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两年来，AI 大模型持续占据全

球科技界的“顶流”位置，至今热度居高

不下。因具有实质性突破的ChatGPT、

Sora 均出自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

nAI，中国如何发展大模型、实现差异化

突围成为行业内外关注的焦点问题。

对此，业界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中国发

展大模型不能跟美国“打篮球赛”，一直

跟随容易“满场乱飞”，而应当使用“下

围棋”的方法，在技术相对落后的情况

下，通过大模型赋能各个产业领域，以

实现人工智能在应用上的突破和提升。

北京瑞泊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瑞泊”）是中国最早进入预训练

大模型技术领域的团队之一，自 2018

年起与 OpenAI 这些国际主流 AI 实验

室同步开始预训练大模型及相关应用

的研发，瑞泊核心团队在自然语言处理

技术上已有超过十年的技术积累。瑞

泊先后获得国家级科研机构2021年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一等奖、被誉为人工智

能界“奥林匹克金牌”的 2022 年“中国

AI金雁奖”技术创新大奖、2023年中国

十大大模型案例及国家特色产业集群

赋 能 典 型 案 例 大 奖 。 目 前 ，瑞 泊

VIDYA智慧认知大模型已应用服务于

金融、工业、IT运维等众多行业领域。

为了深入了解中国大模型技术的

发展状况，尤其是在各个行业领域的赋

能价值与应用潜力，《中国经营报》记者

近日专访了瑞泊创始人、董事长乙壤月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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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靠大模型是无法完

成那么多智能化的行业应

用需求的，瑞泊提供的是嵌

入式的服务，通过联合实验

室，甚至股权合作的方式完

全跟客户绑定，为企业集

团、政府机构、城市建设“量

身定制”注重降本增效及价

值创造的数字化建设及转

型解决方案，跟瑞泊合作的

客户基本是基于长期主义

的，奔着未来十年、二十年

一直合作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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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大模型技术带来

了许多重要价值，但企业在

投入使用前应进行充分的

成本效益分析。确保技术

投资与预期回报相匹配，避

免因过度投资新技术而影

响企业的财务健康。

首先，企业在选择时应

重视产品的质量、安全性和

可控性，避免因技术选型

不当而带来潜在的法律风

险和安全隐患。

其次，避免盲目追求

新技术，企业应深入分析

自身的业务需求和痛点，

以确保技术的应用能够带

来实际的商业价值和社会

价值。同时，企业要合理设

定技术应用的目标和期望。

再次，在使用大模型技

术时，企业必须重视数据隐

私保护和安全性问题。

最后，技术的适配性与

集成问题需关注，企业需要

考虑大模型技术与现有系

统的兼容性，确保新技术的

引入不会干扰原有业务流

程的正常运行。

对于企业应用

大模型技术的建议？

如何让大模型

更好地在各行业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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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业落地方面中美起步差不多

未来20年是大模型普及的阶段

大模型是“大力出奇迹”的工程成

果，以大参数、大算力、强算法为显著特

征，“规模定律”（Scaling Law）也被大模型

厂商奉为圭臬。目前我国已有超过100

个大模型，但由于算力被“卡脖子”，我国

大模型的算力参数与美国相比差距在逐

渐拉大。基于这种客观现实，中国大模

型的从业者需要运用“下围棋”的智慧，

从虚与实、攻与防、利弊权衡之间找到一

条新的突围路径。

《中国经营报》：你怎么看中国和美

国在大模型领域的差距？

乙壤月：我们都知道，从ChatGPT

到 Sora，OpenAI 的“暴力美学”屡试不

爽。这种方法论，实际就是在当前技术

和硬件条件下，通过大规模地投入来推

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在通用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基础研发方

面，中国与美国是存在客观差距的，且

这个差距短期还有可能进一步拉大，我

们从人才教育培养，以及算力、芯片、深

度学习框架等核心技术攻关层面，都有

较大的追赶空间。

在正视差距的同时，我们也要对中

国人工智能的发展保持信心。需要强

调的是，这里的信心并不是单纯的民族

情绪，而是有真正底层支撑的信心，因

为中国在发展人工智能方面拥有独特

的优势——这些优势可能是包括美国、

欧洲等其他国家和地区市场所不具备

的，总结起来就是三点：需求规模大、产

业配套全、应用场景多。从中央到地方

的政策层面也能看到，新质生产力、人

工智能+行动、智能制造、面向金融及

工业领域等关键垂直的大模型等等，都

在试图将优势扩大深化。

我一直认为，应当把通用大模型与

垂类大模型分开来看，在后者大模型的

各行业应用，我们和美国的起步是差不

多的，我们并不落后，甚至是领先的。

《中国经营报》：垂类大模型与通用

大模型相比有什么区别？

乙壤月：大模型的底层技术原理实

际是一样的，无论是哪一类模型，共同

目标都是利用大数据和复杂算法来模

拟、理解以及生成人类的语言和知识，

进而在各自的应用场景中发挥作用。

通用大模型是以广泛的、跨领域的

数据为基础构建的，其训练资料来自互

联网、书籍、报纸等多种多样的来源，能

够掌握和生成包含广泛知识的内容。

行业大模型相当于专门业务领域的专

家，通过深入学习特定行业或领域的数

据，在专业领域内提供更加精确、深入

的分析和解决方案。

简而言之，二者的专业深度和应用

范围有较大的区别。可以类比通识教

育，到了大学本科的三四年级可能就要

往专业方向上走，变成一个专才，才能

在人才市场更具优势。通用大模型擅

长处理广泛的问题，拥有宽广的知识

面，但在特定领域的深度和精准度上

远不及专门训练的行业大模型，行业

大模型则专注于深入挖掘特定领域的

知识，提供更专业、更精确的服务和解

决方案。

除了专业性，另一个方面是涉及企

业的信息和数据安全，很多企业的数据

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是“不出门”的，那

就必须本地化部署自己的专属大模型。

大模型是通往AGI（通用人工智能）

的终极密码吗？目前业界仍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但是当被问及如何看待以大

模型为代表的新一轮AI热潮时，乙壤月

在采访中给出了一个颇为肯定的回答，

他认为“大模型技术的突破，至少是文明

级的技术突破”。

《中国经营报》：你为什么认为“大

模型至少是文明级的技术突破”？

乙壤月：人类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

历史过程，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文明

的形成与演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科技的发展是叠加性进步且不断加速

的。上一次人类文明级的技术突破是

蒸汽机，蒸汽机技术把热能转换成动

能，使人类第一次完成了在生产劳动中

以“热力”代替人的“体力”的革命性飞

跃；而这一次大模型技术的突破，是将

“电能”转换成了“智能”，增加了脑力劳

动的不断输出，是机器智能对人类智能

赋能及替代的开端。

说大模型是文明级的技术突破，也

是因为大模型的“涌现能力”，机器开始

能够理解人类的语言并且开始“会说人

话”了。人与其他动物最本质的区别，

在于人类具有高度发达的语言能力，语

言被认为是人类智能的标志性能力，当

人类没有语言的时候，我们其实无法去

广泛认知这个世界，语言的边界其实就

是世界的边界。正如《人类简史》中所

描述——“智人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个星

球唯一霸主，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发

展出了虚拟的语言。”我们常说的大模

型全称是“预训练大语言模型”，随着大

模型技术的突破，人类独有的语言能力

被打破，人机关系呈现出新的特征，因

为机器带来的语言边界的扩大将导致

我们认知的世界边界的扩大。机器掌

握了语言，强人工智能时代就到来了。

当然，实现 AGI 这一过程一定是渐进

的、不断迭代的。

《中国经营报》：瑞泊创立之初，国

内外的大模型领域是一个什么样的

状态？

乙壤月：大模型技术属于人工智能

科学中自然语言处理的子领域，很长时

间以来都是比较冷门的，因为难度大、

门槛高，譬如对于算力、技术、数据的

要求都很高，更关键的是它还走了与

其他“门派”大相径庭的技术路线——

历史上大部分人工智能研究都非常依

赖人类的直觉和经验，试图通过精心

设计的规则和算法来模拟人类的智

能，但它的问题在于人类知识的有限

性以及对特定领域的偏见。相反，大

模型是利用海量的算力和数据，通过

让模型自监督学习的方法来取得让人

惊讶的成果。强化学习之父、加拿大

计算机科学家理查德·萨顿在《苦涩的

教训》一书中说：“过去七十年来，AI

研究走过的最大弯路就是过于重视人

类既有经验和知识。”所以大模型研究

团队一直是“孤勇者”。

一般机构下不了决心做这种投入

很大、很少人选择且前景很不明确的领

域，因为算不过来账。瑞泊开始进行

投入预训练大模型技术的时点，跟国

际主流的 AI 实验室基本是同步的，当

时国内也就大概七八个机构是明确有

团队在跟踪这项技术的，美国的情况

也差不多，但是美国的投入确实要比我

们大很多，差着好几个数量级。我们的

感受是这个过程很孤独，像在茫茫大海

中寻找新大陆，没有信仰是不可能坚持

下来的。

《中国经营报》：你怎么看中国人工

智能发展的未来？中国的企业家应当扮

演什么样的角色？

乙壤月：未来 20 年将是大模型普

及的年代，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都会

充斥着大模型。大模型涉及国家安全

与国际竞争，我国会避免芯片、操作系

统这些核心领域“落后”的历史重演，尤

其是会避免生态被外部所控，核心领域

不会使用国外或者不可控的开源系统。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并不是孤立

发生的，它需要与企业的核心业务深度

融合，才能发挥出真正的商业价值。这

就要求企业家不仅要关注技术本身，更

要深刻理解自己的业务和市场，从而引

领企业在正确的方向上进行技术创新

和应用。

我很欣赏美团创始人王兴对于企

业经营的一个总结：“我们吃了很多亏，

交了很多学费，才明白这个世界没有神

话，只有一些很朴素的道理。便宜的打

败贵的、质量好的打败质量差的、认真的

打败轻率的、耐心的打败浮躁的、勤奋的

打败懒惰的、有信誉的打败没信誉的。”

对于中国的企业家和创业者们来

说，建设人工智能和大模型，这些道理

其实就是：数据的质量胜于数量、耐心

和细致的研究胜过浮躁和急躁、持续的

学习和适应能力胜过一成不变的模

式。最后，我想把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

者理查德·费曼的一句话与大家共勉：

“凡是我还不能创造的，就是我还没有

理解。”

AI大模型浪潮势不可挡，在众多企

业投身AI大模型赛道的同时，各行各业

也都在争相拥抱AI大模型，希望大模型

能够推动行业的变革与创新发展。作为

行业大模型提供商的瑞泊团队真切地感

受到需求侧对于运用AI大模型的迫切与

热情，唯恐错过而被市场所淘汰。

《中国经营报》：从瑞泊的业务感知

来看，需求侧现在对于大模型的认知与

理解跟去年相比有变化吗？

乙壤月：变化非常明显，政、产、研

的客户或合作伙伴，都对大模型表现出

很高的热情。去年，我们在与客户的沟

通中经常需要进行技术科普，解释大模

型的基本概念和原理。而今年，很多客

户更关注的是如何将大模型应用到具

体的业务场景中，以实现成本降低和效

率提升。这一转变反映出社会对新技

术的快速适应和渴望通过技术创新促

进企业成长的共识。

《中国经营报》：在这一波的AI大模

型浪潮中，瑞泊的定位是什么？你们着

重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乙壤月：瑞泊 VIDYA 大模型专注

垂直行业领域，瑞泊的定位是关键行业

的“超脑构建者”。行业大模型是“超

脑”的组成部分之一，超脑还涵盖行业

专业模型、大模型原生技术组件、前端

AI应用集群等。因为单靠大模型是无

法完成那么多智能化的行业应用需求

的，瑞泊行业超脑已成功在金融、工业、

航运、IT运维等关键行业落地生根，我

们可能是国内最早商业化的，以大模型

为核心的超脑研发企业。瑞泊提供的

是嵌入式的服务，通过联合实验室，甚

至股权合作的方式完全跟客户绑定，为

企业集团、政府机构、城市建设“量身定

制”注重降本增效及价值创造的数字化

建设及转型解决方案，跟瑞泊合作的客

户基本是基于长期主义的，奔着未来十

年、二十年一直合作下去的。

《中国经营报》：对于企业应用大模

型技术的热情，你觉得有提醒注意的地

方吗？

乙壤月：虽然大模型技术带来了许

多重要价值，但企业在投入使用前应进

行充分的成本效益分析。确保技术投

资与预期回报相匹配，避免因过度投资

新技术而影响企业的财务健康。同时，

合理设定技术应用的目标和期望，管理

内外部的预期，避免过高期望带来的失

望和挫败感。

首先，企业在选择时应重视产品的

质量、安全性和可控性，避免因技术选

型不当而带来潜在的法律风险和安全

隐患。尤其对于涉及国家核心产业和

关键领域的企业，使用不可控的开源大

模型和API接口存在较大风险。在当

前的国际环境下，确保技术的安全性和

数据的主权尤为重要，故建议优先考虑

国产、可信赖的技术解决方案。

其次，避免盲目追求新技术，企业

应深入分析自身的业务需求和痛点，以

确保技术的应用能够带来实际的商业

价值和社会价值，避免因追求技术而忽

略了技术应用的实际效益和合理性。

再次，在使用大模型技术时，企业

必须重视数据隐私保护和安全性问

题。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全球范围

内，安全合规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最后，技术的适配性与集成问题

需关注，技术集成是实现大模型技术

落地的关键步骤，企业需要考虑大模

型技术与现有系统的兼容性，确保新

技术的引入不会干扰原有业务流程的

正常运行。

企业应避免盲目追求新技术

人工智能科学从20世纪中叶诞生至今，经历了几

波冷热交替的发展浪潮，其间机器学习、数据挖掘、知识

图谱、专家系统、图像识别、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

细分领域技术轮番登场。或许是因为长期以来受到科

幻小说、影视作品的影响，人们对科技的发展与进步总

是寄予“一步到位”“瞬间变身”的想象，而事实上，科技

的演进——从大模型这些技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AGI）

是一个渐进式的、进步力量不断叠加的过程，很多人可能

身在其中却感受不强烈。

乙壤月和瑞泊团队从大模型技术最初的冷门阶段走

来，又在最近一年多来真切感受到行业的火热。他试图站

立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中来观察，并基于自己的认知方

法论去阐释其大模型是文明级的技术突破论点，这在众说

纷纭的大模型观点争锋中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视角。

与此同时，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实际水平究竟如

何？在日益白热化的全球科技比拼中，我国能否占领竞

争高地？这些最受关注的问题，是对包括瑞泊团队在内

的所有中国AI从业者的灵魂拷问。在采访过程中，乙壤

月多次强调中国发展人工智能的优势与信心，并且给出

了自己的解释与论证。他认为，几乎所有产业都在或者

即将因为人工智能系统及技术的应用而发生深刻的变

化，同时将会创造出全新的服务产业形态和模式。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大力推进现代产业

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强调要深化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开展“人工智能+”行动。这是“人工

智能+”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显然，人工智能正

在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成为整个经济社会发展

变革的基础性力量。作为中国的AI从业者，乙壤月提醒

要回归到最本质的初心，重视数据质量，投入耐心与细致

的研究，朝着社会文明变革的方向脚踏实地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