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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生成有望成为通用知识

学习方法，在现实世界充当“人

工大脑”。近日，豆包大模型团

队宣布其携手北京交通大学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共同研发的视

频生成实验模型“VideoWorld”正

式开源，首次实现无需依赖语言模

型即可认知世界。

民生证券发布研报称，豆包

开源视频大模型“VideoWorld”的
发布，让视频生成成为通用知识

学习方法，在现实世界充当“人

工大脑”，仅靠“视觉”即可学习

知识，并“理解”因果关系，“预

测”未来，有望激活“视觉市场”

为其打开增长空间。

仅靠“视觉”即可预测未来

目前，现有模型大多依赖语

言或标签数据学习知识，很少涉

及纯视觉信号的学习。然而，语

言作为一种表达工具，其局限性

在于无法全面捕捉真实世界中

的所有复杂信息。

据了解，VideoWorld 摒弃语

言模型，通过纯视觉信号进行统

一的理解、执行和推理。同时，

VideoWorld基于一种潜在动态模

型，可高效压缩视频连续帧间的

变化信息，显著提升知识学习效

率和效果。

“视觉模型在处理连续帧变

化时能够捕捉动态信息。这在

理解动作序列、预测未来状态等

方面有独特优势。”资深人工智

能专家郭涛认为，这类模型能够

直接处理和理解图像或视频数

据，不需要先转换成文本描述再

进行理解，因此在图像识别、场

景理解方面更为直观和准确。

此外，视觉信息本身含有丰富的

细节和上下文，可为自动驾驶过

程中的实时路况判断、医疗影像

的精确分析等特殊场景提供更

精细的判断依据。

“这种视频生成模型不依赖

语言模型，进一步减少了对数据

标注和预训练的依赖，降低了开

发成本和难度。”北京市社会科

学院副研究员王鹏说。

“这无疑大大提升了模型的

学习效率；此外，这种大模型不

需要中间的语言转换，更符合人

类的直观认知方式。”科方得智

库研究负责人张新原认为。

为AI应用带来新的可能性

业界专家表示，VideoWorld
的发布，也为人工智能领域带来新

的可能性。比如，在医疗影像分析

中，模型能够通过学习大量医学影

像数据，辅助医生进行诊断和治

疗；在娱乐产业，可用于电影特

效制作、虚拟偶像生成等；在教育

领域，能够创建互动式学习材

料；在零售行业则可应用于商品

展示和虚拟现实购物体验等。

民生证券发布的研究报告

认为，视觉认知世界的能力有望

激活“视觉市场”。

“这些应用场景只是‘冰山

一角’，随着技术进步，更多创意

应用将会涌现。”郭涛说。

依赖文本大模型有危机

“随着多模态技术的发展，

结合文本和图像的综合模型将

成为趋势，单一依赖文本的大

模型可能会逐渐失去竞争力。”

在郭涛看来，这并不意味着语

言大模型会被淘汰，而是促使其

向更高级、更综合的方向发展，比

如增强对图像的理解能力或与视

觉模型更好地协同工作。

此次豆包大模型团队选择

开源VideoWorld，或许希望通过

此举让更多的研究者和开发者

可以接触并使用VideoWorld，以

推动纯视觉认知技术的快速发

展和应用。从长远看，作为首

个无需依赖语言模型的视觉认

知模型，VideoWorld的开源有助

于其成为行业标准，影响未来

相关技术的发展方向。

VideoWorld 的开源，为研究

者 提 供 了 一 个 强 大 的 基 准 模

型，有助于探索更多基于视觉

的学习方法和算法。“随着更多开

发者的加入，有望围绕VideoWorld
形成一个新的技术社区和生态系

统，促进不同领域间交叉合作和技

术融合，进一步拓展人工智能的应

用边界。”郭涛说。

关于开源面临的一些挑战，

业界人士认为，开源使得竞争对

手可以轻松获取技术细节，可能加

剧市场竞争。当然还有社区管理

方面的挑战，维护一个活跃且健康

的开源社区需要投入大量资源，包

括技术支持、文档维护等。

近期，艾媒咨询发布《2024-
2025年中国AI大模型市场现状

及发展趋势研究报告》（以下简

称“《报告》”）。《报告》预计，2026
年中国AI大模型市场规模将突

破 700 亿元。中国 AI 大模型行

业正处于爆发式发展阶段。

当前，在人工智能的浪潮

中，AI大模型技术以其强大的数

据处理能力和广泛的应用前景，

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产业升级

的重要力量。

AI大模型正重塑行业生态

《报告》显示，2024 年，中国

AI 大模型市场规模约为 294.16
亿元。AI大模型以其泛化性、通

用性和涌现性三大特征，展现出

强大的数据处理和任务执行能

力。这些模型能够从海量数据中

学习规律，适应多种任务，并在训

练后展现出新的能力和行为。

“人工智能的底层技术和重

要底座是通用大模型，只有优先

发展本土通用大模型，才能培育

具有本土特色的人工智能大模

型体系。”麒麟合盛集团创始人

李涛近日接受本报采访时强调

了AI大模型的重要性。

2024年，众多行业加速探索

并集成AI大模型能力，使其在研

发生产、个性化学习、辅助诊断、

行程规划、智能办公等方面发挥

关键作用。同时，在金融、教育、

医疗健康、工业制造、传媒娱乐、

公共交通等场景，大模型正逐步

重塑行业生态与价值链条。目

前，华为、百度、月之暗面等企业

在AI大模型领域的表现尤为突

出。华为的盘古大模型、百度的

文心一言以及月之暗面的 Kimi
等产品，在技术研发和商业应用

上展现了各自的特色和优势。

据了解，按部署方式，AI 大
模 型 可 分 为 云 侧 和 端 侧 两 大

类。云侧模型部署在云端，拥有

更大的参数和算力资源；端侧模

型则运行在终端设备上，如手机

和PC，具有隐私保护和本地化运

行的优势。目前，AI大模型已在

金融、互联网办公、电商等多个

行业得到应用，通过数据训练和

智能分析，为行业提供实时监测、

风险预警和决策支持等服务。

《报告》指出，AI大模型企业

发展的驱动力包括 3个方面，一

是政策支持。国家和地方政府

的政策支持是推动AI大模型产

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例如，“十

四五”规划中提出要加强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为AI大模型的发展

提 供 政 策 保 障 。 二 是 算 力 提

升。云计算市场的快速发展带

动了算力的迅猛增长，为AI大模

型的训练和应用提供强大的技

术 支 持 。 三 是 数 字 经 济 的 推

动。中国数字经济规模的不断

扩大，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

广阔的市场空间，也为AI大模型

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仍有诸多问题待解决

《报告》也指出了我国AI大
模型的不足之处：与国外先进企

业相比，国产大模型在训练数据

集、算力支持和应用场景等方面

仍有差距。技术缺陷仍是AI大
模型面临的主要挑战，特别是在

复杂逻辑任务的处理上。

在技术层面，随着模型规模

及复杂度的递增，算力受限、数

据短缺、模型性能待提升等问题

凸显。同时，高端算力设备供应

不足，数据供给遭遇困境，端侧

大模型融合进展缓慢。此外，高

端算力芯片如 GPU（图形处理

器）、高速存储芯片供应匮乏，极

大束缚了行业的自主发展。

在人才层面，顶尖人才和复

合型人才短缺问题制约研发创

新。大模型领域的快速发展导

致专业人才供不应求，我国人工

智能顶尖算法人才、芯片人才严

重不足，没有形成顶尖人才聚集

的“马太效应”。同时，跨领域复

合型人才短缺，与发达国家存在

明显差距，限制了大模型的研发

和创新速度。

在监管层面，政策滞后与内

容风险引发担忧，AI大模型生成

的虚假误导内容引发伦理与合

规问题的讨论，行业亟待通过完

善法规、明晰标准等举措突破困

境。

我国AI大模型市场
预计明年突破700亿元

近日，2025年苏州市“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推进大会暨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深度

行（苏州站）活动举行。本次活动以“共启AI+ 新质赋未来”为主题，活动现场，人形机器人、

智能控制无人系统、AI大模型互动虚拟产品等百余件展品亮相，集中展示苏州人工智能领

域发展情况，吸引众多观众前来参观。

图为活动现场展示的脑机接口智能装备。 新华社记者 李博/摄

▶ 王查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