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GfK扫地机器人零售监测

报告称，2022 年上半年，全球扫

地机器人市场规模23亿美元，与

去年同期基本持平。而另据中

怡康中国零售数据监测，2022 年

上半年，中国扫地机器人市场规

模达 57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6.2%。在全球经济疲软的大环

境下，中国扫地机器人市场持续

增长，而 iRobot 却并没有在中国

市场抢食到“红利”。奥维云网

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

国内扫地机器人线上销售额的

前五位均由本土品牌占据，分别

是科沃斯、石头、云鲸、小米、追觅，

其中科沃斯以 39.8%的份额位居

首位，而iRobot的份额仅0.5%，位

居第10位。

在iRobot产品迭代步伐放缓

之际，中国企业则迅速“攻城拔寨”

抢占市场。石头科技在2022年半

年业绩报告中披露，该公司重点发

展美国、欧洲及东南亚市场，建立

全球分销网络，目前已经在美国、

日本、荷兰、波兰、德国、韩国等地

设立了海外公司。今年上半年，石

头科技营收29.23亿元，同比增长

24.49%；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6.17亿元，同比减少5.4%。值

得关注的是，2021年全年，石头科

技收入中约58%来自境外。

科沃斯在半年报中则披露，

今年上半年，科沃斯品牌海外业

务收入同比增长 17.2%，“添可”

品 牌 海 外 业 务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15.9%，占各自收入比重分别达

到 27.1%和 27.7%。该公司表示，

未来将进一步加大对海外市场

的投入，推动海外营收规模的持

续快速成长。

石头科技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目前国产品牌的技术替代

性和品牌能力都在增强，这对

iRobot 形成了冲击。目前，扫地

机器人行业正处于结构升级换

代期，低客单价产品需求在下

降，高客单价需求在上升，未来

智能性强、质量优异、产品口碑

好的中高端产品会逐步进入快

速发展时期，石头科技将持续加

快全球化的布局。

丁少将指出，iRobot 因具有

先发优势仍在全球市场占据领

先地位，但中国厂商与 iRobot 的

差距是在不断缩小的，甚至开始

超越。这得益于国内产业链的

优势，生态化和本地化的运营策

略，以及在家居领域的行业积

淀，因此 iRobot 的竞争壁垒被逐

步打破。

C1上接

本报记者 秦枭 北京报道

近年来，大模型已经成为整个

AI（人工智能）产学界追逐的技术

“宠儿”，“炼大模型”如火如荼，包括

OpenAI、Google、微软、英伟达、百

度、华为、阿里巴巴等企业巨头纷纷

参与其中，各式各样参数不一、任务

导向不同的“大模型”也陆续面市。

一时间，“炼大模型”成为了当下AI

产业发展的一个主旋律。

方融科技高级工程师、科技部

国家科技专家周迪在接受《中国经

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Al 大模型

历经了前几年的探索期、突破期，

部分技术已经逐渐成熟，现在在

一定程度上达到推广期了。各大

企业纷纷发布 AI 大模型，就是抢

抓这个时间节点，在这方面先取

得入场门票。大模型具有效果

好、泛化性强、研发流程标准化程

度高等特点，正在成为人工智能

技术及应用的新基座。

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测算，

2021年，算力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5

万亿元，关联产业规模超过 8 万亿

元。其中，云计算市场规模超过

3000 亿元，IDC（互联网数据中心）

服务市场规模超过1500亿元，人工

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4000亿元。

本报记者 李玉洋 李正豪 上海报道

金秋九月，推迟两月的2022世

界人工智能大会（WAIC）在上海举

行。在美国刚刚对华限售英伟达和

AMD高端GPU（图形处理器）的背

景下，AI/GPU成为本届大会除元宇

宙之外的另一大“流量密码”。

芯片是 AI 的基石。在“WA-

IC 2022”评选出来的八大“镇馆之

宝 ”中 ，上 海 天 数 智 芯 的“ 智 铠

100”和壁仞科技的通用 GPU 芯片

BR100 系列入选其中，成为业界

关注的焦点。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

不只寒武纪、壁仞科技、燧原科

技、瀚博半导体等这些 AI 芯片公

司展示了最新的芯片产品，百度、

华为等科技大佬也展示出了AI相

关的硬件。

另外，在全民关“芯”的背景

下，记者在一些AI芯片论坛上注意

到，国内AI芯片公司已不止于对外

宣扬算力理论峰值和未来愿景了，

而把重点更多地放在了算力密度、

能源效率、生态合作等话题上。

资深产业分析师黄烨锋表示：

“从今年的新品和生态更新中，能

看到国产GPU/AI芯片企业在走向

成熟。发布 POD（智算机）、集群，

强调系统和软件生态的重要性，并

将其落地转化为生产力，无一不体

现着现在的国产 AI 芯片企业已经

脱离了过去讲故事、卖情怀、谈愿

景的初期阶段，朝着更具切实意义

的方向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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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力不是看理论峰值

事实上，从 2020 年开始，全

球各大公司和研究机构就已经

开 始 了 大 模 型 的 军 备 竞 赛 。

2020 年 夏 天 ，OpenAI 推 出

GPT-3，在自然语言处理方面，

GPT-3 展示出惊人的能力，它

能写文章，做翻译，还能生成代

码，甚至可以学习一个人的语

言模式，并遵循这个模式与人

进行谈话。

GPT-3 的面市也使得全球

范围内AI大模型迎来大爆发，参

与企业越来越多，参数级别越来

越大，成为新一轮 AI 竞赛的赛

场。2021 年谷歌发布了万亿级

模型 Switch Transformer，微软和

英伟达也推出了包含 5300 亿个

参数的自然语言生成模型。

国内的企业也不甘落后，华

为、百度、阿里巴巴、浪潮等企业

都相继推出了自己的大模型。

今年 9 月 2 日，阿里巴巴达

摩院发布了最新“通义”大模型

系列。周靖人介绍说，为了让大

模型更加“融会贯通”，达摩院在

国内率先构建了AI统一底座，在

业界首次实现模态表示、任务表

示、模型结构的统一。

同日，华为也发布了基于

腾 AI 的全球首个三模态大模型

“紫东太初”。据悉，“紫东太

初”是具备跨模态理解与跨模

态生成能力的千亿参数创新模

型。除此之外，其首次使“以图

生音”和“以音生图”成为现实，

是从限定领域的弱人工智能迈

向通用人工智能路径的一次重

要探索。

据华为方面介绍，自2021年

以来，国内产业界仅基于 腾AI

就先后推出了鹏程·盘古、鹏程·

神农、紫东·太初、武汉·LuoJia、

华为云盘古系列等有影响力的

大模型，并陆续在互联网、智慧

城市、生物医药、金融、农业等行

业孵化出多个解决方案，加速推

动AI在各行各业的应用落地。

对此，周迪分析认为，Al 大

模型历经了前几年的探索和突

破，一些技术已经逐渐成熟，现

在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达 到 推 广 期

了。各大巨头纷纷发布 AI 大模

型，就是抢抓这个时间节点，先

取得入场门票。

在过去，绝大部分人工智能企

业和研究机构遵循算法、算力和数

据三位一体的研究范式，即以一定

的算力和数据为基础，使用开源算

法框架训练智能模型。而这也导

致了当前大部分人工智能处于“手

工作坊式”阶段，面对各类行业的

下游应用，AI 逐渐展现出碎片化、

多样化的特点，也出现了模型通用

性不高的缺陷。这不仅是AI技术

面临的挑战，也限制了AI的产业化

进程。

“从各类电商平台的智能推荐

到日常生活中的刷脸支付，现在我

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 AI。

为了满足这些需求，我们需要为每

种特定场景收集大量的数据，再从

中设计出专用于特定任务的模型，”

周迪对记者说道，“AI 大模型希望

做到的就是能够基于这个模型整合

各类需求，从而适应多种差异化的

业务场景，解决AI在赋能千行百业

中面临的碎片化、多样化问题。”

AI 大模型提供了一种通用化

的解决方案，通过“预训练大模型+

下游任务微调”的方式，可以有效

地从大量标记和未标记的数据中

捕获知识，极大地扩展了模型的泛

化能力。

华为 腾计算业务总裁张迪

煊对记者表示，过去在一个单一的

AI应用场景里面，其实是由很多模

型组成的，通过多模型支撑一个场

景来完成多个任务。而大模型是

AI发展的趋势，也就是通过大模型

能解决人工智能很多的问题，因为

大模型具备很好的泛化性，可以通

过大模型实现多个任务，原来场景

需要多个小模型，现在大模型可以

服务多个场景，这是生产效率的提

升。现在国家相关部门也在牵头

制定大模型的沙盘，避免科研机

构、企业重复研发，通过各个领域

的大模型与行业场景结合，可以更

好地加速人工智能技术产业落地。

阿里巴巴资深副总裁、达摩院

副院长周靖人则认为：“大模型模仿

了人类构建认知的过程，这是当下

我们面临的重要机遇。通过融合AI

在语言、语音、视觉等不同模态和领

域的知识体系，我们期望多模态大

模型能成为下一代人工智能算法的

基石，让AI从只能使用‘单一感官’

到‘五官全开’，且能调用储备丰富

知识的大脑来理解世界和进行思

考，最终实现接近人类水平的认知

智能。”

AI新基座

巨头角力

据了解，壁仞科技通用GPU芯

片BR100采用了台积电7nm制程，

单芯片峰值算力可达每秒千万亿

次浮点运算，打破了全球通用GPU

算力纪录；同样采用7nm工艺的天

数智芯首款云端推理通用 GPU 产

品——“智铠100”，于今年5月成功

点亮，经后续测试修正后即可量

产；成立于2018年的瀚博半导体则

展示了国产云端 7nm GPU 芯片

SG100，据悉该芯片是集渲染、AI于

一体的全功能 GPU，而云游戏、云

手机、云桌面、云计算等元宇宙关

键性应用场景正是其所要发力的

重点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专注云端算力

的人工智能公司燧原科技发布了

高性能 AI 加速集群服务器产品云

燧智算机（CloudBlazer POD），里面

内置了云端AI训练芯片“邃思1.0”

和“邃思2.0”，云燧智算机及集群方

案的诞生，也让燧原完成了芯片、

板卡、服务器、集群算力中心解决

方案的覆盖。

燧原科技创始人兼COO张亚

林对记者表示，从前些年开始，AI模

型参数规模就以每3个月提高一倍

的速度在发展，如今模型参数已经发

展到了千亿，甚至万亿级规模了。“大

规模集群是AI计算的必需品。”他指

出，“算力底座不仅是芯片，还有板

卡、软件，更重要的是系统一体化。

而这块除了美国友商之外，中国国内

能实现的还非常罕见。”

张亚林还指出，如何通过集群

和系统的方式使AI大模型达成更高

的生产力，已经成为一个关键问

题。“我国东数西算工程的落地，不

仅对能效、算力密度有要求，还在部

署、运维、集成等方面提出了非常高

的交钥匙一体化需求。”他说，这是

云燧智算机和集群诞生的背景。

“在AI技术、AI芯片发展到一

定阶段后，有越来越多的芯片企业

开始强调有效算力、算力效率、算

力密度之类的概念，且从端到云的

不同企业都在谈这些事。”黄烨锋

注意到，今年WAIC不止一家企业

用 PUE（Power Usage Effectiveness，

数据中心总能耗/IT 设备能耗）来

衡量能源效率，这是一个更偏系统

层面的指标。

而在单个AI芯片层面，瀚博半

导体创始人兼CEO 钱军则在人工

智能大芯片产业落地论坛上指出

“评价算力，不能只看它的绝对

值”，并提出了“算力密度”的概念，

该概念可用来衡量一家芯片企业

的实力。

如何理解算力密度？钱军将

其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芯片单位

面积内可达成的算力，比如一平

方毫米芯片的算力如何；二是每

瓦性能（Perf/W），即每瓦功耗能

够提供多大的算力。而算力密度

在具体业务中的性能表现可从最

大吞吐率、最大吞吐率下的时延

和超低时延下的吞吐率这三个指

标的对比中得出。

与算力密度相关的还有“算力

网络”。“现在，我国数据中心能耗每

年都有10%以上的增长，每年的电

费有近3%是服务于数据中心的。”

中国移动（上海）产业研究院技术部

总经理阴启明指出，“算力网络是将

不同的算力孤岛做连接，降低算力

成本、提高算力可用性，如将东数西

算工程与‘双碳’目标匹配。”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更低的

TCO（总拥有成本）才是追求算力

密度的实际目的：以更低的成本获

得相同的有效算力，并且散热、电

费、运维之类的成本也需要足够

低。国家与企业两者有着异曲同

工的目标，都要求芯片能达成更高

的算力效率和算力密度，这应当是

这两年的共识了。”黄烨锋说。

不讲故事不卖情怀 国产AI芯片逐渐成熟

国家与企业两者有着异曲同工的目标，都要求芯片能达成更高的算力效率和算力密度。

巨头抢滩“大模型”AI界掀起“新基座战争”

在钱军看来，芯片及其衍生

的产品从来不是“单打独斗”的

存在。对此，黄烨锋持有类似观

点。“当我们到具体业务中去看

算力和效率的时候，就不是拼芯

片堆料的事情了，还涉及到系统

级硬件、软件框架、库、工具链、

生态这种难度显著增大的组成

部分。”他说。

在这些方面的建设上，英伟

达是座高山，其余AI芯片公司目

前只能望其项背，国内同行都对

英伟达的生态建设水平感到有

些无奈。英伟达 CEO 黄仁勋曾

表示，开发者是英伟达的重要财

富，目前英伟达全球开发者近

300万，在其CUDA（英伟达推出

的通用并行计算架构，该架构使

GPU能够解决复杂的计算问题）

计算架构平台上有超过 50 万个

开发者，其中包含了百度、腾讯、

阿里巴巴等大型跨国企业。

复旦大学芯片与系统前沿

技术研究院副研究员陈迟晓则

用了通俗易懂的话语阐述了生

态对开发者的重要性和凝聚作

用，他说学生在使用CUDA时碰

到 bug，网上一搜就能找到不少

人也遇到了相同问题和解决方

法，庆幸的是国内AI企业也在重

视生态方面的建设了。

为破解硬件性能上的“单打

独斗”并不能将芯片功力全部发

挥出来的问题，瀚博半导体更新

和完善了软件平台 VastStream，

其不仅能加速各类 AI 应用的部

署，例如计算机视觉、视频处理、

自然语言处理、搜索与推荐、算

子自定义扩展等，还提供了系统

管理等三大管理工具，方便客户

部署。同时，VastStream 的基础

软件栈功能也变得更加丰富。

壁仞科技也发布了类似的

BIRENSUPA软件全栈，从驱动、

硬件抽象层、编程平台、框架，到

具体的解决方案和应用。除了

壁仞 GPU 自身架构特性相关的

接口外，BIRENSUPA 框架层支

持 PyTorch、TensorFlow 和 百 度

飞桨PaddlePaddle，证明了产品兼

容性。

要真正释放集群作为生产力

工具的价值，燧原科技认为软件

是关键要素。燧池智算平台是燧

原科技的软件和生态平台，其结

合强大的云燧AI算力集群和先进

的大规模算力资源调度，能为用

户提供人工智能模型生产及应用

发布的全流程服务，能够一站式

满足复杂的人工智能业务场景对

人工智能服务的需求。

“从底层硬件（芯片到板卡，

再到服务器与集群），到中间层

的燧池软件平台，以及上层的应

用，包括各种网络模型，如视觉

模型、语音模型、推荐模型、多模

态大模型等。今年不少国产 AI

芯片企业都开始强调自家的‘一

体化方案’，而着墨于系统和软

件平台，体现的也是芯片的真正

落地。”黄烨锋说。

国内这些 AI 芯片企业虽然

一直都在做软件，但在今年更加

注重落地的 WAIC 上，软件、生

态 等 的 重 要 性 更 加 凸 显 了 出

来。黄烨锋认为，软件及各种框

架、库、中间件的完善程度才是

一家AI芯片/GPU企业是否走向

成熟的最直观表现。

芯谋咨询研究总监王笑龙

也认为，“（AI 芯片）设计得再好

再花样多，大家都不用，这搞出

来有啥意义？所以关键还是要

有合适的应用场景，让大家都用

起来。”

“发布POD、集群，强调系统

和软件生态的重要性，并将其

落地转化为生产力，无一不体

现着现在的国产 AI 芯片企业已

经脱离了过去讲故事、卖情怀、

谈愿景的初期阶段，朝着更具

切实意义的方向迈进。或许对

于整个行业而言，这些都是 AI

芯 片 从 初 期 步 入 成 熟 期 的 开

端。”黄烨锋说。

国产AI芯片企业走向成熟

“发布POD、集群，强调系统和软件生态的重要性，并将其落地转化为生产力，无一不体现着现在

的国产AI芯片企业正朝着更具切实意义的方向迈进。”

当然，AI大模型的发展也并

非一蹴而就。大模型在实现全

模态和全任务的通用性上仍存

在许多技术难点，同时受算力资

源限制，其训练与落地应用颇具

挑战性。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唐

杰认为，大模型训练面临着诸多

的挑战，训练成本高昂，训练

1750亿个参数的GPT-3，用到了

上万块英伟达 V100 GPU（图形

处理器），总成本据悉高达 1200

万美元。人力投入巨大，谷歌

PaLM 530B 团队，前期准备 29

人，训练过程 11 人，整个作者列

表68人。训练过程不稳定，易出

现训练不收敛现象（训练过程中

的损失值无明显下降趋势甚至

上升），且调试困难。

周迪则认为，Al大模型的发

展主要面临体量、评价、应用三

大瓶颈。一是体量庞大，研发部

署困难。Al 大模型的参数量和

计算量要求给开发、调优、部署

等工程化环节带来极大压力，需

要加强 AI 大模型轻量化技术研

发。二是评价单一，运用效能难

以显现。当前 AI 大模型的评价

以学术榜单为主，在行业场景下

的应用效果难以客观有效评价，

建议完善 AI 大模型评估指标体

系。三是应用受限，产品形态仍

在探索。建议鼓励 AI 大模型应

用服务创新。比如有的企业采

用分行业分层体系，逐步进行AI

大模型的落地。

挑战仍存

AI芯片密集亮相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视觉中国/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