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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中国AI大模型场景探索及

产业应用调研报告

——大模型“引爆”行业新一轮变革





引言

本报告由深圳前瞻产业研究院、首钢基金CANPLUS联合华为云共同撰写，并于2024年4月下旬正式联合发布。

报告显示，2023年我国AI大模型行业规模已达到147亿元。AI大模型的行业应用及技术进步能有效提升各行业生产要素的产出效率并提高了数据要素在生产要素组合中

的地位。供给方面，当前AI大模型企业主要通过深化通用大模型能力或打造垂类行业大模型两种路径为下游行业提供AI大模型应用服务，商业模式则较为灵活且多元化；

需求方面，企业需求特征表现为满足可落地的前提下实现价格、私密安全性和大模型能力效果的三者平衡，因此大部分的规模企业用户主要选择参数规模在100~200亿

之间的AI大模型和本地化部署的落地方式。

应用现状，大模型赋能场景包括一般通用业务场景和行业应用场景。截至2023年，我国大模型在各垂直应用行业中，金融、政府、影视游戏和教育领域是大模型渗透率

最高的四大行业，渗透率均超过50%。电信、电子商务和建筑领域的应用成熟度较高。

面临的痛点，首先是基础算力不足；其次是数据获取成本高；三是人才不足；四是潜在法规风险；五是市场认知不准确。

 AI大模型行业是技术驱动的行业，且仍具有巨大的挖掘潜力、技术更新进步速度也较快，行业技术能力拓展上限尚未出现。行业发展的七大趋势，一是技术趋势，具备

强大预测能力的预测大模型、强大决策能力的决策大模型和能够自主学习、实时交互的具身智能大模型最有可能成为继自然语言大模型和多模态大模型后的下一个大模

型行业风口；二是竞争趋势，AI大模型企业需将资源聚焦单一发展路径，行业竞争将开始分化；三是应用场景趋势，行业应用场景数量也将爆炸性的多元化增长，且会

逐渐从当前的业务类场景向决策管理场景深入；四是应用行业趋势，前期信息化基础较好，对新兴技术接受度支付意愿也较高的金融、电商、教育和医疗领域是未来五

年AI大模型应用潜力最高的四大下游行业领域；五是AI大模型的应用将反哺基础科学技术的发展；六是AI大模型将轻量化发展助力终端智能化；七是基础AI通用大模型

将开源化赋能构建国产软件生态；

针对AI大模型行业应用的四大发展建议，一是牢守安全底线、放开政策监管力度，为行业创新发展打开政策空间；二是延续传统高效的商业化应用优势，加快AI大模型

应用落地；三是打造开源生态，促进产业整体快速发展；四是加快人才培养，做好人才储备工作；针对AI大模型行业应用企业的三大发展策略，一是脱虚向实，谨防陷

入“模型”规模之争；二是加强企业合作，做大行业蛋糕是当前首要任务；三是关注细分行业机会，寻求差异化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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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AI大模型定义及概述

AI大模型是指在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领域中，采用大规模

参数（至少在一亿个以上）的神经网络模型，AI大模型在

训练过程中需要使用大量的算力和高质量的数据资源。

当前整体AI大模型行业仍处

于萌芽期，市场规模并不大

但行业增速较快，根据相关

公开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

我国大模型行业市场规模初

步估计将达到147亿元，近三

年复合增速高达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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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AI大模型行业应用价值：提升要素效率及数据要素地位
数据已成为新生产要素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

济之后的现阶段主要经济形态，

数据要素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下

的新型生产要素。2019年十九

届四中全会，数字要素首次被增

列为生产要素，数据要素地位得

到确立。我国成为首个将数据列

为生产要素的国家。

AI大模型技术进步提升生产要素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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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产函数模型，

AI大模型的技术进

步对生产函数的影

响如左图所示，且

当前的大模型技术

进步对经济增长的

影响仍成发散态势，

即AB<BC<CD。

资料来源：人民网、中航证券、中国信通院；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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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从企业内部到外部的流通过程中可以创造三次价值：1、数据支撑业务贯通；2、数据推

动企业数智决策；3、数据资源流通交易赋能社会创造额外价值； AI大模型技术进步提升数据要素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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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AI大模型行业应用实现路径

资料来源：企业调研访谈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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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行业know-how，基于通用大模型打造垂类行业模型。

当前AI大模型的行业化应用的布

局路径主要有两种：

垂类行业大模型

通用大模型

垂类行业大模型的构建优化是站在通用大模型的“巨人的肩膀”

上，当前亦有许多企业同时采取布局两种路径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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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国AI大模型行业应用商业模式：多元化

AI大模型行业应用商业模式分类

资料来源：企业调研访谈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部署模式 大模型使用方式 收费模式 适用企业规模 适用行业/场景

本地部署 本地调用 产品授权费用（按年/买断）+人员服务费
（人*天） 中大型企业 党政、工业

云
部
署

SaaS模式 APP/网页 订阅模式、广告收入、按次数收费 小微企业 知识搜索，内容生成

PaaS模式 远程平台 订阅模式、二次开发分成 小微企业、初创企业 电商

MaaS模式 调用API 按流量计费、二次开发分成 中小企业 医疗、教育、文旅

混合部署 本地+云 产品授权费用（按年/买断）+人员服务费
（人*天）+流量费用 中大型企业 金融、工业

AaaS模式 融合智能终端/APP 买断模式、订阅模式、广告收入 不限 不限

当前AI大模型行业应用的商业

模式类型商务较为统一标准的

定论。

AI大模型企业为争夺不同类型

市场会提供各种不同的灵活部

署、收费方案。

AI大模型行业应用商业拓展特点

重视后续升级服务

当前AI大模型仍处于技术快速迭代
的阶段，因此许多企业客户或者厂
商都会主动要求将定期的大模型的
迭代更新服务列为义务的服务内容

之一。

1 2

需求方议价能力更强

当前需求方企业议价能力更强主要
体现在企业在相同价格下对服务内
容上的定制化、保密性要求会更高，
因此在实际过程中初创企业凭借高
效的流程效率和灵活的业务开展方

式反而会更具优势。

3

重视实际落地效果

当前AI大模型行业应用商业化布局
过程中，需求企业会更关注AI大模
型产品与公司所处业务场景的融合
可能性以及最终落地的效果。



◆当前需求企业对于AI大模型的应用需求特征为在满

足可落地的前提下实现价格、私密安全性和大模型

能力效果的三者平衡。

◆调研访谈观点：100~200亿参数规模的大模型即可

满足当前行业应用的大部分场景需求，且性价比较高。

稳定性

准确性

计算速度学习速度

专业能力

1.5 AI大模型行业应用需求概述：100-200亿参数规模最优

资料来源：企业调研访谈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AI大模型的行业应用的爆发亦始于ChatGPT出现，当前处于广泛

探索的阶段：

AI大模型行业应用概述

AI大模型
能力强

价格低
私密、安
全性高

 AI大模型表象的能力特征则大致可分为稳定性、准确性、计算

速度、学习速度和专业能力五大维度，其决定了AI大模型在行

业应用过程中的应用效果、可持续性和未来的可拓展性。

 调研访谈观点：当前下游应用行业对AI大模型表象的能力特征

要求排名顺序为：计算速度→稳定性→学习速度→准确性→专

业能力，表明企业更关注大模型的可持续性和未来可拓展性。

模型参数更大、本地化部署

需
求
特
征

企业对AI大模型能力需求

调研访谈观点：由于企业对大模型部署的私密安全性的需求较高，尤其是

党政领域，因此企业在选择大模型的时候会优先选择以下类型的企业

 高校、研究院背景

 本地化部署方式

企业对安全性需求

大部分规模企业选择



1.6 AI大模型行业应用竞争格局

资料来源：《北京市人工智能行业大模型创新应用白皮书（20 23年）》，企业调研访谈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优势：

• 丰富的各行业专业数

据积累；

• 充沛的学术研究人才；

• 无逐利目标要求；

• 良好学术研究环境；

优势：

• 充足的资金支持；

• 大量经验丰富的行业人才；

• 潜在的行业客户基础；

优势：

• 高效的企业运作效率；

• 灵活的业务开展方式；

• 专精于所处细分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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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中国AI大模型行业应用投融资分析：处于萌芽阶段

我国AI大模型行业投融资事件

始于2021年，并于2023年受

到资本的追捧，全年投融资

事件14件，投融资金额超10

亿元。

截至2024年4月，我国AI大模

型投融资事件及金额已接近

2023年全年水平。

投融资规模及轮次 投资赛道分类

资料来源： IT桔子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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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AI大模型行业应用的合规要求：暂行备案制

政策名称 《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发布时间 2022年12月 2023年7月

实行时间 2023年1月 2023年8月

定义概念
深度合成技术，是指利用深度学习、虚拟现实等生成
合成类算法制作文本、图像、音频、视频、虚拟场景
等网络信息的技术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是指具有文本、图片、音频、
视频等内容生成能力的模型及相关技术

适用对象 具有舆论属性或者社会动员能力的深度合成服务提供
者和服务技术支持者；

提供具有舆论属性或者社会动员能力的生成式人工智
能服务的企业；

主要区别
深度合成技术本质上是根据一定的需求，对已有的数
据（图片、文字等）进行组合、拼接，其并不能从无
到有的生成新内容；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逻辑为“理解-创作”，生成内
容具有新颖性，并非对已有内容的拼接，换言之，其
具有对已有数据进行演绎创新的能力。

当前我国AI大模型的行业应用实行备案制，

正式参考文件是2023年7月，国家互联网信

息办公室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

暂行办法》；

此外，在现有法律体系下，生成式人工智能

技术乃深度合成技术的子集。因此部分国内

大模型企业亦可通过获得《互联网信息服务

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的备案实现大模型算法

的合规要求。

AI大模型行业应用合规要求

公司 大模型/产品

科大讯飞 星火大模型

智谱AI GLM大模型

百川智能 百川大模型

商汤科技 日日星大模型

MiniMax ABAB大模型

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 书生通用大模型

公司 大模型/产品

百度 文心一言

阿里 通义大模型

腾讯 混元大模型

抖音 云雀大模型

华为 盘古大模型

中科院 紫东太初

公司 大模型/产品

面壁智能 Luca大模型

网易有道 子曰大模型

好未来 九章大模型

金山办公 WPS AI

360 奇元大模型

公司 大模型/产品

美团 未公开

蚂蚁集团 百灵大模型

知乎 知海图AI

出门问问 序列猴子

昆仑万维 天工大模型

月之暗面 MoonShot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备案的大模型名单



1.8 AI大模型行业应用的合规要求：暂行备案制

公司 大模型算法名称

智谱AI ChatGLM生成算法

百度 文生图内容生成算法

百度 PLATO大模型算法

阿里达摩院 开放域自然对话合成算法

阿里达摩院 图像合成算法

科大讯飞 讯飞星火认知大模型算法

秘塔科技 MetaLLM大语言模型文
本生成算法

华为 智慧助手大模型算法

公司 大模型/产品

深言科技 语鲸大模型

中科闻歌 雅意大模型

公司 大模型/产品

澜舟科技 孟子GPT

京东 言犀大模型

抖音 福禄瓜大模型

快手 快意大模型

红棉小冰科技 小冰大模型

聆心智能 Character GLM

云知声 山海大模型

公司 大模型/产品

步刻科技 微步情报智脑

BOSS直聘 南北阁大模型

智联招聘 “AI改简历”

脉脉 “智能问答”

小米 “小爱同学”

什么值得买 AI问答机器人

掌阅科技 “阅爱卿”

公司 大模型/产品

第四范式 式说大模型

衔远科技 品商大模型

衔远科技 慕小仙大模型

零一万物理 零一万物大模型

识因智能 一叶轻舟大模型

新壹科技 新壹视频大模型

创思远达 魔方大模型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部分通过《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备案的大模型算法名单

公司 大模型算法名称

360 智脑文本生成算法

深信服 安全文本生成算法

360 智脑图像生成算法

中科院 闻歌雅意大模型算法

网易有道 子曰大模型算法

智谱AI 交互式内容生成算法

西湖心辰 西湖大模型内容生成算法

科大讯飞 讯飞星火认知大模型算法
-SparkDesk

公司 大模型算法名称

智谱AI 文档解读生成算法

智谱AI 文本结构化生成算法

智谱AI 多模态通用图生文算法

云知声 山海认知大模型算法

昆仑万维 天工大语言模型算法

WPS AI文本生成算法-1

美图秀秀 奇想智能视觉大模型算法
-MiracleVision

云从科技 从容大模型算法

公司 大模型算法名称

百度 文心大模型算法

华为 云盘古NLP大模型算法

抖音 云雀大模型算法

出门问问 序列猴子大模型算法

京东 言犀大模型内容生成算法

商汤科技 商量大语言模型

腾讯 混元助手大模型

华为 云盘古多模态大模型算法



02

中国AI大模型行业应用现状
及案例
2.1 AI大模型行业应用渗透情况

2.2 AI大模型行业通用场景应用分析

2.3 AI大模型+金融

2.4 AI大模型+政务

2.5 AI大模型+医疗

2.6 AI大模型+电商

2.7 AI大模型+教育

2.8 AI大模型+终端

2.9 AI大模型+其他行业



2.1 AI大模型行业应用渗透情况：金融、政务渗透率最高

从AI大模型行业应用路径的具

体占比情况来看，当前60%的

企业通过垂类行业大模型实现

AI大模型在行业的应用布局。

行业应用路径占比

生成模态分布

行业渗透情况

资料来源：赛迪、至顶科技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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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成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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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截至2023年，金融、政

府、影视游戏和教育领

域是大模型渗透率最高

的四大行业，渗透率均

超过50%。电信、电子

商务和建筑领域的应用

成熟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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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图像, 4%

其他,30%

从我国AI大模型的生成

模态来看，单一模态中

主要集中在AI文本，占

比为27%；其次为数字

人，占比也达到20%；

而AI音频、AI绘画以及

AI视频的占比为8%、

6%、5%；

区域渗透情况
从区域渗透情况来看，

我国AI大模型行业应

用企业大多分布在东

部地区或经济发达的

一线城市，尤其集中

在北京、上海、广东、

浙江等地。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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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AI大模型行业通用场景应用分析
智能客服

16.0
30.1

48.7
66.8

87 95 103
133

181

智能客服是通过文字、语音、

图片等媒介与用户构建交互

桥梁，协助人工进行会话、

质检、业务处理。截至2023

年我国智能客服行业市场规

模为87亿元，预计到2027年

行业将增长到181.3亿元，复

合增速达35%。

理解能力

理解能力更强，能够
准确地识别不同用户
表达内容背后的意图

对话决策能力

能够根据用户的反馈
内容做出符合用户需
求和场景的回复

自主学习及改进能力

具备自主学习和持续改进的能力，甚
至可以在对话过程中，根据用户前文
的反馈内容做出实时的变化调整，从
而不断优化服务质量

大模型的功能特征完美契合了智能客服场景的实际需求，智能客服也因此进一步迈向AI

数字化运营，智能客服的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拓深。
强调使用先进的技术，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和机器
学习，依据处理大规模的数据，进行自动化决策；

决策
依据

智能营销利用算法和模型，通过分析大量数据来做出决策。
它能够快速调整策略，基于实时数据进行优化，并自动执
行营销活动。

决策
变化

智能营销通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成本效益，因为它能
够自动执行许多任务，减少了人工劳动力成本。

成本
效益

300
380 420

500 550
610

670 726
786

智能营销

智能营销的主要目的是

提高营销效率和效果，

创造新的消费者交互场

景体验，以及发现和创

造消费需求。当前智能

营销市场规模已突破

500亿元，预计2027年

将达到786亿元。

资料来源：Fro s t  &  S u l l i va n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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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AI大模型行业通用场景应用分析

智能搜索

智能搜索是指采用了智能搜

索引擎为用户提供相应信息

的服务，智能搜索引擎是结

合了人工智能技术的新一代

搜索引擎。2023年上半年我

国网络搜索用户规模为8.41

亿人，使用率为78.0%。

智能翻译

智能翻译涉及软件和硬

件产品。随着全球化和

互联网迅速发展，跨语

言的网络资源不断呈几

何级数增长，极大地刺

激了智能翻译产业的发

展。2022年中国智能

翻译市场规模102.33亿

元。

6.02 
6.40 

6.81 

7.50 7.70 
8.29 8.02 8.27 

70%
72%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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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80%
82%
84%

5.00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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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
7.00
7.50
8.00
8.50

用户规模（亿人） 使用率（%）

传统独立搜素 生态内搜索 融合大模型的搜索

搜索方式

用户输入搜索关键词，搜
索引擎基于搜索算法，按
关键词匹配及排名算法展
示网页链接作为结果

随着用户IN APP搜索习惯逐步
发展而成，主要基于平台生态

中的内容满足搜索需求

以语义匹配为基础，使用大
模型生成内容作为答案；具
备自我学习能力，能够持续

优化输出结果

知识调用
以关键词为知识调用方式，
反馈结果包含大量基础信

息

关键词搜索，反馈结果受内容
生态完善度影响

通过自然语言交互反馈，知
识调用方式更为自然

搜素体验

• 搜索信息源广泛，需要
用户大量浏览及筛选；

• 无法直接理解、满足复
杂及结构化的搜索需求

• 启发式搜索满足用户“随看
随搜”需求；

• 相对综合搜索更能满足垂
直需求，但仍有相同弊端

• 对话式搜索，具备交互性；
• 能够理解复杂问题，具有
推荐和决策能力，可提供
更为具体及个性化的回答

资料来源：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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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翻
译特点

翻译速度快

易于把控

成本低

融
合
大
模
型

• 相较于传统机器翻译，大型语言模型能够更好

地理解上下文，考虑更长范围的依赖关系，从

而生成更准确的翻译结果。

准确性

• 相较于传统机器翻译，智能翻译可以容自然语

言大模型从而使得其翻译的内容更符合人类语

序。

人性化程度

• 相较于传统机器翻译，融合了大模型的智能翻

译工具能够更好地根据上下文和语序理解需要

翻译的内容原文。

理解能力



2.3 AI大模型+金融：智能风控应用落地价值最高

AI大模型+金融应用概述

资料来源：《20 23年金融业大模型应用报告》 企业调研访谈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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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设计 市场营销 风险控制 客户服务 支持性活动

• 个性化产品设计

• 产品配置与解决

方案

• 电销机器人

• 客户洞察与潜客

预测

• 需求检测识别

• 资料自动审核

• AI反欺诈

• AI信用评分

• 客服机器人

• 基于图像、语音

的身份识别

• 个性化服务

• 自动报表生成

• 内部合规风控

• 操作风险预警

金融行业的数字化程度在

全行业中相对领先，当前，

大智慧销售、智能问答和

智能办公是现阶段金融行

业最热门也是应用成熟度

最高的AI大模型应用场景，

智能风控则是最具有发展

势能和应用落地价值的潜

力场景。

市场规模

AI+金融并非单纯的技术累加，而是针对不同业务场景需求，运用前沿技术成果

推出的创新金融产品、经营模式、业务流程，以及推动金融业务高质量发展的一

系列配套解决方案。

细分场景价值分析

金
融
行
业
融
合
AI
大
模
型
优
势

注：智慧金融市场包含A I大模型+金融，故行业规模较大

应用落地价值

应
用
技
术
成
熟
度

智慧
销售

智能
问答智慧

办公

资产
管理

代码
助手

虚拟
数字
人

智能
风控

产品
研发

金融行业前期数字化转型
水平最高，超过90%以上，
积累了丰富的行业数据资
源。

数字化基础好

金融行业对新兴技术普
遍接受程度、包容度和
支付意愿都更强。

新事物接受程度
高

新兴技术往往以为着高成本，
金融行业盈利能力强，具备
极强的为新技术买单的支付

能力。

具备支付能力



2.3 AI大模型+金融：大模型驱动金融行业新场景革新

AI大模型融合影响分析

资料来源：《20 23年金融业大模型应用报告》、企业调研访谈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在为金融行业带来传统场景升级的同时，大模型的强大生成能力和多模态信息处理能力会为包括银行、保险、

资管、投顾等在内的金融业务带来“迭代式”的场景变革。

应用案例

AI数字员工应用案例

智能投研解决方案

风险控制决策应用案例

 案例内容：基于AI大模型，研发出“海小智、海小慧”两位AI数字员工，

为用户提供业务咨询与指导、产品推介、客户投教等交互服务。

 解决场景痛点：服务人力与需求不对等；数字鸿沟；老年客群不会使

用电子设备，依赖人工交互等问题。

 案例内容：在智能化投研平台基础上基于AI大模型能力新增投研知识

库扩充、投研分析助手等功能，提高了大模型在金融投资研究中的应

用能力，建立了可以实际使用的金融投研大模型。

 解决场景痛点：数据分析处理能力不足；检索方式单一；报告攥写时

间长；信息汇总检索费时费力等。

 案例内容：基于AI大模型预测能力打造智能核保系统，实现了自动化、

精准化、个性化的核保决策；同时，还打造了智能理赔系统，实现了

自动化、快速化、公正化的理赔处理，有效降低了理赔成本和风险。

 解决场景痛点：理赔效率低下，人工审核慢。

以开/闭
卷问答能
力为核心

以知识推
理能力为
核心

以代码合
成能力为
核心

以条件文
本生成能
力为核心

智能营销：通过多模态全维度营销策略，实现
个性化广告投放，提高营销转化

场景案例：理财产品营销、银行零售业务

金融信息查询：大模型的应用推动了服务方式的
创新，用户可通过自然语言问答直接获取金融数
据等信息
场景案例：贷款总额报表的快速产出、高净值客户的相
关信息快速调取

财富管理：整合投资银行分析师知识与研究
成果，提供精准投资建议，实现智能化投资
顾问服务
场景案例：针对TMT领域基金或理财,综合研判输
出投顾建议

合规筛查：借助大型模型，可有效监管难以直接
监管的业务环节，降低潜在合规风险

场景案例：金融企业营销合规监察，银行催收合规监察

代码生成：提升金融系统开发效率和创新
能力，并优化金融科技团队结构，增强团
队效能
场景案例：高频重复业务场景的SQL撰写，数
仓的自动调度等

代码补全：大型模型助力金融系统开发，提升代
码构建和BUG定位效率
场景案例：Function函数创建、debug、测试（系统、
单元等）

训练数据生成：金融企业可利用大型模型
自动生成逼真训练数据，替代真实客户数
据，保护隐私
场景案例：关联交易风险预警模型，信贷授信
模型等模型预料自动生成

智能培训：构建企业内培训课程库，实现个性化
精准培训

场景案例：面向投研、资管等专业金融技能的人力资
源培训平台



2.4 AI大模型+政务：城市管理应用落地价值最高

AI大模型+政务应用概述

资料来源：《20 23年金融业大模型应用报告》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政务领域作为社会服务的核心，

其业务背景包含庞大的政府数

据、多元的社会信息，以及复

杂的决策体系。从各国（地区）

实践看，大模型技术已在政府

内部办公、政务信息公开、政

务服务提供、民生服务优化和

国防航天等5大领域13个细分

场景落地。

地方政策

细分场景价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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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文
书
写
作

政务信息公开

公
开
新
闻
或
稿
件
写
作

简
化
或
改
写
官
方
文
件

制
作
政
府
宣
传
类
物
料

政务服务提供

政
务
热
线

业
务
办
理
智
能
助
手

专
业
领
域
问
询
系
统

民生服务优化

公
共
安
全

智
慧
城
市
建
设

就
业

国防航天

国
防
安
全

航
空
航
天

国家/地区 应用范围 国家/地区 应用范围

美国
众议院、国防部、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总
务管理局，以及8个州、市、县等

日本
农林水产省、东京都、福岛县、栃
木县、神奈川县横须贺市、北海道

当别町等

加拿大 公务人员使用大模型产品进行办公 中国台湾 台湾地区教育事务主管部门

英国 财政大臣使用ChatGPT撰写演讲稿 韩国 首尔120山茶呼叫中心

丹麦 首相使用ChatGPT撰写演讲稿 马来西亚 科学、技术和创新部

葡萄牙 司法部、112政府紧急热线 印度 电子和信息技术部、教育部

爱尔兰 农业部、交通部 新加坡 科技研究局、劳动力局、卫生部等

澳大利亚 内政部

应用落地价值

应
用
技
术
成
熟
度

政务
咨询

业务
办理

城市
管理舆情

监控智慧
党建

公文
写作

智慧
司法

公共
安全

北京

★ 2023年5月《北京市促进通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利用人工智能在语义理解、自主学习和智能推理等方面的能力优势，

提高政务咨询系统智能问答水平

★ 2023年3月《2023年上海市全面深化“一网通办”改革工作要点》

探索运用自然语言大模型等新技术，不断优化智能客服“小申”智能

检索、用户意图识别、多轮会话和答案精准推送能力
上海

深圳

★ 2023年5月《深圳市加快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应用行

动方案》

鼓励各区在公共服务和城市治理等领域先行先试，积极创造条件开

展全域全时人工智能应用示范



2.4 AI大模型+政务案例

应用案例1

应用案例2

X

X

北京市人民政府

河南网信办

辟谣知识库
（含文字标注能力）

多模态通用大模型
APUS

智慧网信大模型
（Power by APUS）

智慧辟谣助手
（对外服务）

评价反馈平台

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

省级互联网辟谣平台

党政机关官网政务信息

新闻媒体权威发布

查询数据

训练数据

OCR识别

训练/萃取

数据查询

数据补充

数据校正

网络谣言问询

谣言举报收集

使用评价反馈

 案例内容：APUS 与河南网信办等

相关机构合作，借助 APUS 网信

大模型创建智慧网信・辟谣助手，

为民众在线提供可靠的信源、清晰

的案例，以及图文并茂的真实辟谣

信息，助力网信部门构筑清朗的网

络空间。

 解决场景痛点：辟谣处理反馈不及

时，无法立即控制谣言的负面影响。

 案例内容：衔远科技协助北京市政府

基于AI大模型进行深度数据分析，透

过对已有市民热线数据的分析和对通

用大模型的进一步训练，深入挖掘热

点民生问题背后的根因，并对比现有

政策，提示政策缺失。

 解决场景痛点：政策缺失；治标不治

本；数据信息利用程度不高。

通用大模型

100万条市民热线
数据

假设数据分析目的案例：哪些民生问题是由高温气候所引起的？是否有政策缺失的情况？

训练

因果关系分析

智慧政务助手
（对外服务） 民生问题与市政部门的精准对接

分析得出由高温引起
的热点民生问题

提示政策缺失
对比学习现
有政策

事前预防反馈给市政
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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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AI大模型+医疗：药物研发场景应用落地价值最高

AI大模型+医疗应用概述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大模型可赋能医疗行业“医、教、

研、管”等场景中的各个环节，以

提高诊疗效率、诊疗精确度和管理

效率等目标为手段，全方位提升诊

疗水平。基于医疗行业应用场景复

杂和数据专业度高等原因，大模型

的技术成熟度相对较低，目前仅有

电子病历等技术要求相对低的场景

进入商业化阶段。

市场规模

细分场景价值分析

AI
大
模
型
融
合
影
响
分
析

医疗机构
• 完善电子病历，提升管

理效率
• 减少医患矛盾
• 利于医保控费

医护群体
• 减少琐碎工作压力
• 辅助诊疗支持

制药企业
• 降低研发成本，提升效率

病患群体
• 降低小病治疗成本

• 缩小医疗资源不足导致
的分配不均问题

注：智慧医疗市场包含A I大模型+医疗，故行业规模较大

医院沉淀了大量电子病历，不管是电子健康档案还是电子病历，都是
以文字方式积累。利用AI算法技术能够帮助医院自动识别文字含义及
上下文关系，建立对应的医疗知识图谱，用于辅助诊断、用药提示、
科研挖掘等。

通过AI算法构建的图像识别方式辅助医师检查，准确率已经达到较高
程度。例如，对患者的肺部放射影像诊断需要医生检查大量的放射影
像，耗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医学影像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的应用
极大提高了诊断的效率。

在AI算法的支持下，大量医药企业正通过临床经验结合标志属性去挖
掘发现更多的肿瘤标注，加速新药研发过程。相对文字和图像方向，
辅助研发方向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还处在相对初期阶段，在政策支持和
市场需求的推动下，未来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

文
字
对
话

图
像
诊
疗

辅
助
研
发 应用落地价值

应
用
技
术
成
熟
度

电子
病历

医学
培训

临床
文档
管理 健康

管理
AI检
验

医学
影像
筛查

辅助
诊疗 数字

疗法 药物
研发



2.5 AI大模型+医疗案例

应用案例1 X

应用案例2X

 案例内容：APUS基于医疗垂直场景

数据，蒸馏提炼出行业基础层——

APUS医疗大模型，与省儿童医院在

知识库构建、智能诊疗平台搭建、AI

数字医生、智能评价体系建设方面进

行实践落地。

 解决场景痛点：医疗行业容错率低、

专业要求高、医疗压力大、患者就医

等候时间长等

健康诊疗知识库

APUS医疗大模型

智能诊疗平台

评价体系

医学理论文献

临床医案经验

健康管理知识

养生食疗知识

数据补充

数据校正

健康评估/疾病筛查

智能分诊/智能客服

使用评价反馈

内部评测平台

知识问询/病情咨询

慢病养护/养生建议

AI
数字
医生

解决方案

• 智谱基于GLM-130B大模型和千余本中医古籍书籍、中

西医教材、期刊、医案、诊疗信息等数据构建数字中医

服务平台。通过“复刻”名老中医诊疗经验和学术思想，

形成与名老中医高度匹配的高危肺结节人工智能临床诊

疗解决方案，并完成一定规模的临床评价研究。

项目痛点

• 中医领域存在名医少、传承断代、医疗资源

不足；

• 中医依赖医生经验及阅历；

• 中医数据资料庞大、典籍丰富；

项目成果

• 已初步开发了医疗垂直领域的问答功能，支

持对医疗、健康问题进行智能化知识问答。

• 开发了根据症状生成中医诊方的功能。

• 提供处方主治症候医学解释等辅助诊疗功能。

资料来源：企业官网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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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AI大模型+电商：大模型应用推动信息获取方式变革
AI大模型+电商应用概述

资料来源： i R e sea r ch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AI电商借助AI大模型相关

技术，赋能各类型电商与

行业模块，通过各AI大模

型相关应用落地，从而对

行业产生流量逻辑、用户

体验、行业效率、企业成

本、职能替代、市场机遇

等影响价值。

市场规模
AI
大
模
型
融
合
影
响
分
析

AI相关技术

深度学习

自然语言处理

计算机视觉

智能机器人

自动程序设计

数据挖掘

电商类型与行业模块

电商类型 行业模块

货架电商

社交电商

兴趣电商

即时零售

私域电商

供应链

内容制作与展示

运营与营销

搜索与推荐

客服与客户管理

电商相关应用

AI产品设计

AI供应链

AI创意与生成

AI虚拟数字人

AI客服

AI客户管理

AI选品

AI预测

AI营销

AI运营

AI对话

……

赋能 落地 影响

AI电商价值

流量逻辑

用户体验

行业效率

企业成本

职能替代

市场机遇

货架电商

…

内容电商

…

◆传统信息传递方式：被动
• 交互特点：用户与搜索引擎交
互模式单一，智能化程度低

• 商业变现方式：主要依赖被动
搜索广告变现

• 交互特点：，通过相对精准
算法推送，但针对精准领域
推送精度较低

• 商业变现方式：主要为信息
流广告变现，基于用户消费
时长、浏览次数和广告加载
率

◆融合AI大模型后的

信息传递方式：主动

• 交互特点：支持多

形态输入，生成信

息准确度提升

• 商业变现方式：根

据热点主动生成相

关电商信息并精准

投放意向客户。



2.6 AI大模型+电商案例

应用案例1 Product大模型

应用案例2

 案例内容：商汤结合微博热搜，基

于AI大模型的能力，实现针对实时

热点快速在商品库中的选品、对应

宣传文案和宣传视频的生成，极大

程度上缩短了从热点出现到相关商

品精准投放的过程。

 解决场景痛点：热点反馈不及时，

营销文案、视频生成速度慢、成本

高；

 案例内容：衔远科技成立于2021年底,由

前京东技术掌门人周伯文创立，自成立

以来就一直重点布局AI大模型在消费品

领域的应用。公司自研的品商AI大模型，

更擅长理解人与商品，并通过构建符合

企业业务场景的agent应用，助力电商企

业实现从商机发现到产品交付的全链路

数智化转型。

 对应行业场景：市场分析、产品创新、

营销策划、智能导购等。

X 微博小店

微博小店商品库

实时热搜

宣传文案 宣传视频

抓取热点
事件

选取关联商品 自动生成文案 自动生成视频

AI赋能的价值

精准捕捉流量热点

高效的推广速度

极低的推广成本

资料来源：企业调研访谈、企业官网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2.7 AI大模型+教育：促进教育公平、提高质量、实现教育个性化

AI大模型+教育应用概述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AI+教育”是人工智能在教

育领域的深度融合与应用，

它包括“计算智能+教育”、

“感知智能+教育”和“认知智

能+教育”，从“能存会算”向

“能听会说与能看会认”发展，

最终实现“能理解与会思考”。

市场规模
AI
大
模
型
融
合
影
响
分
析

面向教育者

面向受教育者

◆精准化教学 科学化管理◆

◆个性化学习 自动化评阅◆

智能助教 智能批改

学情分析 VRAR教学

智慧校园 智能排课

决策支持 校园监控

拍照搜题 自适应学习

游戏学习机 教育机器人

机器组卷 机器阅卷

口语考评 试卷分析

细分应用场景分析

最终目标

教育公平

教育质量

教育个性化

AI技术加持
交互性和内容输出

准确性提升

无AI技术加持

教育投入成本

教
学
效
率

个
性
化
程
度

非普惠教育普惠教育

共性教育

个性教育

AI技术的加持有

望从提升教学个

性化和教学效率

两个维度，降低

教育投入成本，

最终实现促进教

育公平、提高质

量、实现个性化

的教育目标。

206 286 477
1034

1714 2000

3780

5223

7198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E
注：A I+教育市场包含A I大模型+教育，故行业规模偏大

信息
智能
感知
智能
认知
智能

+
教育

+
教育

+
教育

算法数据 服务

教育目标 评价方式

能理解会
思考

能存会算

能听会说
能看会认



2.7 AI大模型+教育案例

应用案例1

应用案例2
X

 案例内容：中公教育基于商汤的“如影”

数字人与“商量”语言大模型技术，分析

优秀师资的教学过程，模拟教学方法和

风格，构建虚拟数字讲师“小鹿”，为学

生提供高质量的、个性化教学。

 解决场景痛点：老师成本高、节约真人

老师教学实践、教学质量更高、满足学

生个性化教学需求。

与人类讲师上万人大课不同，小鹿
老师是“因材施教”

小鹿老师作为“高颜值名师”，让学
员的学习交互过程更加生动。

“AI系统班”让教师与广大学员“先人
一步”掌握数字生产力技能。

小鹿老师的优势
声音优化难

课件研发难

讲师形象僵硬

互动形式单一

训练效率低

应
用
过
程
中
解
决
的
技
术
痛
点

资料来源：企业调研访谈、企业官网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案例内容：中公教育基于商汤的“如影”

数字人与“商量”语言大模型技术，分析

优秀师资的教学过程，模拟教学方法和

风格，构建虚拟数字讲师“小鹿”，为学

生提供高质量的、个性化教学。

 解决场景痛点：老师成本高、节约真人

老师教学实践、教学质量更高、满足学

生个性化教学需求。

教育管理者

学校管理者

教师

家长

学生

• 因材施教综合解决方案

• 教育数字基座解决方案

• 教育大数据解决方案

• 新高考综合解决方案

• 其他

区域教育治理

• 智慧课堂
• 大数据精准教学
• AI听说课堂
• AI教研平台
• 其他

校园主阵地建设

• AI学习机
• AI翻译笔
• 全球中文学习平台
• 讯飞易听说

自主学习
• 传统教育考试
• 计算机化考试
• 智能语言测试
• 智能语言学习

智慧考试

讯飞智慧教育产品与服务



2.8 AI大模型+终端：赋能终端设备行业规模二次增长

AI大模型+终端应用概述

资料来源：C an a l ys P C、中国信通院、乘联会、 ID C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AI大模型融合影响分析

AI大模型与终端设备的融合，是指将AI大模型算法轻量化后下沉，私有化内嵌部署到每一个

终端设备中。当前我国智能终端设备市场呈现分化，传统PC、彩电平板、智能音箱等市场

规模受市场需求逐渐饱和的影响销量有所放缓；但在汽车、服务机器人、无人机等新终端新

兴市场则保持着较快的增长。AI大模型的融合将带动终端设备的智能化升级，提升机器设备

的生产力，从而促进消费者和企业对终端设备更新换代的需求，促进整体终端设备行业规模

的二次增长。

传统终端-PC

4124万台
同比-17%

新终端-手机

2.89亿部
同比+6.5%

新终端-汽车

3009万台
同比+12%

新终端-工业
机器人
28.3万台
同比+0.4%

新终端-服务机器人

783.3万套
同比+23.3%

新终端-彩电

电视：3656万台
同比-8.4%

新终端-可穿戴
设备

3470万台
同比+7.5% 新终端-智能

音箱
2111万台
同比-21%

新终端-平板电
脑

2818万台
同比-4.5%

新终端-无人
机（存量）

126.7万台
同比+32.2%

新终端-VR/AR设备

72.5万台
同比-39.8%

01
提升终端数据分析处理能力

02 记忆学习，提供定制化服务

03 改变终端设备信息传递模式

04
改变人机交互模式



2.8 AI大模型+终端案例

应用案例1

资料来源：企业调研访谈、企业官网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其他AI大模型终端应用案例

案例内容：自2023年4月起，猎户星空

启动自主研发的大模型应用“聚言”与旗

下机器人的深度融合。

此外，猎户星空服务机器人借助大模型

的能力推出了日语韩语版本，大大提高

了服务机器人在海外市场的人机交互能

力和智能服务能力。

猎户星空豹小秘机器人

将推出全新华为

MateBook X Pro 笔记本，

并且新款 MateBook X Pro 

笔记本将接入华为盘古大

模型。

2024年4月10
日

vivo正式发布自研蓝心大

模型BlueLM、OriginOS 4、

自研蓝河操作系统BlueOS，

以及在人文关怀、生态建

设等领域的最新成果。

2023年11月1
日

搭载讯飞星火认知大模型

V2.0的科大讯飞AI学习机

迎来重磅更新，拥有基于

大模型的7大类人功能特性

2023年8月15
日

在百度世界大会上，正式

发布小度添添家庭机器人、

青禾学习一体机，以及两

款 Tiantian Casa 智能音

箱，全面接入文心一言大

模型。

2023年10月17日

正式发布了小米14 Ultra，

小米14 Ultra最大的亮点是

搭载了首个AI大模型计算

摄影平台，小米影像大脑

Xiaomi AISP。

2024年2月22
日

应用案例2

案例内容：商汤绝影智能汽车平台是商汤2021 

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WAIC）期间，推出的全

新智能汽车解决方案品牌。2023年4月商汤科技

联合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等提出首个感知决策一

体化的端到端自动驾驶大模型UniAD，开创了以

全局任务为目标的自动驾驶大模型架构先河。当

前商汤绝影已实现展现了AI大模型融合全栈智能

驾驶解决方案。



2.9 AI大模型+其他产业应用

资料来源：各公司官网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 AI大模型在文化和旅游领域

的应用多样，如个性化推荐、

改善客户服务、提供多语言

支持、沉浸式体验、市场趋

势洞察以及智能内容创作。

• 技术运用：机器学习、深度

学习模型、自然语言处理、

情感分析模型等。

AI大模型+文旅 AI大模型+影视游戏 AI大模型+法律

• AI大模型应用在内容创作与生

成、动画与视觉效果、角色动

作与表情捕捉、声音合成与处

理等领域。

• 技术运用：生成式AI、自然语

言处理（NLP）技术、机器学

习、深度学习模型、计算机视

觉等。

• AI大模型应用在法律文档自动生

成、法律研究与案例检索、合同

审查与风险评估、法律顾问与在

线咨询等领域。

• 技术运用：自然语言处理（NLP）

技术、知识图谱、机器学习、文

本分类与聚类、对话管理系统等。

• AI大模型在矿山行业的应用

场景主要涉及优化矿山的勘

探、开采、安全监控、以及

提高整体运营效率。

• 技术运用：自然语言处理

（NLP）技术、机器学习、

图像识别和计算机视觉、时

间序列分析等

AI大模型+矿山

代表企业案例：科大讯飞

杭州市旅游经济实验室与科大讯

飞联手，共同推出了基于星火认

知大模型的杭州文旅政务大模型

V1.0

代表企业案例：生数

某游戏公司采用生数AI技术优化游

戏制作，通过AI自动转换2D原画为

3D模型，提升角色开发效率30%，

还能自动化生成次要道具，降低成

本。

代表企业案例：Chatlaw

2023年7月，北大团队推出ChatLaw，

一款中文法律大模型，提供普惠法

律服务，支持文件、语音输出，协

助文书写作和法律建议。

代表企业案例：商汤科技

商汤智能矿山AI感知系统助力大海则

煤矿建立全矿井智能视频管理系统，

解决人员巡检、设备状态、环境与车

辆检测等问题，实现数据系统整合和

智能闭环。



03
中国AI大模型行业应用痛点
及解决方案

3.1  AI大模型行业应用痛点

3.2  AI大模型行业应用解决方案



3.1 AI大模型行业应用痛点：算力、数据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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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力不足
 大模型算力需求巨大：根据预测，随着大模型的

不断开发和应用，全球的算力消耗将呈现指数级

增长，2030年智能算力需求为52.5ZFlops，是全

球算力最主要的需求增长动力。

 国产服务器供给不足，进口面临卡脖子：在供给

方面，算力供给的核心取决于GPU芯片，然而由

于发展基础差异，我国GPU芯片市场长期被海外

企业垄断，并且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近年来也

面临着限制进口的卡脖子问题。
国产GPU芯片 国外GPU芯片

NVIDA、AMD等海外企业几
乎垄断中国GPU市场

<3%

数据缺乏

 大模型对数据要求高：需求方面来看，大模型的训练对数据的需求特征

主要体现数据体量足够庞大和数据质量足够优秀，其中数据质量有表现

在准确性和连贯性等方面。此外，当前随着多模态大模型的不断应用发

展，大模型对数据的需求特征也呈现多模态化的特点。

 数据供给面临枯竭：在供给方面，当前训练AI大模型的数据来源则主要

有四种。当前绝大部分AI大模型企业主要采用公开数据或付费的行业数

据库，这些数据一方面质量参差不齐，另一方面当前也逐渐面临数据枯

竭的问题；而大模型企业想要获得更质量的数据则只能选择企业私有数

据或真实世界感知数据，但都面临着数据获取难度大或者成本高的问题。

数据质量差，且已面临枯竭

由于安全性或企业前期数字化建
设不足得问题导致获取成本高

数据获取有成本，且质量差异大

数据获取需前期巨大的传感器硬
件设备投入，成本高

资料来源：中国信通院 工信部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3.1 AI大模型行业应用痛点：人才缺失&法规风险

人才缺失
我国在AI大模型面临人才短缺问题，无论

是人才数量还是质量都与发达国家有明显

差距。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人才缺口已超过

500万，供需比例失衡，且预计到2030年

这一缺口将超过400万。同时，顶尖算法

人才不足，全球最具影响力学者榜单中美

国学者数量是中国学者的五倍。这些问题

对大模型研发及整个人工智能行业的快速

发展构成了挑战。

法规风险

数据安全和隐私问题
大模型的训练和应用需要处理大量数据，其中可能包含敏感或个人信

息。现有的数据保护法律法规可能难以完全覆盖大模型相关的数据使

用场景，特别是在跨境数据传输、数据匿名化处理等方面，存在法律

空白或不足。

知识产权（IP）问题
大模型的开发涉及大量代码、算法、数据集等知识产权。此外，如

何处理由AI生成的内容的版权，也成为一个挑战。

责任归属和伦理问题
当前大模型已逐步逼近图灵测试的极限，且部分企业已将大模型技

术应用于复活逝者等敏感行业，造成社会争议。未来随着AI大模型

技术的突破，相关矛盾将进一步突出和加剧。

监管与技术创新矛盾
当前我国大模型主要实施备案制度，以规范和监管大模型的开发和

使用。然而，技术的快速迭代和复杂性使得备案审批过程可能变得

缓慢和繁琐，影响到大模型的研发和市场应用速度。

500

400

2020 2030E

资料来源：人社部 麦肯锡 A M i n e r（A I  2 0 0 0）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1146

232

622

美国 中国 其他国家/地区
算法工程师

产品工程师

项目实施人员

算法架构创新
和优化

挖掘应用需求，
负责产品策划

设计

负责AI大模型最
终的行业落地

部署



3.1 AI大模型行业应用痛点：市场认知不准&行业know-how不足

市场认知不准确

对AI大模型
的技术能力

认知

群体
数量

认知不足 清晰认知 预期过高

此外，在企业调研访谈中我们发现市场对AI大模型行业应用的

认知不准确也是当前AI大模型行业应用推进过程中企业面临的

主要痛点，这种认知不准确则分为两类极端：

 认知严重不足：部分群体或企业并不认可AI大模型的

能力，故选择不采购相应服务；

 认知预期过高：客户对AI大模型能力有较高预期，采

购应用后发现无法达成预期失望；

从目前来看，由于AI大模型的火爆，认知预期过高的群体甚至

可能超过认知不足的群体，从而对AI大模型的实际应用落地造

成巨大的阻碍。
资料来源：企业调研访谈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行业know-how积累不足

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解
决
方
案 融合大模型的应

用软件开发

软件测试

应用产品上线

解决问题

形成并积累

行业Know-How

Know-What观察发现
行业/企业表象问题

Know-Why学习理解

理论方法

软件设计

对于AI大模型的行业应用，除了

AI大模型本身的能力提升，最重

要的便在于如何实现应用落地，

并且真正有用。应用程序算法本

身难度并不大，不同企业的应用

产品之间的差异点在于软件内核

体现出的企业对行业know-how的

积累和深度，这需要长时间和丰

富的实践案例的积累。



3.2 AI大模型行业应用痛点解决方案

资料来源：企业调研访谈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 租用算力：当前最主流的方式，灵活性
高，且成本相对较低；

• 合作建设算力中心：自主或与硬件厂商
共建算例中里，满足算力需求，如科大
讯飞与华为合作；

• 优化算法，关注应用场景，减少对算力
需求。

应对人才缺失

• 应对产权风险：增加隐性数字水印；
• 应对数据安全风险：建立安全风控机

制及保护措施；
• 应对伦理及合规风险：在方向选择或

数据筛选过程中直接过滤不合规信息。

应对行业know-how不足

• 购买数据：当前企业获取非公开数
据的主要方式；

• 与企业合作获取数据；
• 布局现实传感，获取真实数据。

应对数据缺乏
• 积极推进市场化应用落地。
• 塑造企业案例

应对市场认知不准确

应对算力不足

• 与高校合作：如科大讯飞联合成渝多所
高校，积极推进AI专业人才培养。

• 举办开发者大赛：如百度、华为通过悬
赏举办开发者大赛吸引高技术人才。

应对法规风险

• 与头部企业合作积累know-how；
• 聘请行业专家；
• 与第三方行业咨询公司合作；
• 构建行业生态合作体系；



04
AI大模型行业应用前景趋势
及投资机会分析

4.1  中国AI大模型行业应用发展前景及趋势

4.2  中国AI大模型行业应用投资机会及风险

4.3  中国AI大模型行业应用发展建议与对策



轻量化

4.1 AI大模型行业应用前景趋势：技术趋势决定行业前景
技术趋势决定行业发展前景及其他趋势

资料来源：S ee dV实验室，企业调研访谈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技术进步

0

Y/(K,L,D)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技术进步决定
行业规模上限

技术进步对生产要素生产
效率提升有限，行业规模
体量由所投入其他生产要

素数量所决定

当前AI大模型行
业技术所处阶段

尽管技术进步无法量化，但前瞻基于调研分析、生产函数理

论，假设行业技术进步和单位要素组合创造经济曲线如下图

所示。当前AI大模型行业仍处于技术进步对行单位要素生产

效率不断放大的阶段，故在可预见的未来中，技术进步趋势

仍将是AI大模型行业规模体量上限的决定性因素。

AI大模型技术发展趋势：预测大模型、决策大模型和具身智能大模型

可控性
不可控 粗略方

向可控
结构或局部
逻辑可控

初步的思维
链可控

复杂逻辑推
理可控

规则或原理
可控

当前所处阶段

未来
趋势

模态类型 单一模态 多模态 跨模态

基础能力
计算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

生成能力

理解能力

跨模态迁移能力

融合能力 决策能力

预测能力

应用功能

初步的内容创作生成

搜索 表因分析

3D内容生成 复杂逻辑内容生成

多模态人机交互

数字世界数字孪生

辅助视频剪辑

总结 预测分析生产决策根因挖掘翻译

内容风格修改

简单交互

智能座舱

自动驾驶

代码撰写

AI大模型技术发展仍具有巨大的挖掘潜力，且技术更新进步速度快，行业技术能力上限尚未出现。从未

来趋势来看，具备强大预测能力的预测大模型、强大决策能力的决策大模型和能够自主学习、实时交互

的具身智能大模型最有可能成为继自然语言大模型和多模态大模型后的下一个大模型行业风口。

数字助理

模型体量 小模型 大模型



应用场景01 找到AI大模型最佳的行业落地应用场景，并且做
到真正好用，满足企业需求。

技术02
1. 底层大模型算法的优越性
2. 对数据独特的理解能力和处理算

法技术

人才03 人才储备大多时候决定
技术储备

算力04 算力影响大模型基
础能力

4.1 AI大模型行业应用前景趋势：竞争趋于分化

AI大模型行业应用竞争趋势：趋于分化

AI大模型行业应用竞争分化趋势

通用大模型 打造行业垂类大模型竞争集群

核心
竞争要素

资本、人力的投入；生态体
系

应用行业的know-how理解；
生态体系

根据不同的应用行业、场景
细化分散

通过兼并重组，行业竞争趋
于集中 集中度

竞争方向 行业实际融合应用落地效果AI Agent能力

适合竞争企
业类型互联网、AI巨头企业、高校 中小、初创企业

资料来源：企业调研访谈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由于AI大模型行业当前技术上限边际仍未出现，而：

 AI通用大模型路径：算力和数据资源对资金和人力的投入需求将呈倍数的增

长；

 打造行业垂类大模型路径：积累行业know-how经验所需的资金和人力投入

将持续增长；

因此AI大模型行业应用的竞争者若想要提升竞争优势，必将资源聚焦单一发展

路径，行业竞争也将开始分化。

AI大模型行业应用竞争趋势：应用场景挖掘能力决定竞争胜负

通过对企业的调研访谈，前瞻认为在未来AI大模型的行业应用竞争中，真正决定企

业能否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要素是谁能找到AI大模型最佳的行业落地应用场景，并

且做到真正好用，满足企业的实际需求。



4.1 AI大模型行业应用前景趋势：场景更加多元化

 首先从应用潜力行业排序来看，通过对企业的问卷调研反馈，金

融、电商、教育和医疗领域是未来五年应用潜力最高的下游行业，

而这些行业普遍具有以下特征：

前期信息化、数字化基础较好，具有丰富的数据积累；

行业对前沿技术接受度和支付意愿较高；

AI大模型行业应用趋势：金融、电商行业潜力最大

资料来源：企业调研访谈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9.88

7.50 7.26 7.26 7.03 7.03

5.00
4.64

4.17 3.93
3.33

2.62

1.19

金融 电商 教育 医疗 消费品制造业 文旅 装备制造业 电子信息业 能源工业 党政 物流 原材料工业 农业

 从当前AI大模型能力边际来看，需要与人互动、重

复性较强的业务类行业应用场景会优先成为AI大模

型发展应用场景；

 但从长远来看，随着AI大模型技术能力的突破，AI

大模型应用场景必将多元化增长，且会逐渐从当前

的业务类场景向决策管理场景深入。

AI大模型行业应用趋势：场景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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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AI大模型行业应用前景趋势：到2028年行业规模超1000亿元

AI大模型行业应用其他趋势：

资料来源：《20 23年A I大模型研究报告：人工智能大模型产业创新价值研究报告》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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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轻量化助力终端智能化

未来，随着AI大模型代码的轻量化发展，越来越多的“小

模型”将涌现并装载出现在各种类型的终端设备上，真正

助力设备智能化的实现。

AI大模型反哺基础科学技术的发展
随着AI大模型技术能力的突破，其对基础科学研发的效

率提升以及其强大自我学习能力都将反哺基础科学技术

的发展，推动基础科学技术的突破。

基础AI通用大模型开源化赋能构建国产软件生态
未来，基础AI通用大模型将进一步开源化，二次开发和

广告收入将成为通用大模型厂商主要收入来源，开源化

将有助于打造我国国产的软件行业生态。

基于AI大模型行业上限仍未可知的技术前景以及巨大的应用潜力市场，结

合《2023年AI大模型研究报告：人工智能大模型产业创新价值研究报告》

中的分析，我们预计到2028年我国AI大模型行业的市场规模将突破千亿元，

五年行业复合增速将超过50%，行业前景巨大。



4.2 中国AI大模型行业应用的投资机会与风险

AI大模型行
业应用

数字经济发
展机遇

企业降本增
效率的需求

机遇

人口老龄化
劳动力要素
替代机遇

AI大模型技
术发展处于
国际领先

高效的产品
商业化应用
落地速度

稳定、积极
向上的政商

环境
资金支持

基础算力不足

复合型人才缺乏

数据获取成本高

法规风险

GPU芯片依赖进

口

公开/行业数据面临枯竭，

企业数据获取成本高

AI大模型的行业应
用需要既懂软件又
懂行业的复合型人
才

包括安全、知识产
权和道德伦理等风
险，还需兼顾AI技
术创新。

总体来看，我国AI大模型行业应用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基础优势及需求机遇；但同时也面临基础算力不足、软件生态仍需补强、传统行业信息化基础薄弱和复合型人

才缺乏等行业风险挑战。从投资机会来看，算力芯片、行业垂类大模型等都具有较大的投资潜力。

产业链投资机会

算力芯片

细分产品投资机会
预测大模型、决策大模型、

具身智能大模型

细分市场投资机会

行业垂类大模型

应用领域投资机会

电商、金融、教育和医疗

区域市场投资机会
华东/一线城市等经济发达、

技术基础发达地区



4.3 中国AI大模型行业应用发展建议——对政府

牢守安全底线、放开政策监管力度，
为行业创新发展打开政策空间
AI大模型行业属于技术快速更新迭代的新兴行业，

当前监管法规尚不完善，而政府在构建法规体系

时需针对行业技术更新迭代快的特性，在牢守安

全底线的同时，尽量放开政策监管力度，为行业

的技术创新发展打开政策空间。

延续传统高效的商业化应用优势，加
快AI大模型应用落地
在AI大模型的发展方面，政府应延续我国在电子支

付、电商等互联网产品领域高效商业化应用落地的

经验优势，加速鼓励AI大模型的商业化应用落地，

通过在行业中实际应用的经验积累弥补在上游硬件

端与海外发达国家的差距。

打造开源生态，促进产业整体快速发展 加快人才培养，做好人才储备工作
当前AI大模型仍处于发展初期，各国都在积极布局

AI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人才自然成为各国首要争

夺和储备的生产要素资源。我国应积极加快针对AI

领域的人才培养，做好人才储备工作，避免未来人

才的缺失或者流失。

AI大模型行业属于软件信息行业，根据发达国家的发

展经验，政府应积极鼓励打造开源的软件行业生态，

一方面有助于形成我国自有的软件生态保护壁垒，

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加速AI大模型行业应用拓展及技术

创新。



4.3 中国AI大模型行业应用发展建议——对企业

脱虚向实，谨防陷入“模
型”规模之争

企业在AI大模型的行业应用竞
争中需要关注大模型实际与行
业融合的效果，而非大模型的

参数规模。

、

加强企业合作，做大行业
蛋糕是当前首要任务

当前AI大模型的行业应用仍处
于落地转化的阶段，企业之间
在竞争的同时更应加强合作，
共同做大行业蛋糕才是当前首

要任务。

关注细分行业机会，寻求
差异化竞争优势

尤其对于中小初创的AI大模型
行业应用企业而言，找到细分
行业的细分应用场景，构建差
异化的竞争优势壁垒是企业生

存下去的唯一途径。



本报告撰写过程中涉及对以下企业的调研访谈，特此感谢各家企业的积极配合！同时感谢首钢基

金执行董事、CANPLUS创办人李青阳，首钢基金CANPLUS科技产业负责人杜磊与华为云的大

力支持！

鸣谢

看 懂 未 来新 十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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