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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3年，有记录以来人类历史上最热的一年。这一年，新冠疫情在1191天后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全球秩序开始加速恢复和重塑。但世界并不和平，俄乌硝
烟未去，巴以冲突再起，金融市场风声鹤唳又机会并存。

当通胀形势有所缓解，全球央行升降息的步伐开始反转；而ChatGPT的出现，展示了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无限可能性。新的一年即将到来，世界准备好应对下一次“大流行”了吗？

炒作全面落地变现实
伦理考量再提优先级

>>> 展望2024 <<<

2023年， 由OpenAI的GPT大模型所引领的AI浪潮，以
前所未有的速度席卷了商业世界，也让市场看清了AI的威力
与局限性。有机构预测，到2025年，全球人工智能市场预计将
达到惊人的1906.1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36.62%。对于
2024年来说，业内普遍认为，将是把炒作全面落地为现实的
一年。

在行业层面，SAS首席技术官Bryan�Harris表示：“生成
式AI技术会做很多事情，但它并非是万能的。2024年，企业
将调整生成式AI战略，从作为单项技术使用，转为将其纳入
行业AI战略。”

美国《福布斯》双周刊和英伟达的AI专家在预测2024年
AI行业发展趋势时也认为，2024年将迎来企业生成式AI应用
的大爆发，许多公司将部署规模可达数百个的定制化AI模型，
应用于不同业务领域和流程，以解决具体问题和挖掘机会。这
些AI应用将深度集成到业务系统中， 并基于企业自有数据进
行微调，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但著名科技媒体TechCrunch则预计，由于AI工具带来
的好处无法证明其成本和风险的合理性，也会有很多公司放
弃在业务中大规模应用AI。

不论策略如何，从整个AI行业来看，许多公司正在努力
尝试让AI产品真正能够赚到钱。 分析公司CCS�Insight在发
布的一份报告中预测，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将在2024年接受
现实的检验。报告指出，生成式AI的增长即将放缓，因为技术
炒作正在消退，运行成本正在上升，监管呼声也越来越高。

具体到某家公司，TechCrunch预测，历经2023年11月的
“宫斗”和领导层调整之后，OpenAI会变成一家更专注于“推
出产品” 的公司，Sam�Altman更加全面地掌管公司的影响将
在公司各个层面上逐渐显现，GPT商店就是一个例子。在2024
年，OpenAI可能会推出更多类似GPT商店的重磅产品。

对苹果在AI领域的进展，TechCrunch也做出了预测。
TechCrunch认为，苹果的一贯做法是等待、观望并从其他公
司的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 然后以精雕细琢的方式加入进
来， 引领技术趋势。2024年正是苹果在人工智能领域大展身
手的好时机，留给苹果发挥产品力的时间已经到了，但目前
还很难说，苹果的AI服务会是Siri的改进版，还是一项全新
的服务。

在伦理、立法与监管方面，美国《福布斯》双周刊和英伟
达AI专家认为，AI史无前例的发展态势，也带来了无数伦理
难题，成为了当今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2024年，人们对AI
伦理的兴趣将日益浓厚，如何保障AI健康、可持续、负责任地
发展成为重要话题，将AI研发领域的伦理考量也将被置于优
先位置。

因此，在AI立法方面将进一步加快脚步。目前，包括中
国、欧盟、美国和印度在内的主要国家都在努力制定全面的
AI政策。各国制定AI政策旨在实现3个目标：推动技术突破、
吸引全球投资、 同时保护本国民众免受任何不良的AI影响。
行业内部的讨论认为，潜在的国际协同效应表明在AI基准和
规范方面的全球合作可能很快就会实现。

伴随AI立法等大动作而来的，是可能会改变行业的运作
方式，但这些监管规则往往生效缓慢，除了那些自愿做出改
变的公司外，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法案都不会显现什么
效果， 也会有公司用诉讼来挑战这些法律。TechCrunch预
计，这种情况将导致AI合规行业的蓬勃发展：毕竟在大模型
开发和算力上花了大价钱的企业，大概率不想再额外花大价
钱用于解决诉讼这样高度不确定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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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爆火
去年11月问世的聊天机器人ChatGPT在今年迅速走

红网络， 发布仅两个月OpenAI就拥有了超1亿活跃用户。
今年1月，微软宣布将向OpenAI进行大笔投资，以加速其
在AI领域的技术突破。

一系列的试探之后，AI聊天机器人ChatGPT的收费计
划浮出水面。2月1日，人工智能实验室Open�AI在其官网宣
布将推出“ChatGPT�Plus”付费订阅版本。免费了两个月，
月活用户却达1亿的ChatGPT， 终于踏上了自己的“赚钱
路”，由此，AIGC商业化落地的探讨也陡然升温。

2月8日，微软推出由ChatGPT支持的最新版本人工智
能搜索引擎Bing（必应）和Edge浏览器，微软、谷歌、百度
在传统业务和AI赛道鏖战正酣。按照ChatGPT的发展轨迹
以及三家公司的业务重叠性， 将聊天机器人植入搜索引擎
大概率是标配。

3月15日，OpenAI正式发布升级后的GPT—4。Chat-
GPT撕掉“Chat”的标签再次进化，GPT—4不仅展现了更
加强大的语言理解能力，还能够处理图像内容，在考试中的
得分甚至能超越90%的人类。

百模大战
ChatGPT就像是AI圈里的一枚深水炸弹，引发的震动

已经逐渐蔓延到了各行各业，并在国内掀起了一场“百模
大战”。

3月，百度率先推出“文心一言”大模型；4月，阿里云上
线“通义千问”大模型；5月，科大讯飞发布“星火认知”大模
型；7月，华为云盘古大模型3.0和京东云言犀大模型相继问
世，9月腾讯混元大模型发布……不仅互联网公司，包括移

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长虹等家电生产企业，清华、复
旦、 中科院等科研院所和高校， 也都相继发布各自的大模
型。如此繁荣的氛围下，国内AI圈用了一年时间，就迅速打
造了上百个大模型。相比当初外卖界的“百团大战”，“百模
大战”对资金的需求更为苛刻。因此，“百模大战”每一位参
与者都需要不断思考， 如何在缩小与ChatGPT差距的同
时，尽快找到应用落地的方向，实现自我造血。

OpenAI宫斗
11月17日，奥尔特曼突遭OpenAI原董事会解职，随后

他在董事会的盟友、 原董事会主席布洛克曼也宣布辞职。
11月18日，OpenAI的投资者们就向董事会施压，要求撤销
罢免奥尔特曼的决定。

11月20日，超过95%的OpenAI员工签署联名抗议信，
表示如果OpenAI不解散公司董事会， 并重新任命奥尔特
曼为CEO，且让布洛克曼回归，他们就辞职并加入微软。被
认为是本事件策划者的OpenAI首席科学家伊尔亚·苏茨

克维亦签署了上述联名信， 并发文称对自己此前参与董事
会的行动深感遗憾。

11月21日深夜，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
心”（OpenAI）在社交媒体平台X（原推特）上宣布，已经原则上
达成协议，被誉为“ChatGPT之父”的该公司联合创始人、前首
席执行官（CEO）萨姆·奥尔特曼重返公司担任CEO。至此，这场
搅动科技界的OpenAI“宫斗大戏”，在经历了100小时令人目
不暇接地反转反转再反转之后，以戏剧性的方式收场。

“卖铲人”英伟达
ChatGPT爆火迄今， 英伟达被公认为是本次全球AI淘

金浪潮的最大“卖铲人”，也是各大媒体和社交平台上讨论度
最高的一家AI芯片公司。不过，随着AI热潮持续升温，越来
越多厂商也开始在AI芯片领域发力： 前有英特尔、AMD等
半导体巨头公布新一轮的AI芯片研发计划， 后有OpenAI、
微软等下游客户推动自研芯片，以打破英伟达的垄断。

当地时间11月15日， 微软在西雅图举行的Ignite开发
者大会上推出两款定制芯片。微软表示，新发布的芯片不
会出售，仅供支持自己的产品。不过，微软推出自研AI芯片
并不是希望取代英伟达等厂商。

在芯片供不应求和AI应用需求激增的背景下，微软对
定制芯片计划的迅速推进，被外界普遍解读为拥有资源的

云计算巨头的不二选择。
紧随微软之后,韩国无线运营商SK集团下属的半导体

初创公司Sapeon�Inc.宣布，该公司推出了其最新的人工智
能芯片X330。

在此之前， 亚马逊和谷歌等科技巨头也已经使用了自
研芯片，并部分向客户提供。另一个芯片大厂AMD也在不
久前推出了最新加速卡Instinct�MI300X。在发布会现场，
PPT上专门打出一行字———大语言模型专用， 这被业界视
为直接向英伟达宣战。

据悉，MI300X的高带宽内存（HBM）密度最高可达英
伟达H100的2.4倍， 高带宽内存带宽最高可达H100的1.6
倍，显然MI300X能运行比H100更大的AI模型。

监管已至
自去年ChatGPT问世以来， 引发了巨大的社会争议。由

于AI的能力已经远超人们的预期，批评者对快速发展的AI技
术的担忧包括侵犯隐私、偏见、欺诈以及散播谣言和虚假信息
等。行业技术领导者近期也不断呼吁警惕AI带来的风险。

3月29日，上千名科技人士联名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呼
吁所有人工智能实验室立即暂停训练比GPT—4更强大的
系统，直至解决相关的风险和问题。

10月30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一项关于人工智能的
行政命令，被美国媒体称为“政府为推进人工智能安全领域
所采取的最重大行动”。

俄罗斯总统普京11月24日在“2023人工智能之旅”国
际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大会上宣布，他将批准新版《国家

人工智能发展战略》，重点任务之一就是扩大生成式人工智
能和大型语言模型领域的基础和应用研究。

当地时间12月8日晚，欧盟就《人工智能法案》达成协
议。法案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注重基于风险来制定监管制度，
其将人工智能系统评估后划分为最小风险、有限风险、高风
险和不可接受风险四个等级， 以平衡人工智能的创新发展
与安全规范。

此外，加拿大、韩国、日本等国家同样开始在人工智能
领域采取规范和限制措施。

当然，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上
从未缺位， 一直致力于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 可靠
性、可控性、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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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荨荨ChatGPT的月活用户

已突破1亿

3月 荨荨OpenAI

正式推出GPT—4

谷歌Bard

正式开启测试

5月 荨荨微软

全面与ChatGPT对接

11月 荨荨OpenAI
在官网宣布推出

自定义版本ChatG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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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斗大戏”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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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荨荨百度推出

“文心一言”大模型

4月 荨荨阿里云上线

“通义千问”大模型

5月 荨荨科大讯飞发布

“星火认知”大模型

7月 荨荨华为云发布

“盘古”大模型3.0

京东云发布

“言犀”大模型

9月 荨荨腾讯发布

“混元”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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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被称为生成式AI元年。从年初的ChatGPT横扫全网，到此后各家大语

言模型的百家争鸣， 人们见证了人工智能为商业和社会带来的巨大机遇和挑战。而

ChatGPT�“始祖”OpenAI在本年倒数第二个月却经历了一场反转反转再反转的

“宫斗大戏”，看似只是CEO萨姆·奥尔特曼的去留问题，背后却关系着人工智能的

商业利益、科学伦理、监管和安全等发展路线问题。

AI起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