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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一代强大在哪里
先来解释一下GPT，这是一种

预训练语言模型，这种模型读得越

多，就懂得越多。ChatGPT的核心

即为GPT，只不过加上了能与人聊

天的对话框。前阵子大火的

ChatGPT用的是GPT-3.5，现在更新

到了GPT-4。

GPT-4跟GPT-3.5具有相同的

API接口和交互界面，但在文本总

结和加工能力上，GPT-4有明显提

升，表现在提出指令后，模型能更

好地遵循指令给出答案。例如让

一篇文章变成一个句子，每个单词

都以字母“G”开头，GPT-3.5还未尝

试就放弃了任务，而GPT-4可以很

好地完成。

事实上，在许多方面，GPT-4能

做到GPT-3.5力不能及的事情——

OpenAI让GPT-4参加了许多

项人类通用考试，结果证明，它在

许多测试和基准测试中的表现比

前一代大为提高：GPT-4在俗称“美

国高考”的SAT里分数增加了150

分，能拿到1600分中的1410分；

它还能通过模拟律师考试，

分数在应试者的前10%左右，相

比之下，它的“前任”得分在倒数

10%左右……

此外，GPT-4有一个质的飞

跃——可以开始处理图像。不过，

图像输入的权限尚未公开，所以目

前还没看到更多例子来证明GPT-4

在图像方面的处理能力。

有趣的是，GPT-4已经开始具

备一点点的幽默感——它可以讲

出一些模式化的、质量欠佳的冷笑

话。换句话说，它已经开始理解

“幽默”这一人类特质。

令人期待但仍存缺陷
OpenAI表示GPT-4是其“最先

进的人工智能系统”，并声称花费

了6个月时间让它比上一代更安

全。该公司通过改进监控框架、与

敏感领域专家合作，来确保GPT-4

所给出的答案的准确性和安全性。

与旧版本一样，GPT-4由深度

学习技术开发而来，是在公开可用

和已被许可数据上进行的训练，

并使用强化学习和人工反馈进行

微调。不过，GPT-4是在全新的深

度学习堆栈上训练的，并较上一代

模型接受了更多数据训练和计算

训练。

OpenAI还指出，GPT-4“离经

叛道”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对于

不被允许的内容请求，GPT-4的响

应可能性降低了82%。在OpenAI

的内部对抗性真实性评估中，GPT-

4得分比GPT-3.5高40%。

另外，当任务复杂性达到足够

阈值时，两代模型之间的差异就会

出现。整体来看，GPT-4比GPT-

3.5更可靠、更有创意，并且能够处

理更细微的指令。

在GPT-4推出后，其合作伙伴

兼投资股东微软立即回应称“新

的Bing正在GPT-4上运行，这是我

们为搜索定制的”。事实上，随着

OpenAI对GPT-4及更高版本的更

新，Bing也从中受益，Bing搜索引擎

业已用上GPT-4，用户可以使用

Bing编写文本、回复消息等。

不过，OpenAI并没有公布有关

具体模型大小和训练GPT-4的硬

件详细信息。OpenAI创始人山姆 ·

阿尔特曼表示，尽管GPT-4的未来

非常令人期待，但是仍然存在缺

陷，所生成的内容仍然存在一定的

偏见性，也存在一定的“幻觉”，也

就是GPT-4会创建“不正确但听起

来似是而非”的虚构信息。

生成式AI时代到来
当元宇宙的酷炫残影还停留

在人们的视网膜上，“ChatGPT”上

知天文、下知地理的表现再次突破

人类对AI能力上限的认知。但对

大多数“吃瓜群众”来说，GPT热潮

的背后，也藏着一份隐忧——在已

经到来的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

容）时代，我们要如何应对？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鄂维南看

来，GPT的火热是OpenAI逐步验

证、集中投入的结果。其中，“集中

投入”这点非常重要。因为OpenAI

的成功表明，以往那种“小作坊、项

目制”的AI赋能方式正在成为历

史，而“AI工程化、平台化”正成为

释放人工智能技术红利的重要支

撑。如果能够适应这种变化，AI在

自然语言领域所取得的成功，有望

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被复制。

“人工智能对于开发者来说是

一种模式的变化，下一步对很多内

容创作者来说，一样会面临工作模

式的巨大变化。”商汤科技董事长

兼CEO徐立指出，“人类正站在AI

临界点上，其推动力就是生成式

AI。生成式AI将来完全可以大幅

降低软件开发门槛，将开发从‘特

权’变成普惠行为。”

百度智能云主任架构师、百度

AI中台总架构师谢永康分析，无论

是ChatGPT还是之后产生出来的更

多具备AGI（通用人工智能）能力的

AI技术，更多应该是辅助人，与人

找到共存的平衡点。

本报记者 郜阳

本报讯（记者 郜阳）昨天，多

模态多任务通用大模型“书生

（INTERN）2.5”发布，其图文跨模态

开放任务处理能力可为自动驾驶、

机器人等通用场景任务提供高效精

准的感知和理解能力支持，向通用

人工智能迈出坚实的一步。目前，

“书生2.5”多模态通用大模型已在通

用视觉开源平台OpenGVLab开源。

以文生图
“书生”由商汤科技、上海人工

智能实验室、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于2021年11月首

次共同发布，并持续联合研发。“书生

2.5”实现了通过文本来定义任务从

而可以灵活定义不同场景的任务需

求，并根据给定视觉图像和任务的

提示性语句，给出相应指令或作答，

进而具备通用场景下的高级感知和

复杂问题处理能力，如图像描述、视

觉问答、视觉推理和文字识别等。

研发人员介绍，在自动驾驶和

居家机器人等通用场景下，“书生

2.5”可辅助处理各种复杂任务。例

如，在自动驾驶场景中可以大幅提

升场景感知理解能力，准确辅助车

辆判断交通信号灯状态、道路标志

牌等信息，为车辆决策规划提供有

效信息输入。

此外，“书生2.5”具备AIGC（人

工智能生成内容）“以文生图”能

力。可根据用户提出的文本创作需

求，利用扩散模型生成算法，生成高

质量、自然的写实图像。例如，通过

生成各类真实的道路交通场景，如

繁忙的城市街道、雨天拥挤车道、马

路上奔跑的狗等，进而训练自动驾

驶系统对场景的感知能力上限。

准确率高
记者了解到，“书生2.5”拥有30

亿参数，是目前全球开源模型中

ImageNet准确度最高、规模最大，同

时也是物体检测标杆数据集COCO

中唯一超过65.0mAP的模型。

“书生2.5”在图文跨模态领域

卓越的性能表现，来自于视觉、语音

及多任务建模三大模型能力的有效

融合，即InternImage-G通用视觉大

模型、用于文本理解的超大语言预

训练模型和用于多任务的兼容解码

建模大模型。

值得一提的是，在视觉主流图

像分类数据集ImageNet上，“书生

2.5”仅基于公开数据便达到90.1%

的准确率。这是除谷歌与微软之

外，唯一准确率超过90.0%的模型

——而谷歌与微软均未公开模型及

额外数据集。该模型也在包括图像

分类、物体检测、语义分割、图像描

述、图文检索等20多个不同场景、

不同任务的单模态和跨模态公开数

据集里取得了最佳成绩。

当前，“书生”还在持续学习、不

断进步，致力于推动多模态多任务

通用模型技术的突破，驱动通用人

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应用生态。

    4：能读图解题讲冷笑话
比上一代更准确安全但仍存在偏见性和“幻觉”

多模态多任务通用大模型“书生2.5”发布
具备通用场景下高级感知和复杂问题处理能力

中国版的        “文心一言”今天就要
问世了，但大洋彼岸又先出招——人工智能初
创公司       公布新一代人工智能语言模型
    4。

与        所用的模型相比，    4 不
仅能够处理图像内容，而且在回答的细节和表述

方面更有价值和人情味。      称“它是迄今
为止功能最强大的模型”；亦有评论认为它是硅
谷在人工智能竞赛中“竞争下一代领导者”的重
大赌注……全世界的人都在津津乐道它高达2.5
万字的文字输入上限、强大的图像识别能力、更
高的答题准确性、创造性文本的生成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