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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新质生产力助推下，国内大模型与实体经济紧密结合，获得独特的资源禀赋

• 中国发展大模型优势在于齐全的工业门类和强大的制造业，积累了海量行业数据。对比中美大模型应用，

国内大模型并非落后，而是路径的分岔，即更为“务实”

• 工信部明确表态，今年将开展“人工智能+”行动，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人工智能

赋能新型工业化

 演进至多层级、多模态的模型架构，更贴近产业落地实际需求

• 在产业落地中，基础大模型（L0）—行业大模型（L1）—场景模型（L2）的多层级模型架构成为主流

• 相较于传统深度学习，行业大模型技术路线提升明显：传统深度学习的泛化能力不足、性能易触达天花

板、缺乏推理与认知能力。而大模型在一些案例中仅需要原来10%以内的数据，就可以在跨场景情况下

超过小模型使用全量数据的性能，显著降低了模型定制的成本

 大模型赋能工业的两条主要路径，充分利用泛化和生成能力

• 其一：通过大模型增强模型的泛化能力，提升模型的适用性和效果；其二：利用生成式AI，变更交互方

式、生成各种业务所需内容

• 当前在能源、采掘、制造等工业领域，大模型落地进展速度较快

 投资分析意见：

• 依托国内工业实力的资源禀赋、在新质生产力的催化拉动下，相关公司有望迎来加速增长。重点关注生

产制造、运营维护等智能制造环节；紧密跟踪工业机器人、工业设计等领域的技术突破。核心标的：中

控技术、大华股份、科大讯飞、宝信软件、能科科技、赛意信息、鼎捷软件、中望软件、容知日新等

• 风险提示：大模型的可靠性瓶颈，数据安全隐私问题，大模型能力非线性增长可能带来的技术路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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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对比中美大模型应用：并非落后，而是路径的分岔

 辩证看待中美大模型应用领域的禀赋：

• 美国大模型领先优势在C端，以ChatGPT、

Character AI等为代表。且C端应用更容易出

现爆品，从而收获更高关注度

• 中国发展大模型优势在于齐全的工业门类和强

大的制造业，积累了海量行业数据

• 由此带来发展路径的潜在分岔：美国大模型更

注重满足个人的体验和情感需求，偏虚拟经济；

中国大模型的价值更能在赋能实体经济中实现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外圈：中国
内圈：美国

中美两国第二三产业占GDP比重差距明显

资料来源：wind，申万宏源研究 资料来源：AI产品榜官方公众号，申万宏源研究

访问量居前的C端AI产品大部分诞生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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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大模型的应用场景，亚洲企业更为“务实”

 在生成式AI的应用方面，北美企业侧重软件开发，而亚洲企业更重视制造业和研发

• 根据IDC针对全球各地企业的问卷调查，亚太区企业对于大模型在制造、研发方面的影响关注

度明显高于北美地区，更为“务实”

• 相较而言，北美企业更关注大模型在软件开发设计方面的影响，较为“务虚”

资料来源：IDC，申万宏源研究

对于生成式AI应用场景，全球各区域企业有不同的侧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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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新质生产力助推下，国内大模型与实体紧密结合

 工信部3月26日明确表态，今年将开展“人工智能+”行动

• 根据新华社，工信部发言人表示下一步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巩固提升优势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而AI

是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重要环节

• 同时，工信部将加快推动以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发展。今年将开展“人工智

能+”行动，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

战略性新兴产业 未来产业

新一代信息技术 人工智能

新材料 新能源

生物技术

高端装备

绿色环保 民用航空 海洋装备 新型储能未来网络生物制造

生成式人工智能量子信息

脑机接口人形机器人

元宇宙&未来显示

低空经济

电子 通信 医药生物 电力设备 基础化工机械设备 国防军工传媒计算机 汽车

资本市场行业映射
资料来源：申万宏源研究

在新质生产力的定义下，AI是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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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基于多模态底座的行业大模型技术路线已经成熟

美国优势在通用大模型/2C应用

中国优势在行业大模型/2B应用

英文语料数据/高性能模型架构

多模态行业数据/多层级模型架构

 中美大模型技术路径上的分岔：

• 美国：基于高质量的英文语料数据、领先的模型架构，在通用模型方向持续领跑

• 中国：基于多模态行业数据、多层级的模型架构，实现行业大模型能力突破

资料来源：IDC，申万宏源研究

区别于海外主流的通用大模型，我国在行业大模型层面能力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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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多层级模型架构，更贴近行业落地的实际需求

 在产业实践中，基础大模型（L0）—行

业大模型（L1）—场景模型（L2）的多

层级模型架构成为主流

• 基础大模型：吸收了海量数据的知识，具有

参数量大、高可泛化、性能优异等特点。根

据输入模态的不同，基础大模型可分为视觉

大模型、音频大模型、语言大模型、多模态

大模型等

• 行业大模型：在基础大模型的基础上，利用

行业数据进一步预训练和微调而成，在行业

领域内具有专家级别的能力，可在云中心和

边缘侧进行推理应用。例如电力大模型、公

路大模型、煤矿大模型、水利大模型、零售

大模型、轨道大模型、工业制造大模型等

• 场景/任务模型：专注于某个具体的场景或

业务，根据用户不同的需求，基于行业大模

型进行针对性的优化工作，使得模型可以在

云上部署或边端部署。例如表计巡检、皮带

巡检、商品陈列检测、门店巡检、生产运行

异常检测等

资料来源：华为官网，申万宏源研究

华为盘古大模型的L0/L1/L2架构

从基础大模型到行业大模型的训练过程

资料来源：观澜大模型白皮书，申万宏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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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在产业应用中，已证明行业大模型的竞争力

资料来源：观澜大模型白皮书，申万宏源研究

大模型小样本 VS 小模型全量样本训练效果提升大 大模型在跨场景泛化上表现出优异性能

 相较于传统深度学习，行业大模型技术路线提升明显

• 传统深度学习的局限性：1）泛化能力不足。例如一个仅使用白天采集的车辆数据训练出来的

检测模型，在夜晚使用时性能就会大打折扣。2）性能天花板。如CNN、RNN、LSTM等对知

识的容量有限，数据规模和模态种类持续增加带来的边际效益下降。3）缺乏推理与认知能力。

无法形成逻辑认知，对于没有见过的新任务或复杂的业务逻辑均需要重标重训或手工排程

• 大模型路线提升明显：受益于超大规模预训练过程中学习的丰富的可迁移知识，大模型相比

业务小模型，仅需要原来10%以内的数据，就可以在跨场景情况下超过小模型使用全量数据

的性能，从而显著降低了模型定制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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