验、重构交互模式成为目
前较为明确的发展思路，在原有应用强大的流量水平加持下，AI能力有望更快达成提升交易效率、生产和服务效
率等目标。



大模型应用：奇智孔明AInnoGC工业大模型

21

 AInnoGC平台由工业大模型、大模型服务引擎和ChatX系列生成式应用构成。大模型参数量级在750亿以上，具备工业知识问答、
数据分析、代码生成、任务编排、海量知识管理、复杂逻辑推理、长流程任务编排、Agent智能体以及更多工业模态的生成能力。

工业小模型面临数据质量低、高
标注成本、泛化能力有限和实施
难度大等问题。

应对需求

有助于提高生产力和效率；可以
显著减少人工更新和维护的需要；
降低总体运营成本，提供更高的
成本效益。

产生效益



大模型应用：商汤大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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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医”基于80亿医学文本训练，能够提示工程自定义、长程记忆存取、医学知识库查询总结、多智能体调度等功能，内嵌了
13个预设医疗场最，以满足新华医院的特定需求。

新华医院希望在全院推动“医疗大模
型”技术融合，重构诊前、诊中、诊
后全流程，提高医疗服务的整体效率，
改善患者的就医体验，优化医院资源
分配，同时面向未来构建数据驱动的
“健康生活管理”创新医疗模式。

应对需求

对提升医院运营指标具有长期正
面影响和巨大发展空间；对于数
据的高效利用将推动医疗服务智
能化创新；数字孪生、元宇宙等
模式对老龄化社会的居家照护具
有现实意义。

产生效益



大模型应用：丰登种业大语言模型

23

 基于书生浦语2.0强大的基座模型能力，丰登通过注入我国种业相关的科研文献、科技书籍、种企报告等数据，使大模型获得了
理解和分析育种相关专业问题的能力，拓展了大模型助力生物育种的探索路径。

育种信息分散；缺乏统一的数据；
知识平台数据的孤岛性、分散性
等限制了生物育种的工作效率；
育种技术的学习有着显著的行业
和知识壁垒。

应对需求

提高获取种业信息的工作效率；
降低了育种知识的学习门槛；填
补了我国在种业专业领域的大模
型空白；是对我国育种领域采纳
新技术的一次大胆尝试。

产生效益



大模型应用：蜜巢大模型

24

 通过运用蜜巢政务大模型的智能知识管理、智能舆情分析能力，并引入先进算法，将业务工作层、数据分析层、治理决策层进行
一体化整合，逐一击破业务痛点。蜜巢政务大模型帮助市民服务热线实现智能化转型，同时有效降低了人力成本，助力业务效率
整体提升80%以上。

在市民服务热线场景中，工作人员面
临着热线量大、工单快速分类难、诉
求分析少、辅助决策难等痛点。

应对需求

帮助提升政企办公场景日常工作
效能；推动各行业向智能化、高
效化、数字化方向迈进。

产生效益



 产业链：“基础软硬件构成根系、大模型作为主干、工具和产品枝繁叶茂”

 产业生态：“以安全保发展，以赋能为使命”

人工智能新的产业链和产业生态日益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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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开发训练工具
（EasyDL、BML、PAI）

模型部署及管理
（MLFlow、Datatron）

应用开发工具
（LongChain、

Vectara）

数据工具
（向量数据库、神

经数据库）

语言大模型
（GPT1/2/3、LLaMa1/2、文心等）

图像大模型
（DALL-E、S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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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应用赋能

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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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模型：网信办牵头推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

2023年七部委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

务管理暂行办法》

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和规范应用，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的核心主旨，为此《办法》

通过 “划定合规底线”、 “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发展”、“采取更精细化监管举措”这三个层面推进落实。

基本法律、行政法规、社会公德、伦理道德

合规底线

鼓励措施 监管举措

安全评估

算法备案

信息披露

数据分级

应用场景优化

应用生态构建

基础技术创新

基建平台建设

 截至2024年3月，已有117个大模型成功完成备案，
其中北京、上海和广东三个地区共计拥有94个大模型，
上海以24个大模型的数量位居第二。

序
号

属地 模型名称 备案单位 备案号 备案时间

87
国资

委
九天自然语言交

互大模型
中国移动通信有

限公司
ZhongYangQiYe-JiuTian-

20240123
2024/2/7



大模型：当前备案情况

51

24

19

7

2 2 2 2 2
1 1 1 1 1 1

北京市 上海市 广东省 浙江省 重庆市 天津市 江苏省 湖南省 贵州省 四川省 山东省 海南省 国资委 福建省 安徽省

序号 属地 模型名称 备案单位 备案号 备案时间

1 北京市 文心一言
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

限公司
Beijing-WenXinYiYan-20230821 2023/8/31

2 北京市
智谱清言

（ChatGLM）
北京智谱华章科技有

限公司
Beijing-ChatGLM-20230821 2023/8/31

3 北京市 云雀大模型
北京抖音信息服务有

限公司
Beijing-YunQue-20230821 2023/8/31

4 北京市 百应
北京百川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
Beijing-BaiYing-20230821 2023/8/31

5 北京市
紫东太初大模型开放

平台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

究所
Beijing-ZiDongTaiChu-20230821 2023/8/31

6 上海市 abab
上海稀宇科技有限公

司
Shanghai-Abab-20230821 2023/8/31

7 上海市 日日新
上海商汤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
Shanghai-RiRiXin-20230821 2023/8/31

8 上海市 书生·浦语
上海人工智能创新中
心（上海人工智能实

验室）

Shanghai-ShuShengPuYu-
20230821

2023/8/31

9 安徽省 星火认知大模型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

司
Anhui-XingHuoRenZhiDaMoXing-

20230823
2023/9/4

10 天津市 360智脑大模型
三六零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
Tianjin-360ZhiNaoDaMoXing-

20230831
2023/9/11

11 浙江省 通义千问大模型
阿里巴巴达摩院（杭

州）科技有限公司
ZheJiang-TongYiQianWen-

20230901
2023/9/12

12 广东省 腾讯混元助手大模型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

统有限公司
Guangdong-TencentHunyuan-

20230901
2023/9/14

13 贵州省
华为云盘古NLP大模

型
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

公司

Guizhou-
HuaWeiYunNLPDaMoXing-

20230908
2023/9/19

14 江苏省
智慧助手（小艺）大

模型
华为软件技术有限公

司
Jiangsu-ZhiHuiZhuShou-

20230911
2023/9/27



大模型：当前备案发展态势

2023年8月31日，百度文心一言、商汤

大模型“商量SenseChat”、百川智能

的百川大模型、智谱华章的“智谱清言”

等第一批通过备案的公司官宣向广大用

户开放。除此以外，抖音云雀大模型、

智谱AI“GLM”大模型、中科院紫东太

初大模型，MiniMax“ABAB”大模型、

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书生通用大模型、

360公司的“360智脑”等大模型也陆陆

续续对公众开放。

2023年11月初，第二批通过备案的公司

开始密集宣布，产品将面向广大用户开

放。其中包括网易有道“子曰”教育大

模型、昆仑万维“天工”大模型、知乎

“ 知 海 图 AI” 模 型 、 金 山 办 公 “WPS

AI”、好未来“MathGPT”大模型、面

壁 智 能 “ 面 壁 露 卡 Luca” 、 出 门 问 问

“ 序 列 猴 子 ” 、 月 之 暗 面

“Moonshot”等公司的大模型产品。

2023年12月底，第三批国产大模型通过

备案，其中包括京东“言犀大模型”、

抖音“福禄瓜视觉大模型”、快手“快

意大模型”、红棉小冰科技“小冰大模

型”、澜舟科技“孟子GPT大模型”、

中 科 闻 歌 “ 雅 意 大 模 型 ” 、 深 言 科 技

“语鲸大模型”、云知声“山海大模型”

和聆心智能“CharacterGLM”等大模型

产品。

 大模型领域的监管逐渐走向常态化和有序化。

 垂直行业大模型逐步成为大模型监管备案的重点主体。



大模型：业界对大模型备案的认知定位

支持模型合规备案。鼓励企业自研模型申请模型备案，对获得中
央网信办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备案的企业，给予模型评测等相关
费用一次性奖励50万元。（责任单位：市委网信办、市经信局）

杭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关于支持人工智能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补充意见》

支持企业、高校院所开展行业大模型研发应用，
对性能先进且成功通过国家大模型备案登记的
前十名，给予100万元一次性奖励。

成都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成都市进一步促进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工信部关注智能算力规模占比
 《算力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提

出到2025年，算力规模超过300EFLOPS，

东西部算力平衡协调发展。并且提出，“重

点在西部算力枢纽及人工智能发展基础较好

地区集约化开展智算中心建设，逐步合理提

升智能算力占比。”

 国家发展改革委重视算力一体化建设
 《关于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 加快构

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实施意见》，提出加

强通用计算、智能计算、超级计算等多元算

力资源的科学布局，提升国家枢纽节点各类

算力资源的综合供给水平；要提升智能算力

在人工智能等领域适配水平，增强计算密集

型、数据密集型等业务的算力支撑能力。

智能算力：工信部&发改委从不同角度推进智能算力科学布局

 国家部委从不同角度推进智能算力科学布局。

国家部委严密推进算力网络建设，促进东西部算
力高效互补和协同联动

提升算力高效运载能力，探索构建布局合理、
泛在连接、灵活高效的算力互联网，探索算力
协同调度机制，开展算网融合发展行动

提出要统筹东中西部算力的一体化协同，提升
算力网络传输效能，探索算网协同运营机制，
构建跨区域算力调度体系



 中央层面 逐步对以智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

基础设施的绿色化、高效化、集约化发展提出

更细致的目标和要求。
 《信息通信行业绿色低碳发展行动计划（2022-

2025年）》提到全国新建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

电能利用效率（PUE）降到1.3以下。

 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

算力网的实施意见，提到推进数据中心用能设备

节能降碳改造，推广液冷等先进散热技术。

 地方层面 北京、上海、浙江、贵州、四

川、广东等省市纷纷发布相关政策，对算力基

础设施减碳措施集中于通过开展节能降碳技术

的应用、利用清洁能源、余热回收等手段减少

碳排放。

绿色低碳 技术创新

 中央层面

 《新型数据中心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

强调部署数据中心发展时，推动CPU、GPU等异构算

力提升，强调逐步提高自主研发算力的部署比例。

 《算力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提出创新驱动

原，则鼓励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中使用自主的存储设

备，带动关键存储部件的国产化应用。

 地方政府举措

技术迭代——紧抓智算产业发展机遇，增强大模型、

高性能计算等技术创新能力。

技术应用——关注智算技术在重点应用场景中的融合

升级，着力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技术国产化——通过奖励、退税等措施支持智算中心

国产化建设，推动提升智能计算自主可控水平。

智能算力：央、地高度重视智能算力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发展



融合赋能：多部委密集关注AI融合赋能

2019年中央深改委
《关于促进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

融合的指导意见》

促进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要把握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特点，

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产业应用为目标，深化改革创新，优化制度环

境，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结合不同行业、不同区域特点，探索

创新成果应用转化的路径和方法，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

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

2024年工信部
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

加快制造业关键环节、重点行业和重点产品智能化升
级。深化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业全流程融合应用，大
幅提升研发、中试、生产、服务、管理等环节智能化
水平。面向对国民经济影响大、带动力强、数字化基
础好的重点行业，开展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专项
行动，加强供需对接、标准宣贯、应用推广，加快重
点行业智能化升级，提升高端装备、关键软件、智能
终端等重点产品和装备智能化水平。

2022年六部委
统筹推进人工智能场景创新

科技部、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
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六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场景创新
以人工智能高水平应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以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推动场景
资源开放、提升场景创新能力为方向，强化主体培育、加
大应用示范、创新体制机制、完善场景生态，加速人工智
能技术攻关、产品开发和产业培育，探索人工智能发展新
模式新路径，以人工智能高水平应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指导思想

是贯彻党的十九届历次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落实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部

署，促进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举

措。

立足定位

谋改革 促应用 导经验

主要任务

强化应用导向，
挖掘应用场景，
带动新技术、
新产品落地应
用，培育新经
济增长点

深化改革创新，
在政策机制层
面勇于突破、
先行先试，探
索更多新模式

加强部省联动，
调动产业、科
技、教育、金
融等力量协同，
整合资源、凝
聚工作合力

发挥产业基础，
找准优势领域
和发力重点，
因地制宜实现
差异化、特色
化发展

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
工信部推进先导区建设整体安排

第一批（2019年）

上海（浦东新区） 济南—青岛 深圳

优势利用
产业布局、基础建设、

标准体系构建、知识产权交易
制造业基础

大数据资源与应用场景
电子信息与通信基础
创新生态、企业发展

聚焦领域
制造、医疗
交通、金融

制造业、医疗
家居、轨道交通

医疗健康、金融
供应链、交通、制造

第二批（2021年）

北京
天津

（滨海新区）
杭州 广州 成都

优势利用
技术原创、产业生

态、人才基础
发展环境

中国（天津）自由
贸易试验区政策

城市数字治理
先进制造

产业链条齐全
创新要素汇集
应用场景丰富

“一带一路”重
要枢纽、“成渝”

双城经济圈

聚焦领域
制造、网联汽车

智慧城市
“科技冬奥”

制造
智慧港口
智慧社区

城市管理
智能制造
智慧金融

智能关键器件
智能软件
智能设备

医疗、金融
带动区域融通

第三批（2022年）

南京 武汉 长沙

优势利用
科教资源丰富

软件产业基础扎实
中部崛起&长江经济带交汇点
老工业基地和新兴产业基地

产业基础厚
基础设施强

聚焦领域
制造、能源

文旅、消费、教育
智能制造、智能建造
智慧教育、智慧医疗

制造、家居、智能工程机械
智能文创、智能安全

区域示范：工信部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



国资委：推动中央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实现更好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是国资央企

发挥功能使命，抢抓战略机遇，培育

新质生产力的必然要求。

• 中央企业要主动拥抱人工智能带来的

深刻变革，把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

能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断强化创

新策略、应用示范和人才聚集。

•着力打造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发挥需

求规模大、产业配套全、应用场景多

的优势，带头抢抓人工智能赋能传统

产业，加快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

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

形态。

中央企业要把发展人工智能放在全局

工作中统筹谋划，深入推进产业焕

新，加快布局和发展人工智能产业。

• 要夯实发展基础底座，把主要资源集

中投入到最需要、最有优势的领域，

加快建设一批智能算力中心，进一步

深化开放合作，更好发挥跨央企协同

创新平台作用。

•开展AI+专项行动，强化需求牵引，

加快重点行业赋能，构建一批产业多

模态优质数据集，打造从基础设施、

算法工具、智能平台到解决方案的大

模型赋能产业生态。

国资委召开中央企业人工智能专题推进会

中央企业大规模设备更新工作推进会：
加快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制造全过程、全要素深
度融合

中央企业人工智能专题推进会：
10家中央企业签订倡议书，将主动向社会开放人
工智能应用场景。



01. 人工智能技术产业态势

02. 国家人工智能政策分析

03. 行业人工智能关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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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AI 智能体成为大模型应用新热点

37

 从大模型应用案例征集情况看，AI Agent（智能体）相关案例占比超1/5（23%），成为大模型应用热点关键词。
 AI Agent是指人工智能代理（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gent），它的官方定义是一种能够感知环境、进行决策和执行动作的智

能实体。以大型语言模型(LLM)作为其核心引擎，它们能够感知其环境，做出决策，并执行任务以实现特定的目标，AI Agent
的设计理念是赋予机器自主性、适应性和交互性，使其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独立运作。

Agent 其实基本就等于 “大模型
+ 插件 + 执行流程 / 思维链”，
分别会对应控制端 (Brain / 大脑)、
感知端 (Preception)、执行端
(Action) 环节。



二、知识库成为大模型落地主要辅助手段

38

 知识库问答是知识及检索之上的一个应用场景，知识库和检索作为中间的能力层，可以应用的点会很多。因此，知识库也是企
业用户在落地的过程中，优先考虑以及选择比较多的能力场景。基于RAG技术搭建行业知识库，成为大模型落地主要辅助手段。

 RAG(检索增强生成)是一种结合信息检索和文本生成的技术，旨在提高自然语言处理任务的性能。它可以从一个大型知识库中
检索与输入相关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作为上下文和问题一起输入给模型进行处理。通过这种方式，RAG可以帮助模型生成更
加准确、相关和丰富的回答。简单说，RAG就是先检索后生成，让模型“有据可依”。

 在传统企业知识库构建的整体流程中， 企业需
要人工整理常见问题解答（FAQ）并训练QA机
器人。但由于它主要依赖预先设置的答案进行
训练，导致机器人在实际应用中频繁出现语义
解读错误，无法给出精确答案。此外，这类机
器人的功能模型泛化能力较差，例如无法进行
文本摘要、内容扩展或文本润色。用户需要在
检索文档后，手动浏览获取相应信息。

 使用大模型知识助手时， 用户可以在查询时采
用自然语言进行多轮自然交互，企业无需提前
配置任务型的问答流程。大模型能够依据知识
库的内容，做出更准确的回答。基于策略不同，
大模型不仅支持独立推理并作出回答，同时支
持完全基于常见问题解答（FAQ）给出所需答
复。同时，加入大模型后，知识库类应用还可
支持具有扩展性的问答，用户可以使用知识助
手解决相对复杂的问题。



 依托AI大模型，实现企业生产效率和体验效果的“双效提升”。

生产效率

内容生产效率

任务生产效率

应用开发效率

以大模型和生成式AI为核心的AI能力演化为企业智能化底座

体验效果

重塑客户体验

重塑员工体验

AI原生组织演进

双效提升

重新定义技术应用范式 重新定义人机交互体验

AI原生工作方式

AI原生产品和服务

人机交互范式渗透

AI生成内容

AI生成任务

软件开发范式

智能型企业

三、人工智能大模型助力企业向智能型企业演化



四、基础设施：智算基建的构建与运营需重点关注四个核心性能

 智算集群的构建与运营，需要从规模化算力部署的角度，统筹考虑大模型分布式训练对于计算、网络

和存储的需求特点，并集成平台软件、结合应用实践，充分关注数据传输、任务调度、并行优化、资

源利用率等，设计和构建高性能、高速互联、存算平衡可扩展集群系统，以满足AI大模型的训练需求。

1 有效性

 降低AI加速卡
协同过程中的
算力损耗，尽
可能提升集群
整体的有效算
力。

2 稳定性

 降低集群运行
故障率，提升
集群故障恢复
效率，支撑大
模型高效可靠
训练。

3 低碳性

 降低集群能耗
成本，推进集
群绿色低碳运
行。

4 可用性

 构筑全栈技术
能力，提升集
群服务性能，
方便用户使用
智能算力。



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不断丰富，在企业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仓储物流、销售服务、经营管理各个环节逐步渗透，以

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营效率，实现智能化生产运营。

• 复杂产品研发设计中，医
药研发是典型领域：靶点
药物研发、利用AI大模型
进行软件开发等。

• 创成式设计，复杂机械装
备产品设计已具备创成式
设计特点，可应用在汽车
制造、机器人制造等领域。

• 产品可视化仿真在产品高
度定制化、市场竞争激烈、
消费者决策过程复杂的领
域应用广泛。

• 精准营销通过提取分析海
量的用户数据，把握消费
者需求特点并预测客户需
求。

• 预测性维护利用人工智能
技术将故障、异常情况以
及维护方案提供给用户，
帮助制定维护方案。

• 基于人工智能的聊天机器
人/智能客服通过语音识
别和语音合成技术，在预
测分析和机器学习技术支
持下，预测未来的需求，
并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

• 智能仓储即实现仓库物
品的自动识别、分类、
数量统计等功能。

• 智能配送系统是通过大
数据分析、路线规划等
技术，实现配送路线的
优化、配送时间的预测
等功能。

• 智能调度系统则是实现
车辆的自动调度、任务
分配和路径规划等。

• 智能安全管理场景中，
通过智能化系统监测
设备的工作状态和生
产参数，及时发现异
常情况，预测可能发
生的故障和事故。

• 企业财务会计与财务
管理领域的人工智能
应用催生了业财一体
化软件、财务机器人
等工具，以帮助财务
自动化处理重复的工
作。

• 制造工艺优化：通过数据挖
掘和分析、优化工艺参数实
现工艺最优化。

• 大规模个性化定制：运用大
数据与智能决策技术收集和
分析客户的数据，实现个性
化定制生产。

• 复杂产品质量检验借助深度
神经网络集成技术，用以识
别产品表面缺陷。

• 智能工业协作机器人具备学
习能力与交互能力，与人类
工人共同作业。

研发设计 生产制造 仓储物流 销售服务 经营管理

五、人工智能赋能应用场景持续拓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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