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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孙立彬

高考志愿填报大模型高考志愿填报大模型行不行行不行？？
近日，阿里巴巴旗下人工

智能（AI）应用产品夸克，发布国

内首个为高考志愿填报场景开发

的大模型，并同步上线志愿报告、

深度搜索、智能选志愿三大功能，

可实现从复杂问题询问到志愿报

告输出的整个辅助决策流程。

志愿填报越发复杂和个性化

在志愿填报过程中，政策解

读能力、信息获取能力、职业前瞻

能力以及专业与性格兴趣如何匹

配等都是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

知名高考政策解读专家娄雷

表示，我国高校升学路径呈现日

益多元化特征。例如，高考志愿

填报中的平行志愿，目前有两种

填报方式，一种是“院校+专业

组”，另外一种是“专业+院校”。

虽然两种平行志愿投档规则一

样，但显然有很大差异。对于院

校+专业组而言，考生和家长苦恼

的是该不该服从调剂。然而，若

不服从调剂就可能会遇到被退档

的结果，然后要等到下一个批次；

对专业+院校的平行志愿，苦恼是

要填报 96 个甚至是 100 多个志

愿。如此众多的数量，看似把选

择权交给考生和家长，然而信息

差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

夸克产品经理郏海峰介绍

说，2025年整体的志愿填报政策

比往年更为复杂，全国有 29个省

份实现了新高考，但每个省份的

规则和政策差异很大，有的省份

只需填报 30个志愿，有的省份则

需填报 112个志愿。对于刚开始

填报志愿的考生和家长而言，了

解信息的难度非常大。其次，今

年高考人数达到 1335万，仅次于

历史峰值，考生和家长对找好大

学和好专业的焦虑非常大。同

时，社会变化非常快，专业前景变

幻很快，前几年的热门专业也可

能成为冷门专业。

与此同时，个性化的填报需

求越来越多，北京某高中高三学

年组负责人表示，在志愿填报过

程中，最难的是考生不知道要学

什么，对于专业和未来比较迷

茫。而夸克上的一些真实案例可

以作为佐证，某江苏物理组考生

的高考成绩为 584分，由于性格

内向因此父母期望稳定的工作，

但该考生自己却想进入互联网大

厂工作。

这些问题并没有标准答案，

传统的协助志愿填报的 APP 工

具更多提供的是筛选和技术性

排序的作用，很难满足这些个性

化要求。

大模型能做什么

一名山东省的物化生考生的

高考分数为 460分，志愿填报要

求是学费倾向在 8000元以内，希

望毕业后在省内实现直接就业。

大模型深度解析山东省内高校情

况且关注就业面较广，适合山东

省内产业升级关联度和契合度高

的专业，按照“冲稳保”梯度设计，

给出一份综合性的志愿报告，推

荐了96个志愿。

这是不久前夸克大模型内

测时邀请高考考生进行的现场

实验。

郏海峰表示，考生只需完善

12个信息点（涵盖院校偏好、专业

兴趣、升学与职业规划等），便可

建立个人信息档案。点击“领取

报告”后，智能体会通过“任务规

划—执行—检查—反思”的链式

推理流程，模拟一位资深志愿填

报专家的决策过程，为考生输出

一份包括填报策略、志愿表、院校

专业推荐说明等完整报告。整个

过程，通常需要耗时5-10分钟左

右。

该大模型的另一项功能是

“高考深度搜索”。为处理个性

化、开放式提问设计，能够理解复

杂问题和拆解用户需求给出专业

和可执行的建议。

“智能选志愿”功能是考生使

用最频繁的功能。在输入省份、

科目、成绩和排名后，系统会自动

推荐“冲稳保”方案，考生还可以

进一步明确自己的个性化需求进

行筛选。在融入AI能力后，可以

直接呈现目标院校/专业的特色

优势。

面对高考志愿填报大模型产

品，考生和家长是否可以轻松进

行志愿填报？

采访过程中，包括家长、高三

教师在内的高考志愿填报直接参

与者们似乎比较谨慎，他们都认

为这是非常有用的辅助工具，但

并不会完全依赖其给出的建议。

有的教师表示，志愿填报有

的时候更像是一场心理辅导，个

性化的建议更需要感性的语言

表达。与机器相比，考生和家

长 更 愿 意 接 受 经 验 丰 富 的 教

师、知名校外机构的建议，即使

他们的建议也大量参考或直接

来自机器。

DeepSeek、千问等一众大模型

千帆竞发，人工智能（AI）客服、

AI法务等赛道不断涌现。2025
年，AI智能体（AI Agent）突然火

起来了。

近日，市场研究

公司Gartner发布其对

AI智能体产业明确看

好 的 三 大 预 测 ：到

2028 年，AI 智能体将

取代人类可读的数字

界面中20%的互动；AI
智能体自主做出的日

常工作决策将增长至

15%，而 2024 年这一

数字为0；包含AI智能

体的企业软件应用程

序比重将由 2024年的

不足 1%增长至 33%。

垂类智能体领域将迎

来“蓝海”，未来3年内

可见明显市场增长。

今年是大模型
智能体元年

“毫无疑问，2025
年是大模型智能体元

年。”当业内人士还在

纠结“2025 年或成 AI
智能体爆发元年”的

判断时，Gartner 研究

副总裁孙志勇在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旗帜

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

点：智能体已成为全

球 最 热 门 的 科 技 话

题，其热度甚至超越

了大模型本身，一个

由智能体驱动的商业

模式创新时代正加速

到来。

何为 AI 智能体？Gartner
给出清晰定义：基于AI技术产

生的自动化或半自动化软件，

可利用大模型、领域模型等AI
技术，在数字和物理世界中感

知、决策、行动并最终实现目

标。

通俗地说，人们可以理解

为更立体、“类人”的智能系

统。除了提供大模型广泛使用

的语言交流，AI智能体还能完

成更复杂的任务。

孙志勇举例说，当顾客下

达“买咖啡”这项任务指令后，

大模型会表示“我不能直接为

您购买咖啡”并给出其他建议；

AI智能体则会首先拆解如何购

买咖啡，并拟定代用某APP 下

单及支付等步骤，按照这些步

骤调用APP 选择外卖，再调用

支付程序下单支付，无需下达

指令进行每一步操作。

目前，AI智能体已在不少

场景中得到应用，如客服、编

程、内容创作、知识获取、财务、

投研、手机助手、工业制造等。

用决策单一化解决精度问题

尽管AI智能体发展如此迅

速，但孙志勇认为，当前的产品

仍处于早期阶段，主要障碍是

准确性，特别是在多智能体系

统中，错误可能累积从而导致

产生“幻觉”或“偏差性输出”，

使其不能真正进入核心

生产环节，“即使一个智

能体能达到80%的精度，

但如果 3 个 80%精度的

智能体叠加，精度就会呈

乘数级下降。”

孙志勇表示，解决精

度问题的关键在于明确

智能体的行业属性和角

色定位，尽量使智能体的

决策单一化。“你要确定

智能体的行业属性，尽可

能让其决策单一化。”

AI智能体在精度仍

然较低、可靠性还不够的

情况下，很难实现真正应

用。在这种情况下，要使

智能体实现应用且作出

准确决策，人的角色、AI
与人的关系需要发生变

化：人的角色从主体变为

辅助体——人检查智能

体的输出，提醒智能体输

出缺陷，帮助 AI 完成流

程。孙志勇将这一过程

描述为“人在回环”。

成为“蓝海”中的“胜手”

未来，在用户交互场

景中，AI 智能体将扮演

更加关键的角色，成为企

业与用户沟通的重要桥

梁，而在提升用户体验的

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企

业的运营效率。同时，AI
智能体将深度融入企业

软件应用的各个环节，成

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

级的核心驱动力，推动企业软

件应用向更加智能化、高效化

方向发展。

毫无疑问，AI智能体正在

多方面推动商业模式变革。在

此过程中，企业如何抓住AI智
能体的市场机会？

AI智能体推动企业基因的

变革，刺激市场机遇的出现，孙

志勇表示，企业想要抓住市场

机遇，需要在 7个方面下功夫：

寻找并树立“零号客户”；为客

户提供可以快速上手的开发平

台；为客户提供丰富的组件选

项；为客户提供强大的技术生

态；为客户提供安全可控且可

以长期演进的解决方案选项；

有为客户提供足够算力的基

础；积累行业经验，让行业经验

成为“胜负手”。

“未来可变现市场空间集

中于垂类场景，通用智能体则

需要1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才能

变现。”在看好AI智能体发展前

景的同时，孙志勇强调，性价比

问题是横亘在智能体产业面前

的重要挑战，因此，推动AI智能

体大规模落地，企业还需提升

“绝对性价比”。

近日，重庆市举行超大规模无人机灯光秀表演，由1.1787万架无人机组成的双编队飞行从重庆市

南岸区弹子石广场起飞，创造了“最多无人机组成的空中图案”吉尼斯世界纪录。图为6月17日晚在

重庆拍摄的无人机灯光秀表演。 新华社记者 黄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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