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经

切入GPT�第四范式还想上市

3
编辑 张茜琦 美编 代小杰 责校 李爽 电话：64101880��kuaijiaogao@163.com

北京商报2023.4.28

不做C端做B端

在ChatGPT掀起的这股大模型热潮里，
但凡与科技沾边的企业，谁都不想掉队，更何
况第四范式本身就专注于AI领域。4月26日，
第四范式首次向公众展示了其大模型产品
“式说3.0”。

除了目前大模型常见的文本生成、 图片
生成和编写代码能力外， 第四范式创始人兼
CEO戴文渊还在实机演示中展示了AI在B端
的各类应用场景， 如输入文字后自动判断任
务，主动向用户提问，使用户可以直接用文本
执行“装箱”目标的能力。

面向B端也成了第四范式强调的重点。
“C端产品已经逼近用户体验的上限， 而B端
的企业级软件往往是个十分复杂的执行系
统， 堆砌十几层菜单和成千上万功能也不算
多。”戴文渊说。

在他看来， 过去很难通过自然语言的方
式去调用企业软件的功能， 现在当有更强的
语义理解和生成能力， 再加上GPT任务翻
译、任务分发和推理的能力，就可以通过更
好的对话框式交互方式实现功能的调用，不
再需要找到某个位于十几级的菜单目录之
下的功能。

基于这样的判断， 第四范式首次提出
AIGS战略， 即基于“式说” 大模型背后的
Copilot+COT能力， 把企业软件改造成新型
的交互范式， 并在新型交互上不断地学习软
件的使用过程，形成领域软件的“思维链”。

据钛媒体报道，戴文渊表示，目前“式说”
大模型参数量并不固定，最高达到千亿个，产

品已经有十多家企业内测合作。

第四次IPO

选择面向B端的大模型路线，源于第四范
式的业务基因。公开资料显示，第四范式成立
于2014年，主要为企业端服务，聚焦于决策型
AI领域，提供以平台为中心的AI解决方案，目
前第四范式解决方案已应用于金融、零售、制
造、能源电力、电信及医疗等行业。

而“式说”大模型的面世，也与第四范式
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4月24日， 港交
所更新出了第四范式的上市申请书， 而这也
成为第四范式面向IPO发起的第四次冲击。

第四范式第一次冲击港交所IPO的时间
在2021年8月13日，此后于2022年2月23日再
次递交申请。 第四范式上一次申请上市是在
2022年9月，由于6个月内未通过聆讯，今年3

月初申请转为失效。
在折戟第三次IPO的一个多月后， 第四

范式重整旗鼓，上市申请书中透露了关键的
更新。相比去年9月的内容，在历史、发展及
公司架构部分，多出了2023年的一条线索：
公司于3月推出了SageGPT，一个专为业务
场景设计的企业级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具
有多模态互动能力及企业级人工智能工具
特性。

大模型可能承载着第四范式成功上市的
希望。 深度科技研究院院长张孝荣对北京商
报记者分析称，该企业需要加强信息披露，着
重展示自身开发大模型的技术能力， 公布企
业准备投入到资金规模， 披露大模型相关是
否完全基于自身知识产权而自主可控。否则，
恐怕很难通过IPO质询。

数据显示，2020年、2021年以及2022年，
第四范式分别实现营收9.42亿元、20.18亿元、

30.83亿元， 同比增速分别为105%、114.2%、
52.7%，逐年下降。同期亏损净额分别为7.5亿
元、18.02亿元以及16.53亿元， 三年累计亏损
净额达42.05亿元。对于大模型的具体情况及
业绩情况等问题， 北京商报记者联系了第四
范式，但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复。

出道即巅峰

AI号称“吞金兽”，亏损几乎是AI技术行
业的通病。 以云从科技为例， 其年报显示，
2022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26亿元， 同比
下滑51.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8.69亿元， 较上年同期的-6.32亿元亏损
进一步扩大。

张孝荣认为，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AI
行业投入较大而产出少， 企业存在巨大商业
化压力，现在，产品和技术找不到更多的应用

场景来应对日益低迷的市场环境， 压力就会
越来越大。

“大模型是今年刚刚兴起的热点，吸引了
全球关注，但大模型存在致命性缺点，出道即
是巅峰，难以成为行业大规模开发的技术，更
不适合创业公司。中小型企业布局大模型，风
险极大。”张孝荣总结称。

但企业显然更乐观一些。对于“式说”大
模型，戴文渊表示，早年谷歌的自然语言处理
框架BERT出来时，范式研究院就已经开始关
注并投入在这个技术领域，GPT3出来以后更
加明确了要朝这个方向。ChatGPT热潮对该
公司最大的帮助， 就是整个市场的信心一下
从0调满，确定性的投入更大了，再往后就是
推动产品和商业化。

上市申请书显示，大模型之前，第四范式
更多聚焦在决策类人工智能应用方面。 灼识
咨询报告提到，以2022年收入计，该公司在中
国以平台为中心的决策类人工智能市场占据
最大市场份额。

据了解， 中国人工智能行业可以按照应
用范畴分为四大领域，除决策类人工智能外，
还包括视觉人工智能、 语音及语义人工智能
和人工智能机器人。灼识咨询资料显示，未来
人工智能技术将不会是由通用人工智能模型
主导，而是可能更加多样化，当中类似于LLM
的通用人工智能模型， 和决策类人工智能模
型背后的专业人工智能系统， 会就不同的目
的而共存。

全联并购公会信用管理委员会专家安光
勇也对北京商报记者分析称，当前国内已出
炉的大模型可以简单地分为通用大模型和
专业大模型两类。 通用大模型是指能够处
理多种任务和领域的模型，例如文本生成、
图像识别、 语音识别等， 具有广泛的适用
性； 而专业大模型则针对某一特定领域或
任务进行了优化和定制，例如医疗、金融、自
动驾驶等。

安光勇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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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商报记者 杨月涵

大模型领域又迎来新玩家。4月26日， 人工智能企业第四范式展示了其大模型

产品“式说3.0”，并提出了以生成式AI重构企业软件的“AIGS战略”。对第四范式而

言，于C端产品中另辟蹊径，瞄准B端用户，可能不仅是追逐AIGC浪潮的差异化打

法， 更关联着企业的未来———大模型产品面世的两天前， 第四范式刚刚开启了对

IPO的第四次冲击，大模型正是招股书中更新出来的关键内容。

霸王跌落

当防脱经济逐渐兴起， 防脱界的“霸
王”却没吃到一点红利。4月27日，霸王集
团披露的2022年财报显示，截至2022年12
月31日止年度， 霸王集团总营业额约为
2.46亿元， 同比减少了约10%， 亏损约为
1940万元。而这样的亏损状态已经延续了
五年。财报数据显示，2018-2021年，霸王
集团分别亏损119.6万元、610万元、403.8
万元、908.4万元。

就业绩相关问题， 北京商报记者致电
霸王集团，但截至发稿电话未接通。

霸王集团曾经在防脱界稳坐“霸王”之
位。1989年打着中药世家背景的陈启源创
立了霸王国际集团，主要经营化妆品、洗发
水、凉茶等产品。凭借着传统中医文化，中
药世家的优势， 以中药养发为本等概念的
宣传， 霸王集团在当时的洗护界也算独树
一帜，有着绝对的先发优势。

2005年，霸王集团邀当时红透半边天
的电影巨星成龙为代言人，一句“中药世家
霸王防脱” 的广告语， 霸王防脱洗发水火
遍大江南北，不管是已经秃的，还是即将
要秃的，或者害怕秃的，都会买两瓶霸王
预备着。

2009年霸王集团登陆港交所， 营收
达到巅峰，达17.56亿元 ，净利润3.64亿
元。也是在这一年，霸王集团在中草药洗
护品类中市场占有率接近50%， 处于绝
对的垄断地位， 最高市值突破200亿港
元，成为洗护界的真“霸王”。

在陈女士的记忆中， 当时刚生完孩子
头发掉的厉害， 横空出世的霸王成为当时
防脱的首选。“在那个年代， 能出现在电视
上的广告品牌可信度还是很高的， 再加上
成龙代言，会比较信任这个品牌。”看中防
脱功效，陈女士入手了第一瓶霸王。

没有人会想到， 接近一半的市占率，
200亿港元的市值的防脱霸王会倒得那么
快。2010年，霸王集团出现亏损，此后的五

年中，这种亏损一直延续。财报数据显示，
2010-2015年， 霸王分别亏损1.18亿元、
5.59亿元、6.18亿元、1.44亿元、1.17亿元、
1.1亿元。

如今， 跌落谷底的霸王集团依然没有
走出来， 也没能享受到当下不断发展的防
脱经济红利。截至4月27日收盘，霸王集团
市值仅为1.64亿港元。

“霸王集团的衰落，主要原因在于当年
二恶烷致癌事件对品牌影响很大， 加上品
牌老化严重， 新的防脱类洗发水产品层出
不穷，部分替代了霸王产品，导致霸王品牌
竞争力较弱，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业绩。”深
圳市思其晟公司CEO伍岱麒表示。

多次陷入信任危机

当防脱的固有印象变成致癌， 风头
正盛的霸王集团遇上了前所未有的信任
危机。

2010年7月，香港《壹周刊》报道称霸

王旗下洗发水产品有致癌物质二恶烷。
尽管当时药监局公布抽检结果显示“样
品中二恶烷最高含量为6.4ppm， 这一数
值在安全范围内”， 但致癌风波并未散
去， 这直接导致当时霸王集团市值蒸发
24亿港元，当年净利润骤降132%。

随后在2012年，有媒体曝出霸王集团
宣传的“中药世家”疑似造假，创始人陈启
源并非中药世家。 相关防脱洗发水的配方
不过是受到首乌洗发水的启发， 买下一款
植物洗发配方。加之致癌风波未过，中药世
家的造假嫌疑让霸王集团声誉遭受重创。

虽然霸王集团多次澄清，并不断上诉，
终在2016年获胜， 证明致癌是一场乌龙，
但在多年的致癌谣言中， 霸王集团江河日
下，品牌形象受到不小的影响。

在一次次的信任危机中， 霸王集团失
去了部分拥护者。甚至在如今，仍有消费者
对霸王持怀疑态度。“当年霸王致癌的消息
太吓人，宁可信其有，为了自身安全着想，
还是不用的好。”小琪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脱
发苦恼，但是谈到霸王，小琪连连摆手，在
试过的无数个防脱品牌中，并无霸王，只因
当初闹的沸沸扬扬的致癌事件。

病急乱投医？

在霸王集团近十年的发展中，有近八
成的时间是处于亏损状态，霸王集团不
是不想转变这种状态，但似乎还没有找
到有效的办法 。 霸王这几年的转型发
展，可谓“病急乱投医”。

2010年，霸王推出霸王凉茶，进军凉
茶市场，2013年该业务收入79万元， 亏损
200万元，随后被叫停。同一年，霸王推出
洗衣液、霸王牙膏、高医生洗手液，跨界洗
护业务。2016年， 霸王推出婴童洗护品牌
小霸王，宣布进军婴童洗护市场。

2018年， 霸王打造霸王小药精IP跨
界游戏圈，与《剑网3》《昨日青空》《流星
蝴蝶剑》 等其他IP进行跨界合作和联名
款定制。同时，霸王还出版了《药精奇缘》
小说。2021年邀请非遗布袋戏手艺人陈
志远，围绕霸王小药精家族，精心雕刻设
计霸王“小药精家族”布袋戏 IP形象，并
用布袋戏IP形象进行剧情创作。

此外，在吸引年轻消费群体上，霸王集
团也卯足了劲儿。 譬如与多款网络游戏联
名，与金大福珠宝公司跨界联动，在微博、
微信公众号、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互动宣传。
同时，在代言人上迎合年轻消费者口味，自
创虚拟代言人，把产品中含有的生姜、无患
子、马鞭草等中草药“拟人化”，设计出二次
元风格的“药精”动漫人物形象；邀请当红
歌手毛不易担任霸王养发首席体验官等。

虽然霸王集团一味迎合，动作频频，但
从当下发展来看效果甚微。 在盘古智库高
级研究员江瀚看来， 霸王集团多元化的失
败， 最核心原因是霸王没有找到自己差异
化竞争的优势。在多元市场之上，霸王只是
在进行无意义的市场扩张， 却没有真正找
到优势的市场增长点， 最终的结果只能是
面对不断的失利。

北京商报记者 郭秀娟 张君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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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超过2.5亿人饱受脱发困扰”“90后成为防脱主

流”……防脱经济愈演愈烈，以防脱起家的霸王集团却以亏损

1940万元、连亏五年为自身的发展做了注解。一次次的信任危

机之下，在防脱市场规模渐大的当下，主打防脱功效的霸王集

团却走向谷底。当品牌逐渐老化，转型效果甚微，防脱霸王大

概也意识到想要走出低谷没有那么容易。

第四范式近三年经营情况一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