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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模型技术:变革、挑战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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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预训练技术的发展和计算硬件性

能的提升,人工智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22年

底,人工智能大模型ChatGPT问世,将自然语言的

理解与生成能力提升到新的高度,并具备了跨学科、
多场景、多用途的通用性,引起了产业界和学术界的

广泛关注。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模型技术实现了

人工智能技术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有望发展成

为人工智能关键基础设施,发挥“头雁”效应赋能千行

百业,加速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为更好推动大模型技术创新和应用生态的发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信息科学部、《中国科学基

金》编辑部与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共同组织了“ChatGPT
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专题研讨,围绕“以ChatGPT
为代表的大型语言模型研究进展”“从ChatGPT到多模

态大模型:现状与未来”等10个主题,形成了详尽的

当前形势分析和未来趋势研判,从技术、应用、生态

等多个角度阐述了大模型技术引发的新一轮人工智

能变革,并指出大模型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和挑战,
并给出了我国大模型发展的一些启示与展望。

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模型技术反映了通用

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发展思路,对人工智能发展的

推进,以及对社会经济的重大推动作用毋庸置疑。
一方面,大模型技术正在逐步落地应用,在互联网、
金融、医疗等领域体现出了显著优势,在其他行业的

广泛应用也正在逐步实现;另一方面,大模型技术也

对科学研究的方法与范式带来的变革,通过“一专多

能”的能力以及丰富的生成功能,可以为科学规律的

总结、未知知识的探索等方面带来新的机遇,为生命

科学、医学、药学、材料、化学等领域的研究提供有力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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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等。

  但我们也需要看到:大模型技术仍基于现有深

度神经网络,目前依然存在可解释性不足、能效比不

高、缺乏决策能力等重要性能瓶颈;重度依赖超大规

模数据资源,在典型开放环境下,其可靠性仍存在重

要缺陷,尤其在样本极少、先验知识缺乏、环境动态

变化、强对抗干扰等极端条件下,现有大模型技术的

应用能力受到很大限制;同时,大模型的“幻觉”等效

应机理和解决方案仍然有待探索。
面向动态、干扰和无先验的复杂环境感知、理解

和决策,要想实现更强的通用性、鲁棒性和泛化性,
人工智能技术必须在几个方面实现升级跨越:从单

纯的机器学习模型到结构性可解释模型,从离线学

习到连续自主学习,从记忆式学习到联想猜测。新

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需要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脑科

学、认知科学的交叉创新研究,力争在可解释性、高
安全性和低功耗性等方面形成重要突破。

大模型技术的发展,对于我们既有挑战、也有机

遇。应当在大模型的浪潮中,保持定力,夯实人工智

能基础理论研究、加强关键技术攻关、并进一步鼓励

大模型相关的产业应用,让我国能引领未来人工智

能发展前沿,助力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的高质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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