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经

局中人谈大模型：海选结束 正赛开始

3

“阿斯巴甜们”如何兼顾成本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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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商报2023.7.11

大模型的行业应用落地正处于起步阶
段，这个阶段既充满了挑战，又充满了机遇。
一方面，企业需要准备算力、数据以及基础
软件设施的升级， 以适应大模型的需求；另
一方面，大模型作为一种新事物，需要找到
最容易体现其价值的业务场景结合点。

目前， 大模型仍然面临着算力成本高
的问题。 通识模型至少需要拥有千亿参数
规模以上， 而垂类大模型的参数规模在70
亿-300亿之间已经足够胜任。同时，随着
AI基础软件的算力调度和优化以及训练数
据集质量的提升，大模型的训练、推理和管
理成本正在逐步降低。

当我们真正将大模型的能力应用于各
行各业时， 大模型必然已经具备了低成本、
便携性以及自主可控等条件。垂类模型的行
业落地需要一个快速尝试、验证、调整、再迭
代的过程。未来的半年将会有更多与行业结
合的场景落地，从而形成行业的标杆示范。

这些先行行业往往是那些已经具备了
一定小模型基础的企业，因此在大模型时代
可以更加紧凑地将模型与业务结合起来，加
速迭代过程。如果说0-1阶段是像小马过河
般的探索阶段，那么基于现有的数据、算力
以及AI基础软件等基础设施，1-10阶段将
会是一个更加快速的普及过程。

传统的模型是训练一个模型只能做一
件事，但生成式模型的特点是可以做通用性
的应用，优点是通用，缺点就是准确性偏低，
所以也就造成了生成式模型“幻觉”等情况
的出现。

而且大模型的逻辑性也很弱，这就导致
大模型在文生图、翻译、会议摘要等对准确
性要求不高的场景中展现的能力还不错，但
在一些对精度要求比较高的场景，如决策等
方面的能力，依然还比较有限。

这就需要解决四个问题。首先是事实确
认和引用， 需要确保事实能够有效溯源。第
二是工具的使用和外部知识整合，让语言模
型知道什么时候调用什么样的工具、怎样调
用工具、 返回结果后又怎样整合到回复中。
第三是逻辑推理，我们需要研究是否有更系
统性的方法针对性地提升这方面能力。

第四就是持续学习， 现在大模型结束
一轮对话后，再开启新的对话，可能就会遗

忘之前的内容。 这种遗忘更多不是技术上
要求的必须遗忘， 而是我们并没有很好地
解决这种学习问题，仍要担心大模型被“带
跑偏”。 但其实学习能力是很重要的一件
事，如果在一个新的问题上，通用智能的能
力与人类还差一大截， 那一定不能称为真
正的智能。 所以大模型就需要拥有持续学
习的能力， 并且能够在场景中提升这种能
力，最终赶上人类或者超过人类，才能使模
型真正具有价值。

而且大模型也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问题，
我们在训练模型后，这些数据都有泄露的风
险。而且大模型在学习的过程中，如果“喂”
的数据带有偏见， 大模型也会对此进行吸
收，进而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如果数
据有问题的话，学出来的东西自然就是有问
题的。为了解决这种安全问题，可以考虑通
过制定评测标准、设置准入机制等，去考验
大模型的“三观”是否有害。

过去6-10个月， 我们观察到全球数
据中心在计算问题上呈现出了两个重要
的趋势， 第一是以ChatGPT为代表的应
用大大提升了人们对人机交互能达到的
高度的期待，并在全球产学研等领域引发
了巨大浪潮，也引发了人们对于通用人工
智能更多的思考和讨论。

第二点就是很多大型公司，特别是大
型互联网公司，在面对越来越多的业务需
求、用户请求时，逐渐遭遇功耗瓶颈。也就
是说数据中心计算任务里面，人工智能大
模型、AIGC应用占比越来越高， 对算力
的要求也日渐提升，而算力也在一定程度
上意味着更多能耗的投入。

针对第二个趋势，英伟达认为，在支
撑同样多用户请求的前提下，如果能够将
更多任务负载从CPU移植到GPU上，整体
能耗将会节省很多。

当然这也不意味着GPU适合所有类
型的工作负载。GPU设计之初主要面向
并发度比较高或者计算密集度比较高的
并行类应用程序， 我们仍然需要利用
CPU去进行一般问题的解决。 而且最近
还出现一种趋势， 即为了能够让CPU、
GPU不同类型处理器之间高效且安全地
传输数据， 数据中心内部还需要一类新
的处理器DPU。

以前程序员在程序设计的时候，大多
数时候只是抽象出一台计算机，扩充编程
目标更多面向的一个CPU。但随着人工智
能、机器学习，特别是大模型在不同行业
的应用，程序员在做分布式训练等任务的
时候，要考虑的就不仅仅是一台计算机或
者一颗CPU那么简单，而是要考虑整个数
据中心如何高效利用起来， 也就是说，数
据中心越来越成为新的计算单元。

大模型带来的长远价值已经成为一
种共识，在算力、数据等方面，一些大公司
可能会有先发优势，但大模型同时带来的
也是全生态的机会，一些很小的企业也可
能在下游应用上迅速打开局面。在这种背
景下，未来做大模型的门槛可能更需要从
风险和风控的角度来理解。

大模型更广泛的应用带来了很多
风险隐患，比如内容安全、隐私、合规、
伦理等难以界定的问题，一旦一个厂商
提供这样深层次的内容服务时，必然会
在行业自律或者监管角度面临更高要
求，也就是说风险自律及本身可控生成
的能力，会成为未来大模型实力水平很

重要的门槛。
具体而言，大模型的风险可以划分为

三类，第一是技术类风险，模型本身是否
会被攻击、突破和劫持；第二是产业风险，
是否会带来垄断和劳动替代；第三是社会
内容类风险。

大模型的风险要如何解决，这不是一
颗灵丹妙药就能立刻解决的问题，而是一
个长期对抗和博弈发展的过程。一个例子
是， 现在安全行业有一个很直接的应用，
就是利用大模型来对抗更多大模型当中
的风险，这可能也会是一个用魔法打败魔
法的必然方向。

北京商报记者 杨月涵/文 张笑嫣/摄

ChatGPT刚推出的前几个月， 包括文心一言
与大家见面的时候， 人们确实存在各种各样的甚
至有些不切实际的期待。 但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发
展，人们在尝试将其落地的过程中，也发现一些原
本认为大有可为的事情可能短期内很难实现，于
是逐渐放弃了一些不合理的幻想。 这就回到了最
现实也最原始的问题， 即我们要拿大模型做什么
以及能不能做成，这个过程自然“挤掉”了一些新技
术刚出现时带出的泡沫。

至于“买预期”的资本市场，本身就会存在一定
的泡沫。任何一种新技术的出现都会伴随泡沫的产
生。泡沫代表着期待与未来，我们与其关注泡沫的
大小，不如关注泡沫是会砰地一下爆炸，还是会逐
渐收缩后实现良性发展。

从长期来看，这一波AI的确定性非常高，只是
无法一蹴而就的跨越式发展， 一些场景的落地可
能还需要更长时间的打磨。事实上，大模型的to�B
产业落地并不是那么功利性的， 也不像C端应用，
会在极短时间内膨胀成一个“爆款”。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给大模型更多的耐心， 给它一定的时间去
发展。

虽然现在看起来大模型发展飞速，但整体上来
说还处于刚刚通过“预赛”阶段。也就是说我们要在
全球范围内参与竞争， 首先要有上牌桌的能力，当
下只能说是第一波海选结束了， 一些选手突围，可
以参与后面更见实力的竞争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 正赛阶段可能也只是刚开
始。以ChatGPT、文心一言为代表的大模型，只是
通用人工智能这个大方向的一个起点，让大家看到
了一些可能性，即便是“中点”也相去甚远，毕竟全
球范围内AI原生应用都尚未大规模落地。

下一个阶段，拼的就是体系化的实力了。未来，
作出千亿级参数的模型可能并没有那么高的门槛，
但做大模型不只是为了比赛“打榜”，最终的目的仍
然是要与产业相结合，这样才能体现出价值。实现
这一目标，要拼技术，但也不能只拼技术，更需要看
行业理解、服务能力和生态繁荣度。

百度集团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余欢

做大模型不是为了“打榜”
九章云极DataCanvas联合创始人尚明栋

未来会有更多垂类模型落地并形成标杆示范

云天励飞副总裁、AI技术平台总经理肖嵘

可以考虑制定评测标准考验大模型“三观”

英伟达中国区首席技术官赖俊杰

整体能耗将节省更多

蚂蚁集团机器智能部副总经理、蚂蚁安全天筭实验室主任张天翼

大模型的风险解决没有灵丹妙药

这可能是人工智能概念提出70年来，最魔幻的半年———上半段各路大神下场卡位，互联网传奇回归，广发英雄帖“抢人”；下半段潮水

渐退，人们迅速意识到，大模型不是神，落地才是它的终极归宿。

华为轮值董事长胡厚崑概括出了当下入局大模型的企业在做的两件大事， 做大模型以及做大模型在不同行业的应用， 所谓“AI�for�

science，AI�for�industry”。拓尔思总裁施水才直言，大模型的较量已经从比参数、拼算力、秀牛人过渡到了讲落地、谋收入、求价值。

“局中人”那些分享里，有对大模型带来革命性变革的兴奋，也有对技术、安全、基础设施等的冷静思考。但这些并不妨碍诸多共识的

达成，比如大模型绝不是一场华丽的烟花秀，它可能会重塑每一个行业，未来基础大模型和行业大模型将实现错位互补。

找行业，找场景，找价值，围观为期三天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一点变得越发明确。北京商报记者通过各种机会各种场合“对话局中

人”，既为近距离观察大模型提供了一个切口，也足以意识到，大模型“落入俗套”的开始，或许也正是人工智能真正赋能生产力的开始。

阿斯巴甜风波下，可口可乐、百事可乐、
大窑等汽水对此三缄其口，元气森林、奈雪的
茶、广州浪奇迅速与阿斯巴甜撇清关系。这背
后既有舆论的压力， 但更重要的或许是成本
与安全“鱼与熊掌难以兼得”的考量。

北京商报记者调查下游食品企业发现，
与使用蔗糖相比， 达到相同蔗糖甜度使用安
赛蜜或三氯蔗糖可分别节约93.7%或90.1%的
成本。 消费者的普遍认知是， 配料越少越健
康，反馈到一些下游企业，即便是提高成本也
要让配料表更干净。

专家认为， 饮料企业为了将配料表减少
一个字，背后往往要付出上亿元的成本支撑，
“对终端市场来说， 如果阿斯巴甜被替代，可
能会对使用阿斯巴甜的产品产生影响， 但具
体影响程度将取决于替代品的可替代性和市
场接受度”。

配料表成新噱头

阿斯巴甜争议之下， 不少饮料企业又将
配料表当作营销新噱头。

奈雪的茶果汁茶饮料特意在广告中说明
“本产品使用罗汉果浓缩汁， 代替三氯庶糖，
作为代糖使用”。西安老牌汽水品牌冰峰宣称

“采用天然植物代糖赤藓糖醇，不含防腐剂”；
另一家新星汽水品牌元气森林则直接在宣传
语中打出“干净的配料表”“0糖0脂0卡0山梨
酸钾的轻负担”“更优的代糖方案赤藓糖醇”
等词汇。

随着人们消费习惯的改变，“无糖”“零
糖” 等含代糖类饮料逐渐被摆放在货架最显
眼位置，但在阿斯巴甜风波下，公众敏感的神
经再次被触碰。 就阿斯巴甜是否影响后续产
品生产等问题， 北京商报记者通过邮件向可
口可乐、 百事可乐、 大窑汽水等品牌进行提
问，但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复。

消费者的普遍认知是，配料越少越健康，
但聚光灯下的饮料们也并非所宣传的那么
“健康”。北京商报记者比较了雪碧零糖、可口
可乐零糖、百事可乐零度、元气森林白桃味气
泡水、奈雪的茶果汁茶、冰峰无糖、大窑嘉宾汽
水等十余种饮料发现，大多数饮料配料表的成
分在十种以上，最少的元气森林白桃味气泡水
有八种，最多的大窑嘉宾汽水多达十六种。

各大饮料配料表中相同的成分包括水、
二氧化碳、柠檬酸、食用香精，其他成分则五
花八门， 且多数饮料配料表中含有不止一种
甜味剂，并非企业不愿意只用一种甜味剂，而
是成本与口感多方考量下的结果。

并非“科技与狠活”

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 可口可乐零度
配料表中含有阿斯巴甜（含苯丙氨酸）、安赛
蜜、蔗糖素；百事生可乐中含有阿斯巴甜（含
苯丙氨酸）、安赛蜜、蔗糖素；大窑汽水配料表
中含有阿斯巴甜（含苯丙氨酸）、甜蜜素、安赛
蜜；元气森林配料表中含有赤藓糖醇、甜菊糖
苷、三氯蔗糖。

一种解释是， 一般来说低倍甜味剂普遍
口感较好，成本较高，甜价比高，需要搭配高
倍甜味剂降低成本，增加甜度；同时甜味剂间
的协同增效作用可使其甜度超过几种甜味剂
实际甜度的加和甚至成倍增加， 减少了复合
甜味剂的用量，从而降低了生产成本。比如赤
藓糖醇的甜度为蔗糖的70%， 单一使用赤藓
糖醇的产品可能会造成成本高、 口味淡的后
果， 因此加入极少量高倍甜味剂即可有效增
加甜味，并且在甜度相同的情况下降低成本。

同时， 单一甜味剂使用时都有一定程度
的缺陷，例如糖精有一定的后苦味；甜蜜素价
格相对较低但口味微苦，耐酸性稍差。复合甜
味剂可将各种甜味剂的特性综合利用， 以取
得最佳效果， 例如赤藓糖醇与高倍甜味剂甜

菊糖苷以1000： 1-1000： 7范围内混合使用，
可有效掩盖甜菊苷的后苦味，甜味协调性好。

根据百川浮盈数据，2022年4月安赛蜜和
三氯蔗糖的价格分别为7.6万元/吨和39万元/
吨，达到1蔗糖的甜度使用安赛蜜和三氯蔗糖
的成本分别为380元和600元， 而使用蔗糖的
成本约为6000元， 因此达到相同蔗糖甜度使
用安赛蜜或三氯蔗糖可节约93.7%或90.1%的
成本。

在甜味剂市场上， 被元气森林带火的第
三代代糖赤藓糖醇，第四代的安赛蜜，第五代
的三氯蔗糖等正成为阿斯巴甜的替代品。在
天然甜味剂领域，甜菊糖、罗汉果甜苷等品种
有后来者居上之势。

趋向更安全

根据英敏特数据库的数据显示 ，在
2010-2020年的十年间， 天然甜味剂的添加
占比逐年提升， 由2010年的8.16%提升至
2020年的29.41%。人工合成甜味剂的使用占
比出现明显的逐年降低趋势，以天然甜味剂、
糖醇为代表的新型甜味剂，因为更符合健康、
安全、天然、控糖等新生活态度的需求，在代
糖市场上呈现出积极快速的发展态势。

无论从口感体验还是单位甜度成本来
看， 天然甜味剂都具备替代人工合成甜味剂
的条件， 并且天然甜味剂更能达到消费者对
“天然、健康、安全”的更高需求，品牌方将更
有动力选择使用天然代糖。

在成本方面， 尽管人工甜味剂的“甜价
比” 优势明显， 可以最大化地控制和压缩成
本， 但甜菊糖苷的甜价比也已经下降到蔗糖
的1/5，也只是阿斯巴甜的2.5倍，并且一瓶饮
料里高倍甜味剂添加量少之又少， 对品牌方
来说单瓶甜味剂应用成本的浮动基本可以忽
略不计。

中信证券研报指出， 出于安全性和成本的
考虑， 预计下游厂商会加速三氯蔗糖等更安全
的甜味剂对阿斯巴甜的替代。此外，随着人们对
于甜味剂的来源及安全问题关注度的不断加
强，对天然甜味剂需求预计还将高速增长。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表示，“目前
甜味剂的替代品有很多， 赤藓糖醇是阿斯巴
甜的升级版，在代糖行业，也被资本市场阶段
性看好”。

可以肯定的是， 在全球控糖减糖的大趋
势下， 天然甜味剂已经逐渐得到商家和消费
者的青睐， 但短时间内人工甜味剂还不会退
出市场。 北京商报记者 孔文燮

“糖衣”的秘密（下）
揭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