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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模型竞速绝非“大厂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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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神之战”

一天之内， 大模型领域迎来了三位重量
级的嘉宾。

先是搜狗公司创始人王小川， 一封公开
信正式宣告了“百川智能”的诞生。据了解，百
川智能旨在打造中国版的OpenAI基础大模
型及颠覆性的上层应用。

紧接着，两家公司先后官宣。在当天的技
术交流日上， 商汤科技董事长兼CEO徐立展
示了“日日新”体系下的语言大模型“商量”，
据悉， 这是一个1800亿参数的中文大语言模
型，可实现多轮对话、逻辑推理、语言纠错、内
容创作、情感分析等。

与此同时，昆仑万维也表示，即将推出对
标ChatGPT的双千亿级大语言模型“天工”
3.5，并定于4月17日启动邀请测试。当晚，昆
仑万维发布2022年年报，明确提到“未来10年

将坚定的‘All�in’AGI与AIGC。”
大模型成了这一轮AIGC浪潮的兵家必

争之地。百度“文心一言”、阿里“通义千问”、
腾讯“混元”、京东“ChatJD”、华为“盘古”，传
统大厂无一掉队。

垂直领域诸多企业纷纷入局， 除商汤科
技及昆仑万维外， 科大讯飞也在互动平台表
示， 将于5月6日发布讯飞预训练大模型的详
细信息，大模型将用于教育、翻译等领域。

互联网大佬们更不畏惧大模型的“从0到
1”。公开报道显示，王慧文的“光年之外”A�
轮融资后估值已达到10亿美元， 前商汤科技
副总裁闫俊杰新公司MiniMax的首款大模
型产品Glow累计用户已突破百万。

华西证券研报总结了现有国产大模型的
两个特征：一是头部厂商主导，to�B为主要模
式，赋能原有优势业务；二是均未对公众大
面积开放，未有明确的to�C入口，实际水平不
透明。

通用还是垂直

AIGC产业主要分为基础和应用两个层
面，前者包含理论框架的搭建、大模型的训练
以及算法等，大投入、智力密集和长期性三个
特点缺一不可。 而后者主要是将别人开发出
的东西与自己的业务进行整合，见效快，成本
相对也较低。

而这也是当下中国AIGC企业押注的两
个方向。有人势要成为中国的OpenAI，但也
有人将目光瞄准了垂直领域的应用。

天使投资、资深人工智能专家郭涛表示，
根据AI大模型应用范围的不同， 可以分为通
用型大模型和产业型大模型， 通用型AI大模
型在企业级与消费级市场都拥有广泛的应用
场景，如OpenAI旗下的ChatGPT；而产业型
的AI大模型主要应用于垂直行业或细分应用
场景，如京东旗下的ChatJD。

“整体来看，通用型大模型应用场景相比
产业型大模型更为广泛，随着规模化、多样化
应用场景的落地， 促使算法模型快速迭代升
级，不断丰富和拓展新的应用场景，市场竞争
力也将会不断增强。”郭涛认为。

但全联并购工会信用管理委员会专家安
光勇则提到， 通用大模型在应对多样化任务
时具有竞争力， 而专业大模型在特定领域有
深厚的技术积累和应用优势。

安光勇认为， 体量相对较小的企业在大
模型领域与“大厂”抢的主要是技术创新和应
用场景的拓展。相较于大厂，“小厂”在技术创
新上通常更加灵活和敏捷， 能够迅速响应市
场需求， 快速推出具有差异化和竞争力的大
模型产品。

此外， 小厂在应用场景上可能更加专业
化和垂直化，能够深入某一领域或行业，提供
定制化的解决方案，满足特定客户的需求。此
种专业化和灵活性为小厂在大模型领域与大
厂竞争中带来了一定的优势。

“‘大厂更适合做模型’ 其实是一种惯性
思维。”元语智能联合创始人兼COO朱雷解释
称，通用的大模型解决不了具体行业的问题，
尤其是在国内， 大部分高质量中文语料都在
行业内，而不在公域的互联网内，即便是大厂
也很难拿到行业数据，从这个角度上看，专用
的模型在特定领域的效果一定要比大公司的
通用模型更合适。

AIGC该降温了

不久前， 国际权威咨询机构IDC发布的
《2022中国大模型发展白皮书》中预测，2026年

中国人工智能软件及应用市场规模将达到211
亿美元，人工智能进入大规模落地应用关键期。

数据显示，自2020年起，中国的大模型数
量骤增，仅2020-2021年，中国大模型数量就
从2个增至21个，和美国量级同等。

萨摩耶云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家郑磊认
为，在通用大模型方面，中美存在时间差，而应
用层则各有千秋。大模型训练成本高，初创企业
目前投入的资金很快就会消耗光，“建议政府将
其作为新基建项目，引导社会资金共同投资”。

此外，郑磊提到，由于还存在可能替代大
模型的其他技术路线，国家也应关注，及时加
强研究支持，缩小与欧美技术差距。对于中小
企业来说， 可以根据市场定位和行业发展趋
势， 选择已有的合适的大模型作为垂直应用
研发的基座，逐步形成AI赋能的产品和服务，
借助市场力量推动产品研发， 形成在细分领
域的竞争优势。

上个月末， 一览科技推出业界首个基于
GPT大模型的“文本+图片+虚拟人” 视频
AIGC全域工作流，彼时，一览科技创始人兼
CEO罗江春就曾提到，AIGC工具只会越来越
多，同质化非常严重，说是新一轮“百团大战”
也不为过， 关键的问题是谁能解决某一个垂
直领域用户的根本需求。

“大模型需要降温了。”于资本市场，深度
科技研究院院长张孝荣做出了这样的判断。
在他看来， 大模型是人为炒作起来的一个现
象，前期是国际巨头推广产品，后期是国内资
本市场跟进，炒作相关企业股价，许多公司股
价脱离理性轨道，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翻
了数倍，导致资本市场发烧。

北京商报记者 杨月涵

4月11日， 阿里云大模型通义千问正式官

宣。近日，大模型领域“新兵”不断涌现，王小川

的百川智能、商汤科技“日日新”、昆仑万维“天

工”……无论是否与互联网领域直接相关，企业

们入局ChatGPT的速度与热情丝毫不受影响。

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大佬下场创业， 体量较小的

企业也纷纷推出自己的大模型。围观者惊叹，原

来高投入的大模型从来都不只是“大厂之间的

游戏”，大家争分夺秒的到底在争抢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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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时髦

阿里架构调整后， 张勇带着通义千问来
到阿里云峰会现场。

4月7日，阿里云自研大模型“通义千问”
面向企业用户内测。4月11日， 阿里云宣布未
来阿里所有产品将接入“通义千问”大模型全
面改造，并向客户开放通义千问的能力。先推
出产品，再自我改造、开放能力，微软、谷歌、
百度、阿里云走的是同一个路子，产品间的功
能性差异不大，AI生成的满意度见仁见智。

作为首批内测用户， 北京商报记者对比
通义千问和文心一言发现通义千问在交互主
页面下方设置了小应用入口百宝袋， 将通义
千问的能力归纳为效率类、生活类、娱乐类三
种，文心一言的交互界面相对简单。两者都可
以进行多轮对话、内容创作等，但通义千问目
前不支持画图、语音、视频等多模态生成。

以写诗功能为例， 北京商报记者分别要
求通义千问和文心一言以自己的产品名写一
首藏头诗。通义千问的作品是：通天达地任我
行，义薄云天我自守。千山万水行远路，问天
不语心自知，文心一言写下：文章如日月，心
气横骨鲠。一代帝王师，言论安邦国。

“坦诚地讲，GPT在各个方面处在领先的
地位，我们需要取长补短，希望在下个阶段能
贡献一些技术创新。”阿里云智能CTO周靖人
向北京商报记者承认有差距，同时强调“通义

千问不是为了针对ChatGPT做的， 而是阿里
云在预训练大模型探索的一个方面”。

他同时强调，“我们不是赶时髦， 云和智
能毫无疑问是高度融合的， 阿里云自始至终
都重点投入智能化， 并不是因为ChatGPT才
突发奇想”。

2018年11月， 阿里云事业群升级为阿里
云智能事业群， 可以作为阿里云智一体化的
标志但不算开始。 这种观念在2018年之前就
被阿里云及其国内外同行认可， 就像阿里达
摩院是从2019年而不是ChatGPT火爆后，启
动大模型研发一样。

刚开始

我们为什么计算？
在张勇上场前， 会场大屏幕滚动播放着

王坚出镜的一则宣传片， 他以电气化时代讲
起， 回答了这个问题，“现代计算机的发明满
足了我们个人的计算需求， 直到云计算的出
现，你才真正拥有了在任何时候，在地球的任
何角落获取计算的能力。 云计算正在重新定
义今天的世界，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大模型的竞争也刚刚开始。
目前，钉钉、天猫精灵已在测试接入大模

型， 接入通义千问后的钉钉可实现近10项新
AI功能， 比如自动总结未读群聊信息中的要
点等。天猫精灵也会有新的科技和狠活，用户
可以在跑步时要求天猫精灵“合成1小时歌

单，50%穿插摇滚风格的歌曲”。
“通义千问有明显的阿里色彩，它的功能

跟阿里之前的积累深度嵌套， 偏重于面向C
（用户）端的电商、办公、服务的流程优化、场
景优化和体验优化， 给用户带来一个更好的
消费附加值和消费体验。”中央财经大学数字
经济融合创新发展中心主任陈端向北京商报
记者表示。

“当应用在实际场景时，企业可能有特殊
的需求，也积累了一些行业经验，如何把这些
知识体系融入到通义大模型里， 这是企业专
属大模型要解决的问题。”周靖人解释，“不是
所有企业都需要从头开始训练。”

云计算是AI大模型运行的基础，“就像
ChatGPT的成功受益于微软的云计算服务
Azure，阿里的通义千问也受益于阿里云。未
来持续应用AI需要算力开销， 对阿里云的业
务拓展是一个积极助推”。浙江大学国际联合
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
任盘和林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这种助推正是阿里云急需的。 根据
Canalys最新数据，2022年四季度， 国内整体
云计算基础设施支出（IaaS基础设施即服务
+PaaS平台即服务）以增长4%收尾，全年支出
303亿美元。对比前三年，超过30%的年增长
率跌至10%。

阿里云的营收弧线和大盘一致。2022年
四季度阿里云营收同比增速3%，和2018年四
季度超80%的增幅形成强烈对比。

幸运儿

张勇接手阿里云时， 营收增幅放缓也被
认为是挑战之一。

2022年12月张勇接管阿里云时， 文渊智
库创始人王超曾向北京商报记者直言，“这次
调整表达了阿里集团对阿里云过去两年发展
的不满。 阿里云智能未来在阿里集团的地位
将越来越重要， 但我猜测张勇兼任可能是过
渡”。阿里被“拆分”后，王超改了主意，“看来
张勇要常驻阿里云了”。

2023年3月28日，张勇在阿里集团之下设
立了六大业务集团和多家业务公司，自己兼任
阿里云智能CEO，阿里云的“绑定”越来越紧。

在阿里云峰会现场， 张勇也提到了自己
身份的变化。 回忆起当年作为阿里云客户时
的情景，2019年、2010年让他印象深刻。 当时
阿里已经体验过“双11” 带来的流量峰值挑
战，云计算如何能够支撑着这样的“洪峰”，在
成本上又是个可持续方案？ 阿里集团和阿里
云没有信心， 于是一个如今听起来非常的可
笑的备用方案被提出，“实在没办法就把淘宝
页面切成黑白的”。

现在阿里云再也不用为一个流量洪峰支
撑系统而发愁。

“非常幸运，阿里云赶上了中国数字产业
发展周期和数字中国战略， 让我们有机会了
抓住移动互联网的机遇、 千行百业数字化的

机会。”张勇直言。
AI大模型加速了智能时代的到来， 在张

勇看来， 所有企业在智能化时代都将站在同
一条起跑线上， 互联网公司和非互联网公司
不存在先进或者落后的区别， 传统企业有弯
道超车的机会， 所有产品都值得用大模型重
做一遍，未来将看到应用爆发、效率革命，AI
将成为各行各业新型生产力。

零门槛

竞争对手也看到了大模型时代的机会，甚
至想在这一局打掉阿里云的先发优势，同类产
品包括但不限于百度的文心一言、腾讯的“混
元大模型”、华为的盘古大模型。创新工场CEO
李开复、美团元老王慧文、搜狗创始人王小川
……每个人兜里都能掏出一把AI好牌。

微妙的时间差被外界察觉，谁都不想做攻
擂者。2022年9月，李彦宏公开表示，人工智能
发展在“技术层面和商业应用层面，都有方向
性改变”。2022年11月，阿里云在云栖大会上推
出ModelScope模型即服务（MaaS）平台。

“阿里通过阿里云实现对生态伙伴的云
端赋能，现在这个载体转向了大模型。”陈端
解释。

未来十年， 阿里云将为AI时代提供好算
力基础和大模型能力，全面服务智能化进程。
为此，阿里云要做好核心两件事：让算力更普
惠、让AI更普及，张勇给阿里云定了调。

具体包括，2023年阿里云将推出一款更
接近云计算终极形态的算力产品———通用
Universal实例，这款产品进一步屏蔽了传统
IT的硬件参数， 让数据中心真正成为一台超
级计算机， 为中小企业和开发者提供普惠的
算力。通用Universal实例的价格，对比上一
代主售实例最高可下降40%。

除了帮助用户优化成本外， 阿里云还向
开发者们抛出橄榄枝，推出“飞天免费试用计
划”， 面向1000万云上开发者提供包括ECS、
数据库PolarDB、机器学习PAI等在内50款云
产品的免费试用。 同时还提供完备的产品文
档、一键部署的技术解决方案、1000多门免费
课程，让开发者“零门槛”体验云服务。

听到周靖人的降价通知， 坐在北京商报
记者身边的一位阿里云客户挺直了身子。

北京商报记者 魏蔚/文 企业供图

张勇来了。4月11日，同行、客户、媒体、合作伙伴盯着独立后的阿里云智能和新任CEO张

勇的一举一动，听他回忆与阿里云的合作，听他解读给阿里云开出的药方：“未来阿里所有产品

将接入‘通义千问’”“阿里云希望帮助更多企业用上大模型”……

在张勇之前，阿里云经历三代掌门人。负责从0到1的王坚、从技术跨越到商业的胡晓明和

平衡技术和盈利的张建锋，没让阿里云掉下国内云计算老大的位子，也眼看着竞争对手陆续登

场。曾保持谨慎的腾讯CEO马化腾和百度CEO李彦宏回过神来，暴雨中奔跑的华为不成功便

成仁，云计算不只是阿里未来的第二增长引擎，生成式AI正经历“诸神之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