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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模型时代，AIGC的期待与忐忑
过去六个月，行业对大模型的重心从建到用，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产业的想象空间

值得期待。在2023服贸会“2023中国AIGC创新发展论坛”上，年轻的算力和应用公司、老牌的
信息科技企业将AIGC产业进行拆解，从算力、技术、应用等各方面寻找最优解。论坛外，AIGC
相关应用和平台也正在国内外开花。 第三方数据显示， 中国AIGC产业规模2023年约143亿
元，2028年预计将达7202亿元。

新一代人工智能依赖的基础设施包
括算力、 基础软件和数据， 如基础设施存
在问题最终将影响大模型与AIGC应用的
快速发展。

根据IDC、 东方证券研究院提供的数据显
示，2021年中国智能算力规模155.2�EFLOPS
（每秒浮点运算次数）。预计到2026年，这一数字
将达1271.4�EFLOPS， 中国已进入大规模算力
建设时代。

“算力建设带来充沛算力， 算力成本在下
降”， 但九章云极DataCanvas副总裁周晓凌提
醒从业者重视计算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比如高
速存储等。 他提到，“现在的计算架构和原来的
差别很大，如果传统的IT架构、开发人员，开发
或训练大模型应用时不优化， 就会产生巨大浪
费， 如果有一个有效的基础软件来管理计算过
程，优化空间会非常大”。

提及未来， 周晓凌认为大模型时代需要完
整的基础设施升级， 而不是依靠单个大模型解
决所有问题。行业大模型、垂类大模型的数量会
远超通用大模型。

联想集团首席技术官芮勇则站在连接基础
模型与各类应用的服务层， 分享对大模型发展
趋势的判断：场景化、轻量化、类脑化。在场景化
方面， 芮勇认为，“垂直行业大模型需要根据业
务属性提供场景化服务”。 他以商品推荐为例，
大模型不仅需要在选品时帮助用户聚焦， 还需
要理解用户的隐含需求， 比如实时促销信息，
“面对C端需求的个人应用大模型需要提供定
制化和个性化服务， 数字人就是一个很好的呈
现方式”。

算力不是鸿沟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国内已有100多个大模
型。芮勇建议：“我们需要找到合适的领域和场景，
建立有效使用大模型的工具， 大模型会有人帮你
打造。”

本届服贸会上的观众也有自己的认知。在A-
PUS展台，北京商报记者与APUS副总裁邓小波的
交流不时被参观者打断， 他们好奇APUS自研的
天燕大模型AiLMe的文本、图像、视频、音频的理
解和生成能力。“针对具体应用场景，APUS从天燕
大模型内‘蒸馏’出文本模型、图像模型、音频模
型、视频模型四个垂直领域精炼模型”，邓小波介
绍，今年APUS基于天燕大模型AiLMe研发面向C
端（用户端）的辅助睡眠类产品Star�night和塔罗
牌产品Daily�Astro。

一些看似和AIGC关联性不大的赛道，也不想
错过这个机会， 同样瞄准海外市场的易点天下就
是其中之一。不久前，该公司推出AIGC数字营销
创作平台KreadoAI，据工作人员介绍，KreadoAI
可为全球用户提供包括AI数字人口播视频、1： 1
真人数字人分身克隆等解决方案， 能对营销投放
前、中、后的创意趋势洞察、素材营销效果数据分
析和爆款内容分析，进行数字化营销管理。

从占卜、 睡眠到数字营销，toC和toB（企业
级） 赛道都在大模型时代悄然发生变革，AIGC正
加速成为AI领域的商业新边界。

B端C端应用都有机会 打破企业客户顾虑
大模型技术和应用已在整合， 企业决策者既有

期待也有担忧， 能否增强信心并解决问题是让市场
规模增长的钥匙。

IBM全球副总裁谢东透露了一组数据： 目前
75%的CEO认为最先进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成为企
业成功的利器；61%的CEO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中所
使用的数据来源表示担忧；84%的企业领导认为，安
全、隐私、准确度中的至少一项是企业采用生成式人
工智能的障碍。

根据谢东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和传统人工智能的
能力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适用于大部分需要文本图
像、视频、代码生成的场景，传统人工智能适用于基于
结构化数据的分析和预测，生成式人工智能可通过自
然语言交换和总结等功能，增强传统人工智能。

在他看来， 企业级的生成式AI必须是可信、就
绪、开放和可扩展的。“AI要带来准确的结果，必须是
可解释、公平、稳健和透明的，务必要优先考虑和保
护消费者的隐私和数据全力，以建立信任。”对于企
业就绪的AI，谢东解释，“要适应性强，适用于多种用
例。构建企业级AI差异化优势的关键，是要根据客户
的特定需求和优先事项来定制和调整技术”。

开放和可扩展的AI，即“企业的AI环境应以治
理和灵活性为核心， 能够以可信赖的能力来延伸和
扩展解决方案”，谢东说。

北京商报记者 魏蔚

人工智能，可持续投资的“最强助攻”？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可能会进一步促进ESG以
及ESG投资的发展。“通过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的力量、
利用数字技术促进可持续投资， 可以帮助人们实现
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促进经济、社会和发展的鸿
沟弥合。”联合国驻华协调员常启德表示。

在更具体的方面，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
主任、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特邀副会长尚福林提
到：“人工智能为可持续投资提供新机遇。通过大数据
等智能化技术的应用，供给端和需求端能够实现更精
确的匹配。这让我们能够更高效地管理资源，提高生
产效率，从而实现经济高质量的增长。”

同时，人工智能也可能在ESG的经济性上发挥重
要作用。贝恩公司全球合伙人邹娟提到，企业的ESG

举措须符合自己的DNA，经济效益与ESG效益双赢，
才能产生足够的内部+外部正反馈效应。 投入可控，
具备灵活性，才能根据企业经营形势即时调整策略最
大化企业在ESG领域的投入和实现的效果。

当前，可持续发展以及可持续投资，都面临着具
体的困境。今年7月，联合国新发布的《2023年可持续
发展目标报告：特别版》提到，在可评估的约140个具
体目标中，有半数出现中度或严重偏离预期。其中超
过30%的具体目标与2015年的基准相比毫无进展，
甚至出现倒退。

邹刺勇也提到，联合国估计，疫情后发展中国家
可持续投资的年度资金缺口已经达到4.2万亿美元。如
果不采取行动， 这一缺口还将继续扩大，“加快可持续

融资、确保不让任何人掉队，已经成为一项紧迫任务”。
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会在这些方面起到“雪中送

炭”的作用，但任何技术的发展都有其两面性。尚福林
提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当中，数据隐私、算法公
正、就业变革等问题需要得到重点关注，确保其发展
符合道德和社会价值观。要持续加强对人工智能发展
的穿透式监管， 鼓励引导企业普及人工智能知识，妥
善管理大数据，完善行业治理。

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研究表明，AI可促进169个
可持续发展分目标中的约134个， 几乎覆盖80%，但
同时也可能对35%的目标产生消极影响，如人工智能
技术存在使全球南方国家落后的风险，还可能取代一
些传统劳动力和引发数据安全和隐私等问题。

邹刺勇也提到，当前必须制定关于人工智能全面
的政策以及框架，以推动数字包容性、促进清洁能源
广泛采用。同时应关注、解决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潜在
风险，将投资战略转向促进可再生能源和能源高效利
用，与《巴黎协定》所设定的原则保持高度一致。

北京商报记者 杨月涵

75%的CEO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成为企业成功利器

61%的CEO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所使用的数据来源表示担忧

84%的企业领导认为，安全等是采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障碍

“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改变人类生活方式，而人工智能被置于这一转变的
中心。人工智能有能力和潜力彻底改变许多行业，并且为可持续投资创造新的
机遇。”9月3日，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人工智能与可持续投
资论坛”举办，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副总干事兼执行干事邹刺勇如此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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