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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继2022年11月，OpenAI发布旗下AI聊天机器人应用ChatGPT后，
大模型逐渐走入公众视野。2023年被视为中国大模型的发展元年。
这一年里，中国本土厂商、各大科技巨头、科研院所、初创公司
都纷纷下场，部署自己的大模型。从优化算法全面追赶头部大模
型水平到创新应用落地全面开花，国产AI正待走出一条属于自己
独特节奏的发展之路。

本报告将回顾国产AI大模型的发展历程，分析当前国产大模型落
地应用的数据表现，结合赛道头部和特色产品案例，帮助用户读
者更好地把握国产AI大模型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

发力规模商业化应用，国产AI大模型追赶进行时

来源：点点数据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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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大模型的发展历程
从学术猜想到应用发展，当前已经进入规模化应用阶段

来源：点点数据自主研究及绘制

• 1950年图灵在其论文《论数字计算在决
断难题中的应用》提出了著名的“图灵
测试”，测试能否使机器模仿人类思考
模式和行为，标志着人工智能行业开始
迎来发展。

• 1956年举办的达特茅斯会议上“人工智
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概念被
首次提出，人工智能，即AI正式进入公
众视野。

21世纪初，随着计算能力的提升和大数据的崛起，AI大模
型从无到有，从简到繁快速被发掘和发展。
• 专家系统：根据系统中的知识与经验，进行推理和判断，

模拟人类专家的决策过程。
• 决策树：采用树形结构，使用层层推理来实现最终的分

类。
• SVM：用于分类和回归问题，通过在特征空间中找到最

大边距的超平面。
• 深度学习架构：优化神经网络的结构，提高计算效率和

模型的准确率，使得神经网络在各种任务中表现更优。 
通过发掘一系列大模型架构的潜力，最终向仿生的形态演
化。

起步-AI学术研究

发展-AI初步应用

突破-AI大模型风起云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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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日本富士通公司推
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具备语音识别功能的
PC，开启了AI在语音识别领域商业化应
用的序幕。 

• 1984年，苹果和IBM相继推出预装如语
音识别、专家系统等AI软件的Apple 
Macintosh和IBM PC面世，也标志着AI
开始进入家庭应用市场。

• 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神经网络的
发展也推动AI在图像识别领域的应用，
同时经AI赋能的搜索引擎也成为互联网
行业在此阶段实现大发展的标志性产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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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AI大模型类别
NLP（自然语言处理）大模型为目前应用主流 

来源：点点数据自主研究及应用商城产品详情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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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P（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自然语言处理）大模型：LLM为NLP大模型的一种，
主要用于处理自然语言文本数据，具备强大的语言理解和生成能力，帮助人类完成问答、创作、
文本等工作，例如Open AI的GPT系列模型。

CV（Computer Vision，计算机视觉）大模型：主要用于处理图像和视频数据，具备强大的图
像识别和视频分析能力，如人脸识别、物体检测等，具体可以在智能驾驶、安防等领域进行利用，
例如腾讯的PCAM大模型。 

科学计算大模型：主要用于解决科学领域的计算问题，如生物信息学、材料科学、气候模拟等，
需要处理大规模数值数据，例如华为的盘古气象模型。

模态大模型：可以同时处理多种类型的模态数据，如文本、图像、语音等，实现跨模态搜索、跨
模态生成等任务，已有的渗透应用具体包括搜索引擎、办公工具、金融电商等，例如谷歌的
Vision Transformer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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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AI大模型发展历程
OpenAI打响发令枪，国内厂商奋起直追

OpenAI 在 2019 年发布了GPT-2 大模型，国内互联网科技厂商也集中在 2020-2022 三年期间相继发布了自己的大模型。ChatGPT 的发布，掀起一波发展热潮，
席卷国内科技圈和投资圈。很快，各大科技巨头、科研院所、初创公司都纷纷下场，部署自己的大模型。自此开始，相关技术迭代日新月异，行业趋势不断变化。
2023年3月16日，百度正式推出了基于百度新一代大语言模型的生成式AI产品“文心一言”，此后，阿里、华为、腾讯、京东、科大讯飞、360、字节跳动等科技
公司纷纷发布了自家的大模型。科研院所及创业公司同样有“悟道”、“书生”、”智谱“等大模型问世。截止2024年4月，中国的大模型数量已近200个，通用
大模型数量40个左右。

2019年3月16日
百度：ERNIE 1.0

2021年3月21日
智源：悟道 1.0

2021年4月
华为：盘古

2021年11月17日
商汤：书生1.0

2022年8月
清华大学：GLM-130B

2023年4月
阿里巴巴：通义千问

2023年2月
复旦大学：MOSS
第四范式：式说

2023年4月10日
商汤：日日新

2023年3月16日
百度：文心一言

2023年5月6日
科大讯飞：讯飞星火

2023年7月7日
华为：盘古3.0

2023年8月31日
百川智能：百川

智谱华章：智谱清言

2023年9月7日
腾讯：混元

2021年7月
中科院&武汉人
工智能研究院：

紫东太初

2023年7月13日
京东：言犀

2023年6月13日
360：360智脑

2023年4月13日
知乎：知海图

2023年4月18日
金山：WPS AI

2024年5月16日
小米：MiLM

2024年1月12日
同花顺：HithinkGPT

2021年9月28日
浪潮信息：源1.0

2023年3月14日
澜起科技：孟子

2023年11月
MiniMax：Abab

2023年10月
月之暗面：Kimi

2023年10月12日
汉王科技：汉王天地2023年5月18日

云从科技：从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