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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我国大模型产业
蓬勃发展，赛道热度不断高涨。
在近日举行的2023全球数字经济
大会人工智能高峰论坛上，北京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
长姜广智表示，现在全国已有80
余个大模型公开发布。

大模型产业进入“百模大战”
时代，各方思辨与争论不断。“‘百
模大战’是否存在重复建设？”“如
何推动垂直领域应用创新？”成为
业界关注的焦点。

多位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的业内人士表示，大模型产业
是未来科技竞争的关键较量之
一。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面向
垂直场景、垂直行业、垂直领域探
索基于大模型的应用创新，将是
重点攻克的方向。局部的跑通，
将带动行业整体景气度、创新热
情和创造活力提升。

企业争相布局

在我国大模型产业领域，阿

里、华为、腾讯等公司布局相对较
早。2019年阿里进行了大模型研
发，于2022年发布“通义”大模型
系列。腾讯也于2022年对外披露
了旗下“混元”大模型的研发进
展。

进入2023年，ChatGPT掀起了
大模型浪潮。百度3月份发布大
语言模型“文心一言”，成为我国
首个类ChatGPT产品。之后，我国
多家企业发布的大模型争相亮
相。

《证券日报》记者梳理发现，
截至7月3日，我国10亿级参数规
模以上大模型已超80个。除了互
联网巨头外，商汤科技、云从科
技、科大讯飞等人工智能赛道上
市公司，光年之外、百川智能等初
创企业，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哈
尔滨工业大学等科研院所单位，
均先后发布了大模型。

“我们把大模型及相关产品
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通用大模
型，如OpenAI的ChatGPT、百度的

‘文心一言’、科大讯飞的‘星火’
等都属于通用大模型；第二类是
行业大模型；第三类是基于通用
大模型或行业大模型的应用型服

务。目前已经发布的产品大多集
中在第一类和第二类。”有业内人
士表示，“从参数量来看，‘文心一
言’等通用大模型的参数量在
1000亿级别，其他企业或初创公
司大模型参数量通常在100亿、10
亿级别。”

“百模大战”是否存在重复建
设？中央财经大学数字经济融合
创新发展中心主任陈端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
国在PC时代和移动互联网时代，
成长起一批一度在全球领先的互
联网企业，这些企业出于应对下
一轮生存竞争的需要，纷纷主动
加入大模型的早期研发竞争，这
是一件好事。不过，通用大模型
领域的竞争，未来将产生马太效
应，只有少数强者能够胜出。”

深度科技研究院院长张孝
荣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也表示：“大模型训练有较高
的门槛，受制于数据、算力的限
制，真正能跑通大模型商业化的
企业数量将不会很多。现在国
内的大模型还在实验室阶段，厂
商需要更多时间和资源去训练
模型、调试参数等，市场竞争环

境有利于产业发展，最后必然是
大浪淘沙。”

落地应用是关键

“从已经发布的大模型来看，
通用大模型数量较多，应用型的
大模型较少。目前国内的产品和
ChatGPT存在差距，我们要正视这
一差距，通过场景式牵引进行重
点突破，打造标杆形成示范，有效
快速缩小差距。”北京社科院研究
员王鹏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

陈端向记者表示：“在特定的
领域和场景中实现大模型的价
值，这一市场需求是非常大的，也
会有很好的市场兼容度，容纳更
多的竞争者。因此，对于更多参
与者而言，探索基于大模型的应
用创新，将是突围方向。”

这一观点也得到了赛道企
业的高度认同。百度创始人、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近日
表示：“比大模型数量更重要的
是应用，是在垂直领域应用的突
破。新的国际竞争战略关键点，
不是有多少个大模型，而是大模

型上有多少原生的应用，这些应
用在多大程度上提升了生产效
率。”

在上市公司佳都科技“佳都
知行交通大模型”的发布会上，公
司董事长刘伟表示：“通用大模型
的诞生只是一个起点，其最终还
是要落脚到特定应用场景、解决
行业具体问题上。以行业大模型
为关键驱动，赋能行业生产效率
和服务质量提升，将会带来经济
社会发展和产业的深刻变革。而
应用场景优势带来的数据和反
馈，又将进一步加速行业大模型
技术迭代，这也将成为国产大模
型的最大竞争力。”

据 了 解 ，在 政 务 、公 共 安
全、医疗等领域，垂直领域应用
型大模型正在陆续落地。上市
公司拓尔思基于自有的公文、
政策文件、政务办事指南等数
据作为专业训练数据，打造了
政务专业大模型；美亚柏科自
主研发的MYAI大模型聚焦垂
直领域应用，目前已在公共安
全、政务、税务、企业数字化转
型等多个行业领域的大数据项
目建设中得到应用。

“百模大战”愈演愈烈 垂直领域应用创新成破局关键

本报记者 何文英

近日，随着各项重磅政策接
踵而至，人形机器人产业链迎来
历史性发展机遇，多家A股上市
公司积极布局，在软硬件方面率
先发力。

谈及人形机器人的发展前
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
所研究员、独立国际策略研究员
陈佳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认为：“从供给侧与需求侧变革
来看，机器人产业链的崛起与全
球人工智能AGI（通用人工智能）
的革命性浪潮及其API开发工具
大类向消费侧转型关系密切，人
形机器人将是下一个十年极具增
长潜力的产业领域。”

软硬件产业链持续赋能

“与传统机器人不同的是，人
形机器人需要复杂的机械结构来
模仿人体动作，例如关节、传动系
统等。”看懂平台财经评论员张雪
峰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这意

味着人形机器人需要一系列的硬
件设施来赋予其“形”。

张雪峰表示，从硬件产业链
来看，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包
括减速器、伺服电机、控制器、传
感器，对比传统机器人还增加了
体现算力水平的半导体芯片、用
于人机交互的面板玻璃等。

在人形机器人热度持续发酵
的背景下，与上述硬件产业链相
关的上市公司受到了投资者的高
度关注。

中大力德因主营产品中包括
减速器引发了机构投资者的轮番
调研。公司在近期的投资者调研
活动中表示，公司生产的RV减速
器和谐波减速器目前在机器人和
自动化领域都有运用，包括六关
节机器人、搬运机器人、码垛机器
人等。

宇环数控作为数控机床的主
要供应商，其产品在减速器加工
环节亦有应用。宇环数控相关负
责人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公司生产的磨床可以加
工减速机齿轮的端面，中大力德

既是公司的主要供应商也是公司
的客户。”

伺服电机方面，科力尔表示：
“公司伺服电机以及系统已广泛
应用于智能家居、3D打印、智能
安防、机器人与工业自动化等多
个领域，并将积极推进智能电机
与驱动系统项目的发展。”

拥有机器人自研控制系统的
埃斯顿也公布了其在“人形机器
人”领域的相关布局和规划：“公
司现有的部分核心部件、技术和

‘人形机器人’产品开发有一定相
关性，具备条件和可能性在未来
根据市场发展情况和应用场景的
变化来适时进行布局。”

另外，以机器视觉、人机交
互、机器学习、系统控制等构成的
软件产业链正赋予人形机器人以

“灵魂”及“神韵”。
“自然语言处理和对话系统

主要用于人机交互和语音识别，
机器学习则主要应用于机器人的
训练和升级，这些一方面需要依
靠类似于 ChatGPT 的技术，另一
方面也需要强大的算力系统来支

撑。”张雪峰说。
拓维信息作为中国AI算力的

主要提供商之一，或有望成为人
形机器人的“集成大脑”。拓维信
息董秘邢霓虹在接受《证券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已深入参
与了多处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建
设，公司将积极把握市场发展的
趋势，持续探索未来在算力领域
更多样的商业模式和服务能力。”

市场空间广阔

值得关注的是，人形机器人
行业在政策和市场层面都有不
少利好，产业链上市公司面临“从
0到1”的新机遇。

近段时间，多地发布政策支
持人形机器人发展。例如，6 月
28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
发的《北京市机器人产业创新发
展 行 动 方 案 (2023- 2025 年)》提
出，着眼世界前沿技术和未来战
略需求，加紧布局人形机器人，带
动医疗健康、协作、特种、物流四
类优势机器人产品跃升发展等。

另据艾瑞咨询数据，2022年
中国智能机器人市场规模为 76
亿元，预计 2027年市场规模将达
到536亿元，2022年-2027年年均
复合增长率有望达到47.9%。

张雪峰建议：“在新机遇下，
已经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展开布局
的上市公司应积极推进技术研发
和产品创新，提高在人形机器人
领域的竞争优势，并根据市场需
求变化和技术发展趋势，灵活调
整战略布局，掌握市场变化脉
搏。此外，合理构建产业链合作
伙伴关系，加强研发、生产、销售
等环节的协同合作，也将对公司
形成产业核心竞争力大有裨益。”

不过，在人形机器人市场大热
的背景下，陈佳也提出了一些“冷
思考”：“目前人形机器人产品设计
在功能与定位上还存在一些短板
和矛盾，其在产业链技术发展方向
上存在不少难点、痛点、堵点，需要
入局者认真研判加速破题，如何将
有限的资源用在更契合未来发展
方向的具体目标下，是产业链企业
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人形机器人热度高涨 产业链上市公司“软硬兼施”加码布局

本报记者 贾 丽

在外部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实现手机产业链自
主可控已愈发紧迫，国产手机厂商纷纷调整布局节奏，重
新盘整芯片业务。

近日，华为围绕芯片等关键技术开启大规模招才计
划。荣耀芯片相关关联公司亦浮出水面。星纪魅族集团
董事长沈子瑜更是在公开场合表示，公司已经打通整个
车机生态的上下游产业链，在内部实现了自有芯片、自有
平台、自有系统、自有生态的软硬件合一的产业闭环。

与此同时，随着手机智能水平不断提升，造芯壁垒也
不断提高。信息消费联盟理事长项立刚直言：“国产手机
厂商已迎来‘造芯分水岭’。”

那么，在此背景之下，目前手机厂商是否具备解决芯
片问题的技术实力，又如何进一步突围发展？

造芯之路的艰难不言而喻。压力和动力始于多年
前，彼时，中国手机厂商曾因芯片遭遇重创，但也因此走
上自研芯片之路。为解决芯片可控问题，不少国产手机
厂商展开突围。联想、华为均扩大芯片投资及布局，vivo、
OPPO也纷纷踏上了芯片自研的道路。

变化，源于造芯路径的转变。经过多年摸索后，更多
手机厂商意识到，直接挑战手机的核心——SoC集成芯片
难度重重，因此其转而将研发重心放在了小芯片上。比
如，小米、vivo等手机厂商逐步从 ISP、DSP等小芯片开始
积累经验，主要围绕电源管理、通信射频、蓝牙、影像 ISP
等方面进行布局。

在技术门槛上，相对于复杂度、工艺、流片成本较高
的 SoC芯片，目前，ISP芯片进入门槛相对较低，技术难度
及投入资金需求也较少，且容错率高。与此同时，虽然手
机厂商较难把控 ISP模块升级规律，但一旦对其核心技术
拥有自主权，便可以较快实现对影像等系统的突破和定
制能力的提升，从而形成差异化。

从强攻集成芯片到以专业小芯片逐个突破，这一转
变，也映射出国内手机厂商造芯的现状。

“目前已经规模化进入芯片领域的手机厂商，在造芯
上保持了谨慎，例如小米从图像处理、感应控制的 ISP芯
片等方面寻找切口，vivo则与 SoC厂商联发科深度绑定，
从影像、功率的小芯片做起。”项立刚表示。

在手机厂商自研芯片的道路上，更大的挑战来自于
上游材料及零部件领域。国内晶圆厂商所需的高端光刻
机部分依赖进口，目前我国长春光机所、先腾光电均在加
紧研发，但仍需时间。而国产手机厂商造芯能力的发展，
则仍依赖供应链适配的提升。

“手机芯片相关技术主要掌握在少数企业手中，这意
味着国内企业要想实现技术上的突破，既要大量投资研
发，又要对人才进行长期的培养。”钧山董事总经理王浩
宇认为。华为一位工程师对记者透露，对于芯片研发，华
为已经投入数百亿元的研发费用。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芯片制造过程中需要遵循的步
骤极其复杂，任何一个小错误都可能导致整个批次的芯
片报废。“造芯对企业有极高的要求，单枪匹马落地SoC芯
片对手机厂商而言难度非常大。”王浩宇表示，“未来几
年，越来越多的厂商将从小芯片开始，走向‘中国芯’联合
自研的道路，同时对工艺制程进行提前规划。”

在涉足芯片制造的同时，众多手机厂商也通过投资
并购、资本联姻等方式勾勒出一幅庞大的芯片版图。天
眼查显示，近 6年里，小米产投共投资了约 110家芯片半
导体与电子相关企业。华为旗下哈勃投资联已投资超60
家半导体企业，一部分企业已实现上市。

除了资本方面的支持外，华为、小米等企业也通过授
权芯片设计制造相关技术、专利，从而实现对国内芯片企
业的扶植。

联创资本董事总经理王欣宇认为，目前手机市场整
体仍处于利润空间下降阶段，厂商仍不可盲目进入芯片
领域，更多将采取联合研发、资本投资等方式完成对产业
链的健全和提升话语权。

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工程副主任袁帅建
议，在技术研发和市场竞争的双重挑战下，手机厂商在加
码芯片业务过程中需持续挑战摩尔定律，探索技术深水
区，同时与芯片制造商联动扩充中端市场供应。

钉科技创始人丁少将则认为：“手机企业造芯，要结合
自身的能力、资源以及外部产业链配套情况，综合评估。通
过投资产业链企业或在采购上重点支持国产芯片企业，也
是迅速补全技术、资源的有力途径。半导体是资本密集型
产业，也注重产业链合作，需要各方坚持开放、联合创新。”

国产手机厂商迎“造芯分水岭”
未来如何突围发展？

本报记者 田 鹏

7月2日，北京市经济和信息
化局党组书记、局长姜广智在
2023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人工智能
高峰论坛上表示，北京将不断加
快优质资源要素配置，有效整合
创新资源，积极营造创新生态，夯
实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基础。

今年以来，ChatGPT掀起大模
型发展热潮，带动人工智能产业
风头更劲。数据显示，截至目前，
我国已有 80 余个大模型公开发
布，从地区来看北京和广东最多。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不少专
家表示，大模型产品正不断向政
务、金融、文创、医疗等行业拓展，
其或将成为人工智能产业主要技
术路线，有望推动产业代际变革，
引发又一轮发展浪潮。与此同
时，市场上围绕模型安全、可信、
可控的讨论不断。因此，应鼓励
围绕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技术创
新，以场景应用为牵引，大胆尝
试、尽快应用，在实践中发现问
题，逐步完善，加速构建通用人工
智能产业生态。

近期，全国多地纷纷出台相
关政策，助力人工智能产业迈上
发展“新台阶”。例如，北京市近
日印发《北京市加快建设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创新策源地
实施方案 (2023-2025 年)》，从突
破人工智能关键技术、夯实人工
智能底层基础等方面提出具体建

设任务；深圳市发布《深圳市加快
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水平应
用行动方案 (2023-2024 年)》，提
出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重点
支持人工智能创新和应用等。

工信部新基建重大项目评审
专家、北京邮电大学科技园元宇
宙产业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陈
晓华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人
工智能技术是驱动我国产业智能
化转型升级的重要技术基础设
施，在产业结构升级阶段，政府可
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 推动引导
产业良性发展。

针对与人工智能发展密切相
关的数据、算力问题，未来或将有
更多接续政策出台落地。据姜广
智透露，北京将加快推进数据基
础制度先行区建设，以解决数据
相对匮乏、质量难以保障，采集标
注成本高以及合规使用等问题，
筹划出台“算力券”政策，支持基
于落地应用场景的中小企业获取
多元化、低成本优质算力。

在陈晓华看来，启用“算力
券”有望解决中小微企业资金实
力不足、技术人才欠缺、算力匹配
难应用少等痛点问题，加速推动
其数字化转型，进而实现企业长
期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围绕算
力成本筹划相关政策举措外，进
一步促进大模型产业化应用也是
北京未来政策重点方向。据姜广
智介绍，北京未来将加大场景开

放力度，率先落地标杆应用，以场
景为牵引，应用为导向，通过开放
更多典型场景，促进大模型产业
化应用，积累一批可复制、可推广
的经验做法，形成一批人工智能
与社会经济发展深度融合的典型
案例。

“加大场景开放力度，有助于
企业尽早将人工智能技术转化为
实际应用，从而帮助企业越过推
广相关技术的初始门槛。此外，

有利于让更多普通民众接触到人
工智能应用，进而培养更大用户
基础，激发更多应用创意。”上海
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
胡捷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受访专家也提醒，在尝试大
模型产业化应用的过程中，也应
注意到其暴露出来的问题。

Co-Found 智库秘书长张新
原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大模
型需要大量数据支持，数据的隐

私和安全问题有待进一步规范；
此外，大模型应用涉及多个领域
和厂商，目前缺乏统一的技术标
准和规范，系统的互操性和兼容
性仍需探讨。

为此，陈晓华建议，进一步推
动大模型技术工业化落地，例如
将大模型生产的复杂过程进行封
装，打造可通用的“预训练+微调”
工具，从而为不同场景提供低门
槛、高效率的大模型服务。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再迎多项支持举措
北京筹划出台“算力券”政策

贾 丽

国产手机厂商造芯之路道阻且长。通过数年摸索，
有的成果初现，有的折戟退出。那么，手机芯片应该“造”
还是“买”？

从“造”的角度来看，高端芯片设计、制造仍是整个产
业链的难点，消费电子行业低迷下行也会让芯片市场阶
段性供需错位，重资本、长周期投入存在市场风险，回报
无法立刻显现。与此同时，芯片市场又高度集中，新进入
者压力巨大，在自主研发上很难有所突破。对于手机企
业而言，选择造芯的确应该慎重。

但“买”芯片看似容易，实则不然。目前，我国主要的
高端手机芯片仍旧依赖进口，但在国际芯片供应链不稳
定的背景下，国内手机厂商已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

笔者认为，“造”和“买”，没有绝对的好坏，但要因时
制宜。有策略地在部分关键领域实现从“买”到“造”的过
渡，已是必然之举。企业应在部分领域以“买”为主，合作
共赢，同时坚持以细分领域的小规模创新为突破口，实现

“造”的突破，逐渐掌握自主权。
毕竟，从长远来看，拥有自主的芯片制造能力，可以

让手机厂商在设计、性能和成本上有更大的控制权，拥有
自己的芯片也可破解供应上的困境。

从实操层面看，从“买”到“造”，需要一个过程。但我们
仍需清醒地认识到，国产企业实现技术及产业链自主可控
是大势所趋。当然，更重要的是，芯片是需要产业链合作的
产业，国内企业更需联手协作，加强合作共同成长。

手机芯片是“造”还是“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