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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工智能应用的现状、成果和前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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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工智能和大模型是近年来比较火的现代科技词汇，代表着新质生产力和高科技的发展。因此，公众都比较关心

人工智能和大模型的应用和发展，这是个重要的问题。我国在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首先紧随国际发展的步伐；其次，充

分利用丰富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技术。在这一过程中，我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取得了哪些成果、

在国际上的发展处于什么阶段、未来前景如何，都是备受关注的问题。本文主要研究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我国人工智能

应用的现状；第二，我国人工智能应用中取得的主要成果；第三，我国人工智能应用过程中面临的问题；第四，我国人工

智能发展的前景；第五，针对人工智能发展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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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人工智能的应用的现状

众所周知，人工智能和大模型是当今科技前沿的热点

话题。在本文中，我们将人工智能和大模型作为统一概念进

行阐述。人工智能指的是一个广泛的领域，而大模型是人工

智能领域中的一种重要应用方式。从国际视角来看，人工智

能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重要阶段。

早期的智能化阶段出现在六七十年代，随后在八十年

代进入了专家系统阶段。到了 2000 年之后，人工智能进入

了新的智能化时代。如今，人工智能已发展到第四阶段，

即基于芯片算力和算法的新型人工智能时代。以 OpenAI 的

GPT-4、谷歌 Gemini、Meta 的 Llama 等为代表的大语言模

型（LLM）和多模态模型推动 AI 进入通用化（AGI）探索阶段。

生成式 AI 在文本、图像、视频、代码生成等领域实现商业

化落地。

国际上的人工智能仍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其发展

的基础在于人工智能芯片的推出，解决了算力问题。一个

成熟的大模型大约需要 1 万块人工智能芯片，比如英伟达的

H100 和 H200 芯片，耗资也比较巨大。这是人工智能在这

个时代的特点。此外，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之一——谷

歌人工智能之父——为大模型和神经网络反向传播理论的

奠基者，他的研究为当代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

人工智能当前主要应用在问答、图像设计、文章撰写

和编程等方面。但人工智能离真正稳定的应用场景还有一定

的距离，人类目前仍将其作为一种工具来理解和使用。总体

而言，人工智能包含了算法、芯片和算力三大要素，未来的

发展还需要电力等配套资源的进一步支撑。

根据预测，人工智能达到 GPT-10 的水平时，可能远远

超越人类智能，能够解决疾病和重大计算问题，其并行计算

能力是人类无法比拟的。实际上，人工智能可能在 5.0 阶段

便开始超越人类智能，而到了 8.0 或 9.0 阶段，或许将完全

超越人类。

关于我国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目前主要表现在两个

方面：一是人工智能的学习与应用，尤其是芯片、算法和算

力的结合；二是华为、阿里等大型企业在人工智能产品和技

术输出方面的代表性表现，尤其是华为在这一领域具有较大

的市场号召力。

在大模型方面，美国有 GPT-3.5、4.0、4.5 等标志性技术，

而中国的大模型则以 DeepSeek、抖音豆包、百度文心一言

和通义千问为代表。此外，像 360、小米等企业也在积极开

发大模型。尽管国有企业在这方面也有尝试，但具备广泛社

会影响力的仍不多，大多局限于企业内部应用。

关于国内人工智能和大模型的现状，可以得出两个结

论：第一，我国总体上是跟随式发展，业内专家认为我们与

国外大约有两年的差距，而在先进芯片方面可能落后 4 到 5

年。与某些人所认为的 20 年以上的差距相比，这一实际差

距要小得多。第二，在应用场景，尤其是中文场景以及工业

人工智能和芯片应用方面，我们的进步相对较快。

沿着这一发展思路，国内的人工智能和大模型正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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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应用阶段。在此之前，企业界已经通过 ERP 系统、信

息化系统、自动化系统等形式进行了初步的尝试。人工智能

和大模型的应用虽然有一些案例，但离大规模普及还有较大

的距离。这是我们对国内人工智能和大模型应用现状的观察

和分析。

2 人工智能和大模型在我国的应用成果

前面提到，当人工智能和大模型推出时，我国表现出

了极高的热情，无论是在学习、应用还是投资方面，热情都

十分高涨。这使得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人工智能和大模型

发展较快的国家之一，且投资规模也位居前列。在人工智能

和大模型领域，我国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在硬件方面，我国部分使用的是英伟达阉割版

的芯片。我们使用的是经过阉割的 H100，性能大约差了 4

至 5 倍，也就是说，英伟达提供给我们的芯片大约只有美国

芯片性能的四分之一。虽然芯片性能有所降低，但依然使得

我国的人工智能能够发展起来，这是我国人工智能硬件的特

点。基于这些芯片，百度、阿里、京东、抖音、腾讯等民营

企业纷纷尝试在人工智能和大模型领域进行应用和研发。其

中，表现较为突出的包括华为的智驾系统，以及阿里在技术

应用上的成果。

总体来说，我国的人工智能属于跟随型战略。在大模

型领域，我国与国外的差异在于，国外的大模型是全语种的，

包括英语、中文以及其他语种；而我国的大模型主要集中在

中文领域。例如，百度的文心一言号称是中文大模型中表现

最好的。当然，各个平台对自己的大模型评价都很高。目前

国内统计的大模型种类有 200 多种，呈现出“遍地开花”的

现象。但从长远来看，市场竞争必然会导致大模型数量缩减，

最终可能只剩下六到七家，甚至三到四家。这在美国也有类

似的情况，美国目前有影响力的大模型主要是 ChatGPT 和

谷歌的大模型，其他大模型相对影响较小。

人工智能在我国的应用广泛，尤其是在芯片基础上的

应用。比如，汽车的智能驾驶系统就属于人工智能的应用，

工业领域中的自动化系统也是人工智能的体现。尽管这些应

用的社会影响力相对较小，更多体现在产品研发和生产过程

中，因此公众的了解并不多。

3 我国人工智能和大模型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人工智能和大模型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和成绩，

但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芯片供应的限制是一个主要

问题。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依赖高端芯片，但我们无法从国

外，特别是从英伟达和高通等公司，顺利购买这些高端芯片，

国外对此进行了一定的限制。即便能够采购到的芯片也往往

是经过阉割的版本，这直接制约了我国人工智能和大模型的

发展。

其次，华为在不断推动芯片创新和光刻机的国产自主

化。由于我国在该领域起步较晚，通过现有的 DUV 光刻机，

我们可以制造出 7 纳米的芯片。这表明，虽然我国在光刻机

方面的进展相对较慢，但已经实现了从 0 到 1 的突破。经过

多次工业迭代，我国在芯片量产方面也有了长足进步，尽管

良品率偏低，但华为已经推出了如麒麟 710、麒麟 9000 等

能够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芯片。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尽管人工智能和大模型的发展受到硬件的制约，进展速度受

影响，但我国已经在芯片和光刻机方面实现了从 0 到 1 的突

破，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如果给予 2 到 3 年的

时间，预计我国光刻机将取得长足进步，芯片产业也将迈出

更大的步伐。

在硬件之外，我国在应用场景方面具有显著优势。首先，

我们拥有非常丰富的工业基础和大规模的制造业，为工业互

联网、制造业的信息化、人工智能和大模型的应用提供了条

件，并对提升效率产生了巨大影响。其次，我国拥有丰富的

互联网应用场景和众多的互联网平台，这为人工智能在各类

场景中的应用提供了可能性，也是我国人工智能下一步发展

的优势之一。西方国家担忧的正是我国这些应用场景带来的

大数据优势和由此产生的强大竞争力。例如，抖音等产品，

都是基于大模型、数据算法和人工智能形成的极具竞争力的

产品。

总的来说，我国在人工智能和大模型领域面临的主要

问题有两点：第一，硬件发展相对较为滞后，并受外部制约；

第二，虽然我们在应用场景方面有一定基础，但成熟的应用

场景还需进一步加强。尽管如此，中国在人工智能场景应用

方面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相比之下，虽然美国拥有强大的

大模型和人工智能技术，但将这些技术转化为稳定的商业产

品并实现较好的商业价值，仍有较长的路要走。

4 我国人工智能和大模型未来的发展前景

我们已经介绍了人工智能和大模型的发展历史，以及

我国在这些领域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总体而言，我国

已经逐步成为该领域的领先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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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我国的人工智能和大模型将拥有广阔的发展前

景。首先，有两个有利条件值得关注。第一，人工智能的发

展依赖于三大要素：芯片、算力和算法。在算力和算法方面，

我国一直具有优势。算法依赖于我们强大的软件工程师队

伍，而算力依赖于电力资源，而我国电力产量占全球的三分

之一，这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优势。尽管在芯片方面我们缺

乏高端光刻机和芯片的支撑，但我国已经逐步实现了 65 纳

米的量产化。未来我们将在 14 纳米和 7 纳米光刻机领域继

续取得突破。我国已经在光刻机的原理上实现了技术突破，

光刻机的三大要素——光学系统、光学器件和工作平台，我

们已经基本掌握。因此，虽然目前我们只能制造 DUV 光刻机，

但随着时间推移，EUV 光刻机的研发也在逐步推进，未来

发展前景非常好。

其次，在大模型领域，我们与国外的技术差距并不大，

尤其是在时间上。虽然国外在技术发展上起步较早，但我们

在技术原理和应用场景上保持了同步。国外的大模型在迭代

速度和投资规模上可能领先我们一到两代，时间差大约两年

左右。某些领域如芯片方面可能差距在 4 到 5 年，但远没有

一二十年那么大。随着我国在这些领域进步速度的加快，差

距将逐渐缩小，这是我们可以预见的。

此外，我国具有雄厚的工业基础，这将为人工智能在

工业应用和生活场景中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未来，我国在

人工智能的商业化进程上将加快步伐，推动人工智能行业的

全面发展。这些都是我国人工智能和大模型未来发展的有利

条件。

5 关于人工智能和大模型的几点建议

在了解了人工智能和大模型的发展历程、现状、成果

以及存在的问题后，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我国在

人工智能领域保持着“跟随性领先”。具体而言，与国际最

高水平相比，我们处于紧随其后的地位，并且在全球排名中

是仅有的两个领先国家之一。这使得我国在投资和应用方面

保持了一定的优势。第二，我们在人工智能的关键部件上仍

有相当大的不足，特别是在芯片和光刻机技术以及大模型的

迭代升级方面。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尽可能保持

高强度的投资、科技研发以及应用强度，确保我们能够逐步

从跟随国际水平到并驾齐驱，最终实现超越。

为此，我们针对中国的人工智能和芯片行业提出两点

建议：

首先，要加强对人工智能和大模型的支持力度，保持

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跟随与领先步伐。在支持力度方面，

第一要在观念上统一认识，明确人工智能发展对中国未来的

战略性价值。人工智能不仅仅是技术进步的代表，更是未来

国家竞争力的关键领域。第二，要保持对人工智能的高强度

投资。当前，美国通过技术封锁打压中国，因此我们必须保

持足够的投资力度，持续强化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从而为大

模型的发展提供技术保障。

其次，要加大人工智能和大模型的应用场景设计和推

广。人工智能大模型有了应用场景，能形成良性循环。应用

场景越丰富，技术进步的速度越快，商业价值也越大，进而

能促使整个行业的快速发展。这是我们在全球竞争中的优

势。因此，我们要进一步拓展人工智能和大模型在各行业中

的应用，形成良性循环。

同时，我们要加强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学习交流，争

取在合作开发方面取得进展，克服技术壁垒和其他困难，推

动我国的人工智能取得长足进步。这是我们针对人工智能和

大模型发展所提出的分析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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