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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模型掀热潮

2022 年底，美国公司“开放人
工智能研究中心”（OpenAI） 的大模
型 ChatGPT 正式问世，并在 2023 年
引领全球“大模型热”。依托“大模
型+大数据+大算力”，ChatGPT具备
了多场景、多用途、跨学科的任务处
理能力。随着今年 3 月 ChatGPT4.0
版本上线，大模型的性能和功能进一
步提升。从做翻译、写文章到敲代
码，在许多专业测试中，ChatGPT
的表现已经与人类不相上下。

在“大模型热”的带动下，包括谷
歌、微软在内全球科技巨头相继“抬
出”各自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不久前，
谷歌公司发布了人工智能模型“双子
座”（Gemini）；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
克旗下的人工智能公司xAI也推出了
人工智能模型“神交”（Grok）。

中国在大模型领域拥有良好的算
力等基础，具备广阔市场。今年，中
国企业掀起“百模大战”，国产大模
型频频亮相、加速迭代。数据显示，
中国有至少130家公司研究大模型产
品，其中100亿级参数规模以上的大
模型超过 10 个，10 亿级参数规模以
上的大模型已近 80 个，大模型数量
位居世界第一梯队。

今年4月，阿里巴巴发布大模型
“通义千问”。目前，“通义千问”已
开源 18 亿、70 亿、140 亿、720 亿参
数的 4 款大语言模型以及视觉理解、
音频理解两款多模态大模型。阿里巴
巴集团首席执行官吴泳铭说，阿里
巴巴将提供稳定高效的人工智能基
础服务体系，为全行业训练人工智
能、全社会使用人工智能打造坚实
的基础底座。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字经济与法
律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张欣认为，中国
是全球人工智能研发和创新的主要力
量之一，对全球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与治理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方面，
中国人工智能整体发展水平已经跻身
世界前列。另一方面，中国人工智能
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已经实现各类应
用场景落地，产品形态和应用边界也
在持续拓宽。”

赋能千行万业

近日，《自然》杂志公布2023年度
科学人物，ChatGPT 因其给科学发展
和进步带来的巨大改变而榜上有名。
非人类跻身科学人物排行榜，这在《自
然》杂志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人工智能的赋能，为千行万业的
跨越式发展带来机遇。中国科学院院
士姚期智表示，在短期内，人工智能
大模型将加速进入各类垂直行业领
域；从中长期来看，人工智能和机器
人产业融合发展是主要趋势，具备身
体、小脑和大脑的具身通用人工智能
将成为未来核心产业之一。

赛迪顾问日前发布的 《2023 年
中国生成式 AI 企业应用研究》 预
测，2035年，中国约85%的企业将采
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制造业、零售
业、电信行业和医疗健康领域率先采
用，其采用率分别达到 82%、90%、
65%和53%。

基于阿里巴巴达摩院的医疗人工
智能技术，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
海交通大学等医学团队采用“平扫

CT+人工智能”的方法进行大规模
胰腺癌早期筛查，为攻克“癌症之
王”的筛查难题作出了贡献。目前，
这项研究成果已向全球医生和研究人
员开放。

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元宇宙
文化实验室主任沈阳说，在工业领
域，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融合应用提高
了工业自适应内容生成的可塑性。持
续学习和迭代优化、无界的自动化创
新、前瞻的预测性维护、无缝集成的
智能制造、共创未来的人机协作等都
是人工智能大模型在工业领域应用的
具体表现。

在与医疗、工业、教育等行业融
合与共生中，人工智能正在改变着人
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张欣说，人
工智能的通用潜能不仅会赋能具体的
行业，还会促进不同产业之间的交叉
融合，并催生出一系列新的商业模式
和商业场景。

“人工智能极大提升了数据处理
的能力和自动化水平，具有新型技术
底座和基础设施的效应，可以推动经
济社会各个领域和场景的创新和升
级。”张欣说。

全球治理提上日程

日前，欧洲议会、欧盟成员国和
欧盟委员会三方就 《人工智能法案》
达成协议，该法案将成为全球首部人
工智能领域的全面监管法规。

今年以来，包括中国、美国、英国、
欧盟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着手开展
人工智能的治理工作。当前，人工智能
技术对法律、伦理和人道主义层面的冲
击及其对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
领域带来的复杂影响，已引发国际社会
的关注和讨论。人工智能的跨国界合作
与规范性治理显得尤为迫切。

张欣表示，生成式人工智能强化
了传统安全问题，例如使个人隐私保
护面临更大挑战。与此同时，也引发
了很多新型风险，如生成式人工智能
可能生成虚假信息，歪曲科学知识、
传播错误信息，还有可能出现新的劳
动替代风险和新的数据安全风险。因
此，面向人工智能的监管框架在一定
程度上需要变革和迭代，以适应人工
智能技术的新变化。

今年 10 月，中国在第三届“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提出《全
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人工智能
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了人
工智能治理的中国方案，为全球人工
智能治理提供了建设性解决思路。

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今
年4月，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支持人工智能算
法、框架等基础技术的自主创新、推
广应用、国际合作，同时明确提供生
成式人工智能产品或服务应当遵守法
律法规的要求，尊重社会公德、公序
良俗，禁止非法获取、披露、利用个
人信息和隐私、商业秘密。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提出支持发
展中国家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规则
制定，并呼吁通过基础设施、人才培
训、联合研发、市场交流等方式与发展
中国家展开国际合作和援助。张欣表
示，这彰显了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
理方面的大国担当。在2024年，全球范
围内预计会有更多的法律法规出台，
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制度围栏”。

这一年，
人工智能“生成”精彩

本报记者 刘 峣

即将过去的 2023 年，以大
模型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AIGC)，掀起了全球人工智能技
术发展的新浪潮。被赋予想象
和可能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
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方
式，也为各行各业的的创新发
展和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工具
和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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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岁的刘昱歆是黑龙
江省鹤岗市东山区东方红乡
中心小学的一名英语老师。
她到过大城市读书、工作，
最终回到家乡。从任教之
初，她的目标就是启迪学生
心智，让他们看到更广阔的
世界。

如何让教育更有力量，
帮助乡村里的孩子走到更大
的世界？刘昱歆试图在飞鹤
集团与黑龙江省教育厅等联
合开展的教师专项公益计划
中寻找答案。

飞鹤向这项计划投入了
6500 万元，持续将数百名
乡村学校的教师送往北京、
上海等地接受教学科研能力
的培训，探寻弥合差距的可
行解法，让更多孩子成为自
己的“高山”。

近年来，中国对农村教
育的投入不断增长。同时，
农村仍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
系的短板，乡村家长教育经
验、乡村教师专业水平、乡
村教育环境等都需要进一步
提高。

在北京，刘昱歆久违地
感受到了与同行交流的快
乐。培训中，有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师
讲解，还有几天的跟班学习。包括刘
昱歆在内的乡村教师了解了很多新的
教学理念。比如“大单元”教学思路
——学科内前后课程讲究连贯性，课
与课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传递知识，
并强调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一名地理老师观摩了一堂讲长江
开发治理的课。北京的老师创设了

“小鲤鱼历险”的动画情境，让学生
跟着小鱼游长江，认知长江的开发和
治理。回到学校后，乡村老师优化了
自己的一个人文地理课题。这是一项

“家乡的年轻人都去哪儿啦”的跨学
科主题调研，老师将学生分为不同的
探究小组，收集人口普查数据，制作
数据图，并设计调查问卷，向离开家
乡的年轻人发放。对收回的138份问

卷，有关人员用社会学专业
分析工具做了分析。

“这次培训，最大的成
长是了解了怎么更深入地在
课 程 设 计 上 落 实 核 心 素
养。”这名老师说，地理学
科可以成为一道开阔乡村学
生视野的桥梁。

参加了培训后，一名乡
村学校信息技术老师的思路
也被打开了。几年前刚开课
时，很多学生甚至不知道操
作鼠标。

“很多农村的孩子有一
点自卑，觉得编程很高端，
离他们太远。但是当他们发
现自己也能学，就有了信
心。”这位老师说，在学习
中她发现北京的学校强调将
编程和其他学科融合，教学
生用编程思维解决生活问
题。她也在教学中强化这个
方向。不久前的一次科技节
活动中，她的学生也大胆站
到了台前，演示自己编写的
程序，孩子们昂着头一板一
眼地介绍，给了这名老师更
多信心。

很多乡村教师是第一次
来到北京、上海，在课上有

人不断地用手机拍照、录像。走的时
候，很多人的手机里塞满了课件，一
些老师在火车站还感到意犹未尽，和
其他教师热烈交流课程设计和带学生
的心得。

培训后，刘昱歆给家乡学生们看
了北京师范大学校园的照片，有学生
后来表达过，自己的理想也是去北师
大、当一名老师。许多乡村学校的老
师眼见着自己的学生从只能考几分、
十几分，慢慢能及格了，不少学生能
考上普通高中。部分学校的整体成绩
从最开始的很差，到后来甚至能和市
里的学校“掰掰手腕”。

一名乡村老师说，自己曾是井底
之蛙，但在一次次培训中，他看见了
更大的天空，更多孩子也透过他的折
射，开拓了视野。

本报电（记者吴勇） 冬季的内蒙
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乌拉盖草原白雪
皑皑、寒风凛冽，“养牛达人”王金
强的牛棚里却温暖如春，牛犊膘肥体
壮。“这是华西牛，是我们内蒙古自
治区乌拉盖草原上自主培育出的‘香
饽饽’。”王金强说。

华西牛是中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的专门化肉牛新品种，由中国农
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主导培
育，经过 43 年的杂交改良和持续选
育，于 2021 年在乌拉盖草原上“诞
生”。王金强是第一批参与肉牛新品
系选育的项目户，在专家团队的精心

指导下，他通过科学养殖，不断提升
牛群个体质量。如今，第一批养殖的
150余头华西牛开始收效，仅今年秋
冬季节出栏的收入就高达100万元。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盖管
理区把现代精品农牧业确定为地区发
展支柱产业之一，立足产业发展实际
需求，大力引进“高精尖缺”专家人才，
制定出台十条人才引育办法，吸引各
类英才集聚乌拉盖，为地区产业发展
赋能助力，推动牛产业走上了发展“快
车道”。目前，乌拉盖管理区本土培育
的华西牛整体存栏规模达到3.4万头，
成为全国华西牛主要良种供种基地。

内蒙古乌拉盖管理区：

科学养殖发展牛产业

本报电（徐必成） 日前，浙江淳
安首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千岛湖
大会举行。作为首批五个“中国好
水”水源地之一的淳安，近年来大力
实施科技创新驱动和人才强县发展战
略，瞄准水饮料、大健康等产业赛
道，先后培育出农夫山泉、千岛湖啤
酒等一批行业龙头企业。2022 年，
淳安县 27 家水饮料企业实现年度水
饮料营业收入109.6亿元。

2023 年，淳安县深入实施水饮
料产业创新服务改革，在启用“千

岛 湖 水 饮 料 产 业 数 智 平 台 ” 基 础
上，大力发展“青雁回巢”+“人
才提级”工程，通过政策引导吸引
回流 35 岁以内青年人才就业创业
1500 余名，引育杭州市 F 类及以上
高层次人才 135 名，健康水业技能
人才 300 余名，为水饮料产业高质
量发展按下“加速键”。其中，专为
水饮料车间提供研发服务的千岛湖
瑞淳机器人研究院，2023 年成功挂
牌市级院士工作站，成为淳安本地
首家院士工作站。

浙江淳安：

“科技+人才”打造健康水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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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2月25日，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

雷士照明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五研究院第五一〇

研究所（兰州空间技术物理研究所）（简称“510所”）在

广东省惠州市雷士工业园共同为中国航天照明科技

实验室揭牌。

510所承担了“天宫空间站”大部分照明产品研制

工作。中国航天照明科技实验室启动后，雷士照明将

与510所在航天级照明科技研发、航天级精工标准制

定、中国航天照明大数据三个方面展开合作，并重点

攻关全新一代健康照明技术——航天健康光技术。

雷士照明发挥科研优势，用照明科技助力航天事

业发展。雷士照明将与510所共同做好航天科技产业

化连接，发挥双方技术优势与经验特长，在科研探索、

技术转化、产品开发等领域全方位紧密协同，研发航

天级健康照明技术。

雷士照明 CEO 林良琦表示，中国航天照明科技

实验室的揭牌成立是雷士照明实现“用照明科技点亮

可持续未来”ESG愿景的重要一步，未来，雷士照明希

望成为一个以ESG为导向、用照明科技来改变人们生

活、以ESG来推动行业生态发展的行业引领者。

联合 510所成立中国航天照明科技实验室，雷士

照明探索出一条“以合作共赢的生态为基石，以航天

照明科技构筑的新质生产力为动能，以 ESG 可持续

发展理念为方向，提供整体照明解决方案”的发展路

径。下一步，雷士照明将加快航天级健康照明技术

的研发，并依托照明行业先进科研技术成果，持续为

用户带来健康、环保、智能的“航天级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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