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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兩年的時間裏，AI大模型技術的發

展可謂突飛猛進，它已經成為科技界大熱的話

題。ChatGPT的橫空出世，不僅在行業內引起了轟動，

也讓我們普通人見證了人工智能的巨大潛力。

目前，在全球科技界，人和資本都在爭相湧入AI大模型

的領域。AI大模型的應用已經滲透到小說等內容創作、學術研

究、音樂製作，乃至於生成電影片段等各個領域，為我們的生活

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

姚 剛

我們也不斷聽到AI大模型企業獲得
巨額資本注入的消息。這一切似乎都

在暗示，AI大模型技術已經成熟，它就
像移動互聯網一樣，成為了我們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儘管有人認為ChatGPT的出現標

誌着人類進入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新時
代，它就像歷史上的 「火」 和 「電」 一
樣，將徹底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但事
實上，我們對當前的AI大模型的理解還
存在許多誤區。我們需要以更加理性的
態度來看待這項技術，避免盲目跟風。

雖然，已經有很多
人在工作和學習中開始
使用AI大模型幫助自己
檢索資料、分析數據和
創作內容。然而，細緻
審視這些模型輸出的結
果，我們有時會發現它
們雖然看起來嚴肅認
真，但實際上卻包含着
AI編造的信息。如果未
經核實就輕信這些內容，我們可能會被
誤導，從而接受錯誤的知識或做出錯誤
的決策。

這種現象在業界被稱為 「AI大模型
幻覺」 。在當前的AI大模型中，幻覺是
一個棘手的問題。它的產生有多方面的
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為模型訓練所
用的數據不精確或不全面，使得模型在

生成某些特定信息時缺少必要的背景知
識。另一方面，大模型的訓練重點在於
生成連貫、符合語言規範的文本，而非
保證內容的真實性和準確性。此外，AI
大模型缺乏人類的 「常識」 ，無法像人
類那樣依靠常識來判斷信息的合理性，
因此在處理超出其訓練數據範圍的知識
時，可能會產生一些反常識的內容。

AI大模型可以信賴誤解一

我們在看到大模型寫詩、生成圖
片甚至生成高質量視頻這樣的精彩應
用場景之後，往往會認為AI大模型無所
不能。而如果讓AI大模型做精準定量的
任務時，其輸出的結果的準確性就大
打折扣了。

在今年6月，上海人工智能實驗室
研發推出的大模型評測體系──
OpenCompass對7個主流AI大模型進
行了高考考卷語、數、外的測試，從
結果來看，大模型的語文、英語考試
水平普遍不錯，但數學不及格。由此

可見，在數學方面大模
型還有很大的提升空
間。數學能力決定其複
雜推理相關能力，複雜
推理能力是大模型在科
研、金融、工業等要求
可靠結果的場景落地時
需要的關鍵能力。

AI大模型的炙手可熱使得國內
外的大型企業紛紛投身於這場技術
革命，引發了一場 「百模大戰」 的
競爭局面。然而，AI大模型的訓練
不僅需要大量的算力支持，還需要
依賴高質量的數據資源。目前，全
球算力市場主要被海外巨頭所壟
斷，這使得企業在獲取穩定算力方
面面臨諸多挑戰。同時，構建AI大
模型的基礎設施需要巨額投資，通
常需要數億甚至數十億人民幣。

那麼，我們不禁要問，AI大模型真
的很賺錢嗎？AI大模型公司的盈利模式
主要分為兩種：面向企業客戶的To B
模式和面向個人用戶的To C模式。

在To B模式中，大模型廠商通過
向企業客戶提供API調用服務來收取費
用，這些服務可能包括按使用時長、按
調用量計費，或是提供包含硬件的一站
式解決方案。例如，OpenAI就推出了
30款左右的大模型供用戶調用，涵蓋
了文本、圖像、音頻等多個領域。

另一方面，大模型廠商也在探索
To C模式的變現途徑。對於大多數AI
公司而言，大模型的大規模商業化最終
需要依賴於個人用戶市場。OpenAI的
ChatGPT聊天機器人就是一個成功的

To C應用案例，它已經成為一個現
象級應用，這是目前國內廠商尚

未達到的水平。
儘管AI大模型的商業潛力巨大，但

在當前階段，它們並不如預期那樣賺
錢。以百度為例，2024年第一季度，
其雲業務收入中只有6.9%來自大模型
及生成式AI相關服務，約為3.24億元人
民幣。這些收入相對於百度的資本投
入，還遠遠無法收回成本。

而為了爭奪市場份額，國內外各
大AI大模型廠商，都相繼推出了新模
型並宣布降價，甚至提供免費版本。
大模型服務屬於典型的規模經濟，隨
着使用人數的增加，企業的研發和算
力成本得以分攤。此外，隨着技術的
進步，算力成本預計將持續下降，這
也為大模型廠商提供了降價的空間。
降價策略反映了業界對AI大模型未來
前景的樂觀預期。

目前，普通人能夠接觸到的主流AI
大模型普遍都採用了和AI聊天的交互方
式。這種方式直觀易懂，幾乎不需要額
外學習成本。可以說，只要會打字，人
人都知道如何跟AI大模型進行交流。然
而，這種認知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
雖然與大模型交流容易，但要充分利用
它們並獲取精準的結果卻是一項挑戰。

例如，簡單地說 「請給我畫一朵
花」 ，與詳細描述 「你是一個油畫畫
家，請參考梵高的畫風，畫一朵盛開的
向日葵，背景是一片草原」 ，這兩條提
示詞的差異將導致AI輸出截然不同的作
品。前者可能只是一幅簡單的花的圖
案，而後者則更可能產生一幅風格接近
梵高、情感豐富的藝術作品。

因此，要想用好AI大模型，首先需
要使用者能夠明確自己的需求，並且能
夠從多個角度詳細描述這些需求。這與
我們通常在搜索引擎上使用一兩個關鍵
詞查找信息的習慣不同。在搜索引擎
中，我們依賴算法來從海量數據中篩選

出最相關的結果。而在與AI大模型交互
時，我們需要更主動地提供信息，幫助
模型更準確地理解我們的意圖。

此外，用好大模型還需要用戶具備
一定的技術背景和創造力。例如，在藝
術創作、數據分析或編程等領域，用戶
需要對所使用的工具和方法有一定的了
解，才能有效地指導AI大模型生成符合
預期的輸出。這就需要用戶不僅要能夠
提出問題，還要能夠提出正確的問題，
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用戶對大模型能
力的理解和對任務需求的清晰表達。

誤解四 AI大模型人人都會用

許多人認為，既然這些大模型能夠
理解和生成自然語言，那麼它們應該能
夠像人類一樣進行持續的、無限制的交
流。然而，這種看法忽略了AI大模型在
技術和功能上的關鍵限制。

首先，AI大模型在處理對話上下文
時存在信息量的限制。例如，當你與某
個AI大模型討論一個複雜的項目時，你
不能期望它還能記得幾個月前你們交流
的細節，除非這些細節在最近的對話中

有被提及。這種局限是由於模型的架構
和訓練方式決定的，它們通常只關注最
近的對話內容，以便更有效地處理信
息。

其次，AI大模型的 「短期記憶」 特
性意味着它們在多輪對話中的能力是有
限的。這並不是說AI不能進行多輪對
話，而是說它們可能無法在長時間的交
流中保持一致性和準確性。例如，如果
你與一個AI客服機器人反饋一個問題，

它可能在對話的早期階段理解
你的需求，但如果對話持續時
間過長，它的回答就可能模糊
或者跑偏。

此外，AI大模型在處理大
量數據時也存在限制。用戶不
能期望AI一次性處理數千頁的文
檔或大量的數據輸入。這種限
制是由於計算資源和算法效率
的限制。

在探索AI大模型的潛力時，我們應
當認識到，儘管AI大模型技術帶來了各
種可能，但它仍然處於成長和發展的階
段。AI大模型並非萬能，它也有自己的
一些局限。我們應當以審慎的態度對待
它輸出內容。同時，我們也應該意識

到，擁抱AI大模型不能一味地跟風，在
大模型領域盲目的投入並不一定能創造
更多價值。企業和AI創業者應當回歸理
性，找到真正的市場切入點並發展合理
的商業模式，這樣才能達到可持續發展
的目標。

誤解二

誤解三

誤解五

誤解六 AI大模型+硬件是救星

AI大模型是全能的

AI大模型很賺錢

AI大模型可以持續交流

AI大模型是具有大規
模參數和計算資源的機器

學習模型，在訓練過程中需要大量的數
據和計算能力，通常擁有數十億乃至數
千億個參數，其設計目的在於提高模型
的表達能力和預測性能，在處理複
雜任務時能更好地捕捉數據中

的模式和規律。

AI大模型

在消費電子行業，大模型技
術的應用曾備受期待，被許多人
視為市場的潛在救星。然而，現
實的發展並不如預期那般樂觀。

在AI終端創新的浪潮中，一
類備受矚目的創新產品是基於大
模型技術打造的新型硬件設備。

在MWC大會上，一家名為
Humane的初創公司提出了 「手
機能做的，AI Pin都能做」 的宣
言，展示了其產品通過語音對話
和激光顯示進行交互
的能力。

另一款備

受矚目的AI大模型硬件Rabbit
R1宣稱其搭載了高性能的AI大模
型LAM，能夠處理複雜的數據和
學習任務，並配備了顯示屏幕，
提供更加直觀的交互體驗。

對於那些對傳統智能手機感
到審美疲勞的消費者來說，這些
新型硬件無疑充滿了吸引力。但
是，隨着這些產品逐漸進入市場
並被用戶廣泛使用，一些問題也
開始顯現。首先，像AI Pin和

Rabbit R1在推廣中承諾的AI
功能並沒有完全實現。其
次，在用戶體驗方面，

這兩款AI硬件在實際應用中遇到
了諸多挑戰，包括算力不足導致
的延遲、系統不穩定以及缺少常
用功能等問題。

隨着退貨率的上升和負面評
價的增多，市場對這兩款硬件的
熱情迅速冷卻。歸根結底，這些
新興硬件雖然捕捉到了消費者對
傳統智能手機交互體驗的不滿，
但它們提供的產品解決方案還不
夠成熟，無法讓消費者獲得更好
的體驗以對這樣的產品產生依
賴，從而難以轉化為實際的產品
價值和持久的商業成功。

▲百度文心一言（ERNIE Bot）。

◀盤古CV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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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大模型在處理對話上下文時存在信息量的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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