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深度求索”（        ）提问：怎样

才能超越你？它的回答有8点，概括起来

就是持续学习，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创

新思维，因为创新是技术进步的关键；积

累实践经验，这才是检验和提升能力的最

好方式；掌握跨学科知识，能找到新的突

破点；团队合作，集思广益的力量超过个

人；具备伦理意识，确保技术进步是为了

人类福祉；利用工具和资源，可以加速学

习和开发过程；不断反思和改进，才能确

保不断进步。结论：“通过以上方法，你可

以在技术和知识上不断进步，最终超越现

有的  系统。”嗯，它“聪明”到在“  系统”

前加了一个时间限定“现有的”。一个人，

看完这8点需要5分钟；而它生成这8点，

才十几二十秒。反思一秒钟，就会发现它

的答案逻辑严谨且充满善意。

“深度求索”问世后，似乎在挑战各行

各业。有人问考研教师张雪峰：“考学的事

情，        都能帮我分析了，那么你会不

会失业？”他答：“首先，人工智能不提供情绪

价值；其次，它分析的都是基于公开信息，

不是所有的信息都会同步公开。”张雪峰的

回复有其合理之处，且基于其职业定位。

那么，什么工作一定会被替代呢？

可以肯定的是，根据明确规则重复劳

动的岗位被替代的可能性较高；其次，  

可以辅助分析大量数据，从而提高效率的

岗位也堪忧。它自己也分析道：“虽然可

以辅助教学或做出个性化诊断，但是医生

和教师的角色依然重要，因为需要人文关

怀和现场判断。”

“深度求索”的逻辑如此清晰，“倒逼”

人的理性和感性必须同时提升——提升

人的理性，有助于尽量与  的理性同步；

提升人的感性，有助于在与  “竞争”时

保持“领先”地位。因为，  目前最缺乏

的还是情感。它可以模仿雨果这样的浪

漫主义作家的文风，但是它创造不出雨果

这个人。在这个“倒逼”的过程中，其实

“深度求索”逼出的是我们的“深度思考”

（         ）能力。

当机器变得几近“万能”，那么人更应

该凸显人脑的“专能”——不可替代的，是

创造力与想象力、价值观与伦理观，以及

如何赋予意义。因而，艺术家、创意人一

旦经过“深度思考”后结合了  的高效工

具，势必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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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随笔
有了“深度求索”
更需“深度思考”

“同题作答”到底谁更强？
DeepSeek是绝佳的商业化试炼场，激发

了大量推理算力需求。几乎主流云厂商均

已宣布提供R1模型服务，但全网找到服务不

繁忙的“满血版”还是不容易。

以前，国产AI芯片都号称支持大模型部

署，奈何实际使用者并不多。现在，DeepSeek

相当于给AI芯片公司出了同一道考题：你到

底“来赛”吗？

短时间内，20家国产AI芯片企业争相适

配或上线DeepSeek模型，以期抓住这千载难

逢的增长机遇。这恰恰反映当下AI基础设

施的特点：芯片和算力资源是有，但没被高

效利用起来。

如何将大量不同架构的国产芯片变得

能用、好用，并在使用过程中形成硬件与算

法之间的正向循环？无问芯穹的策略是做

“异构云”，即统筹模型和算力需求，把分散

在不同地方的异构算力整合起来，实现不同

模型和不同硬件之间的统一部署和联合优

化，提供给需要算力和模型的客户。

去年7月，无问芯穹就在业内首次实现

了千卡规模的4+2种芯（天数智芯、华为昇

腾、沐曦、摩尔线程与   、英伟达）异构混

训，集群算力利用率最高达到97.6%，其运营

算力已经覆盖全国超13座城市。

“当下的生态环境，需要一个从算法、硬

件到模型都深入理解的团队，无问芯穹便具

备这样的全栈垂直优化能力。”无问芯穹联

合创始人、CEO夏立雪表示。

加速全国产AI产业闭环
夏立雪说，DeepSeek的突破，激发了越

来越多的下游应用创造力，未来行业日均

tokens消耗量将达到百万亿级别，不仅将激

发国产芯片的市场需求，也为打造全国产AI

产业闭环，实现更可控的自主算力发展创造

了有利条件。

记者了解到，在美国，模型、系统、芯片

三个关键因素已经形成闭环生态；而国内多

数大模型是通过国外芯片（如英伟达）训练

得到的，与国内的系统、芯片难以形成闭环。

“DeepSeek作为开源模型，其之于AI2.0

时代，正如Android之于移动互联网革命，将

重构整个产业生态，引发链式反应，加快上

层应用发展和下层系统‘统一’增速，由此广

泛调动起跨越软硬件和上下游的生态，一起

加大投入‘国产模型—国产芯片—国产系

统’的协同优化和垂直打通。”夏立雪说。

对此，无问芯穹提出“三步走”模式，来

促进全国产AI产业闭环的打通——基于主

流芯片开展极致软硬件协同优化，以有限算

力实现国产模型能力追赶国外模型；推动国

产芯片开放底层生态，搭建“异构”AI系统

解决算力缺口，实现模型能力赶超；构建国

产“同构”系统，支持ScalingLaw持续发展，

打造“国产模型—国产芯片—国产系统”的

全国产AI产业闭环，实现更可控的自主算

力发展。

夏立雪表示，在劈开算力封锁的路上，

DeepSeek踏出了成功的一步，接下来的“国

产模型+国产算力+国产云服务+国产应用”

全国产化AI之路，还要靠产业链上下游的生

态伙伴合力闯出来。

软硬协同优化是必然路径
DeepSeek大语言模型共发布了3个大版

本，参数规模从67B扩大到236B再到如今的

671B，所用的训练算力并未与模型尺寸等比

例地成倍增长，其核心便是利用软硬件协同

设计的思想，不断提升系统开销——即模型

的训练成本到模型尺寸、能力的转化率。

记者了解到，软硬协同优化是连接硬件

和算法的桥梁，区别于各种算法层面优化方

法，和硬件本身迭代的方法，而是随着硬件

变化，让软件也不断优化，或根据软件的迭

代来定义未来的底层电路实现，以更好地支

持AI算法的运行。

业内人士指出，DeepSeek通过软硬件协

同降低算力成本，给国内的启示在于这套方

法论可以打破现在的闭环生态瓶颈。

无问芯穹核心技术团队早在2018年就

总结出了“深度学习算法—编译—芯片联合

设计”路线，致力于人工智能场景下能效电

路和系统设计方法的研究，是软硬协同路线

上的早期开拓者之一。自成立以来，依托

“多元异构、软硬协同”的核心技术优势，打

造了连接“M种模型”和“N种芯片”的“M?

N”AI基础设施新范式。

蛇年春节，DeepSeek和《哪吒之魔童闹

海》两匹“黑马”，扭转了中国企业技不如人

的成见，也证明了只要实力强，自有不分国

界的人鼓掌。前两日，本报报道了《国际权

威科技商业化智库关注DeepSeek之外中国

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四大AI新锐三家已入

驻模速空间》，其中就包括了无问芯穹。有

分析认为，DeepSeek正在让国际意识到，除

了DeepSeek之外，中国还存在若干路径独

特的团队，在用“力大砖飞”堆叠GPU算力

储备、比拼模型精度的巨头竞赛之外，找到

未被五角大楼战略家们关注到的“盲点

（blindspot）”，跨越软硬件，攒动上下游，走

出可能出奇制胜的技术路径。

贯通国产“七芯”高效撬动算力
申城AI基础设施企业:让“满血版”DeepSeek更适配好用

DeepSeek影响力持续“破圈”，可
“甜蜜的烦恼”是，官网总是“服务器
繁忙”。
好消息是，“满血版”DeepSeek-

R1、V3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第三方平台
的支持。

11日，上海AI基础设施企业无
问芯穹宣布获七家国产芯片企业鼎
力支持，正打通DeepSeek-R1、V3在
壁仞科技、海光信息、华为昇腾、摩尔
线程、沐曦、燧原科技、天数智芯等7

个硬件平台的多芯片适配优化，现开
发者已可通过无问芯穹Infini-AI异
构云平台一键获取DeepSeek系列模
型与多元异构国产算力服务。
自春节前夕爆火，DeepSeek已牵

动国内超30家云服务商与近20家芯
片企业宣布接入。随着无问芯穹宣布
获7家国产芯片企业支持，并带着多
芯片适配的 DeepSeek-R1入场，
DeepSeek为可控国产算力撬动的历
史机遇，正变得愈发清晰。

本报记者 郜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