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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际数据公司（IDC）发布中

国大模型市场相关报告。报告认为，

2024年大模型市场发展的关键词可以

用 5 个关键词来形容：大模型能力对

齐、竞争格局转变、产品形态创新、应用

落地产业、生态愈加繁荣。报告预测，

2025年将迎来多模态大模型、AI驱动内

容生产、创作/业者生态/经济等全新机

遇。

IDC中国研究总监卢言霞表示：“我

们看到生成式AI引领的世界正在一步

步走来，在员工、流程、管理、运营等各

个环节注入AI能力的企业将陆续开始

实现自治、自运营；日常生活中大模型

助理只需一个指令即可自动化安排日

常生活所需。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以

及个人开始拥抱大模型，智能化社会将

加速到来。”

2024：加速落地重塑格局

基础大语言模型能力普遍提升。

2024年，基座大模型厂商一方面继续投

入大模型的预训练，另一方面也不断开

源开放出不同参数量的大模型以加速

落地。整体看，已有数十个基座大模型

胜出，这些第一梯队大模型之间的能力

差距也在不断缩小。

在基座大模型市场竞争方面，相较

于 2023年中国大模型市场由初创企业

引领的格局，2024年互联网大厂在大模

型领域的投入已见到成效，配合以价格

战等商业策略，驱动市场格局开始转

变，初创企业开始重新审视甚至调整发

展战略。

IDC预计，未来中国生成式AI软件

市场规模将达到 35.4亿美元。一方面，

大模型已经从简单的对话工具发展为

可以在生活、工作各个领域提供见解与

建议的工具。另一方面，基于大模型开

发生成式AI应用的工具也在不断演进，

从需要关注模型开发部署全生命周期

到使用低代码零代码工具开发应用，只

需关注应用本身，大模型也在驱动软件

与应用开发流程的转变。

一个显著的发展是，生成式 AI 应

用开始落地产业。IDC看到，领先的企

业在 2024年年底已能够为员工提供多

个领域的智能助理，帮助员工提升工

作效率，企业对于探索全新应用以及

加速落地的决心不变，投入也在持续

加大。

报告指出，AI产业整体生态愈加繁

荣，大模型已经从百花齐放、百模大战

演变成边界清晰的基座大模型与行业

大模型，共同合作以驱动产业落地。诸

多传统企业开始引入大模型升级现有

产品解决方案，促进了AI产业生态的不

断繁荣。

与此同时，行业目前仍然存在诸多

问题：多模态大模型发展不及预期，大

模型逻辑推理与数学能力仍有待提升，

不断创新也意味着不确定性。进入

2025年，行业参与者应对这些挑战的同

时，也将迎来更多创新的机遇。

2025：各显神通值得期待

视觉大模型、多模态大模型会走向

市场，真正的智能离不开语音、视觉、文

本等多模态的自然交互。目前，市场上

已经能够看到一些文生视频大模型崭

露头角，2025年预计将有更多成熟文生

视频、多模态大模型进入市场。新的应

用将优先在设计、互娱、传媒场景落地，

随后将在应急、现场作业等场景落地。

在 2025 年，AI 驱动的内容生产将

成常态，目前大模型已在生成文案、生

成海报等简单场景下广泛应用。随着

多模态大模型、文生视频大模型的成

熟，大模型驱动的内容生成将成为常

态。企业应该积极拥抱创新的AI工具

帮助员工提升生产力。

AI还会驱动软件开发流程转变，大

模型对于科技产业的影响可谓方方面

面。RPA（机器人流程自动化）领域最

早开始思考并落地大模型与 Agent 结
合，不断推进流程自动化挖掘能力；大

模型赋能的代码生成工具也开始向软

件开发全流水线平台演进。未来企业

中的信息化系统都将逐步融入大模型

能力，这些系统也将由生成式AI软件自

主连接，而每一个人的KPI中也将注入

AI能力，自治式企业初见雏形。

此外，大模型以及智能体的发展将

带来全新的创作者生态，当下创作者经

济正在增长，全球数亿通过发布和分享

内容赚取收入的内容创作者，代表了生

成式AI应用程序和注入生成式AI的创

意工具的巨大潜在市场。低代码智能

体开发工具通过降低应用开发门槛也

将驱动新的创业浪潮。

IDC 认为，负责任 AI、AI 治理也会

获得前所未有的重视，大模型生成内

容的能力边界不断突破，大模型自主

决策自主执行的能力也在不断提升，

如何在模型数据输入环节、内容输出

环节设定能力边界，在算法结构中引

入模型自治能力，将被头部科技公司

提上议程。

本报讯（记者 邓淑华）
“创新加速器是推动科技

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

的重要平台机制。”近日，

湖北省人大代表、岱家山

瞪 羚 企 业 加 速 器 总 经 理

助 理 邓 培 表 示 ，“ 在 大 力

发 展‘ 人 工 智 能 + ’的 时

代背景下，建议湖北省和

武 汉 市 把 握 人 工 智 能 发

展‘主动权’，加快探索人

工智能和千行百业的双向

赋能路径，大力发展‘人工

智能产业加速器’。”

2024 年 ，工 业 和 信 息

化部火炬中心出台的《创

新加速器建设指引》指出，

创新加速器是改造传统产

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

局建设未来产业的高能级

孵化载体，是将科技创新

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

业链上的有力抓手，是培

育高成长性企业的支撑平

台。

邓 培 表 示 ，科 技 创 新

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关

键是以需求为导向，而企

业是以满足市场需求为己任，企业也是创

新主体，抓住企业创新需求是关键，企业

创新的形式有自主创新、联合创新、成果

转化创新等，满足企业创新需求的过程就

是打通“转化-孵化-产业化”循环链条的

过程。创新加速器是重要环节，是需要加

强的环节。

“15 年来，我们培育了创新型中小企

业 31 家、高新技术企业 88 家、湖北省级专

精特新企业 12 家及上市挂牌公司 3 家，一

批孵化器毕业企业进入加速器后，快速成

长为规模以上企业。”邓培表示，“许多孵

化器毕业企业在进入加速器后，迅速成长

为规模以上企业，展现了创新加速器在推

动企业快速成长中的重要作用。”

到底如何才能更好地推进科技创新

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实现 1+1＞2 的效

果？

“‘湖北建支点武汉打头阵’的战略布

局中，武汉应首先充分发挥其科教人才资

源优势，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发展上当先锋，做示范。”邓培表示。

邓培建议，武汉应该在构建“科技创

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生态体系”上打

头阵。而构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

发展生态体系的关键，就是要加快打通

“转化-孵化-产业化”循环链条。概念验

证中心、中试平台是成果转化平台，孵化

器是科创企业孵化平台，而产业创新加速

器是重要环节，是成果产业化阶段的支撑

平台，创新加速器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

融合发展的重要推动机制。“这个环节，湖

北省、武汉市还需要大力加强。”

“特别是在大力发展‘人工智能+’的

时代背景下，建议武汉市出台建设‘人工

智能产业创新加速器’政策措施，以支持

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器发展推动‘人工智

能+’行动，让人工智能全面快速赋能千

行百业，打造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

发展的高能级平台，大力培育人工智能

瞪羚企业，营造融合发展的生态体系。”

邓培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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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往香港西九龙站与北京西站、香港西九龙站与上海

虹桥站间的高铁动卧列车，2024年10月全面提升为全国首

配的CR400AF-AE型“复兴号”智能动卧列车。2025年是

该型智能动卧列车首次参与春运服务，除了香港至北京、上

海的夕发朝至班次外，还需执行高铁临客列车的任务。

上述“复兴号”智能动卧列车的维修保养工作由华南最大的

高铁“4S店”——广州动车段深圳动车运用所负责。在春运期

间，深圳动车运用所运用智能车底机器人、自助洗车房、智能工

具间、千里眼系统等“黑科技”，对每一列即将投入运输的动卧组

进行精检细修，保障车组状态，让旅客的回家路更加平安温馨。

左图：在广州动车段深圳动车运用所，检修人员检查

“复兴号”智能动卧列车外部。

右图：智能车底机器人对“复兴号”智能动卧列车的车

底进行检修。

新华社记者毛思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