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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大模型（以下简称大模型）是实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AIGC）的重要技术，

ChatGPT上线两个月活跃用户（MAU）突破 1 亿，激发了大模型技术的爆发式发展，全球

科技公司开启大模型“科技竞赛”。国外科技巨头微软、谷歌、META等，加快大模型研发，

并迅速应用到搜索、办公、音乐、视频等领域。我国头部企业积极开展自主可控的大模型研

发，百度、腾讯、华为、阿里、中科院自动化所、智谱AI、科大讯飞等公司的大模型也相继

推向市场。各家公司也加快大模型的迭代升级速度，OpenAI、谷歌、百度已经在短短几个

月内多次升级大模型版本，能力提升明显，大模型行业竞争激烈。

与此同时，随着大模型评测需求逐渐增加,相关研究也进一步深入。大模型相比传统模

型，泛化能力更强、灵活性更高、适应性更广，多任务、多场景，评测维度、评测指标和数

据集更复杂，面向大模型的评估方法、评测基准、测试集成为新的研究课题。业界头部公司、

主流科研机构和重点高校等权威组织，如OpenAI、微软、斯坦福大学、信通院，在评测框

架、评测指标、数据构建方法等方面发表了一些论文和研究报告，从准确性、鲁棒性、毒害

性、公平性等评测维度对相关大模型进行了评测，为用户和行业充分掌握大模型能力发挥了

积极作用。

目前业界多家机构发布了大模型的评测榜单，但是评测维度及侧重点各有不同。从推动

AI大模型成熟应用、促进生态繁荣、指引产业优化方向的角度，有必要从用户视角，构建一

套客观全面、公平公正的大模型评测体系。

中国移动技术能力评测中心作为中国移动的专业评测机构，也在关注和跟进大模型评测

技术发展。自 2019 年起陆续开展了专业公司 31+N考核对标评测、技术中台能力准入等工

作，涵盖人工智能、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大视频等 20 余个领域 1000 余项产品和能

力，积累了丰富的产品技术能力评测经验和数据。基于前期积累，对业界各类大模型评测技

术进行了充分调研和评测验证，构建了“弈衡”通用大模型“2-4-6”评测体系，并基于该

体系对已发布的大模型进行了广泛的评测。

随着大模型技术的不断发展，“弈衡”通用大模型评测体系也将持续迭代完善，希望通

过发布《“弈衡”通用大模型评测体系白皮书》，与产业界相关企业和研究机构一道，加强

交流合作，逐步完善测试指标、测试方法、测试数据、测试自动工具，共同建立评测产业标

准化生态，为业界大模型评测提供参考依据，促进大模型技术的产业成熟和应用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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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大模型发展现状

随着大模型技术的快速发展，其巨大的参数量、计算量以及模型复杂度，在解决复杂任

务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强大的理解和生成能力、高度的泛化能力、优秀的可迁

移学习特性及端到端训练优势。大模型技术受到各类行业的广泛关注，通过将大模型与实际

业务相结合，可为用户提供更加个性化、更符合用户需求的服务。大模型在多个领域的应用

示例如下：

行业 领域 应用

通用

能力

搜索领域 用于实现更智能、更准确的信息检索和推荐。

语音识别与合成领域 识别并合成语音，实现更智能、更自然的语音助手。

垂直

行业

内容创作与审核领域 用于自动撰写文章、新闻、绘画、音乐等任务。

教育科技领域 为教育领域提供智能化支持。

金融科技领域 帮助金融机构提高决策效率和质量。

医疗健康领域 协助医生和研究人员提高工作效率，提高医疗水平。

智能制造领域 助力工厂实现智能化生产、降本增效。

软件开发领域 提高开发人员的工作效率，降低人力成本。

法律领域 用于文书的撰写、法律咨询等任务，降低法律服务成本。

人力资源领域 帮助企业优化人力资源管理。

媒体与娱乐领域 为创作者提供创意灵感，提高创作效率。

语言学习领域 辅助语言教师授课，帮助学习者提高语言能力。

旅游领域 提供个性化的旅行建议和服务。

公共服务领域 提高政府服务效率，优化公共资源配置。

客服领域 应用于智能客服助手等任务，提高客服效率，降低成本。

市场分析领域 帮助企业洞察市场动态，优化产品、提供更加安全的服务。

随着大模型的发展，模型能力还将不断扩展，通过文本、图像和语音等多种形式。与更

多新兴的应用场景相结合，赋能千行百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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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评测需求

由于大模型高度复杂的结构，如何对其进行全面、客观的评测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

题。与传统AI模型单一的应用领域相比，大模型在多任务和多领域方面展现出卓越的性能和

泛化能力。因此，针对大模型产品的评估通常需结合多种不同任务，从多个维度展开综合评

价。在现阶段的研究与实践中，大模型评测的主要需求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类：

文本类大模型：此类模型需要能够依据提示创作符合需求的文本内容，并依赖知识和文

本逻辑，推理并回答用户问题。在文本生成任务中，主要考察模型生成内容是否满足使用者

要求，并具备正确性、流畅性、规范性和逻辑性；在知识应用任务中，则需要模型覆盖尽可

能多的领域，并具备一定深度，同时还应具备对知识的理解与运用能力；在推理任务中，还

需对模型生成内容是否符合人类思维的判断、推理过程质量、推理过程与答案一致性、数值

计算正确性等指标进行评估。

图像类大模型：此类模型需要识别并定位图像中的各种物体，对其进行分类，并将不同

对象或区域分割开来，在此基础上，通常还要求模型根据给定的描述生成新的图像。在图像

分类任务中，核心指标包括分类的准确性、鲁棒性及对新类别的泛化能力；物体检测任务更

关注对复杂场景的处理能力和检测的准确率、覆盖率；图像分割任务更能体现模型对细节的

处理能力；对于图像生成任务，对于图像质量和创新型的评测需要更综合的评测方法。

语音类大模型：此类模型需要能够识别多种人类语音，实现文本和语音的双向转化。在

语音识别任务中，需要评估模型是否能够准确、高效地将人类语音转化为文字表达，关注模

型括识别准确率、噪声抑制效果、多语种处理能力等；在语音合成任务中更关注合成语音的

括语音质量、语音流畅度、音韵准确性等。

除上述几类模型中的评测需求之外，针对模型及产品的各项能力，还需探究大模型生成

结果的置信度、训练数据与生成结果的一致性、对生成内容的规划能力、噪声和扰动下的稳

定性、对于提示词的敏感性等传统NLP、CV及语音任务涉及较少的评测指标，形成更为标

准化和通用的解决办法。

大模型评测对于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通过对大模型性能

的评测，可以为模型优化和改进提供有力依据，从而提高其应用效果和商业价值。另一方面，

大模型评测可以了解大模型在不同行业的性能和适用性，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在各行业的发展

和应用。此外，大模型评测还可以促进不同领域研究者的技术交流和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

术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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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评测问题与挑战

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大模型评测需要与时俱进。随着人工智能领域的飞速发展，评测难

度也在逐渐增加。为了保障评测针对性和有效性，需要不断更新评测标准和方法。

首先，大模型复杂性对评测提出挑战。

随着人工智能不断发展，大模型复杂性不断增长，评测需求多样性更加显著。大模型涉

及到文本生成、问答系统、知识图谱、图像创作、语音生成等多个任务领域。如文章写作任

务中，模型的生成质量是重要指标之一，需要考虑到文本是否自然、流畅，是否符合语言规

范，是否有语法错误等。而图片创作任务中，图片的视觉效果、清晰度、色彩鲜艳度等是评

估模型性能的重要指标。面对以上问题，需要制定一套更为全面的评测体系，以全面评价模

型能力。

其次，大模型泛化性对评测提出更高要求。

大模型在很多任务上已经达到或超过了人类的水平，但在某些特定领域中，它们的性能

仍然有待提高。对于低资源任务，评测者需要关注模型在使用少量语料时的表现，需要考虑

到语言之间的差异性和复杂性，以便更好地评估模型在不同场景下的泛化能力。对于专业领

域任务，需要关注模型对领域特定术语、概念和规则的理解和应用，使用更广泛的数据集和

跨领域的评测任务，以确保评测结果具有泛化性和可靠性。

再者，大模型安全性也需要重点考虑。

数字化时代，攻击者可能会利用特定数据来攻击模型，或者破坏模型的性能。对抗性攻

击是一种常见的攻击类型，通过向模型输入有意制造的数据或恶意样本来欺骗模型或破坏模

型的性能。对抗性样本可以模拟现实世界中的攻击。如图像分类任务，针对正确分类的样本，

可以通过添加一些扰动来生成对抗性样本，导致模型对其错误分类。面对以上问题，需要考

虑各种攻击模型，并设计相应任务来评估模型安全性。

总之，随着大模型的不断发展和应用，评测工作所面临的挑战逐渐增加。需要重点考虑

多样性、普适性、客观性和公正性等评测需求，充分评估大模型的性能和潜力，为大模型技

术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