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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北京酒店价格分化
距离“十一”假期还有半个月时间，在旅游热潮带动下，

北京酒店市场再次呈现上涨趋势。9月14日，北京商报记者搜

索发现， 北京部分核心景区附近的经济型酒店价格大幅上

涨，甚至出现几乎翻倍上涨的情况，一些经济型酒店房价涨

幅超90%。但在豪华型酒店方面，“十一”假期的价格涨幅基

本维持在30%以内，甚至部分酒店并无涨价现象。在刚刚过

去的暑期，不少游客前往北京旅游，加之“十一”假期较长，选

择长线出游的游客占比较大，酒店价格涨幅并不及“五一”假

期。但核心景区、商圈附近房源紧张、房价较高，因此建议游

客选择错峰游或稍远一些的酒店，从而获得更好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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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快捷酒店房价翻倍

“十一” 假期即将接过暑期市场传来的
“接力棒”， 北京的住宿市场又迎来了新一波
的涨价潮。“十一” 假期经济型酒店价格大涨
再次成为游客们关注的焦点。

据携程App，速8精选酒店（北京天安门
前门西河沿店）9月29日-30日高级家庭房房
价为1138元/晚， 但9月22日-23日同房型的
价格为747元/晚，涨幅超52%，且该酒店的部
分房型已被订完。同时，如家派柏·云酒店（北
京大栅栏西街店）9月29日-30日大床房房价
为690元/晚，而9月22日-23日（同为周五至
周六）同房型房价为363元/晚，涨幅超90%。

北京商报记者联系到如家派柏·云酒店
（北京大栅栏西街店），该酒店工作人员表示，
“因为现在学生都在上学，所以这几天价位会
低一点，但‘十一’假期肯定会有所上浮”。针
对“十一”假期的预订情况，该工作人员还透
露，酒店地理位置优越，距离前门大街、天安
门等景点较近， 所以现在已没几间房可以预
订了。

虽然酒店房价有所上涨， 但幅度并不及
“五一”假期。曾经在“五一”假期前夕火遍全
网的超2000元/晚的速8酒店， 此次房价并未
飙升至如此之高。据携程App，速8酒店（北京
天安门前门地铁站店）平日价格在495元左右
的高级复式大床房，9月29日的房价为871元/
晚，涨幅超75%，不及“五一”假期时的238%。

谈及“十一”假期经济型酒店价格上涨幅

度不如“五一”的原因，华美酒店顾问机构首
席知识官、高级经济师赵焕焱指出，“十一”假
期的酒店供应多于“五一”假期，经历过集中
旅游弊端的人们会理性选择避开， 并且出游
具有更多选择，因此“十一”假期的酒店供求
关系会比“五一”假期缓和一些。同时，供求关
系是动态变化的，酒店没有进入相应的门槛，
增加供应不需要太长时间， 因此极端离谱的
供不应求推高房价不可持续。

一些豪华酒店不涨反降

经济型酒店价格在跑步前行， 而豪华型
酒店却仍在原地徘徊。

聚焦核心商圈王府井地区的豪华型酒
店，据携程App，北京王府井文华东方酒店9
月29日-30日豪华大床房5699元/晚， 而9月
22日-23日的房间价格相同， 并无涨价现象。
同时， 处于亮马河沿岸的北京宝格丽酒店房
价也并未涨价，9月22日与9月29日高级大床
房的价格同为5597元/晚。

即便有一些豪华酒店已经涨价， 但其涨
幅也控制在30%以内。 以北京饭店为例，9月
29日的标准房售价1037元/晚， 而9月22日同
房型的房价为866元/晚，涨幅近20%。目前来
看，“十一” 假期时豪华型酒店房价涨幅相对
较小。

此外， 甚至还有价格反向下降的现象发

生。据携程App，北京中国大饭店豪华大床客
房9月22日-23日的房价为1749元/晚，反而9
月29日-30日的房价有所下降， 价格为1516
元/晚，下降超200元。对此，北京商报记者致
电该酒店，预订部工作人员称，临近“十一”假
期酒店可能还会进行调价，价格会更高。

西苑饭店的相关负责人告诉北京商报记
者，酒店“十一”假期根据市场情况对房价进
行了微调，目前预订情况良好，且今年“十一”
的旅游市场还将是以亲子游为主。

赵焕焱分析道， 豪华型酒店客源相对小
众且高端，而今年“十一”有8天假期，旅游目
的地的选择更加多样， 所以不少高消费客群
选择出境游，从而分流了一部分客流。

做好规划错峰出行

今年“十一”假期，北京又将迎来新的客
流高峰。据飞猪发布的《国庆节假期出游风向
标》，在中秋节返乡团圆需求、“十一”假期携
伴出游需求的双重激发下，长线游是今年“十
一”假期的主基调，跨省游订单占比超八成，
同时，北京也入选“十一”假期国内游热门目
的地前十名，位列第二名。

面对核心景区、商圈附近房源紧张、房价
较高等情况，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张凌
云建议， 消费者在出游前要尽可能地做好旅
游攻略，尽量利用方便的公共交通出行，旅游
者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自由， 对出行时间的
规划可以更加合理。在旅游的过程中，如何错
开当地城市的出行高峰也十分重要。由此，消
费者的住宿范围便可以不局限于热门景点、
商圈周边的经济型酒店。此外，包括在线旅游
平台等旅游企业也可以推出相应的出游攻
略，有效疏导集中的客流。

“针对‘十一’假期的潮汐性洪流，建议各
酒店和民宿一定要遵守诚信原则，在预订期要
明码标价并且严格履行酒店供给和服务品质
协议。此外，用精益管理方法对产品定价的同
时注意酒店品牌的长期口碑效应，即便是需求
最火爆的‘十一’，行业预测到的市场行情也不
应该是酒店定价的唯一标准，适度的价格才能
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和会员型、 品牌型消费忠
诚。” 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副教授于海波
谈道。 北京商报记者 吴其芸

大模型，是时候谈“钱”了

命运的齿轮转起来

“过去7个月他们都处于一种观望的状
态，但8月初就已经明显开始筹备落地，比如
采购项目， 找机构对潜在的大模型供应商进
行测评， 判断它们是否在效果上可以达到预
期等。”以金融机构为例，朱雷讲述了他经历
的过程和转变。

朱雷的另一个身份 ， 是大模型榜单
SuperCLUE的联合发起人。也是因为评测需
求的走高，让朱雷能够站在第三方的角度，全
面接触大模型供需最关键的两端。

在朱雷看来，这些大型企业关注的重点，
并不是某一家大模型厂商是否通过备案，而
是这个信号表明官方对大模型的广泛应用有
了非常正面的态度， 所以他们才会积极地响
应，包括内部立项审核、公开招标等。

8月31日，包括百度、商汤集团、抖音、百
川智能、智谱AI等在内的8家企业和机构通过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备案，
顺利面向公众开放自己的大模型。9月5日，
360智脑大模型、讯飞星火认知大模型接棒，9
月13日，阿里云通义千问大模型最新入局。

第二批备案的大模型也在加速中。9月1
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了《关于第二
批深度合成服务算法备案的信息公告》，公告
显示，第二批深度合成服务共计110个算法信
息完成备案。至此，我国累计已有151款算法
完成深度合成服务算法备案。

大模型“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百度创
始人李彦宏曾提到，当“文心一言”向数以亿
计的互联网用户大规模开放服务后， 就能够

获得大量真实世界中的人工反馈， 这将进一
步改进基础模型，并以更快速度迭代。

今年3月16日， 百度率先推出“文心一
言”，成为国内首个、全球大厂中首个生成式
AI产品。数据显示，8月31日0点至24点，文心
一言共计回复网友超3342万个问题， 平均一
分钟回答23000个问题。

对于上线至今包括累计回答问题、 新增
用户等数据及未来业务融合情况等问题，北
京商报记者联系了百度、商汤集团、抖音及智
谱AI，但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复。

“大规模推向市场，数据的飞轮才能转起
来。”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无界AI联
合创始人马千里作出了这样一个概括。 不过
在他看来， 备案通过与产品的质量没有本质
关联，更主要是从信息安全角度考量，但通过
备案面向公众开放， 也意味着可以加快技术
迭代，开启商业化进程。

在安全问题上， 蚂蚁集团大安全AI算法
资深专家郑霖提到， 这种安全并不是完全从
模型层面或者技术层面将风险完全封锁，而
是通过一套机制来保证生成过程中尽可能不
出问题， 即便要出问题也能够尽快响应尽可
能地消除影响，“大模型给我们各行各业的发
展带来新的机会和潜力， 本质上是在保证安
全的前提下，更注重发展”。

to�B�or�not�to�B

跨过安全关之后， 面向公众开放更重要
的点在于， 大模型的商业化探讨终于有了实
质性的意义。

商汤集团直观地描绘出了大模型的商业

化潜力。在给北京商报记者的回复中，商汤集
团提到，2023年上半年，商汤集团在“日日新”
大模型基础上发布了生成式AI产品系列，包
括“商量SenseChat”“秒画SenseMirage”及
“如影SenseAvatar”等，带动生成式AI相关
收入取得三位数的强劲增长。

财报数据显示，2023年上半年，生成式AI
相关的业务收入对商汤集团业务的贡献率已
经由2022年的10.4%增至20.3%，同比增长率
为670.4%。

北京商报记者发现，目前上线的大模型，
大多提供的是一种文生文领域类似于“办公
助手”或是“问答助手”的角色。

在不久前举行的外滩大会上， 小冰CEO
李笛也曾呼吁，当前行业最大的问题就是“太
雷同”。有数据显示，全国有至少130家公司研
究大模型产品，其中做通用大模型的有78家。

对于“同质化”的情况，朱雷认为，是因为
在to�C层面， 大家普遍都还没有想清楚到底
该做什么，所以只能先沿用ChatGPT的模式。

但他同时强调， 这只是大模型发展初期
的一个阶段化表现， 在to�C层面还无法达到
万物生长的时候，先按照这个模式做，在收集
到更多数据之后， 下一阶段可能就会尝试新
的东西。

这种探讨也延伸出了另一个问题，to�B
和to�C，谁会是大模型商业化的第一站？不久
前，妙鸭相机的爆火成为国内AIGC领域第一
个真正意义上破圈的现象级产品， 但复盘妙
鸭相机的走红， 却不难发现这一成功的不可
复制性。

“to�C端的开发可以短期积攒人气，增加
曝光，但大模型想实现长线盈利，最先取得突
破的一定是B端。” 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
究员王鹏看来， 当下大模型厂商可以在自己
较为擅长的领域做垂直化的市场化开发，但
如果只应用在固定领域难免资源浪费， 而应
用至其他行业又会因为缺乏相关资源而处于
相对弱势的情况，合作就会成为必然。

而大模型从开发到合作， 本身就是一个
to�B的逻辑。合作方将应用融入到行业企业，
又是一个以to�B为核心的逻辑。

“总而言之，大模型商业化的根本，还是
要看应用与市场的融合， 要看清需求到底是
什么， 是否真的能够利用大模型实现企业的
提质降本增效。”王鹏总结称。

朱雷也判断，B端对人工智能应用的场景
非常明确，行业受AI厂商的“教育”持续了很
多年。 而且企业对于模型能力边界也有了更
多的了解， 再加上在科技领域的预算通常较
多，因此预计B端的落地要比C端快得多，“今
年四季度可能会有很多落地场景出现”。

但这也不意味着C端不会弯道超车。不久
前， 基于文心一言， 百度输入法宣布全面升
级，打造行业首个“基于大模型的输入法原生
应用”。李彦宏也曾提到，计划逐步将文心一
言融入所有业务。

而大模型的应用也可能为流量打开更大
的入口。财报显示，百度App在2023年6月的
月活跃用户达6.77亿，同比增长8%。李彦宏曾
提到：“利用文心一言逐步优化百度搜索的功
能， 相信能够为用户提供更为新颖和直观的
使用体验， 推动我们的移动互联网生态获得
更多流量，推动用户使用时长的增加。”

赔本赚吆喝？

不久前， 印度媒体提到，OpenAI仅运行
其人工智能服务ChatGPT每天就要花费约70
万美元，若不加速自身商业化进程，很有可能
在2024年底不得不申请破产。

AI 和 AIGC 已 成 确 定 趋 势 的 当 下 ，
OpenAI破产论显得有些荒谬。但这也折射出
一个关键的问题，对于号称吞金兽的大模型，
如何跑通商业模式， 覆盖高昂的训练和推理
成本，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也是困
住人工智能老生常谈的问题。

始于计算机视觉领域， 近身肉搏于安防
场景，上一轮人工智能的火爆，催生了“AI四
小龙”的出现。但同质化的应用场景以及技术
本身高投入的烧钱特性， 让AI企业始终困于
亏损泥潭， 人工智能企业一度陷入了越做越
亏的怪圈。

相比起来，大模型的压力可能还要更大。
马千里提到，上一阶段的人工智能浪潮，研发
出的一套模型能耗其实很低， 但现在的大模
型需要做推理，“有100万用户可能就会有100
万用户的推理成本，导致其成本更高，投入也
更大”。

乘风大模型浪潮， 商汤集团找到了翻盘
的希望。2023年上半年，商汤集团亏损净额同
比收窄2%，但仍达到了31.43亿元。对于大模

型“烧钱”导致的亏损问题，北京商报记者也
联系了商汤集团，但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复。

“目前国内提供大模型服务的厂商基本
都是在赔本赚吆喝，或者在布局一些东西，尚
未真正探索出一条可以实现盈利的商业化模
式。”在郑霖看来，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成本
更高， 因此其应用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找到更
加匹配的模式才能将成本收回。

事实上，包括一些大模型助手、智能客服
语音等应用在内， 其本质并没有改变原有的
模式，这种效果早已可以以常规模型实现，现
在只不过换成了大模型， 因此也带来了额外
的争议， 即客户为什么会为这样一种多出来
的成本而买单？

从底层向上，朱雷为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出
了大模型商业化的几种可能。 对于大模型本
身，首先可以考虑做私有化部署，相当于卖模
型的收费模式。此外，可以将模型布局到云上，
进而销售API接口，“国内所有大模型厂商都
会有这个模式，预计每家价格都差不多，可能
会比GPT3.5贵一些，但比GPT4便宜很多”。

顺着这个逻辑再往上， 中间层的销售思
路就会转向解决方案，类似于销售一个平台，
客户可以在平台上进行训练等。 在这种方式
下，企业可以按照平台的模式收费。而中间层
可能还会进一步衍生，促进推理加速的框架、
评估评测、 数据集相关等大模型产业链上工
具层企业的商业化转化。

相比起来， 最上层的商业化体现也最直
接，即推出商业化产品，向用户收费，典型应
用如妙鸭相机。

王鹏提到，未来大模型形成商业模式，一
方面可以走大公司路线， 与成型的大企业合
作，拿到稳定的订单维持足够的现金流。但不
能忽略的是， 大企业本身也有开发大模型的
能力，可能会出现一种“悖论”的存在。

另一方面可以面向大量中小商户走“薄
利多销”的路线，毕竟市场存在明显的二八原
则，瞄准中小商户，促进其数字化转型，也是
一条可尝试的路径。

但有数据显示， 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周
期基本在三年左右， 创办三年之后依然可以
维持正常经营的企业只占总数的1/3。“企业
是否愿意去购买这样一个大模型服务， 是与
整个市场环境或者说与企业的特点有重要关
联的。”郑霖表示。 北京商报记者 杨月涵

9月13日，阿里云通义千问入局，成为最新一个面向全社会开放的大模

型。而自8月31日首批国产大模型产品获批上线，这场“狂欢”已经持续了近半

个月。 但元语智能联合创始人兼COO朱雷在与许多具体企业和项目的接触

过程中明显感到，从8月初开始，企业们便已纷纷在大模型项目采购等方面作

出了实质性的布局。

如果说过去半年大模型商业化的探讨是困在内测里的“站在今天看明

天”，那么面向公众开放后对商业化的探讨，就颇有种“站在明天看今天”的意

味。这可能是迄今为止大模型最接近“赚钱”的一次，当然也是成本、模式等问

题最为现实和迫切的一次。

产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