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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分析]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如果2023年是属于大语言
模型的一年，那么2024年，Sora为首的
多模态大模型，或许将带我们走向更超
乎想象的远方。将心中所想的文字直接
变成视频，过去的幻想正无限接近现
实。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理与商
业智能系助理教授李文文看来，即便尚
未对公众开放，由OpenAI发布的Sora已
经在短短几天超越“GPT”们，成为大众讨
论度最高的AI界“新晋顶流”。“AIGC产
品在以UGC为核心的平台上惊艳亮相，
可能是AI时代的一个重要转折。”对于
Sora带来的影响力，以及AI大模型领域
的未来发展前景，信息管理与商业智能
系李文文老师分享了她的最新观察。

李文文认为，这将重新定义人类与
AI的交互关系，“真实”与“虚拟”的边界
将愈发模糊。同时，人与AI之间的新交
互与新关系也会随之而来。“我认为，对
于个体而言，技术进步虽然带来了不少
挑战，但也提供了新的机遇。与其盲目
担忧工作被取代，不如思考我们应该如
何定位自己，如何适应AI时代，如何将技
术为我所用。”

在她看来，换一个角度来看，AI中的
“A”可以解读为assistance和augmenta-
tion，AI应该作为人类的“辅助”“增强”
工具，而不是替代工具，或者说，AI应该
是人类的工作伙伴。“AI的意义在于让更
多人从简单重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以
更高的效率去创造更大的价值。当自然
语言的交互模式极大降低了AI技术的应
用门槛，任何人都能够简单地使用AI辅
助自己的工作。例如，Sora让视频制作
更加简单高效，让更多人将自己的想法
转化成生动的视频，也可以让人们更加
聚焦于创意和故事本身，所以，未来基于
Sora的U-AIGC可能会越来越多。”

当然，目前的AI工具精细度仍然有
限，因此，如何高效地与AI沟通，将是未
来我们必须学习和具备的技能。对此，

李文文指出，精细度包含两个方面：一是
通过自然语言交互传达指令的精细度，
二是AI理解并实现指令的精细度。而
且，AI能否完全理解并且实现用户提出
的每一个指令细节依然存疑。以GPT为
例，如果给出一个较为复杂的指令，有时
候GPT就会“自主”忽略指令中的几个细
节要求。

那么，中国科技企业“逐浪”还是“造
浪”？李文文表示，从ChatGPT到 Sora，
大模型为科技公司不断带来充满前景的
新赛道。去年仅8个月内，中国就诞生
了238个大模型，几乎一天一个。然而，
当ChatGPT拉高了用户和市场对于大模
型性能的要求后，训练大模型将意味着
投入更多人力、算力和数据量，以提升模
型性能，满足用户需求以及市场的期待。

李文文观察到，以往人工智能领域
有着浓厚的开源氛围，大家乐意把最新的
模型代码分享到GitHub这类网站上，所
以其实AI创业的门槛并不是非常高，因
为核心技术和模型都是公开的，只需要稍
微修改一下模型，拿自己的数据训练一
下，就能得到一个新的垂直领域的AI产
品。现在，闭源的大模型使得科创企业不
得不思考另一个问题：自研大模型还是使
用已有大模型聚焦垂直领域应用？

“纵观全球的大模型发展格局，中
国企业在这场大模型竞赛中一直处于
追随者的位置。尽管追上头部的大模
型产品比较困难，但我们的科创企业必
须要追赶，而且需要考虑如何解决两个
非常大的挑战。”李文文认为，首先是算
力问题，其次是数据问题。未来，大模
型市场还可能会出现比较显著的马太
效应，头部的两三个大模型产品会占据
绝大部分市场。

“所以，国内企业一定要在大模型发
展的初期持续发力，努力追赶。我们期
待中国的科创企业能够在核心技术和前
沿技术研发上投入更多精力，从而在大
模型以及人工智能领域具备更强的竞争
力。”李文文说。

从ChatGPT到Sora，技术进步带来挑战也提供机遇

中国科技企业“逐浪”还是“造浪”？

位于旧金山的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OpenAI）近日

推出能够通过文本指令创建视频的生成

式人工智能模型Sora，这一突破巩固了其

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地位，但同时也加

剧了对“深度伪造”等风险的担忧。

“惊鸿一瞥”恐颠覆行业
分析人士认为，Sora 再次凸显人工

智能技术进步对现实生活和传统行业的

深远影响。人工智能在视频生成领域的

巨大发展前景在为塑造影视产业新业态

打开大门的同时，恐将颠覆现存影视产

业。好莱坞去年遭遇了 63 年来首次编

剧和演员全行业罢工，因为该行业的部

分工作机会可能被人工智能取代。Sora

横空出世让这一威胁变得更迫近和真

切。其面世第二天，主营图像处理、视频

制作软件的奥多比公司（Adobe）股价应

声下跌超过7%。

“深度伪造”担忧加剧
Sora 发布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但

此次推出的更像是预览版，公众尚难以

深入全面了解该模型的优缺点。Ope-

nAI表示，目前仅主要向一些设计师和电

影制作人等特定人群提供 Sora 访问权

限，以获取有关改进该模型的反馈。公

司不仅未公布训练Sora模型的数据等基

础细节，更没有确定向公众发布的日期。

OpenAI承认，目前Sora生成视频中

可能包含不合逻辑的图像，混淆左右等

空间细节，难以准确模拟复杂场景的物

理原理和因果关系实例等。例如，一个

人咬了一口饼干，饼干上却没有咬痕。

不过，随着算力增强、模型改进，人

们可能会在短期内获得更加完善、先进

的视频生成功能。

不少业内人士担心，Sora将为“深度

伪造”（Deepfake）技术推波助澜。加利

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学院副院长

法里德就表示：“当新闻、图像、音频、视

频——任何事情都可以伪造时，那么在

那个世界里，就没有什么是真实的。”

针对造假顾虑，OpenAI称在真正面

向公众推出产品时，将确保生成视频包

含来源元数据，并推出检测视频真伪的

工具。OpenAI 还承诺，在产品中使用

Sora前将采取安全措施，包括由“错误信

息、仇恨内容和偏见等领域的专家”对模

型进行对抗性测试来评估危害或风险；

核查并拒绝包含极端暴力、性内容、仇恨

图像、他人IP等文本输入提示等。

即便如此，OpenAI 也承认，尽管进

行了广泛的研究和测试，“我们仍无法预

测人们将使用我们技术的所有有益方式

和滥用我们技术的所有方式”。

据新华社电

Sora的突破与风险

2月23日，第三届“天宫画
展”在中国空间站开展。正在
太空出差的神舟十七号航天员
乘组在轨展示和介绍了新时代
青少年畅想中国式现代化的美
丽画卷。

本届画展自2023年10月
正式启动征集，最终 53 幅画
作从 2 万多幅报名作品中脱
颖而出，随天舟七号货运飞船
进入中国空间站。据介绍，画
展以“孩子眼中的中国式现代
化”为主题，围绕“人口规模巨
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
化”等专题进行展示。

作为全国青少年广泛参
与、依托中国空间站这一“窗
口”打造的航天特色文化品牌，

“天宫画展”至今已成功举办三
届，在社会上特别是青少年中
产生良好反响。

据新华社电

第三届“天宫画展”
在中国空间站举办
航天员在轨展示介绍优秀作品

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在轨展示和介绍第三届“天宫画展”作品。 本版均为新华社图

“天宫画展”中展出的陈筠溪作品《一带
一路 山海共鉴》。

“天宫画展”中展出的麦晓楠作品《烟花耀
濠江 照亮幸福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