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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模型首次上天 AI天地一体化提上日程

链路带宽是最大瓶颈

集中爆发

寻找规模化落地场景

文生视频大模型集体上线 商业化竞争加剧

全球首次卫星在轨运行AI大模型

大模型上卫星，尽管可以用大

模型上手机来类比，但也有不同之

处。“其实卫星上和地面上的东西，

差别主要在于以下两个问题：一是

外太空的射线问题，它造成了一些

电子设备要加固才能使用；二是功

耗问题，地面上可以狂堆硬件，大

力出奇迹，但卫星供能主要靠太阳

能电板，就意味着有一个上限。”沙

爱军表示。

据沙爱军透露，FPGA 芯片是

目前提供星载AI算力的硬件主流，

而把地面常说的 CPU、GPU 上载

卫星是一个趋势。他表示，国外有

几家做星载计算的创业公司，员工

规模都不大，可能全部约有五六

人，做法基本上都是在英特尔这些

公司的AI芯片基础上进行加固或

封装，将其变成一个标准件，再出

售给卫星公司用。

比如，如果一家做材料的公

司，能够把电子屏蔽做得很好，把

英伟达的 GPU 进行封装，然后用

卫星送到太空去。

就大模型而言，沙爱军认为遥

感这个领域其实有大量的开源模

型可以借鉴，包括多模态大模型。

“遥感要解决的问题就几个：一是

目标识别，二是分类，三是变化的

识别。”他指出，只要有大量的样本

数据，目标识别就能做得好。

至于卫星上为什么要用大模

型？沙爱军表示，卫星遥感这个领

域肯定逃离不了对大模型的需求，

而卫星的自动驾驶和地面信息采

集时的信息提取，是他认为最可能

落地的两个场景。

2023 年 12 月，一些科研院所

和商业航天公司陆续推出人工智

能遥感大模型，引发业内关注。

2023年，中国科学院空天院发布了

Satlas 模 型 ，复 旦 大 学 也 发 布 了

GRAFT 模型，模型的数据和参数

的规模越来越大，性能越来越强。

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2024 WAIC）上，蚂蚁集团遥感大

模型负责人王剑介绍，蚂蚁集团

基于蚂蚁百灵大模型平台，已经

研发了20亿参数多模态遥感模型

SkySense。通过在数据、模型架构

和无监督预训练算法等方面的技

术创新，SkySense在土地利用监测、

地物变化检测等7种常见遥感感知

任务上可以贡献技术能力。

从遥感模型的发展趋势来看，

呈现出三大趋势：从支持单模态的

数据到融合多模态的数据；从只能

覆盖单一数据源的影像到可以融

合多数据源的影像；从仅支持单张

静态影像的解译到融合整个时序

影像的信息。

沙爱军指出，虽然业界现在都

在说卫星＋大模型，但有真正投入

的可能不多。在他看来，这种投

入关键在于有没有壁垒优势。“做

的时候要找到哪些东西是可以

做，有些壁垒很容易被大公司打

破。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就是数

据的壁垒、样本的壁垒，这才是最

核心的部分。”他以自己的从业经

历来说，很多卫星公司掌握大量

数据，但只是把数据存在数据库

里，并没有把数据进行清洗或标

注，“数据能不能成为一一对应的

样本，掌握数据和掌握样本不是

一个概念”。

随着玩家的基本聚齐，视频生

成大模型的竞争开始进入寻找规

模化落地场景的阶段。我们可以

为视频生成大模型找到从 C 端到

B 端的丰富的应用场景，比如朋友

圈内容、AI 短剧、视频广告、口播

内容、宣传片、节目制作、电影后期

……

对于视频平台而言，这些撑起

内容创作生态基础的个体创作者，

是最重要的服务对象。更低的视

频创作门槛，更丰富多彩的灵感表

达，意味着更为繁荣的视频内容生

态。剪映、即梦 AI、快影、You-

Tube、Instagram正在融入的视频生

成大模型能力，甚至美图公司的

MOKI，都会将服务这部分创作者

作为一个重点。

谈及对阿里文生视频大模

型未来发展前景的看法，江瀚表

示：“首先，我看好阿里视频生成

大模型的未来。其次，因为阿里

在人工智能领域具有深厚的技

术积累，其自研的视觉生成大模

型在技术上具备领先地位。同

时，阿里在市场推广和应用场景

拓展方面也具有较强的能力，能

够为用户提供更好的使用体验

和服务。此外，随着人工智能技

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场景的不

断拓展，视频生成大模型的市场

需求也将不断增加，为阿里视频

生成大模型的发展提供了广阔

的空间和机遇。”

对于大模型创业公司而言，就

像MiniMax创始人闫俊杰所说，人

类每天消费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图

文和视频，文字的占比并不高，具

备输出多模态内容能力的大模型

能够获得更高的用户覆盖度和使

用度。

对于拥有视频业务和用户积

累的成熟企业而言，大模型可能意

味着一个重新分配蛋糕的机会，也

意味着深挖已有用户潜力的可能，

最不济，对大模型的投入也能够在

一定程度上帮助企业降低被挤下

牌桌的风险。

东吴证券在研报中认为，AI

渗透率提升的核心驱动力在于企

业的降本增效诉求。根据东吴证

券的测算，全 AI 模式下，电影、长

剧、动画片、短剧的制作成本分别

为 2.5/9.3/3.7/0.4 万元人民币，相

较于传统模式成本降低幅度超

95%；人机共创模式下，电影制作

成本有望降低43%。

Runway与狮门影业的合作表

明企业与视频生成大模型结合的

意 愿 在 提 升 。 在 这 个 合 作 中 ，

Runway 将使用狮门影业的电影

目录来训练自定义视频模型，使

其可以生成电影视频，并利用其

增强创作者的作品。当然，这个

探索需要更长时间，并具备很强的

不确定性。

另一种模板化的路径是与行

业顶尖的创作者合作，推出最佳

实践。快手在不久前宣布启动

“可灵 AI”导演共创计划，联合李

少红、贾樟柯、叶锦添、薛晓路、

俞白眉、董润年、张吃鱼、王子

川、王卯卯 9 位导演，依托可灵的

技术能力，制作出品 9 部 AIGC

（人 工 智 能 生 成 内 容）电 影 短

片。其中沉淀出来的最佳实践，

也能为更多内容创作者使用可灵

时提供借鉴。

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视频

生成大模型开始面向企业开放

API 接口，借助更多企业的力量，

共同开发视频生成大模型的场景

化模板。比如 Runway 为其视频

生成大模型Gen-3 Alpha Turbo开

放了仅限受邀者使用的API接口，

供受邀者在应用中构建视频生成

功能。Luma、Vidu 也都推出了自

己的API开放计划。

未来文生视频大模型的发展，

还有待继续观察。

本报记者 李玉洋 上海报道

在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全

球首次卫星在轨运行 AI 大模

型技术验证”这样一条关于“AI

大模型上天”的新闻引发人们

关注。

新华社10 月 6 日报道，成都

国 星 宇 航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以下简称“国星宇航”）于近日

对卫星 AI 大模型进行了在轨运

行试验，覆盖不同温度工况及

各类推理问答类型，任务执行

均获得成功。

《中 国 经 营 报》记 者 了 解

到，用 AI 大模型赋能卫星产业

已是一种业界共识。“在没有 AI

大模型之前，做卫星遥感的标

准流程是卫星上天之后把获得

的数据下发到地面接收站，接

收站再把数据进行预处理，即

处理成一张连续的图片或是满

足分析需求的图片，然后人工

去找想要的信息。”卫星遥感领

域资深从业者沙爱军对记者表

示，当卫星数量增加后，单纯靠

人是没法业务化运行的，且不

稳定。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

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图像部主任

孙海江曾表示，随着卫星规模增

大，全球每天获取的观测数据已

经以PB量级测算，传统手动、单

一领域的遥感信息提取方法难

以适应海量遥感数据的快速解

译需求。

记者注意到，包括蚂蚁集

团、阿里达摩院、商汤集团以及

有华为助力的鹏城实验室在内

的公司和研究室都在开发遥感

大模型。9 月下旬，由中国科学

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科研团

队联合鹏城实验室研发的全球

首个百亿参数级遥感基础模型

“空天·灵眸”3.0 版发布，其不

仅是我国首个面向多模态遥感

数据生成式基础模型，也是首个

专为遥感领域打造的行业基础

模型。

“以我们自身发展战略来

看，（AI 大模型上卫星）是非常

重要的一环，也是我们后续发

展 阶 梯 的 启 动 。”国 星 宇 航

CEO 王磊向记者这样阐释大

模型上卫星的意义。而沙爱军

则认为，卫星上用大模型可能

解决以下问题，“第一个是卫星

的自控问题，即卫星的飞行安

全问题，可把它看作卫星要解

决自动驾驶的执行力问题，第

二个是做地面信息采集时信息

提取的问题”。

据了解，今年9月24日10时31

分，由国星宇航与香港中文大学共

同研发的全球首颗AI大模型科学

卫星在山东海阳搭乘捷龙三号运

载火箭成功发射入轨。

9月25日20时46分，试验团队

通过地面站以遥控指令形式发送

AI任务至卫星；21时11分，卫星在

大西洋北部上空通过星载高性能

算力载荷成功启动运行AI大模型，

AI 大模型太空在轨运行过程及结

果通过卫星自带的在轨可视化存

证系统——“星屏”系统实时展示；

22 时 20 分，试验团队通过地面站

接收到首次试验完整数据。

自9月25日至10月5日，该卫

星总计执行了13次AI大模型在轨

运行试验，覆盖了不同温度工况及

多种推理问答类型，圆满完成卫星

在轨运行AI大模型技术验证的各

项预定目标。

本次技术试验的成功，也意味

着全球首次卫星在轨运行AI大模

型技术验证的成功。

记者注意到，在轨运行试验期

间，该卫星AI大模型回答了“你会

选择什么超能力？”“国庆节有什

么想对祖国说的话？”“国庆节旅

游目的地有什么推荐？”等一系列

问题。官网显示，国星宇航是国

内领先的 AI 卫星互联网科技公

司，由卫星互联网领域的原高校

科 研 院 所 、互 联 网 领 军 人 才 创

办。截至目前，国星宇航已完成

13次太空任务。

国星宇航通过低成本快响应

卫星研制技术体系、全栈AI卫星网

络技术体系、高机动快速重访卫星

技术体系，形成了面向不同应用场

景的B端、G端、C端卫星互联网产

品，已服务上百家政企客户。

根据企查查，国星宇航成立于

2018年5月，已有5轮融资，近期一

笔融资发生在2023年，融资金额超

5亿元，由洪泰基金领投，泰山城建

集团、青岛海发集团、嘉兴嘉秀集

团、策源资本、芜湖产投跟投。

在国星宇航看来，大模型上卫

星主要实现哪些功能？

对此，国星宇航方面这样表

示：“通过星上算力载荷，开展 AI

大模型的在轨推理、训练技术验

证，为‘天数天算’和下一步的‘地

数天算’做好技术积累，推动我国

乃至全球 AI 天地一体化的商业化

进程。”

据悉，“天数天算”是指卫星在

太空中获得的数据无须传回地面，

在太空中即可完成计算，依靠的是

AI卫星搭载的算力载荷和用之不

竭的太阳能；“地数天算”是指将地

面的算力需求传输到太空中的算

力节点，通过AI卫星搭载的算力载

荷进行数据计算。

此外，国星宇航还有着更远大

的“征途”。“人工智能与卫星互联

网，是中美两国在地球和太空中竞

争最激烈、发展最迅速的超级赛

道。”国星宇航方面表示，我国迫切

需要抓住目前中美在星座组网规

模、运载能力等方面存在巨大差

距，但单星能力尚未形成代差的时

间窗口，以最快速度、最大力度、超

常规投入研发AI大模型卫星，“抢

先构建天基算力网络，为我国在新

一轮信息革命和国际竞争中赢得

主动权，实现换道超车”。

在沙爱军看来，所谓的遥感大

模型或星载计算、星载智能，直接

说就是在想把地面上的云计算搬

到天上去，但现实还远没有达到实

际需求的程度。

“天数天算的主要问题，在于从

天上把数据传到地面的成本高或是

效率不够高。”沙爱军说，“天上云计

算也好，或者星载计算也好，最大的

瓶颈无非是从天到地的一个通讯链

路的带宽不够。或者说，是天地之

间通联的机会没那么多。”

不过，星载AI仍具有商业应用

的想象空间。“比如用卫星采集了

遥感影像之后，客户可能不需要整

个卫星影像数据，只要里面的船只

数量和位置信息，把这些信息通过

短报文的形式直接下发到手机

上。”沙爱军指出，海运、保险、期货

这些应用场景关心船只在港数量、

规模以及载货的量、港口码头的货

物堆积量，可以统计后用一些模

型、算法去预测价格的走势。

关键在于是否有壁垒优势

本报记者 李昆昆 李正豪

北京报道

在近日的云栖大会上，

通义万相发布了自研AI视频

生成模型，首批上线文生视

频、图生视频功能。通义App

端完全免费，用户每天不限

次使用。

在文生视频功能中，输

入任意中英文多语言prompt

（提示词），就能生成一段高

清、逼真的视频。它能够支

持最长5秒视频生成，每秒30

帧，分辨率为 720P。更惊艳

的是，它还能生成与画面匹

配的音效。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

瀚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首先，阿里视

频生成大模型的技术路径是

全自研的视觉生成大模型，采

用了业界领先的 Diffusion+

Transformer架构。其次，该模

型已经在手机端App和PC端

官网上线，支持5秒的视频生

成，每秒30帧，分辨率为720P，

并且能够生成与画面匹配的

音效。进展方面，阿里已经成

功实现了文生视频和图生视

频的功能，并且在试用中表

现出了良好的画面质量、语

义理解和风格泛化能力。”

今年9月，国产视频生成大模

型迎来了新一轮爆发：8 月 31 日

MiniMax 正式发布视频模型 vid-

eo-01，拉开了“红毯仪式”的序

幕。9 月 19 日，阿里云 CTO 周靖

人在云栖大会上发布全新视频生

成模型。同日，快手发布可灵 1.5

模型，内部评测整体效果比可灵

1.0模型提升了95%。9月23日，美

图公司宣布美图奇想大模型完成

视频生成能力的升级。9月24日，

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发布了

PixelDance和Seaweed两款视频生

成大模型。9月26日，美图公司又

向所有用户开放了AI短片创作工

具MOKI。9月30日，可灵又上线

了“对口型”功能，支持对生成的人

物上传音频内容，并宣布正式全面

开放API（应用程序接口），上线了

AI 创作社区“创意圈”。

阿里方面称，作为一款“最听

话”的AI生视频模型，通义万相具

备复杂语义理解和概念组合生成

能力，将文字创意精准呈现。

据了解，对于灵感匮乏的朋

友，在文生视频界面点击“灵感扩

写”，可将简单提示词自动“扩写”

成忠于原意的长提示词，大幅度提

升生成效果。

图生视频功能里，支持将任

意图片转化为动态视频，按照上

传的图像比例或预设比例进行生

成，同时可以通过提示词来控制

视频运动。

通易万相的音画同步功能，

不但可以大幅提升影像品质，更

可让创作者免去搜寻配乐、修改

音效等麻烦。现在，您只需在电

脑上输入文字或上传图片，“通易

万相”便可为您提供“图片+语音”

一站式服务。

江瀚认为，与其他视频生成大

模型相比，阿里视频生成大模型的

优势在于，“首先，它更懂中国风和

中文，能够更好地理解和生成与中

国文化和语言相关的视频内容；其

次，它在计算效率上具有优势，通

过逐步降噪来生成最终动画，减少

计算量并提高生成速度；最后，它

支持多种场景应用，能够为电商、

广告创意、自媒体、影视/动画制作

等领域提供更多灵感来源。劣势

方面，与其他模型相比，可能还存

在一些特定的技术局限性和优化

空间，需要持续地研发和改进。”

本次技术试验的成功，也意味着全球首次卫星在轨运行AI大模型技术验证的成功。

“天上云计算也好，或者星载计算也好，最大的瓶颈无非是从天到地的一个通讯链路的带宽不够。或者说，是天地之间通联的机会没那么多。”

“最重要的可能就是数据的壁垒、样本的壁垒，这才是最核心的部分。”

10月10日，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高轨卫星03星。 视觉中国/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