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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大模型，其实也不算什么新鲜

概念。

国外超大规模预训练模型始于

2018 年谷歌提出 BERT 大规模预训练

语言模型，并在2021年进入“军备竞赛”

阶段。

2020 年，OpenAI 推出 GPT-3 超大

规模语言训练模型，参数达到 1750 亿，

用了大约两年的时间，实现了模型规模

从1亿到上千亿级的突破，并能实现作

诗、聊天、生成代码等功能。

再到 2021 年，谷歌推出的 Switch

Transformer 模型成为历史上首个万亿

级语言模型多达 1.6 万亿个参数，并在

12 月 提 出 了 具 有 1.2 万 亿 参 数 的

GLaM 通用稀疏语言模型，在7项小样

本学习领域的性能优于 GPT-3。

同期，国内超大模型的研发发展也

很迅速，2021年成为中国AI大模型爆发

的一年。

商汤科技的计算机视觉模型、华为

云联合发布的盘古 NLP 超大规模预训

练语言模型和盘古α超大规模预训练模

型、阿里达摩院PLUG中文预训练模型

以及联合发布的M6中文多模态预训练

模型还有百度的ERNIE 3.0 Titan模型

陆续面世，其中达摩院 M6 模型的参数

达到10万亿，直接将大模型的参数提升

了一个量级。

虽然当时国内院校跟大厂都在做

大模型，但这更多是科研上的效果复

现，对国外较为前沿的AI模型的跟进。

直 到 2022 年 年 底 StableDiffusion、

ChatGPT的出现，才开始让更多业内人

士从观望走向下场。从技术和战略层

面上看，ChatGPT让更多人意识到这不

单是一个应用工具，甚至会成为一个新

的 PaaS 层基础设施。从技术和战略层

面上，群雄争霸，都想试图成为一个新

时代的基础设施供应商。

再到2023年，上市公司和大厂陆续

放出做大模型的信号，AIGC 概念股股

价翻番，外加“AI 的 iPhone 时刻 ”无不

让这股热度从二级市场涌向一级，引发

对语言大模型的重点关注。

然而赛道虽香，语言大模型的火爆

表象下，技术差距并不止一点。以当前

国内大厂语言基础大模型十几亿、几百

亿的参数规模，

以 及 大 多 数 创

业 公 司 还 在 做

一 两 百 亿 的 参

数模型来看，跟

ChatGPT 相比，

还 有 很 长 的 路

要追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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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快报记者 郑志辉

5000万美元就能上车？！
由 ChatGPT 掀起的这股大语言模型(LLM)

浪潮，让人们看到了人工智能的另一种可能，即

通过增加模型参数（例如 GPT-3 的参数 1750

亿），来模拟人脑。

据国盛证券估算，GPT-3 训练一次的成本

约为 140万美元，对于一些更大的 LLM，训练成

本介于200万美元至1200万美元之间。以Chat⁃
GPT在1月的独立访客平均数1300万计算，其对

应芯片需求为 3万多片英伟达A100 GPU，初始

投入成本约为 8亿美元，每日电费在 5万美元左

右。如此高的入门门槛，只有少数公司能够承

担，也是大公司的护城河。所以目前国外大模型

基本是谷歌、微软、Meta三家。

不过，这在国内似乎并不成为问题。前有原美

团联合创始人王慧文宣布出资5000万美元，称要

“组队拥抱新时代，打造中国OpenAI”，后有原搜狗

创始人王小川声称已获得5000万美元启动资金，

并且其百川智能大模型的训练也已经启动，“争取

年内发布国内最好的大模型和颠覆性的产品”。

不少人对这种一窝蜂上大模型之举提出了

批评。海通证券研究所科技产业链负责人郑宏

达就对王慧文的入局发文质疑，“5000万美元够

干什么的？”“互联网的人啥都不懂，就只会营销，

一点都不踏实”。

商汤联合创始人徐立在日前发布SenseNova
大模型时提出，算力也并非一味追求大，还要在

数据准备及质量上下功夫，“高质量数据只有小

部分，甚至不够用”，所以“算力的需求实质上没

有那么多”，这为中国企业（应对欧美竞争）争取

了一些时间。

科技行业观察人士陈根仍对商汤表示怀疑，

“对于商汤而言，有建大模型的能力，但能不能训

练出真正的类ChatGPT产品是另外一回事。至

少从现实来看，商汤依然面临训练数据、参数优

化、硬件算力这三大硬伤。”

商汤最新公布的 2022 年业绩报告显示，公

司全年净亏损额虽同比收窄，仍高达60.92亿元，

而现金储备已降至 166亿元。2018年至 2022年

五年间，商汤累计亏损超过430亿元。

国内国际科技
业界忽然就

进入了一个仿如“烈火
烹油”的阶段，任何点滴
相关消息，都能炸起一
阵波澜，而这高温烹炸
的核心就是“大模型”了。

4月 10日，商汤科
技发布日日新SenseN⁃
ova大模型，还宣布推出
了自研中文语言大模型
应用平台“商量”。昆仑
万维同日宣布，其和奇
点智源合作自研的国产
大语言模型“天工3.5”
即将发布。此外，搜狗
创始人王小川宣布了自
己即将投入创业的大模
型产品名叫“百川智能”，
该产品拿到了 5000万
美元的启动资金。

4月 11日，商汤在
港交所股价高开超8%；A
股AIGC、ChatGPT方向
领 涨 ，首 都 在 线 涨 超
15%，奥飞娱乐 3连板，
中文在线涨超12%，昆仑
万维、同方股份、万兴科
技、三人行、科大讯飞等
跟涨。阿里云正式宣布
推出大语言模型通义千
问，并且表示希望让每
家企业都能基于“通义
千问”，拥有具备自己行
业能力的专属大模型。

这似曾相识的一
幕，远的有互联网时代
早期的“百团（购）大
战”，近的也有元宇宙、
NFC。基于这些或远或
近的互联网记忆，不少
的结局并不美好，难免
让人们不得不质疑，这
一回是大模型之争，还
是大模型之乱呢？

国内大模型“冷饭热吃”

A股有人在裸泳
昆仑万维 4 月 10 日发布的公告

称，自研“天工 3.5”将于 4月 17日启动

邀请测试，并称这将是“中国第一个

真正实现智能涌现的国产大语言模

型”，“已经非常接近ChatGPT的智能

水平”。

让昆仑万维没想到的是，ChatG⁃
PT概念却在当天迎来集体下跌，其中

云从科技、三六零、科大讯飞等集体跌

停，昆仑万维、海天瑞声、蓝色光标等

跌逾10%。

就在前不久，包括昆仑万维、云从

科技、同花顺等公司发布股价异动或

股票交易异动公告，纷纷表示目前公

司 AI 等业务领域并未产生业务收入

或收入较少，且公司AI相关技术和世

界领先公司存在着较大差距，呼吁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和昆仑万维同享了大模型概念首

波红利的三六零，4月9日才宣布基于

360GPT 大模型开发的人工智能产品

矩阵“360 智脑”率先落地搜索场景，

将面向企业用户开放内测。在此之

前，360 股价已经从年初的 6 元出头，

狂涨到了4月4日最高点20.85元。

与之对应的是 360连续下挫的业

绩。2020 年 360 净利润下滑至 28.38
亿元，跌幅 52.3%；2021年，360全年净

利润只有 8.404 亿元，暴跌 70.39%；

2022 年前三季度，360 总营收为 69.35
亿元，同比下滑 18.79%，净亏损 19.93
亿元。

中信证券 4月 9日发布研报为AI
概念“降温”，“AI相关板块纯主题炒作

热度或降温，机构进一步调仓带来的

增量对于 AI 主题的边际影响非常有

限”，“从高热度的数字经济板块轮动

到低热度板块，建议围绕全球流动性

拐点和财报季业绩两条主线布局”。

大厂MaaS才是终局？
互联网分析师易方寒认为，中国

需要有自己的AI大模型，这是彰显科

技创新实力的需要，也是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需要。但中国不需要那么多企

业盲从做AI大模型，那是人才和资源

的浪费。有实力的企业加入大模型混

战，让更具创新能力的企业营运而生，

会推动人工智能时代的 BATJ 大企业

的诞生。

而中信证券的研报则指出，当未

来模型大小与日活用户数接近阈值

后，成本端的优化将会收束模型整体成

本的膨胀，也提供给一些中小公司切入

垂直领域的机会，最终形成：AI 巨头提

供泛用性模型以及服务主要 ToC 需

求，中小公司切入特定垂直行业并根据

需求做微调优化模型的格局。

据记者了解，随着OpenAI、微软、

百度等大厂竞相发布大模型产品，一

种新的商业模式MaaS（模型即服务）应

运而生并成为新趋势。在百度“文心

一言”发布会上，李彦宏提到，大模型

时代的主要商业机会之一就是未来云

计算业务，主流商业模式将变为MaaS。
阿里云智能集团CEO张勇昨日表

示，阿里云致力于做基础大模型，未来

每一个企业都可以调用通义千问的全

部能力，也可以结合企业自己的行业

知识和应用场景，训练自己的企业大

模型。比如，每个企业都可以有自己

的智能客服、智能导购、智能语音助

手、文案助手、AI设计师、自动驾驶模

型等。

中信建投最新研报指出，未来阿

里大模型有望在办公、应用开发、智能

家居、电商等领域落地。其中，在办公

领域，有望和阿里钉钉深度融合，帮助

快速完成文件工作，提供新一代智能

办公工具。

群雄并起，国产大模型是“争”还是“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