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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冀川

在大模型领域，还有一个广
阔的细分市场——垂直行业大
模型。这些模型针对特定领域，
如金融、医疗、教育、制造业等进
行了深度优化，提供更为精准的
解决方案。而构建生态体系，是
大模型企业深化行业渗透、实现
商业化闭环的关键步骤。

“生态伙伴”
助大模型应用落地

在不久前召开的第七届数字
中国建设峰会上，昆仑万维与中
国移动咪咕音乐正式宣布建立
AI+产品及行业应用生态合作伙
伴关系，联合发布“AI一语成歌”
AI音乐视频彩铃创作平台，推进
人工智能产品的商业化落地。

昆仑万维相关负责人向记
者介绍，“AI一语成歌”的AI音乐
生成技术基于“天工 SkyMusic”
AI音乐大模型打造。《证券日报》
记者现场体验发现，只需要在
App中输入一段简单文案，AI就
能自动完成音乐的一系列创作，
并生成一段视频彩铃内容。

“生态伙伴”已经成为大模
型应用落地的重要助力，而这些

“生态伙伴”往往在某一行业细
分领域具有扎实的基础，并且热
衷通过大模型等技术优化企业
运营效率、创新服务模式。

对于大模型企业来说，积极
与行业合作伙伴建立联系，将自
己的大模型技术与特定行业的解
决方案相结合，不仅有助于提升
产品的功能和用户体验，还能锁
定客户，建立持久的合作关系。

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副秘
书长袁帅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通过“生态伙伴”的网
络效应，大模型企业能够快速触达
更广泛的客户群体，实现业务范围
的横向扩展与纵向深化，有效扩大
市场份额。此外，生态体系内成员
间的资源共享，尤其是数据与算力
资源的协同，也极大降低了单一企
业开发和运维的成本，加速了技术
创新与应用落地的速度。

随着通用大模型的竞争日益
加剧，许多大模型企业开始积极
开发垂直行业的大模型，这些模
型能更好地解决特定领域的问
题。在盈利模式方面，大模型企
业也通过订阅制、按需计费或通
过提供咨询服务等方式来实现
盈利，这种多元化商业合作模
式，使得大模型企业能够灵活应
对不同行业和客户的需求。

为各行业
数字化转型铺路

在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

的今天，大模型已成为推动行业
革新的核心力量，大模型企业通
过建立生态系统，不断扩大其商
业影响力，同时也为各行业的数
字化转型铺平了道路。

科大讯飞相关负责人向记者
介绍，讯飞星火大模型深度赋能教
与学，为教师提供AI辅教，为学生
提供AI辅学，持续助力教育数字
化转型。在金融场景，目前，科大
讯飞面向远程银行、数字营业厅、
精准营销、风控审核等场景，基于
行业AI中台推出智能联络中心
AICC、智能客服机器人、智能营销
机器人、辅助审核机器人、数字员
工平台等AI+金融应用，覆盖国有
银行、主要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多
家大型保险证券企业。

在企业级大模型平台建设
方面，百度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
绍，2023年3月份，百度智能云推
出一站式的企业级大模型平台

“千帆大模型平台”，为企业、开
发者提供灵活、多样化、高效的
大模型服务，帮助解决大模型开
发和应用过程中的问题。截至
2024年 5月份，千帆大模型平台
累计服务 10.5万家企业用户，累
计帮助用户精调了 1.75 万个大
模型，帮助用户开发出了32万个
AI原生应用。

大模型的应用已渗透到各行
各业，从智能客服、个性化推荐系
统到自动化报告生成、智能设计，
大模型已成为提高工作效率、优化
决策过程、促进产业升级的新工
具。尤其在数据处理分析、知识管
理、自动文档生成等方面，大模型
显著提升了信息处理的效率与准
确性，降低了人力成本与沟通障
碍。

此外，大模型对数据要素市
场的推动和对数据安全技术的
促进，进一步彰显了其重要作
用。在生产领域，大模型能够通
过对生产流程的优化和自动化，
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在沟通领
域，大模型能够通过对自然语言
的处理和理解，降低沟通成本、
提高沟通效率。同时，大模型还
能够通过对数据的深度挖掘和
分析，为企业提供更为精准的市
场预测和决策支持。

深度科技研究院院长张孝
荣对记者表示，大模型技术正以
其强大的能力和广泛的应用场
景，成为推动商业变革的重要力
量。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生
态圈的不断完善，有理由相信，
大模型将在未来为更多的行业
和领域带来更大的商业价值和
社会效益。通过在数据收集、存
储、分析、应用全链条上的智能
化，大模型不仅优化了数据资源
的配置，也强化了数据保护与隐
私计算，为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
奠定了基础。

企业积极参与垂直行业大模型建设
构建生态系统扩大“朋友圈”

本报记者 郭冀川 田 鹏

在数字经济的浪潮中，人工智能技
术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近年来迅速
迭代、优化，在各应用场景中加速渗透，
有望带来新的生产力变革。

在此背景下，我国对人工智能的顶
层设计愈发明晰。2024年《政府工作报
告》首次提及“人工智能”，指出要深化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开展“人
工智能+”行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数字产业集群。

与此同时，各路资本也抢抓风口纷
纷入局，加速促成产业体系的建立与迭
代。其中，大模型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
重要支撑，其利用深度学习技术对大量
数据进行训练，从而帮助人工智能实现
语言理解、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领
域的重大突破，而获得资本分外关注。

据《证券日报》记者不完全统计，截
至目前，国产大模型数量已超过200
个。其中，10亿参数规模以上的大模型
已超100个。“百模大战”愈演愈烈，受到
市场关注。

降价或免费成趋势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行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正深刻改变着
世界，推动经济社会向数字化、智能化、
网络化加速跃进。

今年年初，OpenAI发布文生视频模
型Sora，从时长、画面、逻辑等多角度刷
新行业指标，从而推动人工智能大模型
应用向文生图、文生视频和代码生成等
领域演进。

在此背景下，国内人工智能产业呈
现井喷式增长，以大模型赛道为例，近
期再次迎来多位重量级“玩家”。5月中
旬，字节跳动在火山引擎原动力大会上
发布了豆包大模型；仅隔半月，腾讯宣
布混元大模型全面升级，并上线了大模
型App腾讯元宝；紧接着，快手也对外开
放了自研大模型产品“可图”……

东兴证券研报认为，顶层设计推动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随着政策推动，AI
产业有望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据IDC预
计，2026年中国AI市场将实现264.4亿美
元的市场规模，2021年至2026五年复合
增长率（CAGR）将超20%。

国产大模型未来大有可为，但也要
清醒意识到，大模型目前尚未成为“刚
需”。为了获得更多市场，许多公司宣布
旗下产品降价甚至免费。5月份，阿里云
宣布，通义千问GPT-4级主力模型Qwen-
Long，API输入价格从0.02元/千tokens降
至0.0005元/千tokens，降幅高达97%。作
为行业风向标之一的百度宣布，文心大
模型中的两大主力模型ERNIE Speed和
ERNIE Lite免费。同时，腾讯在公布混
元大模型全面升级的同时，也宣布主力
模型之一混元-lite模型，API输入输出总
长度计划从目前的4k升级到256k，价格
从0.008元/千tokens调整为全面免费。

国内大模型产品普遍采取低价甚至
免费的策略，表面上看似乎是在复刻互

联网行业初期的用户争夺战，实则蕴含
着更为深远的战略意图。一方面，通过
低价、免费开放，企业能够迅速积累用
户，增加用户黏性，构建起庞大的数据反
馈循环，这对于优化模型性能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降低使用成本，扩大使
用规模，也反映了企业对于大模型长期
价值的信心，愿意牺牲短期利润，换取
技术迭代和市场占有的先机。然而，如
何实现产品收入和算力成本支出间的
均衡，避免重蹈“烧钱大战”覆辙，是所
有参与者必须面对的挑战。

阿里云智能集团资深副总裁、公共
云事业部总裁刘伟光表示，未来公共云
的技术红利和规模效应，将带来巨大的
成本和性能优势，在极致弹性的AI算力
调度系统和分布式推理引擎的加速下，
会大幅度压缩模型背后的推理成本，并
加快模型的推理速度，进而降低成本。

将触角伸向更广的市场

当前，AI大模型正将触角伸向更广
的市场。

以近期上线的大模型App腾讯元宝
为例，相比此前测试阶段的混元小程序
版本，面向工作场景，腾讯元宝提供了AI
搜索、AI总结、AI写作等能力，面向日常
生活场景，元宝还提供了多个特色AI应
用，并新增了创建个人智能体等玩法。

腾讯云副总裁、腾讯混元大模型负
责人刘煜宏告诉《证券日报》记者，腾讯
元宝也是一个连接器，连接了微信公众
号、小程序、企业微信等腾讯内部所有
生态。腾讯元宝只是腾讯混元大模型
的一个出口。

人工智能发展的题中之义，不仅在
于更好服务于居民生活，更在于不断向
各个领域渗透，加速产业深度融合，实
现新的生产力变革。因此，加速人工智

能技术与产业融合也是各大生产商进
一步拓展市场的发力点之一。

例如，火山引擎总裁谭待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火山引擎联合中国电动汽
车百人会，与吉利汽车、长城汽车、捷途
汽车、赛力斯、智己汽车等20余家厂商，
宣布成立汽车大模型生态联盟，致力于
为消费者带来汽车全场景AI新体验。同
时，火山引擎与OPPO、vivo、荣耀、小米、
三星、华硕宣布成立智能终端大模型联
盟。OPPO小布助手、荣耀MagicBook的
YOYO助理、小米“小爱同学”，以及华硕
笔记本电脑的豆叮AI助手等应用，均已
接入火山引擎的大模型服务。

谭待表示，火山引擎致力于成为AI
时代最开放和领先的云服务平台。全
新升级的火山方舟2.0不仅提供了抖音、
今日头条的搜索和内容插件等丰富的
生态资源，还有着充沛的算力资源和极
致弹性，保障客户的业务稳定。火山引
擎算法团队也将为豆包大模型的企业
客户提供支持，分享模型调优和数据处
理的实践经验，与企业客户共同探索AI
转型的智能未来。

各路资本积极布局

事实上，人工智能的发展，关键在
于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市场应用情况，而
这离不开资本的支持。

中国电子商务专家服务中心副主
任郭涛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从目前
的趋势来看，大模型行业已经进入了

“洗牌期”。在这轮价格战中，中小企业
和初创企业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部分
企业可能会被淘汰。具有核心竞争力
和创新能力的企业更有机会在竞争中
突围，成为行业的领军者。

近年来，人工智能企业融资消息不
断，例如，去年10月份，百川智能宣布已

完成A1轮战略融资，融资金额3亿美
元；去年11月份，零一万物创始人李开
复表示，经过一轮融资后，零一万物估
值已超过10亿美元……

进一步整理相关信息不难看出，在
这些AI新势力的投资者名单中，不乏阿
里、腾讯、美团、小米等互联网“大佬”的
身影。更为值得注意的是，“自家钱投
自家”的模式正成为大模型领域的投资
新特点。

以百度为例，其对AI的投入可以追
溯到2013年，十余年间陆续成立了深度
学习研究院、大数据实验室、硅谷人工智
能实验室等，在2022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上，百度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
彦宏表示，已在人工智能领域摸爬滚打
十年，十年累计研发投入超千亿元。

而百度在大模型领域的成果不仅仅
是文心一言，其还对大模型产业链上下
游进行投资。在去年年底，百度先后成
为西湖心辰科技有限公司和珠海必优科
技有限公司的股东，前者致力于AI大模
型技术的探索和研究，已经与多个研究
团队合作探索通用人工智能（AGI）的未
来，后者是一家专注于人工智能领域智
能内容生成技术的科技型公司，向企业
提供垂直行业内容的智能创作Saas服务。

在市场人士看来，互联网头部企业
下场，不仅因为他们对大模型产业未来
的信心，更因为他们有能力承担短期内
可能无法直接盈利的风险。这种布局
体现了对大模型技术长期潜力的认可。

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区块链与数
据要素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首席数
字经济学家陈晓华对《证券日报》记者
分析，各路资本的支持能够让企业有
更多空间尝试不同的商业化路径，即
使初期可能面临亏损或不确定的收
益，也能够为未来的爆发式增长打下
坚实基础。

“百模大战”引各路资本争相布局
企业如何在行业洗牌中突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