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ChatGPT所验证的AI大模型之路，在引领新一轮AI热潮的同时，也引起了一场大讨论。 视觉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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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4 日，微软联合创始人比

尔·盖茨在接受美国路透社采访时

表示，“暂停研发先进的人工智能

（AI）并不会解决我们面临的挑战”，

他建议人们关注如何最好地利用新

技术的发展，以及“明确棘手的（挑

战）领域”。

比尔·盖茨此番言论是对非营

利组织“未来生命研究所”（Future

of Life Institute）于 3 月 29 日发布的

《暂停巨型 AI 实验》公开信的回

应。这封公开信“呼吁所有AI实验

室立即暂停对比GPT-4 更强大的

AI 系统的训练至少 6 个月”。比

尔·盖茨公开表达了自己的“不理

解”：“我真的不明白他们在向谁呼

吁，也不确定是否每个国家都同

意，以及为什么会同意停止发展

AI，在这方面各方持有不同的观

点。”他认为，“要求某个特定群体

暂停并不能解决挑战”，并强调“新

技术显然有好处”。

《中国经营报》记者获悉，截止

到 4 月 7 日 7 时，《暂停巨型 AI 实

验》公开信已有15342名人士签名，

位于联合署名榜首的包括特斯拉、

Space X及推特CEO埃隆·马斯克、

苹果联合创始人史蒂夫·沃兹尼亚

克、Stability AI首席执行官伊马德·

穆斯塔克多名企业高管，以及2018

年图灵奖得主约书亚·本吉奥、纽

约大学教授盖瑞·马库斯、普林斯

顿大学教授约翰·J·霍普菲尔德、中

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曾毅等一

众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未来生

命研究所官网显示，“已收集了超

过50000个签名”，目前还在审查验

证过程中。

除了比尔·盖茨之外，还有不少

企业高管、AI专家就公开信通过社

交媒体发表了反对或质疑的观点，

包括 2018 年图灵奖的另一位得主

杨乐昆、Meta公司CTO安德鲁·博

斯沃思、前谷歌大脑成员、在线教

育平台Coursera创始人吴恩达。不

难看出，由 ChatGPT 所验证的 AI

大模型之路，在引领新一轮 AI 热

潮的同时，也引起了一场关于AI通

用大模型继续狂飙突进，还是冷静

暂停的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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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飙or刹车：AI大模型竞赛背后的诱惑与冲突
“大牛”齐下场“站队”

频繁大笔投资 中国移动“产投协同”贡献资本力量

AI热潮中的“诱惑”

面对汹涌的讨论与争议声音，

4月6日，处于风暴眼中的OpenAI

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通往 AI 安

全的途径”的博客文章，探讨了如

何“安全地构建、部署和使用AI系

统”的方法，重点提出了六条保障

安全的措施，一是建立越来越安全

的 AI 系统，积极与监管部门接触

探讨安全评估的最佳方式；二是从

真实世界的使用中学习，通过服务

及 API 服务开发者的同时避免滥

用；三是保护儿童，减少产生伤害

儿童的内容的可能性；四是尊重隐

私，不使用数据销售服务、广告或

建立用户档案等；五是持续提高事

实的准确性；六是持续研究和参

与，加强模型之间的安全合作。

正如比尔·盖茨对于“暂停”派

所疑惑的——不明白在向谁呼吁，

不确定是否每个国家都同意，为什

么会同意停止发展AI。ChatGPT

引领的新一轮AI热潮，给全球范围

内的社会经济都带来了巨大的重塑

力量，据记者多方了解，无论是科技

大厂，还是创业型团队，都在积极探

索其中的商业机遇及潜在空间。

作为OpenAI投资方的微软，

显然是目前ChatGPT的最大受益

者。从2月7日起，微软宣布将AI

能力整合至旗下所有产品中，之

后 短 短 几 个 月 里 便 一 路“ 狂

飙”——新 Bing 撬开了搜索引擎

霸主谷歌的“冰山”，短短40多天

里市场份额从1.22%上升至2.6%；

3月15日，微软率先将最新发布的

GPT-4集成到Office“全家桶”中，

展示了名为 Copilot 的 AI 全能办

公助手，使用场景覆盖PPT制作、

数据清洗分析、邮件、笔记资料整

理等。Wind数据显示，最近30日

里，微软的股价已上升了10.69%。

ChatGPT及GPT-4在产品化

的路上持续飞奔，不仅推出了订

阅付费的 ChatGPT Plus 版，而且

还开放了 API 接口、上线插件测

试，多家机构及多款App已接入，

打开了更多的商业化可能。

Meta公司CTO安德鲁·博斯

沃斯在接受 CNBC 采访时透露，

公司CEO马克·扎克伯格及其他

高级管理人员正在花费大量时间

来开发公司的AI工具，Meta将在

今年内推出一款创新的商业AI产

品，将为客户带来更多价值，并有

助于产生更多的点击率。

国内市场同样受到ChatGPT

的影响与带动，多家企业都放出

风声即将推出AI大模型或相关的

类 ChatGPT 应用等。Wind 数据

显示，自 2 月 1 日平台发布 A 股

“ChatGPT指数”以来，截止到4月

6 日收盘，ChatGPT 指数已上涨

87.86%，近30日内涨幅为18.26%，

近 10 日内出现回落。其中，云从

科技近60日内涨幅达到264%，昆

仑万维涨幅259%。

谦询智库合伙人龚斌指出，AI

的商业博弈及学界争论背后牵涉

一系列复杂的因素，当下任何重大

的通用人工智能都很难只在技术

驱动、资本驱动和商业驱动中发

展，风险管控、道德伦理和安全治

理的问题越来越被提上日程重点。

Gartner 最新报告指出，通用

和可信是AI的未来两大趋势。随

着ChatGPT等通用人工智能的革

命性突破，AI技术作为科技革命和

产业革命的核心驱动力被再次认

可。AI作为一项仍在发展中的新

技术，具有不可解释、易受攻击、偏

见歧视、过于依赖数据等伦理和安

全问题，这些问题已成为影响关键

领域更广泛的信任和采用人工智

能的核心因素。发展“负责任和可

信”的AI技术正成为产业趋势。

记者注意到，在这场关于 AI

价值与风险的大论战中，参与者的

阵容“重磅”，包括了来自众多知名

企业、高等院校、社会机构的企业

家、学者专家等纷纷下场发声。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 2018

年图灵奖得主——被业界称为

“深度学习三巨头”的约书亚·本

吉奥、杰弗里·辛顿和杨乐昆，在

AI大模型热潮中表达出了不同的

看法。约书亚·本吉奥在公开信

上署名支持暂停 AI 大模型训练，

而杨乐昆则认为，“人类和机器人

的智能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机器

智能是放大人类智能的一种方

式”。公开信发出后，杰弗里·辛

顿并未置评，但在今年3月初接受

CBS 采访时，他表示当前 AI 机器

学习处于“一个关键时刻”，Chat-

GPT 证实了“大型语言模型可以

做一些令人惊奇的东西”，大幅压

缩了“通用人工智能（AGI）”的到

来时间。针对AI可能对人类构成

的威胁，他表示“确实有点担忧。

我们需要做的是使AI技术与人类

互补，让它帮助人类”。

除了“深度学习三巨头”之

外，3月30日，吴恩达在推特上发

文明确指出，呼吁暂停 6 个月是

“一个糟糕的想法”。他指出：“在

教育、医疗保健、食品等领域看到

了许多新的应用，这将帮助很多

人，改进GPT-4会很有帮助”，应

该“在 AI 创造的巨大价值与现实

风险之间取得平衡”。“没有实际

的方法来实施暂停并阻止所有团

队扩大大型语言模型，除非政府

介入。而让政府暂停他们不了解

的新兴技术是反竞争的，（这将）

树立一个糟糕的先例。”“6个月的

暂停期不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建

议。为了提高人工智能的安全

性，围绕透明度和审计法律法规

将更加实用，并产生更大规模的

应用。在我们推进技术的同时，

也更多地投资于安全，而非扼杀

进步。”据了解，4月8日，吴恩达与

杨乐昆还在线举行一场直播来讨

论“为什么6个月暂停期是一个坏

主意”话题。显然，这一场围绕AI

大模型的论战仍在持续。

之所以出现这场社会大论

战，主要原因在于，由 OpenAI 推

出的 ChatGPT 及其背后最新的

GPT-4大模型，验证了“大力出奇

迹”——通过大参数、强算法、大

算力等，再加上基于人类反馈的

强化学习实现 AI 水平跃升，尤其

是在生成式 AI 实现了突破，点燃

了科技界的 AI 竞赛热情，包括微

软、谷歌母公司 Alphabet、Meta 等

纷纷跟进投入大模型。同时，当

前的生成式AI对各个行业领域产

生冲击甚至重塑之力，尤其是在

知识产权、虚假信息、数据隐私安

全及商业机密等方面陷入争议。

3月31日，意大利个人数据保护局

宣布，即日起禁止使用聊天机器

人 ChatGPT，并限制开发这一平

台的 OpenAI 公司处理意大利用

户信息，同时个人数据保护局开

始立案调查。在此之前，三星半

导体发生信息泄露事件，该公司

的设备测量资料、良品率、内部会

议等商业机密信息被ChatGPT录

入服务器资料库中。

事实上，记者注意到，围绕AI

伦理、安全与治理的问题由来已

久，ChatGPT 诞生后带来了技术

的突破与进步，但也催生了新的

安全与治理挑战。因此，究竟是

优先推动技术向前发展，在发展

中寻找安全与治理的方案，还是

人工暂停 GPT-4 代表的 AI 大模

型走向更高版本之前，找到实现

“可信 AI”的正确途径呢？显然，

这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

算上邮储银行，这已是中国移动

今年第三次大手笔投资A股企业。

2023 年 1 月 6 日，中国东航

（600115.SH）宣布完成 150 亿元定

增募资。公告显示，中国移动旗下

的两大投资平台之一中移资本成

功以4.39元/股获配约1.6亿股，以

投资总额7.07亿元入股中国东航。

随 后 2 月 7 日 ，凤 凰 传 媒

（601928.SH）也发布公告与中移投

资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后者则是

中国移动的另一大投资平台。根

据公告，凤凰传媒所属的凤凰集团

将所持有的2.54亿股公司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 10%)，以 7.73 元/股

的价格，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予

中移投资，转让完成后，中移投资

持有凤凰传媒10%的股份。

而除凤凰传媒与中国东航外，

公开信息显示，自2019年以来，中

移投资、中移资本已先后入股大华

股份、启明星辰、金山办公、优刻

得、国博电子、海天瑞声、华宇软件

等多家A股上市公司。

频频投资背后，充足资金与良

好盈利成为中国移动广泛撒网的

底气。“中国移动应该是过去三年

疫情期间依然能保持高增长、同时

手上还握有大量现金的央企之

一。”C114主编周桂军告诉记者。

业绩方面，据日前最新的中国移

动发布的2022年年报显示，中国移

动2022年实现营收9373亿元，逼近

万亿大关，同比增长10.5%，其中股东

应占利润为1255亿元，同比增长8%。

资金方面，公开数据显示，截

至2022年三季度末，中国移动拥有

现金高达2974亿元，以及各种金融

资产1082亿元，所持盈余资金超过

4000亿元。

在此背景下，资本投资也成为

中国移动近年来的重点工作。中

移投资2023年工作会议明确提出，

进一步发挥股权投资“价值贡献、

生态构建、产投协同”三大作用，为

中国移动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贡献

资本力量。而在 2023MWC 世界

移动通信大会上，中国移动董事长

杨杰也表示，未来将构建“新生

态”，推动合作模式从以“产业”为

主，向“产业+技术+资本”深层次

融合拓展。

“从这些信号来看，中国移动

未来还会继续有深入各产业的投

资布局。”周桂军认为，作为目前国

内基础数字资源的持有者，中国移

动显然想在数字中国的发展中成

为关键角色。而通过投资各产业

链的关键企业，无疑可以为这一目

标的实现提供更多便利。

本报记者 谭伦 北京报道

接连的股价上涨利好之下，运

营商巨头中国移动（600941.SH）也

于近日加快了密集投资的步伐。

3月29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601658.SH）发布公告，该行完成

A 股非公开发行，共募集资金约

450 亿元，由中国移动全额认购。

中国移动耗资约450亿元全额认

购了67.77亿股定增股份。定增完

成后，中国移动持有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总股本的6.83%，限售期5年，

一跃成为该行第三大股东。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

截至当日收盘，邮储银行 A 股股

价报收4.65元/股，根据定增价格

6.64元/股计算，中国移动本次入

股溢价42.8%。

对于此次巨额收购，中国移

动方面未做出官方公告。但记者

从接近中国移动集团方面的人士

处了解到，此次参与定增认购是

公司正常的投资行为，考虑到近

期的多次投资，不必对此次认购

意图过度解读。

公开信息显示，近几年来，中

国移动通过参与定增、首次公开

发行（IPO）战略配售、协议转让等

方式，对多家 A 股上市公司进行

了大手笔投资。尤其是进入2023

年以来，中国移动先后以7亿元、

19.67 亿元、450 亿元后入股东方

航空、凤凰传媒以及中国邮储银

行，成为 A 股上市公司中大额投

资最为频繁的央企巨头之一。

“通信+金融”强强联合

对于此次中国移动高额入

主中国邮储银行的主要目的，

金融业人士也更多倾向解读为

“强强联合”。

民生证券分析师于金鑫认

为，中国移动集团拥有强劲的

科技实力、数据能力，邮储银行

则为零售转型的国有大行，二

者有望在数字化转型、服务零

售客户等领域实现协同发展。

公开信息显示，邮储银行

是中国头部大型零售银行之

一，因主要定位于服务“三农”、

城乡居民和中小企业，且以零

售业务为主，因此拥有近4万个

营业网点，超 6.5 亿户个人客

户，其中代理网点占 8 成，被业

内成为拥有“打通金融服务最

后一公里”的优势资源。

同时，作为中国三大运营商

之首，中国移动近年来为了破

解业务增长瓶颈，在国内拓展

新兴市场，布局网络安全、金融

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

在此背景下，方正证券研

报指出，二者战略协同合作空

间广阔，双方均拥有良好的资

源禀赋，有望携手打造“通信+

金融”生态圈。

邮储银行 此 次 发 布 的 公

告显示，扣除与本次非公开发

行直接相关的发行费用后，募

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邮储

银行核心一级资本。业内认

为，募集资金到位后，有利于

邮储银行保持未来业务稳步

发展、提高盈利水平和抗风险

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中

国移动首次入股银行企业 。

早在 2010 年，中国移动就曾

以 398.01 亿 元 人 民 币 认 购 A

股上海浦发银行（600000.SH）

共 22.08 亿股，成为浦发银行

第二大股东，此次大手笔入股

邮储银行，则是中国移动第二

次尝试。

独立电信分析师付亮认

为，浦发银行也间接为第二大

股东上市公司中国移动贡献了

不少的利润，应是中国移动尝

到点甜头后再度入股邮储银行

的动因之一。“中国移动集团将

2022年全年分红的大部分都用

于投资银行资产，单从投资角

度看，这是一个回报稳定的投

资，投资收益有保障，且风险较

小。”他表示。

频频投资背后

接连的大手笔投资，也让中国

移动重新回到了资本市场的舞台

聚光灯下，而连同中国移动一起吸

引市场目光的，也包括另两大电信

运营商中国电信、中国联通。

最新发布的年度财报显示，

2022年，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

联通分别实现营收9373亿元、4814

亿元、3549亿元，同比增长10.5%、

9.5%、8.3%；净利润分别达到 1255

亿元、276亿元、204亿元，同比增长

8.0%、6.3%、14.4%，其中，最为亮眼

的云业务收入增速均超过 100%，

分别为107.5%、108.1%、121%，全面

翻番。

而与营收净利增长形成对比

的，在此前运营商的 5G 核心业务

上，开支却呈现收缩之势。中国移

动方面，2023 年 5G 网络投资额预

计为 830 亿元，较 2022 年减少 130

亿元。中国电信2023年移动网投

资则预计同比将下滑 2%至 315 亿

元，占资本支出比例为 31.8%，较

2022年降低2.8个百分点。

“5G开支普降，而营收盈利正

增长，这也让运营商有了更多的

投资资金和意向。”周桂军向记者

表示，5G投资放缓后，资本市场其

实也一直在密切关注运营商其他

的投资动向，而中国移动开年以

来的三次投资，都指向运营商的

这一趋势。

华西证券产业分析师宋辉则

认为，以云业务为代表，三大运营

商面向 B 端市场的“第二曲线”业

务持续保持了高速增长，这为运营

商投资数智化产业提供了基础。

周桂军最后表示，随着运营商

逐步摆脱管道化角色定位，三大运

营商都在创造探索一轮新的增长

周期。尤其是在数字中国建设大

潮下，通过资本投资去丰富自身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者的作用，将会是

未来三大运营商的常态动作。

运营商的新常态

围绕AI伦理、安全与治理的问题由来已久，ChatGPT诞生后带来

了技术的突破与进步，但也催生了新的安全与治理挑战。

随着ChatGPT等通用人工智能的革命性突破，AI技术作为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核心驱动力被再次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