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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 AI成“团宠”如何合规发展 
 

本报记者  李洋 
 
    最近，业界流传，不做大模型的大厂很有可能在新一轮洗牌中掉队。 
    4 月 7 日，阿里云官方宣布，上线自研大模型聊天 AI“通义千问”，并定向邀请企业用户进
行测试。4 月 10 日，商汤科技宣布推出大模型体系“日日新大模型”。与此同时，腾讯、华为、
科大讯飞等国内科技公司都相继发布 AI 大模型新产品，它们的技术路线各不相同，既有采用类
ChatGPT模式的，也有采用多模态混合模式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内市场如火如荼的同时，“不要登录 ChatGPT!”“暂时远离人工智能和
ChatGPT概念板块高位股!”最先引爆生成式 AI的 ChatGPT正在遭遇各国和地区悄无声息大规模
封号。 
    生成式 AI 大模型未来前景会怎样？国内各大厂商对于 AI 大模型的拥抱态度，会为国内 AI
产业的发展的带来哪些影响？ 
    可为 AIGC提供有力支撑 
    “ChatGPT 之所以‘热’的原因除了企业的精彩运作之外，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其回答问题水
平提高出乎意料，而且表现了实事求是。”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教授潘云鹤在人工

智能大模型技术高峰论坛上表示。 
    “AIGC是对近年来 AI发展轨迹的归纳。”潘云鹤说，“从实践上讲，只有基于大数据、大知
识和大算力的支持，AIGC 才有广泛的发展空间和应用领域，大模型可为 AIGC 提供有力支撑，
进而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据介绍，所谓的 AI 大模型就是一种在大规模宽泛的数据上进行训练后能适应一系列下游任
务的模型。 
    AI 大模型需要的参数量和数据量非常庞大，以 OpenAI 基于深度学习的自然语言处理模型
ChatGPT为例，它最初的 GPT-1参数量只有 1.17亿，到了 2020年 GPT-3发布的时候，其参数规
模就达到了惊人的 1750 亿。如今，人工智能模型体量已跃升至“万亿级”参数规模，大算力、
强算法共同筑起了一道“高不见顶”的技术壁垒，只有深耕 AI 赛道的大公司才有“入场”的资
格。 
    “AI大模型训练还要依靠互联网大厂。这些大厂自身有资金、算力、数据、生态链，才能形
成更好的一个闭环。”北京社科院研究员王鹏认为，各大厂商进行“赛马”，既可以相互促进又可

以避免行业垄断；从长远看，对于整个经济社会的智能化转型化有促进作用，从眼前看，有利于

形成多个商业模式，从而孵化出更多的好产品和好项目。 
    各大厂商争相布局 
    同样是在近日举办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高峰论坛上，华为云 AI 领域首席科学家、国际欧
亚科学院院士田奇谈道，过去几年，华为主要聚焦打造“盘古”系列的预训练大模型。其大模型

诞生分两个阶段：第一是预训练阶段，由海量数据来运行链路的通用底座基础模型；第二是针对

下游的千行百业的具体任务，基于行业数据进行微调。 
    从发展关键节点看，华为于 2021年开始立项做盘古大模型；同年 4月发布了盘古 NLP大模
型、盘古视觉大模型、盘古科学计算大模型；同年 9月，推出用于药物研发细分场景的大模型；
2022年，与能源集团合作发布了盘古矿山大模型、盘古气象大模型、盘古海浪大模型、盘古金融
OCR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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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近日，阿里巴巴发布的“通义千问”是一款类似 ChatGPT的大型预训练语言模型，具
有广泛的知识储备和普适性，在训练过程中学习大量文本数据，从而具备跨领域知识和语言理解

能力，适用于不同场景的需求。 
    商汤“日日新大模型”包括自然语言生成、文生图、感知模型标注以及模型研发功能。商汤
称其大模型从 2019年开始研发，目前整体参数量达到 5000亿，今年目标达到万亿。其中，中文
语言大模型应用平台“商量”目前参数量为 1800亿。在超长文本的理解能力方面，在向“商量”
提供长达 24页的《中国专利法》PDF文件后，“商量”能够快速理解相关法条，并回答用户提出
的问题。 
    据悉，科大讯飞也将于 5 月 6 日发布“1+N 认知智能大模型”。“1”是指 1 个通用认知智能
大模型算法研发及高效训练底座平台，“N”是指应用多个行业领域的专用大模型版本，并且将有
望带来“N”个场景的示范性产品，或将推动 AI认知大模型从“可用”阶段迈入“常用”阶段。 
    潜在需求巨大 
    各大厂商的争相布局，无疑释放出各行各业对 AI大模型的潜在需求巨大。 
    “AIGC一定不会只用于聊天、画画，而会转向更有价值的应用领域。”潘云鹤建议及时布局
实体经济的 AIGC，如新产品、新流程、新药物的智能设计生成；文化艺术的 AIGC，如广告、动
漫、影视、绘画、音乐、儿童教育的智能内容生成；城乡发展的 AIGC，如城市规划、美丽乡村、
线上会议、生态推演等智能模拟生成。 
    萨摩耶云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家郑磊认为，AIGC 在多方面、多模态方面已经实现的功能，
可以大幅提高工作效率，有些功能甚至远远突破了人力工作受到的时间、速度、能力限制，在产

业数字化转型方面具有赋能实体经济部门的作用。“在工业方面可以在智能工厂方面有较深入的

应用；在消费级也有很多应用，除了用于终端消费者，也可为电商平台赋能，为商家和客户提供

更周到、高效、丰富体验的服务功能。”郑磊说。 
    “面向 AI时代，所有产品都值得用大模型重新升级。”4月 11日，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主席
兼 CEO、阿里云智能集团 CEO张勇表示。据了解，阿里巴巴所有产品未来都将接入“通义千问”
大模型，进行全面改造。在张勇看来，如同工业革命一样，大模型将会被各行各业广泛应用，带

来生产力的巨大提升，并深刻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一家企业的想象力终归是有限的，释放 AI潜力要靠无数人探索。”张勇透露，阿里云会将
AI基础设施和大模型能力向所有企业开放，帮助更多企业用上大模型，让每家企业都能基于“通
义千问”，拥有具备自己行业能力的专属大模型，共同推动 AI产业的发展。 
    腾讯方面表示，在这个时间点推出大模型体系，是希望吸引更多下游用户，自然语言模型能
够把各种垂直类的任务串联起来，用多模态混合的模式迭代行业场景。 
    合规管理提上日程 
    正当 AIGC市场如火如荼发展之时，业界也开始关注到其潜在的风险，尤其是数据安全和隐
私保护。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近日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明
确了提供者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对用户的输入信息和使用记录承担保护义务；利用生成式人工智

能产品生成内容的提供者，应当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的预训练数据、优化训练数据来源的合法

性负责；对于运行中发现、用户举报的不符合该办法要求的生成内容，除采取内容过滤等措施外，

应在 3个月内通过模型优化训练等方式防止再次生成等。 
    “AI大模型开发过程中存在一些隐患，比如在数据隐私保护上，生成的结果可能出现错误或
不适当的内容，而且社会各阶层对这种大模型的应用是否会大面积取代人类劳动有顾虑，有关其

对社会产生的冲击和一系列技术伦理问题，尚需时间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郑磊认为，AIGC与
人型机器人之间的技术融合研究需要进行必要的技术伦理审查。 
    王鹏认为，生成式 AI 合规发展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第一，要对敏感的个人隐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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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数据、公共安全数据要脱敏脱密，使之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第二，要避免出现行业垄断，

影响行业公平竞争，为此，有关部门要提前做好预警研判。三是产业链上各方企业要成立行业性

自律组织，加强行业培训和日常评估监测，避免法律风险的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