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百度将

于3月上线“中国

版 ChatGPT”产

品“文心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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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影响尚待观察

1月29日，上海发布《上海市提信心扩
需求稳增长促发展行动方案》。其中明确提
出，要加快发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
能三大先导产业，制订新一轮三大产业上海
方案。其中，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规划尤为引
人关注，因为近几个月，一款名为ChatGPT

的人工智能程序轰动全球，不仅用户好评如
潮，更是吸引了各路资本热烈追捧。对于志
在打造人工智能高地的上海，其成功背后的
逻辑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ChatGPT是美国OpenAI公司研发的
一款聊天机器人，可以通过学习和理解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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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
一看似乎和传统人工智能软件差别不大，但
使用过的人都表示，ChatGPT的智能程度，
以及用户使用的体验感，远好于之前所有的
同类产品。比尔 ·盖茨甚至称其划时代的意
义堪比互联网和个人电脑的发明。

ChatGPT的核心是通过优化算法，在
海量的数据库中快速寻找最优答案，并经过
充分的训练后与人类进行交互。传统AI程
序通常比较“健忘”，经过几轮交流后就会
“不记得”之前对话的内容，继而“聊不下
去”。而ChatGPT则可以一直根据交流前
后文的内容自我学习，尝试理解人类文字意
图，持续进行高质量互动，制造出了“有思想
可交流”的智能感。

更令人感到惊奇的是，ChatGPT除了
擅长陪聊之外，还能辅助人们开展各种工
作。包括帮助写作业、写剧本、写新闻稿、写
程序代码，甚至写诗歌等等。有人甚至预
言，按照ChatGPT现在学习的速度，很快一
些内容创作的岗位将被它所替代。在上线2

个月后，ChatGPT活跃用户破亿，成为史上
蹿红最快应用。

ChatGPT还能火多久？走多远？是否
能和电脑、手机、互联网一样改变世界？现
在还不得而知，但其成功背后的逻辑值得借
鉴学习。ChatGPT在中国互联网成为“网
红”后，有网友哀叹中国在人工智能的竞赛

中，又被“甩开一个身位”。真实情况是否真
的如此悲观？有专家表示也不尽然。从技
术应用上看，ChatGPT并没有特别的创新
性可言，还是按照“数据加算法”的模式，国
内许多人工智能企业都是按照这一路径研
发，并未出现“代差”，很快国产同类型产品
也将出现。

但ChatGPT的成功，也让我们看到了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最大的短板——“基础设
施建设”。ChatGPT的核心竞争力，就是
“海量数据”与“海量训练”。英文数据库汇
聚全球数据信息，这一优势是中文数据库难
以企及的。而OpenAI在ChatGPT的训练
上投入的资金也是天文数字，其背后更是需
要惊人的算力支持，才能实现“量变到质变”
的转换。相比之下，中国在人工智能企业则
注重实际场景运用，对于“基础建设”的投入
明显不足，因此产品多“小而轻”，缺乏“重量
级产品”。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工程师王美华也曾坦言，目前人工
智能领域企业的创新研发能力不足，缺乏创

新研发和战略规划，使得上海人工智能产业
发展的“地基”不牢，很难形成规模化、高端
化发展态势。此外，虽然上海很多高校都开
设了人工智能或者大数据相关专业，但很多
技术只停留在实验室层面，真正转化为生产
力的屈指可数。

专家建议，随着上海人工智能产业规模
不断扩大，应当从政策、市场、资金投入等领
域，鼓励企业围绕着基础模型的运维训练管
理、云算力支撑、中文语料反馈优化、中英文
数据互补、算力问题等关键点进行长期投
入。同时上海要从顶层设计出发，尽快出台
人工智能产业行业规范，积极与国际标准接
轨，确保行业产出能符合国际标准。

去年10月1日，《上海市促进人工智能
产业发展条例》实施，这是全国首部促进人工
智能产业发展的省级地方性法规。从制度、
架构、法规等诸多领域，为上海人工智能产业
保驾护航。随着上海在人工智能产业基础建
设上的投入逐步增强，期待在不远的将来，
“沪产ChatGPT”也能横空出世，与优秀“前
辈”同场竞技，给世界带来更多的精彩。

ChatGPT爆红，带来哪些启示？ 李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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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版ChatGPT”
要来了？

百度：“文心一言”下月面向公众开放

近期，聊天机器人ChatGPT爆火，在去年11月30日发布后的5天时
间里，收获了100万用户；推出仅仅2个月，月活跃用户就成功过亿，成为
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消费者应用程序。在国内，ChatGPT的爆火也引发人
们对于“中国版ChatGPT”的“呼唤”，这其中，百度被寄予厚望。昨天下
午，百度也首次官方宣布：“我们的大模型新项目叫文心一言（英文名
ERNIEBot）。”而文心一言，被外界猜测正是“类ChatGPT项目”。

ChatGPT是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实

验室OpenAI开发的一种全新聊天机

器人模型，它能通过学习和理解人类

的语言来进行对话，并协助人类完成

一系列任务，因此有望成为提高办

公、学习效率的工具。这款AI语言模

型让撰写邮件、论文、脚本，制定商业

提案，创作诗歌、故事，甚至敲代码、

检查程序错误都变得易如反掌。

对于ChatGPT的火，有人说这是

“人工智能里程碑，更是分水岭，这意

味着AI技术发展到临界点，企业需要

尽早布局”；也有人评价说，以前的人

工智能AlphaGo打败了柯洁，但只是

在围棋领域，而ChatGPT则已经进入

了日常工作领域和生活世界，这意味

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将“切实地被改

变”，甚至有些人会因此丢掉工作。

事实上，通过观察已经测试过

ChatGPT的人士发布的相关视频可以

看出，ChatGPT“有时候神，有时候也

就那么一回事”。有人拿它编小程

序，速度飞快；有人用它列论文提纲，

它也是对答如流；有人问：“专家建

议，年轻人如果找不到工作，可以先

结婚再生孩子。这建议合适吗？”

ChatGPT答：“不合适。结婚和生孩子

是重要的人生决策，不应该因为失业

而被当作一种解决办法。这样的建

议忽视了结婚和生孩子对个人生活

和家庭财务的影响，正确的做法是帮

助年轻人寻找合适的工作机会，并为

他们提供职业培训和就业支持。”

但有时，ChatGPT似乎也没那么

“灵”。比如，有人拿出几个关键词，

让ChatGPT帮助写一篇关于草原沙漠

化的新闻稿，ChatGPT给出的新闻稿

里只写了某草原的情况，而这个草

原，提问者并没有提及，这显然不能

成为一篇新闻稿，而只是一种“新闻

稿习作”。再比如，有人问“你知道某

男演员的太太是谁吗”，ChatGPT回答

说：“据我所知，他的太太也是一名演

员，名叫某某”，显然这也是不准确

的，因为这名男演员刚刚官宣过“太

太是圈外人士”。

外界观点认为，ChatGPT有

望重塑，甚至取代传统互联网搜

索引擎。作为国内搜索引擎“头

把交椅”的百度，显然感受到这种

“气氛”了，也被外界寄予了厚

望。昨天下午，百度官宣其类

ChatGPT项目名称为“文心一言”。

百度同时还解释道，百度在

人工智能四层架构中，有全栈布

局，包括底层的芯片、深度学习框

架、大模型以及最上层的搜索等

应用。文心一言，位于模型层。

百度在人工智能领域深耕十余

年，拥有产业级知识增强文心大

模型ERNIE，具备跨模态、跨语

言的深度语义理解与生成能力。

百度之所以如此解释，恐怕

意在指出“ChatGPT相关技术，百

度都有”。值得一提的是，百度官

宣这一消息的微信公众号文章，

责任编辑一栏，署名为“希加加、

度晓晓、叶悠悠、林开开”——这

四个，正是百度现有的数字人，从

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百度在秀

AI肌肉”。

据报道，文心一言将于3月份

完成内测，面向公众开放，最初版

本将嵌入其搜索服务中。目前，

文心一言在做上线前的冲刺。去

年9月，百度CEO李彦宏判断AI

发展在“技术层面和商业应用层

面，都有方向性改变”。据推测，

百度那时候就开始做文心一言。

而早在2021年Create大会

上，李彦宏就曾经表示：“随着技

术应用门槛不断降低，创造者们

将迎来属于AI的黄金10年。”而

他所说的“黄金10年”，也终于在

2022年底，由ChatGPT揭开了序

幕，一如2010年iPhone4的发布

那样。

近年来，微软、谷歌也都在积

极拥抱ChatGPT和AIGC（生成式

人工智能）。有消息称，微软计划

在2023年3月底前推出一个采用

ChatGPT的必应搜索版本。而谷

歌母公司Alphabet也在近日表示，

将为其搜索引擎和开发人员推出

聊天机器人服务和更多人工智能，

以应对微软ChatGPT的竞争。

一向高调的马斯克在使用

ChatGPT后的感受是“好到吓

人”，甚至断言，“我们离强大到危

险的AI不远了。”比尔 ·盖茨则表

示，ChatGPT以及AI领域的进展

令人激动，AI将让很多事情变得

高效，但长期来看，正是人们所担

忧的失控问题。

也许，对于AI领域未来的发

展和变化，人们应有的态度是：大

胆拥抱，小心求证。

本报记者 金志刚

ChatGPT“能干些啥”？

ChatGPT到底“灵不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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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同行有类似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