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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模型、多模态”（chatGPT）基础

• 大模型=大参数？

• 传统机器学习的参数“降维”问题

• 深度学习的神经网络“参数”扩展

• 多模态=多数据源？

• 文本、图像、视频等等

• 人类的学习过程：声音、图像、记忆

• 自然语言处理（NLP）成为突破口，生产式AI（AIGC)开启突破

• 从GPT（Generative Pre-Training，生产式预训练）到chatGPT

• 开启人与计算机之间的编程语言翻译转换

• AI的艺术创作：琴棋书画

• 从图灵测试到专家测试

• GPT-4: SAT 考 710 ；美国律师考试前10%；职业诗人、画家等

• 人类脑细胞的数量：140-150亿

• “十年前，人们普遍认为，人工智能将首先影响体力劳动，然后是认知劳动，并可能有一天它可

以从事创造性工作。现在看来，它将以相反的顺序进行。” ——OpenAI公司首席执行官萨

姆·奥特曼（Sam Altman）

• 类比移动互联网、iPhone？



参数的“量变”产生“质变”

• Google 研究者发表了题为“大型语言模型的涌现能

力”（Emergent Abilities of Large Language 

Models，2022年8月）的论文

• 考察了以 GPT-3 为代表的语言模型，发现语言模型的

表现并非随着模型规模增加而线性增长，而是存在临界

点，只有当模型大到超过特定的临界值，才会涌现出较

小的模型不具备的能力

• 涌现（奇点？）：“如果一种能力不存在于较小的模型

中，而存在于较大的模型中，那么这种能力就是涌现出

来的。”

• 文中总结了GPT-3模型具有的137项涌现能力，对于更

传统的NLP基准模型，例如 BIG-Bench，其具有的涌

现能力也包括67项

• 【思考】客户离网分析的参数能到多少？

图5. 在生成及多选这两类问题上，需要运用的规则越多，GPT-3 的表现就越优于人类

图3. 模型大小和各项任务准确性之间的折线图



ChatGPT的魅力

• OpenAI在2022年11月30日发布了ChatGPT，ChatGPT是人工智能

技术驱动的自然语言处理工具，它能够通过理解和学习人类的语言来

进行对话，还能根据聊天的上下文进行互动，真正像人类一样来聊天

交流，甚至能完成撰写邮件、视频脚本、文案、翻译、代码，写论文

等任务

• 2023年一月末，ChatGPT的月活用户已突破1亿，成为史上增长最

快的消费者应用

• 截止2023年1月，美国89%的大学生都是用ChatGPT做作业

• ”一个全新的摩尔定律可能很快就会出现，即宇宙中的智能数量每

18个月翻一番。”——「ChatGPT之父」Sam Altman

• 【思考】chatGPT仅是聊天吗？促使AI自编程、自分析、自控制？会

将部分种类的劳动力成本（客服等）降至零吗？人口还有红利吗？ AI陪伴的数字人生—

—Replika



哪个重要？——参数、算法、数据、算力、场景、人才

• 谷歌为何“马失前蹄”？

• 从Bert的“上下文”到GPT的“上文”

• PalM训练参数5400亿

• 算法：

• Transformer+RLHF

• 数据(量)

• ChatGPT 45TB

• 算力

• 微软Azure与谷歌云计算

• 场景

• NLP切入Bing、edge等，会替代搜索引擎吗？

• 人才

• OpenAI2015年成立之初，吸引顶尖人才

• 【思考】NLP领域借鉴互联网的海量数据，企业的海量训练数据

在哪里？企业如何产生“涌现”（奇点）应用？



生成式AI会改变哪些行业和职
业？
• 从助手到“雀占鸠巢”？

• 文字生成领域——文案设计等

• 行政类文书样板

• 《粤港澳大湾区2035区域现代化战略规划》

• 艺术创作领域

• 诗词歌赋、绘画、音乐、小说等领域的创作替代

• 教育领域

• 从死记硬背到AI工具使用，思维创新训练等等

• 法律领域

• 法律条文查询及解释等

• 计算机编程领域

• Copilot：Github和OpenAI合作研发的AI编程工具，基于数十亿行开源代码进行训练，能够按

照不同的程度、不同的功能要求，辅助人类完成编程任务

• 【思考】企业的运营将发生哪些改变？——电商改写了商业模式，AI之后呢？核心竞争力在

哪里 ？从信息透明到智力透明？

• 【规划】信息透明，解决了商品的信息壁垒，完成比价、比性能等；智力透明，围绕A产品的

产品设计、潜在客户、精准营销、物流配送、售后服务等产业链重新组合，重新洗牌。



生成式AI会改变哪些行业和职业？-2

• Resumebuilder.com 调查了 1000 名计划使用或已经使用 ChatGPT 的企业领导人，发现近半数企业

部署了 ChatGPT，部分企业还表示已经开始用 ChatGPT 取代员工

• 企业高管谈论了 ChatGPT 的用途，其中 66% 用于写代码，58% 用于文案和内容创作，57% 用于客

户支持，52% 用于写会议摘要和其它文档

• 在招聘过程中，使用 ChatGPT 的企业还有 77% 用它撰写工作职位描述、66% 用它起草面试申请书，

65% 回应求职书

• 大部分企业领导人对 ChatGPT 的表现印象深刻，55% 的人认为工作质量“出色”，34% 的人认为

“非常好”

• 几乎所有使用 ChatGPT 的公司表示节省了资金，48% 表示节省逾 50,000 美元，11% 表示节省逾

100,000 美元

• 这些企业中 93% 还计划扩大对 ChatGPT 的使用

• 【思考】李开复指出，“AI 2.0将会带来平台式的变革，改写用户的入口和界面，诞生全新平台，催

生新一代AI 2.0应用的研发和商业化。总的来说，AI 2.0将是提升21世纪整体社会生产力最为重要的

赋能技术。”



chatGPT对战争的影响

• 美军认为，人工智能将改变21世纪的战争形态

• 一是参与认知作战，引导舆论走向

• ChatGPT的出现或将把认知战的烈度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层次。ChatGPT可模仿人类（领袖声纹等），

在网络上可批量、快速产生真假难辨的煽动性网络信息，一旦用于认知作战，可能成为恶意传播虚假

信息、操纵舆论的工具

• 二是辅助军事决策，提升作战效率

• 军队一旦装备ChatGPT或类似程序，就能够实时响应战场上分队或单兵的交互信息，提供最新的战场

态势，从而缩短军事决策过程所需时间，极大提升作战效率

• 三是自主编写程序代码，实施网络攻防战

• ChatGPT生成代码提高工作效率的能力也给黑客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让他们能够更为便捷地设计、

编写和执行恶意代码。攻击者可使用ChatGPT构建机器人和网站来诱骗用户共享他们的信息，并发起

针对性很强的社会工程诈骗和网络钓鱼活动。ChatGPT可以帮助更多人发现潜在的漏洞，但这些漏洞

随后可能会被人利用，扩大威胁范围

• 【思考】商场如战场，AI如何助力商战？——舆情、决策、攻防、民主体系



二、大模型的技术发展

• 自然语言处理NLP领域:从RNN到transformer

• 生成式AI领域：扩散（Diffusion）模型

• 多模态 CLIP（Contrastive Language-Image 
Pre-Training）

• GPT-4模型2022年8月完成训练，OPENAI却花
了六个月让其更安全

【思考】不同算法决定通用大模型？



多模态大模型平台架构

计算资源：GPU CPU 网络资源存储资源硬件资源

工具与平台 大模型压缩

算法平台 NLP大模型

AI能力开

放

MaaS 金融传媒医疗 生物

文本结构化数据 图片音频 视频

大模型精调数据标注清洗

APP Web

分析师模式
调用平台成熟AI能力

API

开发者模式
平台开源算法和自研算法训练

SDK

多模态大模型技术架构

1. 数据采集
2. 人工智能
模型训练

3. 场景集成
（人工智能推理）

多模态大模型工程阶段

数据采集

数据汇聚

数据标注

数据安全

数据存储

模型加速算法

图像识别模型

语义处理模型

强化学习

多模态模型

…..

文字生成

图片生成

智能对话

跨模态生成

……

集中+共享 集中+共享
集中+共享

+部分场景边缘部署
（成本+实时性）

ChatGPT作为大模型的一种，已经展现出惊人的效果，构建以大模型为主导多模态技术体系成为未来技
术发展的方向。

大模型基于硬件资源池和软件框架，通过对海量多模态数据进行训练，从而提供成熟AI能力和多模态能
力

大规模集群调度

高性能部署 场景工具

CV大模型 跨模态大模型语音大模型

…



chatGPT对InstructGPT的改进

• “Tell me about when Christopher Columbus came to the US in 2015”（告诉我克里斯托弗·哥伦布2015年来美国的时候）

• 【ChatGPT】

• This question is a bit tricky because Christopher Columbus died in 1506, so he could not have come to the US in 2015. But let’s pretend for a moment that 

he did!（这个问题有点棘手，因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死于1506年，所以他不可能在2015年来到美国。但让我们假装他做了！）

• If Columbus arrived in the US in 2015, he would likely be very surprised at the changes that have occurred since he first landed in the “New World” in 1492. 

For one, he would probably be shocked to find out that the land he “discovered” was actually already inhabited by Native Americans, and that now the 

United States is a multicultural nation with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He would likely also be amazed by the advances in technology, from the 

skyscrapers in our cities to the smartphones in our pockets. Lastly, he might be surprised to find out that many people don’t view him as a hero anymore; in 

fact, some people argue that he was a brutal conqueror who enslaved and killed native people. All in all, it would be a very different experience for Columbus 

than the one he had over 500 years ago.

• （如果哥伦布于2015年抵达美国，他可能会对1492年首次登陆“新世界”以来发生的变化感到非常惊讶。首先，他可能会震惊地发现，他“发现”的土地实际上已经有美

洲原住民居住，而现在美国是一个多文化国家，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他可能也会对科技的进步感到惊讶，从我们城市的摩天大楼到口袋里的智能手机。最后，他可能会惊

讶地发现，许多人不再将他视为英雄；事实上，有些人认为他是一个残暴的征服者，奴役并杀害了当地人。总之，对哥伦布来说，这将是一次与500多年前截然不同的经

历。）

• 【InstructGPT】

• Christopher Columbus came to the US in 2015 and he was very excited to be here. He had always wanted to visit the US and he was very curious about our 

country. He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our country and he enjoyed his time here.（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于2015年来到美国，他很高兴来到这里。他一直想访问美国，他

对我们的国家非常好奇。他对我们的国家印象深刻，他很享受在这里的时光。）



ChatGPT的RLHF(Reinforcement Learning from 
Human Feedback )

• 数据处理的过程更重要？

• 人类参与反馈修正

• 从数据标注到数据矫正

• 从事前到事后

• 避开“胡言乱语”

• 避开种族、政治错误等

• 中文的隔离效应

• 中国人力资本的优势

• 是否会出现下一个“百度 ”？

• 如何避免各种“倾向性”？

• 繁体、简体、英文的TW问题

• 价值观的引导

• 【思考 】企业模型的行业化、个性化RLHF过程？



大模型的算力“紧箍咒”

• 2020年5月，微软在Azure上为OpenAI搭建了独

立的超级计算机系统，包含28.5万个CPU核和1

万张GPU卡（当时为V100）

• 英伟达2021年4月，使用1024张80G显存的

A100卡训练1750亿参数的GPT-3模型，需要训

练34天

• 英伟达A100/H100芯片的中国“断供”

• 算力网络的架构突围

• 算力网络是“一种根据业务需求，在云、网、边之

间按需分配和灵活调度计算资源、存储资源以及网

络资源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



ChatGPT的“复现”失败问题

• “失败”，是指训练得出模型有接近 GPT-3 或者更大的参数量，但仍无法与 GPT-3 原始文献
中报告的性能所匹配——https://jingfengyang.github.io/gpt

• 所有的公开模型（例如：OPT-175B 和 BLOOM-176B）都在一定程度上“失败”了。一次训
练就将需要在约 1000 个 80G A100 GPU 上花费至少 2 个月的时间（数据来自于 OPT 的原始
文献）

• GPT-3 在共计 300B 的 token 上进行训练，其中 60% 来自经过筛选的 Common Crawl，其它则
来自：webtext2（用于训练 GPT-2 的语料库），Books1，Books2 和维基百科
• OPT-175B 所使用的 Pile 语料库声称有着更好的多样性，但 BLOOM 采用的 ROOTS 语料库则有太多

的已经存在的学术数据集，缺乏 Common Crawl 数据所包含的多样性。这可能导致 BLOOM 性能更差。
• 作为对比，GPT3 来自 Common Crawl 语料的占比则要高得多，而它们是多样的和来自广泛领域的，

这也可能是 GPT-3 能够作为首个通用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的基础模型的原因之一。

• 训练策略包括训练框架、训练持续时间、模型架构/训练设置、训练过程中的修改。在训练非常
大的模型时，它们被用于获得更好的稳定性和收敛性
• 一个参数量大于 175B 的模型往往需要 ZeRO 式的数据并行（分布式的优化器）和模型并行（包括张

量并行（tensor parallel）、流水线并行（pipeline parallel），有时还包括序列并行（sequence 
parallel））

• OPT 使用了 ReLU 激活函数，而 PaLM 使用 SwiGLU 激活函数，GPT-3 和 BLOOM 使用 GeLU，它
通常使得训练的 LLM 的性能更好

• 【思考】山寨chatGPT的难点还有哪些？



应该在哪些任务上使用GPT-3.5或ChatGPT？

• 由于在对话场景下的良好对齐，ChatGPT 作
为一个聊天机器人表现优异。但我们通常使
用 GPT-3、InstructGPT (GPT-3.5)、以及
Codex 这些 ChatGPT 背后的模型作为在更
多任务和使用场景下的通用模型

• 1. 创造性和复杂的任务：包括代码（代码补
全、自然语言指令生成代码、代码翻译、bug 
修复）、文本摘要、翻译、创造性写作（例
如写故事、文章、邮件、报告，以及写作的
改进等）

• 2. 只有少数标注或者没有标注数据的任务

• 3. 分布外（Out-of-distribution, OOD）泛化

• 4. 需要处理多种任务的能力，而非关注特定
任务上的卓越表现

• 5. 那些检索不可行的知识密集型任务



三、大模型的应用展望
• 传统数据分析模型的优化

• 从机器学习升级深度学习

• 逐个分析主题的优化

• 带动新“蓝海”

• 从NLP改良客户服务入手

• 数字人改变的营销、服务等

• MAAS（模型即服务）成为可能

• 如何构建通用大模型

• 开源算法到行业算法、领域算法

• AIGC带动元宇宙

• 从线上营销转为元宇宙营销

• 从2C向2B延伸

• 【思考】周鸿祎：“ChatGPT是一种生产力强大的再造工具。任何行业的APP、

软件、网站、应用如果再加持上GPT的能力都值得重塑一遍，不要把它当成一

个媒体工具、搜索引擎、聊天机器人，这都有点把它看得太小儿科了



从大模型技术角度驱动的应用

• NLP角度的切入

• 需求、设计、生产、供应链、销售、售后等环节的人工交

互（UI）替代

• AIGC角度的引导

• 文件编写、文案设计、营销广告（海报）、操作视频等

• AI如何改变电商渠道平台？（类搜索引擎？——魔镜）

• 多模态融合

• 客户的多模态视图（短视频、直播）

• 情感分析、性格分析等

• 围绕非结构化数据为主

• 如何涵盖结构化数据

• 数据标注、 RLHF

• 【思考】企业的管理如何重塑？

• 大模型有广泛的应用场景

大模型作为智慧大脑，可以对各类场景提供通用化解决方案



从业务角度驱动的应用

• 客户分析
• 客户多模态标签
• 客户AI助理
• 客户多模态体验升级

• 产品分析
• 需求多模态收集
• 产品舆情收集

• 营销支撑
• 虚拟营业厅建设
• 全模态精准营销（时机、渠

道、产品、话术等）

• 产品管理
• 投诉的多模态监控

• 系统优化
• 故障的精准预警
• “自动驾驶”的运维

• 【思考】如何利用大模型，把

企业数据分析重塑一遍？只是

重塑吗？



【例】大模型下客户的数据分析“深度”

 大模型分析更精准、更透彻
 chatGPT可以获取更多的对话等数据，分析客户的性格、喜好、出身、背景等等



打造类ChatGPT，赋能CHBN市场

个人移动市场

• 5G新通话

实时多语种同声传译，主动生成

内容，提升通话感知效果

• 移动云盘

会议决策大脑

云端的专业图书馆

• AI秘书

家庭市场

• 家庭康养

全科家庭医生

永远陪伴在身边的亲人朋友

• 家庭教育

不断生成题库的智能陪练

自主创作教材的家庭教研设

能讲解能答疑的全年级、全学科

实时辅导

• 虚拟管家

智能家居环境调节管理

政企市场

• 智慧金融

全行业投资分析师、数据分析师

智能个人投资顾问

• 智慧城市

公文助手

信息档案智能检索

新兴市场

• 音乐

风格没有限制、灵感永不枯竭的

歌词创作大师

• 新媒体

内容创作全流程自动化

全平台内容运营工作室

赛博影子写手

• 数字人

多模态数字人形象与性格定制，个性化AI秘书

……

• 智慧政务

智能审核

…… ……

打造类ChatGPT，赋能电信行业CHBN市场，加速各领域应用创新

……



在5G新通话的视频对话过程中，ChatGPT可不受

语种限制，帮助将双方对话内容实时转写并以字

幕形式向通话双方展示，并提供通话记录功能

在通话过程中，基于用户输入语音实时生成图像、

文字内容，提升通话应用效果

多
语
种
翻
译
大
师

通过ChatGPT与语音转写、合成技术的结合，客服不再受限于一问一答，

全能客服有能力回答用户的任何问题、舒缓用户各种情绪、揣测用户多

样心里诉求，并能向用户推荐更符合其需求的各类产品
全
能
客
服

个人移动市场应用创新

针对个人移动市场，ChatGPT促进5G新通话、客服、云盘等方向服务创新

会
议
决
策
大
脑

ChatGPT可与语音转写能力相结合，对会议对话文本自动总结核心

要点+提炼任务目标，生成结构完整、目标清晰的会议总结与行动计

划，成为未来会议的智能大脑，帮助用户决策、提高效率

云
端
专
业
图
书
馆

文献深层检索整理展示：ChatGPT有强

大的复杂检索能力，可以通过云盘承载面

向用户进行付费文献检索服务（如：搜索

“minute”用于形容“微小的”，而不

是“分钟”的十篇文章并形成列表和索引

公文模板大全：可以利用ChatGPT强大

的编辑能力形成各类公文、论文、专业文

档的规范模板，并向用户批量收费

ZOOM已经
开始进行内
部试用



元宇宙场景类ChatGPT模型应用

虚拟客服和售后支持

利用ChatGPT在元宇宙中创建虚

拟客服和售后支持，让用户可以在

元宇宙中咨询问题、提出意见和建

议，并且通过ChatGPT进行智能

回答和服务。

虚拟产品演示和销售 促进元宇宙场景高效生成 元宇宙教育和实验

利用元宇宙在虚拟空间中创建虚拟

产品展示和销售，通过ChatGPT

进行自然语言交互，向用户展示产

品特点和优势，提供智能化的购买

建议和支持。

chatgpt赋能元宇宙场景复刻与全

面演进：通过ai生成技术实现元宇

宙对真实世界的复刻与发展推演，

提升多场景元宇宙构建的效率。

企业可以利用元宇宙进行虚拟培训

和教育，通过ChatGPT进行智能

化的交互和学习，提高学习效果和

参与度。模拟各种实验的环境，提

升实验的便捷性。

元宇宙与生成式模型相辅相成技术互相促进，元宇宙能够实现线上化服务入口的行业，在元宇宙中进行场景融合，chatGPT能

助力元宇宙场景生成与智能交互。——改写电商营销模式！



某数字人产品分析

某数字人产品

数字人生成平台

数字人运营管理平台

数字人视频平台

数字人生成：可以制作超写实或卡通数字人

统一管理数字人资产，监管数字人运行状态，实时问答管理
资源管理、监控模块、多租户管理、效能分析以及平台接口
管理

基于个性化数字人形象，为用户快速生成数字人播报视频，
支持数字人视频的字幕设置、背景设置、输出设置等。视
频可用于抖音、微博等新媒体平台进行品牌及产品宣发。

1. 丰富的数字人形象产品优势 2. 快速生成数字人形象，通过照片及视频生成超写实形象 3. 精细的数字人还原（毛孔级、拟人化）

4. 多样的数字人驱动（AI及真人驱动 ） 5. 行业领先的AI算法 【新一代超大AI模型NLP技术：基于检索和生成式复合对话系
统，支持在线持续自动化更新维护知识库、主体人识别技术（声源分离）、语义驱动动作（准确率70%））】



四、几点思考

• 结构化数据如何用大模型？
• 仅是“精度”提升？（LSTM到transformer？）
• 分类更精准？（决策树、神经网络到大模型）

• 如何积累非结构化数据？
• 数据如何存放和管理？是否建模？文件？
• 新的收集终端和系统，视频、语音等

• 数据的合法、合规问题？算法版权问题？
• 开源算法，如何开源训练过程？
• 是否会泄露核心机密数据？

• 数据治理如何用大模型？
• 类似漏洞扫描，检查不合规的数据质量

• 企业的大模型AI应用部署
• NLP不能包治百病，如何外延？自编程？
• YOLO算法如何大模型化？

• MAAS模式or自建？
• 算力瓶颈、算法瓶颈、业务瓶颈、场景瓶颈等等

• 大模型如何驱动组织变革？
• 原有工作流程，如何适配大模型的“智力”？
• 部门、职位设定，如何跟上大模型的变革？
• 数字人能否替代真实员工？

• 大模型能否驱动企业“自动驾驶”？
• 更多数据、更准算法、更大算力、更深理解



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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