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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资 者 关

系 活 动 类

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电话会议）

参与单位

名称及人

员姓名

通过网络文字互动方式参与2023年半年度软件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的投资者

时间 2023年9月6日13:00-15:00

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上 市 公 司

接 待 人 员

姓名

董事长兼总经理周曦先生，独立董事王廷峰先生，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杨桦女士，财务总监高伟

女士，保荐代表人吴建航，董事会办公室相关人员

投资者关

系活动主

要内容介

绍

问题 1：公司下半年主要的利润增长点是哪些？接下来公司重点业务重心会放在哪一项上面呢？

回 复：公司在战略层面上不会发生实质变化，往通用人工智能发展，操作系统的底层不会变化，中

间部分采用了生成式迭代升级。业务核心解决的是提高生产力、降本增效和安全可控。我们持续会把业务

放在行业精灵和行业解决方案，重点行业在 3（金融、交通、治理）+2（智慧能源、智能制造）。我们会

持续地调整行业结构，基于行业大模型的不断落地会往 To B 侧做更多的拓展，同时毛利率也会得到提升。

问题 2：请问董秘，贵公司官网上有介绍有脑科学和类脑研究的部署，请问目前脑机方面进展如何，

未来有什么规划？

回 复：公司坚持要打造“像人一样思考和工作”的智能体，目前的交互方式主要是“问答”，未来

将进阶到“伴随”和“托管”，最终将在交互方式上实现。公司从感知、认知到决策各关键环节进行布局，

脑科学和类脑研究的部署也是其中一环，因此我们在这块不断地和第三方机构进行合作和探索。我们会持

续和国内外优秀的脑科学和类脑研究机构展开合作。

问题 3：公司目前大模型的落地情况如何？预计今年的相关营收情况怎样？

回 复：公司从容大模型已更新到 v1.5，后续模型版本的规划是以百亿模型为主体走行业落地方向，

同时兼顾大模型性能的优异性和实用性的规划方向。一方面，是在跨模态、动模态的模型上面继续保持国

内领先地位；另一方面，就是公司中央大模型主攻的逻辑是行业落地模型，所以会与行业头部的公司，比

如神州信息、佳都科技、中检、报业等联合打造行业大模型。我们预计能在今年和明年上半年逐步在各行

业落地。

在当前阶段是需要持续投入的，因为大模型本身就是需要先投入后持续产生好的边际效应。但随着产

品化和服务化能力的不断提升，大模型的边际效应也会逐渐显露出来，商业模式由 TOG端到 TOB、TOC



和 SMB端转变的优势也会逐渐凸显，目前我们在下半年已经有基于模型形成的产品和方案，预计会带来

试点收入，而且通过模型的落地会对未来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产生很好的帮助。

问题 4：目前不少大厂也在涉足行业大模型，云从科技的优势是什么？

回 复：大模型在商业化落地时需要不断调整，而开源模型是有局限性的。因此，有基础模型能力与

自研能力的公司更具备竞争力。

公司自主技术的研发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公司通过在人工智能核心算法领域的多年深耕，掌握了

自主研发且不断创新的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实现了从智能感知到认知、决策的核心技术闭环。公司自主研

发的人脸识别、跨镜追踪、活体检测、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人工智能技术均处于业界领先水平。

同时公司也会在重点行业（如对私有化部署需求较多与数据安全需求较高的行业）中尝试，因为这些

行业具备较好的场景与条件来验证大模型的能力，且同时具备战略意义。

其实并非所有应用场景下，模型参数数量规模均需盲目地进行扩大。例如在工业化生产领域，需要同

时考虑推理成本与效率。这就会考验到各个公司的模型优化能力和工程化水平，即在实现生产成本降低的

同时，生产效率依然保持高水平。真正未来到量产阶段，行业内各公司一定都会考虑效率与成本的问题，

实质上就是会比拼哪家公司的底层能力更强、哪家公司能在控制成本的同时保持高效率。

总结公司多年来从技术和行业落地的经验，具体的优势如下：

1、算法优势：（1）算法种类丰富，拥有感知、认知的多类型算法，从视觉、语音、语义、空间等算

法；（2）算法成本低；（3）算法性能快；（4）算法效果好。

2、工程化优势：本身大模型和人工智能不是单点的技术问题，特别是行业落地的领域，更看重工程

化能力，云从多年从事行业智能化，具有非常强的工程化能力，并且从分布式高可用架构方面做了很多技

术攻坚，且在国产化适配上提前做好布局。

3、技术壁垒：从算法生产闭环、事件处理闭环、数据赋能闭环以及人机交互闭环，通过闭环实际解

决行业的智能化落地，解决其提升效率、降本增效的需求。

4、生态开放：公司拥有算法集成生态、异构算力生态、设备适配生态以及应用赋能生态，从技术安

全到数据安全自主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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