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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模型越来越好用

过去一年，国产大模型取得了长足进
步，大量高质量模型百花齐放，助力中国
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领头羊之一。

“大模型之所以能对产业界产生重大影
响，是因为其通用的理解推理能力以及智
能和潜力。”智源研究院院长王仲远说，随
着国产大模型逐步赶超国际先进水平，中
国最擅长的场景优势、数据优势将发挥出
来，大模型将真正成为赋能千行百业的新
质生产力。

在此次大会上，智源研究院公布了在
语言、多模态、具身、生物计算大模型等
方面的新进展。其中，智源研究院和中国
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eleAI） 联合研发
并推出全球首个低碳单体稠密万亿语言模
型 （Tele-FLM-1T）；联合领视智远研发
了全球首个智能心脏超声机器人，实现了
全球首例真人身上的自主心脏超声扫查等。

“在技术通用性方面，大模型在解决不
同任务、语言、模态、场景上的通用性变
得越来越好。”百度首席技术官王海峰说，
去年 3 月百度发布大语言模型“文心一
言”以来，经过 1 年左右的时间，其训练
效率达到发布时的 5 倍，推理效率提升了
100多倍。

“大语言模型虽然很强，但是还在快速
进步，未来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同
时，多模态大模型 （能够处理和理解多种
不同类型数据，如文本、图像、视频和声
音等的人工智能模型） 也会变得越来越好
用。”王海峰说。

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许心超介绍，目
前北京在人工智能企业数量、数据要素资
源、产业链等方面均走在全国前列，其中
国家网信办已备案大模型数量位居全国第
一。面向未来，北京将以应用为牵引，促
进大模型技术深度应用，加速开展“人工
智能+”行动计划，面向医疗、教育、政
务等行业发展需求，加快实现大模型技术
对实体经济的深度赋能，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

通用人工智能加速实现

大模型的概念持续火热，各类产品
“琳琅满目”，但距离真正的“深入人心”
还有一定距离。在王仲远看来，从“可
用”到“非常好用”，是国产大模型未来努
力的方向。

大模型未来将在哪些应用场景大规模
落地？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智能产
业研究院 （AIR） 院长张亚勤认为，大模
型在应用和服务层面将先面向消费者 （To
C），再面向企业 （To B），这与互联网和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路径基本一致。
张亚勤以无人驾驶技术为例指出，大

模型的推出帮助无人驾驶解决了长尾问
题、数据生成问题等，让无人驾驶有更
高的智能性，加速其在实际场景中的落
地应用。

“总体来看，无论是面向消费者还是面
向企业，未来都将存在开源模型、商业闭
源模型、基础大模型以及针对垂直行业模
型和边缘模型。”张亚勤说。

什么是通用人工智能 （AGI）？大模型
是否是通往通用人工智能的“基石”？大模
型的快速发展，为通用人工智能的实现创
造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张亚勤表示，通用人工智能首先要有
巨大的能力，在大部分的任务中比人类
强；其次必须具有通用性；第三是像人类
一样不断升级、学习和进化。他预测，通
用人工智能有望在15—20年内实现。

百川智能首席执行官王小川说，通用人
工智能首先要有思考能力、学习能力、沟通
能力、共情能力和多模态图片处理能力，只
依靠大模型的规模效应是不够的，要寻找算
力、算法、数据等范式上的新转化。

面壁智能首席执行官李大海认为，理
想中的通用人工智能就是在执行任何任务
的时候，边际成本都降为零。“我相信未来
大模型门槛会越来越低，当成本低到接近
于 0 的时候，通用人工智能就基本到来
了。”李大海说。

共同求解安全难题

随着人工智能能力的提升和应用范围
的扩大，其安全风险引发各界关注。科技
部战略规划司副司长康相武说，以生成式
大模型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可以廉价地生
成对人和事件的错误描绘，引发认知混
乱；人工智能的无用、滥用、隐私泄漏等
引发深层次伦理道德问题。如何与人工智
能共存，且在确保安全可控前提下更好造
福人类社会，是全球共同面对的重大议题。

今年 3 月，数十位中外专家在北京联
合签署了由智源研究院发起的 《北京 AI
安全国际共识》，提出防止 AI 自主复制或
改进、寻求权力、协助不良行为、欺骗
人类等。

“未来机器人数量可能会比人多，如果

不重视人工智能的治理，当大模型被用到
基础物理设施、金融系统等领域时，可能
存在失控的风险。”张亚勤说，要从现在开
始重视人工智能的治理，提前采取行动，
引导技术走向的智慧。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姚期
智说，人工智能未来能够在数学领域或
计 算 机 科 学 领 域 完 成 重 要 的 原 创 性 研
究，要实现这一梦想必须要有真正高质
量的突破，而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也变
得更加紧迫。

“我们要打造一个负责任的 AI。”智谱
AI首席执行官张鹏认为，对于人工智能的
安全，“防守”比“破坏”难度要大，一方
面要通过安全技术的提升和管理规则的制
定防止有人利用人工智能作恶，更重要的
是要让更多人参与讨论、统一认识，一起
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每个时代都有技术发展带来的‘电车
难题’，但人类都用有效的方法解决了。”
零一万物首席执行官李开复说，从人工智
能中长期的发展方向来看，建议用更好的
技术解决AI带来的安全挑战，让人工智能
真正造福人类。

人工智能大模型
走向“百花齐放”

本报记者 刘 峣

去年以来，人工智能大模型浪潮持续涌动。
国内外一大批创新企业和高校院所加大研究力
度，纷纷推出各自的大模型产品。数据显示，中国
10亿参数规模以上的大模型数量已超100个。

近日，2024北京智源大会举行。来自人工
智能领域的顶尖学者和产业专家围绕技术路径
和应用场景展开对话和交流，大模型与人工智
能的当下与未来成为热议话题。

小朋友在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会场体验大语言模型产品。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摄

上世纪50年代，被誉为“治沙魔方”的麦草
方格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县（今中卫市）被
创造出来，确保了中国首条沙漠铁路——包兰
铁路的畅通，并把沙漠向后逼退25公里。上世
纪 80年代，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沙坡头治
沙”模式向各国推广，成为中国最早向世界
输出的治沙方案。

2019 年，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
究院研究员屈建军团队研发出了升级版“治沙
魔方”——“刷状网绳式草方格沙障”，固沙时
间延长至5到6年，并可实现工业化量产。经过
几年试验，如今开始逐步推广。

中卫市国有林场总场工程师唐希明发明
了“干”字形植苗器，将造林成活率提高了
25%，劳动成本降低了 50%。“水分传导式精
准型沙漠植苗工具”不仅在当地大面积推广
使用，还被推广到甘肃、新疆等地。

固沙后，沙漠中形成天然生物土壤结皮
需要 10年左右。中国科学院沙坡头沙漠试验
研究站经过多年探索实践，研究出人工蓝藻
结皮治沙技术。通过在草方格里喷洒人工培
养的蓝藻液，两三年时间便可初步形成土壤
结皮。

这些年，凭着锲而不舍的努力和科学治沙
的精神，中卫市已经治理了150万亩沙地。新的
治沙技术和工具成为中国多地治沙的“利器”。

图为治沙工人在宁夏中卫市境内的腾格
里沙漠铺设刷状网绳式草方格沙障。

新华社记者 冯开华摄

新技术提供
治沙新“利器”

浙江省永康市日前设立“云上五金职校”，搭
建数字智能云平台，精准对接中西部地区的院校
生源，通过现代五金产教合作联盟开展的“一对
一”就业服务，引导中西部学生来东部地区求学
就业。中西部地区学生在当地学习2年后，可以到
永康市企业实训基地进行顶岗实习，并直升技师
学院进行技能提升。

图为永康市职业技术学校教师赴云南省怒江
傈僳族自治州职教中心送教。 吕倩蓉摄

云上职校搭建就业平台

本报电（黄勇华、刘杰） 由国家发展改革
委、国务院国资委指导，南方电网公司主办的
南方电网 2024 年生产域 AI 算法应用竞赛决赛
日前在深圳举行。

此次竞赛采用国产化人工智能创新平台，
赛题内容贴近生产实际，以目标检测法验证人
工智能算法的识别准确率和识别时间。大赛吸
引了来自华为、商汤、华雁智科、浙江大学等
科技企业和高校的156支队伍报名。

在语音、人像、视频等通用领域，AI已逐
步展示出强大实力。伴随着新型能源体系和新
型电力系统建设的加快推进，能源电力行业人

工智能应用需求快速增长。但长期以来，人工
智能技术门槛高、样本获取难、研发成本高，
成为AI深度赋能行业的一大障碍。

2023 年 9月，南方电网对外发布电力行业
人工智能创新平台，可面向用户提供训练、微
调、部署等服务，通过探索市场场景遴选“赛
马制”、实行场景孵化“揭榜制”，推动AI技术
在应用场景的落地。

“未来，我们还会立足产业发展需要，举办
电力生产人工智能行业级全链条、大规模、高质
量赛事，促进电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打造电力
人工智能生态圈。”南方电网有关负责人表示。

电力领域人工智能算法大赛举行电力领域人工智能算法大赛举行

据新华社电 英国 《经济学人》 周刊日前
刊文说，中国科研实力增长迅速，在多个领域
已处于国际前沿。但文章同时指出，中国科研
领域仍存在一些短板。

文章介绍，从高影响力论文，即经常被同
行引用的论文，可以看出趋势变化。2013 年，
美国高影响力论文数量约为中国的 4 倍；2022
年以来，中国高影响力论文数量已超过美国。
另据反映全球高质量科研产出及合作情况的自
然指数，2023年中国作者在高质量期刊上发表
的论文份额全球排名第一。

自然指数由国际知名科技出版机构“施普
林格·自然集团”下属机构编制并定期发布。
它追踪发表在高质量期刊上的科研论文，根据
有关机构、国家或地区所发表论文的数量和比
例等，反映全球高质量科研产出及合作情况。

文章说，据有关科研产出的荷兰莱顿大学

排名，目前中国有 6所大学或机构进入世界前
10；自然指数公布的全球科研机构排名也显
示，中国有7所大学或机构进入前10。

文章说，美国和欧洲在普通生物学和医学
领域仍然遥遥领先，但中国在物理学、化学、
地球和环境科学领域已发展至世界顶尖水平，
且应用研究是中国的强项。

文章指出，中国从资金、设备和人才着手
提升科研实力，在尖端研究方面的增长没有放
缓迹象，但中国科研领域仍存在一些短板，如
非一流大学的科研产出质量仍有待提高、基础
研究与西方国家仍有差距、企业内部基础研究
匮乏等。

文章提到，中西方科学家的压倒性观点
是，合作必须继续，且最好能够增加。文章警
告说，将希望进入西方实验室的中国学者拒之
门外，这对西方科学来说将是灾难性的。

《经济学人》：中国科研实力增长迅速《经济学人》：中国科研实力增长迅速

据新华社电 由中国常驻维也
纳代表团、中国国家航天局会同联
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司 （外空司） 主
办的“揽月九天，和合共进”主题
招待会 6 月 18 日在维也纳联合国总
部举行，各国出席首届联合国可持
续月球活动会议和第 67 届和平利用
外层空间委员会 （外空委） 会议代
表团成员、各国驻维也纳使节以及
航天界人士等400多名嘉宾出席。

中国常驻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
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李松致辞说，
今年是中国探月工程立项 20 年，中
国航天人在 20 年里坚持“追逐梦
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
赢”的探月精神，一步一个脚印在
探月征程上阔步前行。中方愿与各
方一道，以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
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指引，深
入开展和平利用外空和外空治理国
际交流与合作，携手构建外空领域
人类命运共同体。

联合国外空司司长霍拉-迈尼感
谢中方主办此次招待会，表示自己
有幸在今年5月赴华实地观摩了嫦娥
六号的发射，赞叹中国取得的探月
成就，赞赏嫦娥六号搭载各国载荷所
体现的国际合作精神，期待中国航天
为外空探索和科研作出更大贡献。

来自中国、俄罗斯、美国和罗
马尼亚的航天员在招待会上讲述了
他们的航天故事，呼吁加强国际合
作。中国航天员邓清明表示，中国
空间站是中国人在太空建设的美丽
家园，通过舷窗俯瞰地球的美丽风
景，使他更认识到身上肩负的责
任。他说，所有人都有义务团结起
来保护地球和月球，让人类的未来更加美好。

当天，由联合国外空司主办的首届联合国可
持续月球活动会议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中
国代表团介绍了中国包括探月和行星探测在内的
航天成就和未来计划，表示中国坚持在平等互
利、和平利用、包容发展的基础上，开展月球探
测等重大工程项目国际合作，主张所有国家享有
不受歧视地参与和平利用外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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