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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 出 2 个 月 即 拥 有 1 亿 月 活 用 户 ，
ChatGPT 成为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消费者应用
程序。该如何理解这一现象级应用的“爆红”？目
前新技术发展还面临哪些挑战？人工智能将如
何引领全球出现新的产业变革？在火热的新技
术带来巨变的同时，也需要一场静下心来的冷
思考。

距成熟仍任重道远

　　近日，ChatGPT 几乎一夜之间火遍全球。
因为带有具备逻辑性的流畅对话和交互能力，
使得它备受关注，讨论不绝于耳。在它横空出世
之前，人工智能发展一度进展缓慢，甚至被解读
为“要凉了”，而现在新技术再次被各界广泛关
注，各个投资机构闻风而动，相关概念在资本市
场被热炒。
　　“外界总把 ChatGPT 当成这次创新浪潮
的点，事实上这个突破点不是 ChatGPT，而是
大语言模型。”原微软（亚洲）互联网工程院常务
副院长、长期从事 AI 智能对话机器人研发的
小冰公司首席执行官李笛对记者介绍，所谓大
语言模型，就是利用大规模的文本数据进行训
练 ，能 够 生 成 自 然 语 言 的 人 工 智 能 模 型 。
ChatGPT 并不是技术本身，它只是“大模型”的
产物和尝试。
　　“大语言模型”的成功，意味着之前卡住人
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发展的技术瓶颈被突破，
也预示着这一技术路线，在未来五年中将诞生
很多创新。
　　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马雷说：

“投资界、互联网行业都在急迫地寻找新的增长
点和创新点，此次新技术应用的出现正好契合
了社会的期待值，从而引起了全球的广泛关
注。”
　　不仅如此，ChatGPT 的技术成熟度仍有
较大的提升空间。多位人工智能技术专家坦言，
以 ChatGPT 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的调试，还
处于“手工作坊”的阶段，其基本技术标准和模
式尚未形成行业共识。
　　李笛说，“调试”才是这一技术的重中之重。
在训练模型后，要真正让一个模型变得更加好
用，同时要符合商业规律，至少还要花 9 倍的
资金成本和时间成本进行调试。

　　“为何 ChatGPT 的英文输出结果的逻
辑性和准确性要远大于中文结果？就是因为
OpenAI 将调试的大量精力花在了英文数据
而非中文内容。”他说。
　　全球各大商业巨头已加速布局。在国际
上，微软已经发布由 ChatGPT 支持的最新
版本的 Bing（必应）搜索引擎和 Edge 浏览
器。微软 CEO 纳德拉称：“搜索引擎迎来了
新的时代”。美国搜索巨头谷歌公司随即跟
进，2 月初展示了其研发的聊天机器人巴德

（Bard），并计划大范围推广。
　　国内企业亦加紧布局，百度宣布 3 月将
推出中国版的 ChatGPT“文心一言”。此外，
阿里、腾讯、小米、字节跳动、快手等互联网科
技公司也纷纷加入相关领域，开展研发和布
局。也有地方政府“跟进”宣布支持头部企业
打造对标 ChatGPT 的大模型。

科技巨头成本高企，行业将重新洗牌

　　业界认为，ChatGPT 展现出来的技术

潜力，将迅速渗透到更多服务场景，成为多个
行业和领域的重要工具，诞生颠覆性和更加
明确的应用落地。但与此同时，目前技术尚处
于早期阶段，其自身存在较多问题，仍不能
回避。
　　首先，ChatGPT 的火爆主要是技术范
式改变，从而带来新用户，并没有成熟应用的
商业场景。在美国，目前绝大多数用户为“写
论文作业”的学生，而其他用户更多为尝鲜使
用。同时，学术界因为算力和数据规模限制，
研发能力捉襟见肘，产业界因为巨大的投入
可能累及企业利润，难以大规模投入资金。
　　数据显示，OpenAI 为了让 ChatGPT
的语言合成结果更自然流畅，共用了 45TB
的数据、近 1 万亿个单词来训练模型。这大
概相当于 1351 万本牛津词典。训练一次的
费用就高达千万美元。
　　除了训练成本，运行成本同样令人吃惊。
一名了解 ChatGPT 研发的内部人士透露，
ChatGPT 在线上服务时对算力的消耗，公司
每年要为每个用户负担的成本高达几十美

元，为达到较好的交互质量所做的训练，需要
大量资金和硬件支持。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认为，算力水平
的提升和大规模应用，推动预训练大模型的
产生。ChatGPT 的出现，使得预训练大模型
进入可商用化的程度，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但它的应用仍有一定局限性。“它还是一种靠
大量的算力来堆砌，能用得起这么大规模的
算力来支撑的公司，全世界还是少数。”他说。
　　无论用 ChatGPT 去做客服，还是做游
戏里的角色（NPC），成本都可能令企业难以
承受。这在游戏行业已有先例，业内人士介
绍，此前曾有一款游戏引入了 AI 驱动的
NPC ，但之后并未普及。其原因主要是因为
成本高企，NPC 和游戏玩家之间的高质量对
话，可能产生每位用户一年 2000 元人民币
的运营成本，游戏公司无法负担。
　　其次，如何形成新的商业模式，目前仍有
较大的不确定性。其中，ChatGPT 准确率不
高的问题不容忽视。
　　再次，人工智能技术在虚假信息、学术剽
窃、泄露隐私、舆论导向等方面的社会性风
险，会因为使用的庞大数据规模被进一步放
大。OpenAI 也承认，ChatGPT“有时会写出
看似合理但不正确或荒谬的答案”。
　　面对挑战，为何 ChatGPT 仍然让各大
公司蠢蠢欲动，纷纷投入？业内人士认为，因
为这是一次颠覆现有商业版块的重大机遇。
　　“对于一个行业中的挑战者而言，他有机
会利用一个技术范式的革命，在一定时间窗
口期内，获取新的用户，支出的就是获客的成
本。”李笛。
　　对于牢牢占据市场的大公司而言，这是
一场不得不参加的“保卫战”。面对新技术带
来的降维打击，如果不跟进，只可能被淘汰。
　　在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理事会前主席、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杨强看来，“大模型”的发
展速度远比业界想象得快。他认为，今后人工
智能的商业版图将会走向两个类别，一类是
有资源投入，可以做预训练的大公司、大机
构，没有特定任务预先做一个模型，成为市场
上“赢者通吃”的领先者。另一类是对不同的
应用内容进行小模型的训练的垂直行业，将
诞生很多“小而美”应用场景。

  抑制泡沫，打破“时间壁垒”比“技术

壁垒”更重要

　　随着 ChatGPT 带来的算法突破，不少企
业纷纷宣布在机器人、智能语音/视觉、AIGC
智能写作等领域加快研发，新一轮基于内容生
产的人工智能应用，有望不断落地，拓展泛 AI
技术在现实生活中的覆盖范围。
　　腾讯前沿科技研究中心主任王强认为，以
ChatGPT 为代表的新技术有望迅速落地多个
场景：在搜索引擎领域，通过技术融合优化现有
搜索模式，提供更准确信息；在教育、医疗、广告
营销、电子商务等专业服务领域，提供内容服
务，甚至替代部分初级的专业工作；与智能网联
汽车、智能音箱、智能电视等新智能载体结合，
满足受众的内容需求。
　　多位专家认为，ChatGPT 的出现可能引
发新一轮人工智能科技竞赛，在大语言模型领
域的全球竞争已趋白热化。
　　“OpenAI 的成功，就是因为它真的耐着性
子，耐着寂寞完成了调试工作。”李笛认为，现在
最需要的是经验、人才和耐心，潜心钻研技术，
保持研发定力。
　　一些行业巨头、地方政府开始出现“大干快上”
的苗头，一些投资人开始挖掘人才。美团联合创始
人王慧文在社交媒体发帖称出资 5000 万美元打
造“中国的 OpenAI”，望揽业内顶级研发人才。
　　“一些人现在搞 ChatGPT ，一看半年前，
还在搞元宇宙、区块链，不少资本缺乏坐冷板凳
的精神，缺乏工匠精神。现在更需要打破的是

‘时间壁垒’，而不是‘技术壁垒’。”
　　一名业内人士表示，“有的研发人员工资预
期一下翻了几番，但是产品还是一样，竞赛式的
盲目扩张必然造成算力资源的无谓浪费。”
　　今年 2 月初，我国某家初创公司发布智能
程序号称向 ChatGPT 宣战，并上线相关产品，
但不久后，其微信小程序便无法打开。
　　杨强认为，应避免行业的泡沫，推动产业稳
定发展，减少过度开发、集中上马、资源浪费等
问题。同时，针对 ChatGPT 可能出现的学术伦
理规范、社会秩序等问题，应号召业界进行推
演，并在技术研发中采取备案、语料库筛查等方
式予以规避。（本报记者郭宇靖、吉宁、张漫子）

ChatGPT 新观察：抑制泡沫，耐住性子

数字藏品，是通向数字蓝海的船票吗？

▲这是智能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网站页面。新华社/路透

　　不久前，全国首个国家级数字资产交易平
台———“中国数字资产交易平台”在北京启动。
备受关注的数字藏品有望在二级市场合法交
易，被业内视为重大利好。
　　在刚刚过去的 2022 年，数字藏品可谓“一
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一方面，不少数字藏品一经发布即被“秒
抢”，甚至有的发行价格被炒翻上万倍。去年中
秋节前夕，一款“AYAYI 鲸探数字月饼 09”竟
价格高达 10 万元。另一方面，在被指炒作和呼
吁加强监管的争议声中，不少数字藏品平台滞
销严重，甚至关停，一些藏家、炒家血本无归。一
个标志性事件是，腾讯数字藏品发行平台幻核
发布“清退”公告，正式宣告将不再发布新品，并
给出了完整的藏品清退方式。
　　数字藏品到底是一场投机炒作，还是一张
通向未来数字蓝海的船票？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调研了多家数字藏品发行方，探寻他们布局数
字新赛道的动因。

数字藏品玩法打动“数媒土著”

　　随着国际上对元宇宙和 NFT（非同质化
通证）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数字藏品也越来越受
到国人的追捧。
　　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等单位编写的《基
于区块链的数字藏品研究报告》称，数字藏品是
基于区块链技术生成和发行的，只能被通过实
名认证的区块链用户所拥有，具备唯一标识的
非同质化数字商品。
　　简言之，数字藏品是所有者在虚拟世界中
摸不着，但也抢不走的资产。
　　记者发现，类型多元的入局机构中，不乏文
博单位、央企等“国家队”。引流、推广、吸引年轻
人，是这些机构踏入数字藏品赛道的主旨。
　　“现在的年轻人离不了手机，想让博物馆的
文物‘活’起来，就得让它们在手机里‘火’起
来。”湖南博物院文创中心负责人张煦说。
　　号称“先秦绘画艺术双璧”的人物龙凤帛画、
人物御龙帛画，被誉为“最精美奢华的汉代玉容
器之一”的神兽纹玉樽……湖南博物院数件核心
馆藏，以 3D 动效数字藏品的形式，打破了博物
院的时空限制，与大众通过移动网络相见。
　　去年 7 月，湖南博物院又上线一批有声 3D
数字藏品，用户可以通过“二十五弦瑟”听见韶乐
中的丝竹之音，在“象纹铜铙”里听见商代人祭祀
山川星辰时的古音，抑或从唐代的“长沙窑青釉
褐彩瓷鸟哨”中，体验“古代儿童玩具”的乐趣。
　　“对博物馆文物和展览来说，数字藏品更符
合年轻人的胃口。”张煦说，不仅吸引很多年轻
人关注，也促使他们走近文物、了解历史，点燃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
　　“数字藏品在文创领域发展较快，由于它目
前在国内暂未解锁金融属性，为避免误导，我更
愿意称其为数字文创，或者数字文化资产。”一
位业内专家说。

为慈善事业开拓新路径

　　除赋能文博行业，数字藏品亦为慈善事业
开拓了新路径。
　　 2022 年 12 月 3 日，国际残疾人日，北京
新起点公益基金会通过中国联通旗下数字藏品
平台，发行了以掐丝珐琅茶承《出水芙蓉》等 3
款艺术品为原型的数字藏品。
　　这些艺术品的原作者喻季雅，是一位“90
后”先天性脊柱裂患者。她向记者坦言，这是自
己第一次接触数字藏品。
　　“唐老师同中国联通合作推出数字藏品，希
望能帮助更多残疾人朋友，也希望吸引更多有
兴趣的人加入我们。”喻季雅说。
　　喻季雅口中的唐老师名叫唐占鑫，是北京
新起点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2004 年，26 岁的唐占鑫在德国获得硕士
学位后，遭遇车祸，下半身瘫痪。
　　 2014 年，怀着帮助更多残友恢复生活的
初心，在残联资金支持下，她和几位同道残友发
起设立北京首个脊髓损伤者希望之家，为脊髓
损伤者提供康复训练。
　　后来，他们又在希望之家的基础上，成立关

怀脊髓损伤者的北京新起点公益基金会。
　　这些年，唐占鑫筹措善款时，曾遇对方询
问，有没有什么产品或服务可以购买。“除了
纯粹的捐赠，一些企业和团体也在寻找新的
慈善方式。”唐占鑫说。
　　手工文创是残疾人朋友可提供的产品之
一。唐占鑫团队的文创产品，也曾登上大雅之
堂——— 为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制
作颁奖用花。
　　“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
1251 束颁奖花束中，有 500 束出自我们 150
多位残疾人朋友之手。”唐占鑫介绍。
　　冬残奥会颁奖花束项目，让唐占鑫团队
有了名气，也给他们洽谈合作带来便利。
　　然而，不论产量还是质量，残疾人的手工
制品，难以与常规企业生产的商品竞争。“大
家不可能像厂里工人那样集体做工。分派的
手工活，进度也可能随时因为身体状况中
断。”喻季雅说。
　　 2022 年 9 月，唐占鑫通过中国联通数
字藏品平台的负责人，对数字藏品的概念、形
式、技术和前景都有所了解。
　　她认为数字藏品通过朋友圈传播，可以
受到更多年轻人关注，而互联网众筹模式也
能让更多人很方便地参与慈善事业。
　　更重要的是，将残疾人文创做成数字藏
品，只需制作少量“样品”，而不再需要加班赶
工制作大量实物，能解决残疾人朋友“产能”
有限、手工制品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很符合

残疾人朋友的实际。
　　同时，区块链技术对产品制作者到收藏
者的全程可溯源应用，也避免了过去公众对
公益事业乱象的一些质疑。
　　出于社会对公益基金的关注和敏感，唐
占鑫很希望与可信度高的大平台合作。
　　“现在国内大大小小的数字藏品平台有
300 多家，良莠不齐，还有一些关闭了，有些
藏家还遭受了损失。”中国联通数字藏品平台
负责人戴玥对记者坦言。
　　“数字藏品应用的公信力和持续稳定的
运营能力，是决定数字藏品的价值和流通性
的关键。”戴玥说，“中国联通为新起点公益基
金会发行数字藏品，将手工艺品数字化并安
排藏品上链。”
　　据了解，这批数字藏品的发售收入将全
部用于帮助脊髓损伤残疾人士重获生活自
理、就业技能等能力的公益项目。
　　“爱心人士能获得精美的数字藏品，由此
筹得款项就不再是简单受赠。”唐占鑫说。

赋能实体打通数实链路

　　今年伊始，贵州茅台发布数字藏品。这份
数字藏品的核心权益是，可以获得一瓶癸卯
兔年贵州茅台酒的购买资格。
　　记者调研发现，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布
局数字藏品赛道，赋能实体经济。
　　拱宸桥、雷峰塔、京杭大运河…… 2022
年 4 月 22 日，万事利丝绸在鲸探平台上，发
布了三款以杭州标志性城市文化元素为主题
的数字藏品。
　　每款定价 8 元，限量 2 万份。不到 1 分
钟，总量 6 万份数字藏品便被抢购一空。用
户在抢到数字藏品后，就拥有了定制实物商
品的权益，可在 3 个月内，一键付费定制由

“万事利 AI 平台”设计、生产且与数字藏品
相对应的实物丝巾。
　　杭州市民宋女士受访时表示，自己是数
字藏品爱好者，平时一直关注这方面讯息。

“当时正好赶上母亲节，我就定制了实物丝巾
送给妈妈，意义特别。”宋女士称。
　　万事利提供的数据显示，有 3000 多份
数字藏品转化为实物销售。
　　“取得了数藏拥有权，才可以定制实物丝
巾，保证了每条丝巾独一无二。”万事利丝绸
品牌中心副总监楼玉峰说。
　　万事利初次发行数字藏品是在 2022 年 1
月。客户只要在微信小程序完成丝巾的个性化
定制并下单，便可在 7 个工作日内收到 AI 艺
术丝巾礼盒，礼盒不仅包含实体丝巾，还特别

植入了 NFC 芯片。用户只需要用手机识别
NFC，就可以领取该条丝巾的数字藏品。
　　“我们希望打造一个设计者、消费者、投
资者三种身份统一的闭环。”万事利丝绸董事
长李建华曾在受访时表示。
　　不过，有专家认为，数字藏品能促进实物
销售，对企业是利好。但数实融合的初衷和更
大价值，在于现实世界的数字孪生，实现虚拟
资产的确权和流转。
　　“去年下半年数字藏品热度减退，我们没
有离场。一个主要原因是像我们这样的消费
品制造企业，必须思考如何在未来的数字生
态中拥有一席之地。”万事利人工智能创意项
目总经理刘婧说。

通向数字蓝海的船票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发布的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报告（2022）》显示，
2013 年以来，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高速增
长。2013-2021 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由 1000 上升至 5610.6，8 年间增长了 4.61
倍，远超同期 GDP 指数增速。
　　随着 2023 年开春，31 个省区市政府相
继发布对应的年度政府工作报告以及经济运
行“成绩单”。从各地政府工作报告和经济运
行情况来看，数字经济已成为各地扩大投资、
提振消费的重要力量。
　　国内外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未来虚拟世
界的经济价值难以估量。调研发现，尽管发行
数藏的目的各有不同，但普遍认为数字藏品
是吸引“Z 世代”的不错选项。
　　在鲸探上，ID“航天文化创意平台”发布
中国首颗人造卫星搭载的《东方红》音频数
藏、中国宇航员与蔚蓝地球合影的图片数藏、
天和核心舱数字空间站 3D 数藏等，还搭建
了一个专属的数藏展馆。
　　运营“航天文化创意平台”账号的航天品
牌文化营销中心数字生态产业负责人秦鸿鹏
说：“年轻人爱的是那种永远向前、探索未知的
先锋精神，航天文创也得有科技感、未来感。”
　　“我对数字藏品的定位，是一张进入数字
航天世界的门票。”秦鸿鹏说，要让更多人了
解中国航天文化，随着数藏的进一步发展，今
后还可以进入实体与虚拟结合的空间。
　　业内专家认为，作为一种备受关注的新
兴事物，数字藏品经历一番炒作是难以避免
的，重点是监管要跟上，行业要约束，企业要
自律，对公众要加强引导。对这株幼苗，既要
砍伐斜枝、纠正乱象，又要规范引导、保驾护
航。      (本报记者王若辰、李坤晟)

  ▲第五届进博会期间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行的“CIIE 中国国际数字文创展”汇集了众
多数字文创、数字藏品等，吸引观众驻足欣赏（2022 年 11 月 8 日摄）。新华社记者张建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