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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产业整体进展
多模态、长文本、大模型小型化成为热点研究方向
在过去几年里，大众已见识到GPT、 BERT等大语言模型在自然语言理解和生成方面的卓越能力。相比单一模态的大模型，多模态大  
模型能够提供更自然的人机交互方式，具备更全面和准确的认知能力，并在不同情境下表现出更高的鲁棒性，从而赋能更丰富和全   
面的AI应用。因此，多模态技术已成为诸多大模型厂商的研发重点。此外，长文本处理能力的提升，使大模型在理解和生成复杂文   
档方面表现更佳，能够更好地支持多主题和多步骤的推理任务；通过知识蒸馏、模型剪枝和混合精度训练等技术，大模型得以小型   
化，减少了计算资源需求，提高了推理效率，使大模型在资源受限设备上高效运行，提升了响应速度和用户体验，保护了用户的数   
据隐私。聚焦国内AI商业化市场，大模型商业化进程加速，API市场竞争激烈，价格战频现，但同时也反映出供应商间能力同质化的 
问题，亟需破局；另一方面，央国企凭借较好的数字化基础、丰富的数据资源及业务场景、相对充足的科技投入预算，成为现阶段   
国内大模型项目建设的主力军，推动了大模型在中国AI产业的商业化落地。

全球AI产品技术进展                                                  中国AI商业化落地进展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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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模态

•   概述：多模态大模型能够同时处理和理解包括文本、音频、图像和视频在内的多种数据 
类型，这使得它们能够提供更自然的人机交互方式，具备更全面和准确的认知能力， 并 
且在不同情境下表现出更高的鲁棒性，从而赋能更丰富和全面的AI应用

•   案例： 2024年5月， OpenAI推出GPT-4o，可对音频、视频和文本进行实时推理； 
2024年5月， Google演示了多模态AI助手Astra

长文本

•   概述：长文本可支持模型理解和生成更复杂的文档、报告、小说等内容，能够更有效地 
进行知识管理和信息检索，提升了模型对于上下文理解的连贯性，进而更好地实现多主 
题、多步骤的复杂推理任务

•   案例： 2024年3月，月之暗面宣布旗下大模型产品Kimi开启200万字无损上下文内测，  
其后阿里、百度等大模型厂商均宣布相关大模型产品的长文本能力升级规划； 2024年4 
月，  Google、  Meta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先后提出 Infini-attention、  Megalodon等无限   
长文本方法

大模型 
小型化

•   概述：通过知识蒸馏、模型剪枝、混合精度训练等方法， “大模型小型化”相关技术可 
减少模型参数并降低计算资源需求，  提高推理效率，使大模型可在端边等资源受限的设 
备上高效运行，降低能耗，提升了响应速度和用户体验， 还增强了数据隐私保护，未来 
可能催生更多的创新型智能终端

•   案例： 2024年5月，微软表示Windows将附带40多个端侧AI模型，包括可用于搜索、

实时翻译、图像生成和处理等任务的小语言模型Phi-Silica；2024年6月， 苹果推出

Apple Intelligence个人智能系统，内置3B端侧模型，可支持摘要、改写、问答等功能

API调用市场卷起价格战



为争夺大模型客户流量及背后云资源市场，24年上半年云厂商、大模型厂商等 相继
调整API产品定价，低价甚至免费供应

价格战的积极意义

扩大客户量及使用频次，促使大模型技术在国内更快普及，加速创新型应用的诞生；促进供应商不断优化 
模型及计算架构，降低模型推理成本；竞争加速产业分层，较少社会整体资源消耗

价格战的另一面为大模型产品技术壁垒的薄弱

尽管大模型相关产品技术仍在迭代，但国内大模型尤其以API方式提供标准化大模型服务的各供应商的产品 
能力尚未形成较大代际差异；供应商需加速技术及产品差异化建设，获取足够的利润，产业才能健康、可   
持续的发展

央国企对大模型的建设投入较多，与其有较好的数字化基础、丰富的数据资源 及业
务场景、相对充足的科技投入预算相关

2024年上半年中国大模型相关项目中标统计

据智能超参数统计，2024年1-6月中国大模型相关项目中标数量达237个，前5个月披露的项目金额合计已    
过2023年；行业分布上，电信（47个）、能源（42个）位居1-6月的项目数量头两名，其次为教育、金融、 
政务等行业，各行业中的央国企均在积极推动大模型项目建设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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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国企引领大模型项目建设



数据、算法、算力是构建AI的三大要素   
数据、算法、算力的协同促使现代AI技术实现了从理论到应用的飞跃
在人工智能领域，数据、算法和算力是构建AI系统的三大核心要素，三者的协同使现代AI技术实现了从理论到应用的飞跃。数据是   
AI的基础，大量高质量的数据不仅能够提高现有模型的准确率，还能促进模型的优化和创新。以ImageNet数据集为例，该数据集及 
相关挑战赛推动了计算机视觉算法的快速发展，2017年是挑战赛的最后一年，物体分类冠军的准确率在7年时间里从71.8%上升到    
97.3%。近年来，Transformer等预训练大模型在语言理解及生成等领域表现出色，大模型背后的Scaling Law（规模定律）进一步  
揭示了模型性能与数据量、算力之间的关系，强化了数据在提升AI表现中的关键作用。

构建AI系统的三大核心要素：数据、算法、算力
算法 是处理信息、提取特征、进行预测的逻辑框架

深度学习的兴起，CNN、Transformer等模型的迭代，极大地推动了图像识别、语 
义理解、文本生成等AI任务的进步

算力 支持算法处理庞大和复杂的数据集     

GPU、TPU等AI芯片的发展，使得研究人员 
能够探索更深、更宽的网络结构，训练更强 
大的模型，并加速模型的推理速度。硬件的 
进步直接影响到AI模型的训练效率及规模化

应用的可行性，从而不断拓展AI的边界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数据 是模型学习和适应不同任务的基石    
高质量的数据能够帮助模型更好地理解现实 
世界，并做出更精准的预测；反之，即使是 
最先进的算法，也无法从劣质的数据中获得 
有效的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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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数据推动AI系统的发展进步
ImageNet数据集的成功，以及大模型的Scaling Law的发现，都证明着高质量 数
据对于AI发展的巨大推动

•   2009年6月，李飞飞团队完成ImageNet初始版本，共有1500万张图片，涵盖了 2.2 万个
不同类别，这些图片筛选自近10亿张候选图片，并由来自167个国家的4.8万多   名全球贡
献者进行了标注

•    2012年，由Alex Krizhevsky、  Ilya Sutskever和Geoffrey Hinton共同开发的

AlexNet在挑战赛上以超过第二名10个百分点的成绩在夺冠，深度学习迎来学术探 索与
工业应用的热潮

•   2017年是挑战赛的最后一年，物体分类冠军的准确率在7年时间里从71.8％上升到 97.3
％，超越了人类的物体分类水平

•    OpenAI研究团队于2020年发表的论文《Scaling laws for neural language

models》 中，系统地探讨了语言模型性能与模型大小、数据集大小和计算资源之间 的关
系。研究发现，模型的性能（如损失函数值） 与这些因素之间存在稳定的幂律   关系，即
模型的性能会随着数据量、模型规模和计算量的增加而提升

•   现阶段，诸多大模型的研发仍在遵循Scaling Law的发展方向

①  今年2月，由ServiceNow、  Hugging Face 和  NVIDIA联合发布的用于代码生成  的
StarCoder2，其数据集规模相比v1大7倍，实现了更准确的上下文感知预测

② 今年4月， Meta推出Llama3，其训练数据集超过15T token（是Llama2的7倍）， 可支
持8K的上下文长度（是Llama2的2倍）， 在MMLU、GPQA、  HumanEval      等多项基
准上成绩优异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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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Net见证CV算法在大规模数据集上的性能提升

Scaling Law进一步揭示数据对于提升模型性能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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