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伴隨人工智能（AI）
技術的加速演進，AI大模

型已成為產業的核心驅動力，如何優化現有的大模型，構建
更高效的模型以適配社會需求，是當代AI發展的重要課題。

香港中文大學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系副教授成宇，在接
受《大公報》專訪時表示目前專注於高效AI模型架構研究，
當中涵蓋多模態模型以及快速模型架構兩大方向，並取得多
項成果。其團隊擔任技術顧問的騰訊深度思考模型 「T1」 ，
已在今年3月底推出。此模型開發成本與DeepSeek相比更
低，響應時間更是壓縮至10多秒。成宇希望，在一至兩年後
AI可在特定的工種替代人力，5至10年內實現應用場景內80%
的工作由AI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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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宇與其團隊目前主要聚焦於多模
態模型架構以及快速模型架構的研究。所謂多模態模
型，是能夠綜合處理圖片、語音與文本等多模態信息
的模型。而快速模型架構，則是對問題推理、響應時
間更加快速的模型。

從單模態進化到多模態
成宇指出， 「當前主流的深思考模型，如

DeepSeek、ChatGPT等，主要是採用單模態架構，
在文本處理領域具有強大的邏輯推理能力，但其應用
場景相對局限。」 相比之下，多模態模型能綜合處理
多種複雜信息，能有效應對現時社會的多樣需求。此
外，他表示，由於當前的模型規模較大， 「在實時交
互場景中面臨推理時間較長、算力資源成本高昂的痛
點」 ，因此研發兼顧精度與效率的快速模型架構是發
展AI的重要方向。

成宇去年10月份加入中大任職，而在加入中大之
前，成宇在微軟美國研究院與OpenAI團隊合作期
間，對其Copilot模型的結構進行輕量化優化，為其後
續的快速推理技術研究積累了關鍵經驗。

在不斷推進當前研究工作的同時，回顧過往，早
在2020年，成宇及其團隊便有極具前瞻性的構想。成
宇表示，在多數大模型僅關注文本信息時，他與團
隊就提出構建多模態大模型的想法。他透露，在當
時他們便搭建了將文本、圖像、語音等信息融合起
來的第一代的多模態模型框架。成宇直言， 「這一成
果為後續GPT-4o等多模態模型架構提供了技術雛
形。」

此外，AI在迅猛發展的同時，不可避免地會出現
諸如AI幻覺（即虛構現實）、AI偏見（如性別歧
視）、AI安全（如生成危險有害內容）等方面問題。
針對以上問題，成宇表示，在2023年他與團隊構建了
一套客觀的評測機制，借助數據去檢測大模型存在的
問題，進而及時進行修改。成宇透露，目前該評測機
制已被不少企業採納。

5至10年內可做八成工種
騰訊研發的 「T1」 模型是標誌性落地科研成果。

成宇表示， 「T1」 屬於較快速的深思考模型，在今年
3月底已在微信 「騰訊元寶」 免費上線。成宇透露，
大概是去年年中開始與騰訊合作，年底時便搭建了一
個反應較快的基座模型。而後在這個基座模型的基礎
上，利用大量的數據不斷地進行迭代，最終花費了七
至八個月的時間完成了 「T1」 的搭建。

成宇表示，一般情況下，深度思考或深度推理類
模型在維持其深度思考能力（如邏輯回溯、多步驗
證）時，其響應速度會變慢，則需要優化其模型架
構。他透露，在 「T1」 模型研發的第一階段團隊已解
決此問題，成功壓縮了推理時間。

成宇補充，「與DeepSeek相比，T1響應速度可能

僅為其三分一到
二分一，即10多
秒便可達到同樣
的處理效果」 。

據悉， 「T1」
沿用了混元Turbo
S的創新架構，並採
用 了
Hy-
brid-Mamba-Transformer
融合模式。而這也是工業
界首次將混合的Mamba架
構無損應用於超大型推理模
型。這一架構有效降低了傳統
Transformer結構的計算複雜度，減
少了內存佔用，成宇表示，這顯著降低了訓練和推
理成本。

儘管 「T1」 取得了不錯的成果，但在研發和
應用推進過程中，亦面臨着不少挑戰。成宇坦言，AI
領域的競爭激烈，新模型層出不窮，因此他們時刻面
臨着外部的緊迫壓力。此外，AI模型漫長的迭代周期
長同樣是一大難題。成宇進一步解釋， 「當前的AI模
型體量龐大，訓練一個模型往往需要耗時一至兩個
月」 。而在此期間，團隊須保持高度專注，持續去監
控模型訓練過程中的各項表現指標，並根據實際情況
動態調整架構，以確保最終成果的質量與性能。

目前，團隊也正探索如何將 「T1」 模型進行多模
態升級，以增強其在不同場景下的應用能力。成宇舉
例，讓 「T1」 做到在面
對一道複雜的幾何題時，
可以自主解析圖像、繪製
輔助線和公式推導。成宇
對AI未來的多模態應用充
滿信心，他希望，一至兩
年後可率先在特定的工種
如代碼開發、平面式設
計等領域實現AI替代人力
的突破， 「終極目標則為
在5至10年內實現應用場
景內80%工作由AI完
成。」

科研的意義在於解科研的意義在於解

決實際問題決實際問題、、推動技術推動技術

進步以及培養下一代科進步以及培養下一代科

研人才研人才。。成宇強調成宇強調，， 「「科研不應局科研不應局

限於象牙塔限於象牙塔，，而應關注實際應而應關注實際應

用用」」，，通過與企業與使用者的交通過與企業與使用者的交

流流，，學者可以更加了解學者可以更加了解AIAI技術的發技術的發

展痛點進而提供更有效的解決方展痛點進而提供更有效的解決方

案案。。成宇直言成宇直言，，可能當下的絕大部可能當下的絕大部

分研究並不能發揮大作用分研究並不能發揮大作用，，但隨着但隨着

時間的演變時間的演變，，無數科研的積累可以無數科研的積累可以

為未來的技術爆發奠定基礎為未來的技術爆發奠定基礎，，他形他形

容容 「「這是在正確的道路上不斷向前這是在正確的道路上不斷向前

走走」」。。

批判思維創新能力無法取代批判思維創新能力無法取代

而對於未來想要深耕於而對於未來想要深耕於AIAI領域領域

的學生的學生，，成宇提醒成宇提醒，，一定要以解決一定要以解決

實際問題為出發點實際問題為出發點。。其次其次，，成宇表成宇表

示示，，AIAI不光是一個算法不光是一個算法，，若想若想AIAI模模

型具有效果型具有效果，，能解決問題能解決問題，，就會牽就會牽

涉到非常大的數據和工作量涉到非常大的數據和工作量，，因此因此

一定要加強動手能力和豐富實踐經一定要加強動手能力和豐富實踐經

驗驗。。

除了研究者除了研究者，，成宇也關注全面成宇也關注全面

AIAI素養的提升素養的提升。。他表示他表示，，AIAI將逐漸將逐漸

成為基礎工具融入各行業成為基礎工具融入各行業，，公眾需公眾需

掌握相關知識以便更高效地利用掌握相關知識以便更高效地利用

AIAI。。在在AIAI教育方面教育方面，，他認為他認為，，對於對於

一些知識性的東西一些知識性的東西，，即純靠記憶即純靠記憶、、

直覺去解決的問題直覺去解決的問題，，無需要求學生無需要求學生

死記硬背死記硬背，，可以利用可以利用AIAI輔助工具去輔助工具去

幫助學習幫助學習。。成宇表示成宇表示，，培養學生的培養學生的

批判思維和創新能力才是重點批判思維和創新能力才是重點，，因因

為這些是為這些是AIAI暫時無法取代的暫時無法取代的。。

港發展AI具優勢
惟產業轉型需時

▲▲中大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系副教授成宇與其團隊
中大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系副教授成宇與其團隊，，目目前主要聚焦於多模態模型架構以及快速模型架構的研

前主要聚焦於多模態模型架構以及快速模型架構的研究究。。
大公報記者麥潤田攝大公報記者麥潤田攝

成宇2010年在清華
大學本科畢業後，便前
往美國西北大學求學，

並在2015年取得博士學位。在求學
以及工作的過程中，成宇表示他見
證了兩次AI浪潮，首次是深度學習
模型的崛起，其次是GPT等大模型
的興起，他看到自然語言處理極速
的快速演進，深感AI技術的強大，
更加堅定了科研道路。

盼加大力度支持高校發展
談及來港發展的契機，成宇從

個人與職業雙重維度作出解析。個
人層面，他坦言想縮短與家人的距
離。而從職業發展層面，則是因為
香港提供的多元發展可能。他說，
「無論是深耕學術研究、創業還是
就業都能獲得較多機會。」 同時他
也表示，香港政府正極力擁抱AI，
不斷優化創科政策、引進全球頂尖
企業和科研人才。因此香港的創科
環境是他回來的另一重要原因。此
外，香港的高等教育資源亦是關
鍵，尤其是在計算機和AI領域，中
大等院校躋身前沿陣營。成宇透
露， 「以前在內地讀本科時便聽說
過中大在AI領域的領先地位，所以

選擇來港。」
儘管香港優勢明顯，但成宇指

出其AI發展面臨若干挑戰。其中核
心難點在於產業定位的轉型。作為
國際金融中心，香港若想在短期內
轉型為AI中心或科技樞紐，成宇認
為， 「中間需要較長的過渡周
期。」

其次，他表示，當前在港扎根
落地的世界級企業仍需增多，這需
要政策調整與配套設施完善形成協
同支撐，而這同樣需要時間沉浸。
成宇表示， 「過渡過程有阻礙很正
常，只要方向正確且發展態勢向
好，穩步前行就可以突破階段性瓶
頸。」

而作為一個科研學者兼教育工
作者，成宇希望政府可以再加大對
高校發展的支持力度。他指出，
「當前高校定位可能比較適配傳統
的、偏小的科研作坊氛圍。」 他進
一步解釋道，高校在算力基礎設施
方面仍比較缺乏，很難去配合AI時
代的 「大基建」 發展需求，因此希
望政府在算力資源和各種保障上可
以提供更多的投入，同時亦可加大
對高校科研成果的宣傳，促進產學
研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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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開設的人工智能相關的研究所，包含逾200名研究
人員，畢業生又多一條出路。

▼ 「T1」 模型在今年三月
底已在微信 「騰訊元寶」
免費上線。

•人工智能：系統與科技學士
學位課程

•計算數據科學學士學位課程

•計算機科學學士學位課程

•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士學位
課程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學
士學位課程

融入
各業

中大AI相關研究所及AI香港課程

•中大天石機器人研究所

•智能設計與製造研究所

•醫療智能與擴展現實研究所

•中大人工智能交叉學科研究所

•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哲學碩士
及哲學博士課程

•計算機科學理學碩士課程

•人工智能理學碩士課程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哲學碩士
及哲學博士課程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理學碩士課程

•機器人學理學碩士課程

中大開設人工智能相關的研究所：包含逾200名研究人員。

中大開設人工智能相關課程：（1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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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成宇：開發深度思考AI大模型

港產「T1」反應快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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