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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
Seek 的啟示在
於——中國 AI
的崛起，本質上
是一場大規模系
統級工程創新的
勝利，它證明了
在既有技術框架
下，通過工程優化
與路徑創新，完全可

能實現局部超越。」張
文宇坦言，不過，真正的

「領跑」仍需攻克基礎層的
「卡脖子」難題——從深度學
習模型到下一代AI架構，從
數據標註標準到算力芯片自
主，每一個「從0到1」的
突破都將重塑全球AI的競
爭格局。

唱衰或捧殺中國AI不可取
在張文宇看來，DeepSeek

縮短了中美之間的AI差距，但遠遠稱不上中國AI已經遙遙領
先。「無論是唱衰中國AI水平還是捧殺中國AI水平，兩者都不
可取。」張文宇預測道，「未來，中美AI競爭或將呈現出『你追
我趕』的螺旋式上升：中國在應用迭代與工程化效率上持續發力，
美國在基礎理論與硬件生態上保持優勢，中國在基礎理論與硬件生
態上實現突破。」
張文宇頗為期待地表示：「未來，中國科技人才、特別是青年

科技人才需要在基礎研究、尤其是『0到 1』的基礎創新上付出更
多的定力、花費更大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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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前的報道中，不少媒

體將 DeepSeek 的大膽創新盛

讚為——中國大模型一夜之間實現了對

美國的彎道超車。「我並不認同『彎道

超車』的說法。」張文宇坦言，科技領域

的創新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長期

的孵化後才能厚積薄發。「很多人

說 DeepSeek 的成功，是小作

坊幹翻了大資本的勝利。其

實，DeepSeek 才不是什麼小

作坊，人家本身就是大資本！」

「雖然 DeepSeek 是 2023 年 7 月

份才成立公司，但它的母公司幻

方量化早在 2019 年就花費 2 億元

人民幣打造螢火一號超算集群

了。到了 2022 年，幻方量化更是

囤了萬張 A100 顯卡，是 ChatG-

PT3.5發布之後第一波手握萬卡入場券的少數

模型公司。」張文宇指出，人們喜歡強調說

「DeepSeek僅花費560萬美元就搞成功了」，

但那僅僅是最後的大模型訓練成本，前期的軟

硬件成本與人力成本其實都未計算在內。

「我這麼說可能會令人掃興，但這就是事

實。」張文宇感慨道，不能因為 DeepSeek 的

成功，就要鼓勵社會資本一擁而上地研發通

用大模型，再造一批「DeepSeeks」，「我們

能做的，是去培育一個能產生出 DeepSeek 的

科創環境，包括構建創新土壤、培育科技型

企業家、推動『政產學研用』的深度融合等

等。」

具體而言，張文宇建議，政府通過戰略規

劃、政策激勵和資源整合，為AI產業發展提

供制度保障與方向指引；企業推動技術落地與

場景驅動，打通創新閉環；高校與科研機構

負 責 基 礎 研 究 與 人 才 培 養 ， 夯 實 創 新 根

基。「中國 AI 產業的崛起，本質上是政府

政策力、企業市場力、高校科研力與生態

協同力的系統耦合。通過『環環相扣』，

實現『共生共榮』。」

應培育科創環境
而非再造「DeepSeeks」

隨着ChatGPT在 2022 年 11 月份敲
開了通用人工智能的大門，為了更
好地進行人工智能科普教育，近兩
年來，張文宇在全國 20多所中小學
以及多地的大學、大講堂、城市圖
書館等作了 50餘場公益講座。「不
管人類的重複腦力勞動能力有多厲
害，在機器面前都是小兒科。現在
的學生若只是單純地反覆刷題，就
像士兵花費大量時間去耍大刀一樣
毫無意義。」

不過，張文宇同時認為，人工智
能無論如何發展，都取代不了人類
的情感、人性和愛。「愛迪生有句
名言：天才來自 1%的靈感和 99%的
汗水。如今，伴隨着 AI 大門的開
啟，99%的搬磚汗水將會逐漸被機器
所取代，只有那 1%的人類靈感——
蘊含着人類意識與人性光輝的基礎
創新、平台創新、內容創新、模式
創新以及文理商工跨學科融合創新
能力，才最為珍貴。」

具體到教育上，張文宇建議「在不
同階段開設與之相符的 AI 相關課
程」。「例如學前教育階段，通過智
能玩具、機器人互動等體驗啟蒙孩子
對AI的興趣；小學階段，以遊戲化教
學培養計算思維與AI倫理；初高中階
段，引入基礎編程並結合項目實踐；
大學階段，系統教授AI專業知識；而
職業教育和終身學習階段，應着重培
養應用能力，確保學生具備AI時代的
競爭力。」

倡不同階段設相應課程 培養學生AI應用能力

AI基礎層是整個AI產業鏈的基石，涵蓋數據、算力和算法三大核心要素。在張文宇看來，中國在此
領域的現狀可以用「規模龐大但質量不足」概括，
整體仍處於國際跟跑階段，但局部已顯現突破
跡象。「早期，我們連領跑者的影子都看不
到，伴隨着DeepSeek的橫空出世，終於發
現我們已經『小荷初露尖尖角』。」
「雖然中國擁有全球最大的數據資源
池，數據『大而不強』的問題卻很突
出，包括數據價值密度低、數據孤島
林立、數據標註質量差等。」張文
宇指出，DeepSeek的破局之道在於
「四両撥千斤」——研發團隊
通過把數據進行總結和
分類，經過選擇性
投餵與處理
之後，輸送給
大模型，提高
了訓練效率。
從算力層面來
看，雖然中國算力
規模龐大，但結構
性問題顯著，包括高
端芯片嚴重依賴進
口、超算中心能耗過
大、算力資源調度效率低
等。「DeepSeek的算力突
圍堪稱是『小米加步槍的勝
利』。」張文宇頗為自豪地
表示，面對美國芯片禁令，
DeepSeek 研發團隊對低配版
GPU 集群（甚至多源異構算
力）進行智能管理，打破了「大
力才能出奇跡」的算力魔咒。

中國在算法基礎理論高度依賴海外
同時，必須承認的是，中國在算法基礎理論領域仍高度依
賴海外創新。「Transformer架構、MoE、Diffusion Model等
核心框架均源自美國學術界，DeepSeek的實踐展現了它站在巨
人肩膀上進行『二次創新』與『集成創新』的潛力，但坦率地
說，這還遠遠稱不上是『從0到1』的顛覆性基礎理論突破，只能
算是『從1到100』的工程創新。」
AI技術層是連接基礎研究與商業應用的橋樑，主要包括計算機視
覺、語音語義識別、機器學習、知識圖譜、AI大模型等技術。「在
AI技術層，國內企業與學術界早已默默跟跑數年，但早期國產大模型
的『稚嫩』表現——例如在此前的測試中，某國產大模型將『胸有成
竹』誤解為『身上插滿竹子』，這讓公眾對中美技術差距的感知依然強
烈。」不過，在張文宇看來，正是這種敢於「亮劍」的試錯精神，為後續
的技術進階奠定了基礎。
「當前，中國在AI技術層已進入與國際頂尖水平的『並跑』階段，尤其
在模型工程化、多模態融合、推理效率等方面展現出獨特優勢。」張文宇指
出，DeepSeek的崛起，更是展現了中國從「技術跟跑」到「技術並跑」過程
中系統級協同創新的核心優勢。

DeepSeek對數據算力算法協同創新及優化
「回望2023年初，國產大模型像下水餃似地遍地開花，但普遍陷入『參數競
賽』的誤區。」張文宇回憶道，智譜AI的GLM-130B、百度的ERNIE 3.0 Titan等模
型參數量（是衡量AI大模型複雜度的核心指標，指的是大模型內部可調整的變
量總數）均超千億，但實際表現與同時期的ChatGPT3.5相比還是存在1到2
個技術代差。「DeepSeek的突破在於重新定義技術路線，並進行了基
於群智協同（通過分布式群體智能協作實現技術突破）的系統級工
程優化。」
「DeepSeek 不懼個別國家發起的『芯片禁令』和構築的『小院高

牆』，在算力資源受限環境下另闢蹊徑，通過對人工智能三要素（數據、算
力、算法）進行一系列的系統級協同創新與工程優化，並選擇向全世界開源，這無
疑走出了與OpenAI等國外公司不同的技術路線，可謂是用一個『筋斗雲』實現了AI
產業的『換道超車』，堪稱是一場AI技術革命。」
AI應用層是AI在各領域的融合和應用，集成一類或多類AI技術，面向特定應用場
景需求而形成的軟硬件產品或解決方案，主要包括在政府、金融、安防、智能家居、
醫療、機器人、智能駕駛、新零售等領域的應用。「與基礎層、技術層的弱勢不同，
中國在AI應用層擁有全球最多的產業門類與應用場景，形成了全球最活躍的AI商業
化生態圈。」

要用AI賦能戰略性新興產業與未來產業
「以DeepSeek為例，它已向垂直行業滲透，實現從通用大模型到專用大模型的轉

化。例如在金融領域，多家券商陸續官宣完成DeepSeek-R1模型的本地化部署；在醫
療領域，多家醫療公司『牽手』DeepSeek，推動AI醫療加速落地；在通訊領域，中
國移動、中國電信、中國聯通三家基礎電信企業均全面接入DeepSeek開源大模型，
實現在多場景、多產品中的應用。」另一方面，作為開源大模型，DeepSeek鼓勵全
球開發者在其基座模型上進行二次開發和創新。「從『賣API（Application Program-
ming Interface，指應用程序編程接口，允許用戶對其調用後使用大模型的AI能
力）』到『生態共建』，形成了一個活躍的生態系統，共同推動大模型技術的進步和
應用的多樣化。」
張文宇指出，通過開源換生態，DeepSeek吸引了大量的全球開發者參與生態建
設，衍生出醫療、法律等成百上千個垂直版本。「發展新質生產力需要最大限度地激
發產業與AI的乘數效應，而被乘數就是傳統產業、新興產業、未來產業及其產業鏈
體系。」張文宇強調，我們不僅要用AI賦能傳統產業實現轉型升級，更要用AI賦能
戰略性新興產業與未來產業。「不要沉溺於一個賽道的資本競爭，唯有通過另闢蹊徑
的賽道轉換，中國企業才能獲得更多領跑世界的契機。」

內地人工智能知名專家張文宇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

2025年春節以來，DeepSeek持續霸榜

熱搜，並火速應用到政務、民生、產業等社會各層

面，為中國AI領域帶來了一場振奮人心的突破。「從2023年春

節前ChatGPT的『狼來了』到2024年春節期間Sora引發的『多模態衝

擊』，再到2025年春節前夕DeepSeek的崛起，中國AI的發展路徑正勾勒出一

條獨特的『跟跑—並跑—局部領跑』曲線。」連續四年蟬聯全球前2%頂尖科學家榜

單，浙江財經大學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長張文宇近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這場競

爭的本質並非簡單的技術追趕，而是一場覆蓋AI產業基礎層、技術層、應用層的系統性博弈。

●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 杭州報道

開源換生態實現多場景運用開源換生態實現多場景運用
DeepSeekDeepSeek助中助中國國AIAI換道超車換道超車換道超車

●浙江義烏國際商貿
城 的 經 營 戶 藉 助
DeepSeek、小商 AI
視創等工具，自動生
成帶貨視頻吸引國內
外訂單。 中新社

●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浙江財經大學學術委員會

副主任、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長、盈陽金融科技學

院院長。

●近年來主要研究領域包括：人工智能、智

能製造、金融科技等。

●連續四年蟬聯2021~2024美國斯坦福

大學全球前2%頂尖科學家榜單。

◀騰訊AI助手「騰訊元寶」目前支
持騰訊混元大模型+DeepSeek大
模型，為用戶提供更多選擇。

資料圖片

張 文 宇

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