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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0076、市工商联

关于推动大模型规模化应用落地的提案

※背景情况※

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大模型技术已成为推

动行业创新的关键力量。大模型通过深度学习和海量数据

训练，展现出在多个领域超越人类的能力，预示着规模化

应用的明显趋势。大模型规模化应用已在多个行业展现其

潜力，特别是在电信、能源、银行和政务等领域。这些领

域的场景丰富、科技实力强，对大模型的需求强烈，已成

为大模型规模化应用的热点领域。同时，大模型规模化应

用也面临行业专用场景复杂性和科技实力不足的双重挑战。

中小企业和传统行业因技术、资源、成本限制，难以广泛

应用大模型，数据不足、多样性缺乏、昂贵的基础设施和

技术支持是主要瓶颈。目前，实现大模型规模化应用可以

分为从 0到 1企业专属模型的建设和从 1到 N的专属模型

被广泛应用的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的建设发展中，存

在着一些问题和挑战。

――――――――――――――――――――――

※问题及分析※

1、大模型研发工程落地效率受到多种因素限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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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程化落地过程中面临技术复杂性的挑战，影响了落地

效率。同时，大模型的训练需要大量的数据和强大的计算

能力，高昂的算力成本和数据获取难度成为制约大模型应

用的重要因素。此外，市场上平台工具以国外为主，国内

本土化工具数量稀少，导致企业在选择和使用平台工具时

面临困难，进一步影响了大模型的落地效率。

2、大模型管理难度较大。在管理与安全合规方面，随

着大模型规模的扩大，管理难度也随之增加，需要制定合

理的策略来管理和维护。同时，大模型的波及面广、渗透

性强、影响度深，需要做好安全合规工作，以确保大模型

及其应用的安全性。

3、大模型应用生态不够完善。在应用生态与成本方面，

尽管大模型的应用路径和工具生态取得了加强人才培养和

政策引导新进展，但当前的应用生态仍然不完善，企业在

选择和应用大模型时面临选择困难，且缺乏成熟的应用案

例和解决方案。此外，大模型的应用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

这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限制了其在大模

型应用方面的投入和发展。

4、大模型应用深度不足。在行业应用与定制化需求方

面，尽管大模型在多个行业应用中引发了颠覆式创新，但

在某些行业中的应用深度仍然不足，难以确保在遇到常见

或疑难问题时不出错。同时，当前的大模型平台和服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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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化方面仍存在不足，难以满足企业的个性化需求。

――――――――――――――――――――――

※建议※

为此，建议：

1、关注技术门槛的降低，鼓励技术创新以简化大模型

的使用

支持开发易于操作的工具和平台，如提供预训练模型

和自动化调优服务，使非技术背景的人员也能有效运用大

模型。通过技术普及，可以拓宽大模型的应用范围，提升

社会整体的技术水平。

2、制定严格的数据保护政策

数据隐私和安全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建议政府推动采

用先进的加密技术和访问控制机制，确保大模型在应用中

不会泄露用户隐私。同时，加强监管，确保企业遵守数据

隐私和安全规定，增强公众对大模型技术的信任。

3、鼓励企业共享数据和计算资源，控制大模型使用成

本

建议推动模型即服务（MaaS）模式的发展，帮助企业

降低使用大模型的成本，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政府

可通过提供资金支持、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企业采用这

种模式，加速大模型技术的普及。

4、关注运营管理体系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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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推动行业标准化，如数据格式、接口协议和服务

质量等方面的统一，助力大模型技术的广泛应用和互操作

性。同时，鼓励企业建立完善的运营管理体系，包括模型

监控、性能评估和自动化维护等，确保大模型的稳定运行

和持续优化。

5、加强人才培养和政策引导

通过教育和培训项目，提升专业人才对大模型技术的

理解和应用能力，培养一批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复合型人

才。同时，出台相关政策，如提供资金支持、税收优惠和

市场准入等，支持大模型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推动产业升

级和经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