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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去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人们还抱有一丝疑虑：大模

型这个新概念会不会转瞬即逝？那么今年，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越

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探讨大模型在乘风破浪中的实质问题，包括价

格战、盈利模式、模应一体、产业融合……某种程度上，大模型已成

为一种更聚合、更集成的新型基础设施。

随着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天启幕，一批更新版本或功能

后的大模型借这个高光舞台首秀，而以今年展会上各类大模型为

样本，恰能看到整个产业的风云动向。

从混战到细分：专注更专业赛道

从提出新概念到落地应用，大模型的发展速度之快，在连续两

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显露无遗：去年此时，大模型们还在卷参

数，大都只有简单的演示；到了今年，大模型开始各显神通，在不同

的细分赛道“狂飙”，找到属于自己的落地方案。

上海合合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昨天在大会现场发布了大模

型“加速器”，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文档解析引擎助力大模型突破在

书籍、论文、研报等文档中的版面解析障碍，助力大模型跑得更快。

记者在现场随机扫描了一份地中海气候图表，这一加速器瞬间就能

“解读”图表，并将其转化为带有具体数值的Excel表格。

“如果将大模型比喻为正在疾驰的科技列车，语料便是珍贵的

‘燃料’。”合合信息智能创新事业部总经理唐琪介绍，大批高价值

语料数据依然“沉睡”在报告、论文、报纸等文档里，而无线表、跨页

表格、复杂公式等元素的处理仍是大模型语料处理中的“拦路虎”。

针对这一痛点，合合信息在大模型训练的上游阶段开发了大模型

“加速器”，最快1.5秒可解析百页长文档中的文本、表格、图像等非

结构化数据，从源头为模型训练与应用输送纯净的“燃料”。

今年，大模型的“价格战”成了卷赛道的一个焦点。目前，阿里

云通义千问GPT-4级主力模型Qwen-Long的API输入价格从0.02

元/千tokens降至0.0005元/千tokens，而百度智能云展台上，工作人

员表示，文心大模型的两款主力模型ENIRESpeed和ENIRELite

全面免费，大会期间还将发布主力大模型的降价信息。

在百度智能云市场部总经理曹海涛看来，价格战至少还将持

续一年，目前国内有200多个规模级以上的大模型，未来一段时

间，三类大模型企业将陆续“出局”，一类是套壳公司，第二类是云

基础设施不完善的企业，第三类是没有“数据飞轮”能力的公司，活

下来的企业将进入深水区。

从通用到有用：应用走进深水区

从“卷参数”走向“卷赛道”，也是大模型从“通用”走向“有用”

的一种符号。

走进腾讯展台，腾讯混元大模型位居C位，与今年5月底刚

刚揭开面纱的“腾讯元宝”和“腾讯元器”一道，吸引众多参观者

近距离互动。在“腾讯元器”展位，不少专业观众正在尝试创建智

能体——通过添加提示词、插件、知识库等方式快速、低门槛打造

高质量的智能体，以满足不同场景下的需求。

“大模型的打造只是起点，把技术落地到产业场景，创造价值才

是目标。”腾讯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腾讯混元大模型已在近700个

腾讯内部业务和场景中落地测试。其中，以腾讯混元大模型为基底

的一站式AI广告创意平台——腾讯广告妙思，实现了“创意生成—

一站式审核—广告投放”全链路打通，助力提升广告生产投放效率。

“有用”也是大模型买家们的诉求点。携程国际OTA平台已在

亚洲、欧洲和美洲的39个国家和地区运营，提供20多种语种、支付

方式，但随着海外业务的快速扩张，传统翻译模型已难跟上步伐，

用携程高级算法工程师何林梓的话说，大模型已成为“绕不开的选

择”。最近，携程选择阿里云的通义千问作为基础模型，“我们看中

了它在分词器层面对多语言更加友好，在泰语、希伯来语、阿拉伯

语等小语种上具备较高的训练和推理效率，可以帮助携程AI智能

评论助手从海量评论中对商户的位置、设施服务等信息直接进行

提炼总结，减少人工参与，提升决策参考。”

蚂蚁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井贤栋认为，通用大模型落地

严谨产业，还面临着3大“能力短板”：领域知识相对缺乏、复杂决

策难以胜任，以及对话交互不等于有效协同。为了破解这些难题，

蚂蚁选择了构建专业智能体生态的路径，“通过专业智能体的深度

连接，AI会像互联网一样，带来服务的代际升级。”

模应一体：更像人类一样交互

每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都会公布一批“镇馆之宝”，一定程度

上代表着AI的前沿走向。从今年的“镇馆之宝”名单中不难发现，无

论是商汤科技的可控人物视频生成大模型Vimi，还是支付宝智能助

理，那些“更像人类一样交互”的应用逐渐脱颖而出，在“模应一体

（既做基础大模型，又做具体应用）”方向上更好地融入日常。

支付宝今年4月悄然上线“智能助理”的灰度测试，并在今年

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首次展现在公众视野中。记者在支付宝展

区尝试点单，对“巨型手机”里的智能助理说“帮我点一杯蚂蚁咖啡

店的拿铁”，很快就有了语音回复“下单成功，您的订单正在制作”，

一旁的咖啡机同时接到指令开始制作咖啡，一分钟后，一杯热气腾

腾的咖啡就做好了。据悉，AI点单这一新功能，已在支付宝App开

启测试，首批支持星巴克、瑞幸、喜茶、霸王茶姬、蜜雪冰城等12个

茶饮品牌的支付宝小程序。

蚂蚁集团大模型应用负责人顾进杰告诉记者，“智能助理”是

基于蚂蚁百灵大模型开发的产品，在设定其应用价值时，支付宝最

关注的点在于“让它更像个人”以及“让用户感受到被认真对待”。

在过去3个月的实践中，他坦言“坑”特别多，用户的对话习惯和最

初预设的话术有很大差别，比如，当用户说“我要一杯咖啡”的时

候，大模型并不知道用户的喜好，这就需要大量反复确认的工作。

因此，下一步“智能助理”会朝着更贴近个人习惯和记忆的方向上

持续投入，让AI像“扫码支付”一样便利。

和蚂蚁有着相同探索方向的还有SoulApp。今年Soul在现场

展示了“数字分身”“狼人魅影”和“异世界回响”3个新功能及场

景，也是其探索“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社交”场景深度融合的

最新实践。记者在现场与“异世界回响”中的虚拟角色进行实时的

“跨次元”通话，在“拨通”电话后，具备类真人音色的虚拟角色会实

时回应，交流互动相当自然。

这背后是Soul最新升级的语音大模型。“在‘AIGC+社交’场景

上，对话式AI需要具备情感化的能力，能够找到人的情绪点，实现

个性化、拟人化、多样化。”SoulApp首席技术官陶明显然更关注

大模型的“情感”属性。2020年，Soul启动了对AIGC的系统研发工

作，去年推出了自研垂类大模型SoulX，实现有情感、有温度的交

互，今年，Soul自研语音大模型升级，包括了语音生成大模型、语音

识别大模型、语音对话大模型、音乐生成大模型等，已可支持真实

音色生成、语音DIY、多语言切换、多情感拟真人实时对话等能力。

以今年展会上各类大模型为样本，恰能看到产业的风云动向

“通用”走向“有用”，在细分赛道上乘风破浪

一走进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IC）的展馆现场，你立马就能感受到

人形机器人赛道的火热程度：一条展示

通道上，18台人形机器人组成了先锋阵

列，包括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

中心的“青龙”、傅利叶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的傅利叶GR-1、清宝引擎机器人有

限公司的清宝机器人等，被观众爱称为

“场内最靓的仔”。

在业内专家看来，人形机器人正逐

步成为智能制造、医疗健康、家庭服务等

多个行业的变革力量。国际机器人联合

会（IFR）的数据显示，全球人形机器人

的市场规模正以每年超过20%的速度增

长，预计到2025年将达到数百亿美元的

规模。这一增长不仅预示着巨大的市场

潜力，也反映了社会对于智能化、自动化

解决方案的迫切需求。

人形机器人和  一体化发展

机器人并不是新鲜事物，那么这些

人形“靓仔”究竟靓在哪里？答案就是人

工智能技术为其注入了“灵魂”。

昨天举行的“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

能发展论坛”上，一名身高1.85米、体重

80千克的“壮汉”迈开大步走上舞台“C

位”，听到指令后，“他”从容地伸出双手，钢

铁手指准确地抓取桌面上散落着的面包、

水果，灵巧地将它们分类摆放好。

这是首度亮相的国内首个全尺寸开源

通用人形机器人公版机“青龙”，拥有高度

仿生的躯干构型和拟人化的运动控制，全

身多达43个主动自由度，支持多模态机

动、感知、交互和操控，在负载40千克的情

况下，它能够以每秒1米的速度行走，满足

了高负荷场景下的载荷需求。

“青龙”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

新中心自主研发，通过与浦江实验室书生

大模型深度融合，实现了人形机器人和人

工智能一体化发展，不仅有望成为中国人

形机器人的技术基座，更是人形机器人产

业领域的一次重大创新。

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

席科学家江磊告诉记者，“青龙”搭载了多

模态大模型“朱雀”大脑和任务执行模型

“玄武”小脑，交互决策敏捷，行动也十分自

如。运动能力上，“青龙”人形机器人同时具

备高机动下肢行走配置与轻量化高精度上

肢作业配置，支持快速行走、敏捷避障、稳

健上下坡和抗冲击干扰等四大运动功能，

是通用人工智能软硬件开发的理想载体。

搭载AI大模型为机器人带来的革命

性变化在于，它不仅应用于机器人“大脑”

的理解、推理、规划之中，也将融入“小脑”

“躯干”参与的感知与执行过程。一旦人形机

器人拥有更加强大的泛化能力后，就能更好

地与物理世界交互，进一步降低部署成本、

应用门槛，这也是具身智能前进的方向。

“今年我们发布的人形机器人取名‘青

龙’，并以此为起点打造人形机器人开源社

区。通过开源，希望每年都能推出一款全新

的人形机器人，以12生肖命名，打造中国

人自己的人形机器人创新社区。”江磊说。

从实验室走向量产显露应
用实力

说起当下最火的人形机器人，很多人

立刻会想到特斯拉的Optimus。在WAIC

上，第二代Optimus正式亮相，平衡能力、

身体控制能力再增强，还能像人类一样蹦

迪、深蹲、拿鸡蛋。

特斯拉工作人员介绍，二代Optimus

在直立行走的基础上，行走速度提升了

30%；十个手指还“进化”出感知和触觉，

可以在轻握鸡蛋和搬运重物时做到“游刃

有余”。

值得一提的是，前不久，二代Optimus

已经在特斯拉工厂尝试“打工”，借助视觉

神经网络和FSD（完全自动驾驶）芯片，能

够模仿人类操作，进行电池的分拣训练。而

特斯拉预计将于明年开始限量生产人形机

器人，将有超过1000个Optimus在特斯拉

工厂帮助人类完成生产任务。

从实验室走向量产，意味着人形机器

人将大步从展示走向生活与生产。不止于

Optimus，人形机器人在一众实际场景中已

经逐步显露出了落地应用的强大实力。

“人形机器人不仅能够模仿人类的形

态和动作，更在感知、决策和交互等方面展

现出日益增强的能力。”中国科学院院士、

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专家委

员会主任毛明表示，从产业发展角度看，人

形机器人已进入智能制造、医疗健康、家庭

服务等多个领域。

在医疗领域，人形机器人的应用从简

单的辅助手术发展到复杂的手术操作，甚

至在康复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家庭

服务领域，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人形机

器人在辅助老年人生活、提供情感陪伴等

方面展现出独特的价值。在工业制造领域，

人形机器人的应用正在推动着生产方式的

变革。它们能够在危险或人类难以适应的

环境中工作，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

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徐晓兰也表示，

人形机器人是芯片、传感器、软件、AI、通

信、机械、材料等诸多前沿技术综合应用的

集大成者，蕴藏着巨大的市场空间和发展

机遇。她建议，要发挥好“链主”企业作用，

带动产业创新资源集聚，培育大中小企业

协同创新的良好生态，打造一批具有生态

主导力的人形机器人企业。

人形机器人正逐步成为多个行业的变革力量

搭载  大模型，“场内最靓的仔”站C位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名为“十八金刚 众创未来”的18台人形机器人组成的阵列“迎宾”，与观众进行才艺展示并互动。 本报记者 袁婧摄 制图：冯晓瑜

 走进合合信息的展台，一幅高清的“敦煌遗书”残卷正在生成式

AI技术的加持下被数字化修复。 本报记者 袁婧摄

▲ bilibiliIndex大模型不仅可应用于搜索，还能在内容推荐、内容生

成、内容审核等应用场景下发挥更多作用。 本报记者 周俊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