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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4-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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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电话会议 

□其他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称及人员姓

名 
银华基金 姚荻帆、周晶、蒋婉莹、同颖茜 

会议时间 2024 年 5 月 16 日 

会议地点 腾讯会议 

上市公司接待人员姓名 证券事务代表：张哲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要内

容介绍 

1、2024年第一季度，公司收入增长原因是什么？ 

在大模型技术的逐步发展和应用领域不断拓展的

带动下，全球各类型科技公司对人工智能领域的研发投

入呈现出复苏并增长的趋势，带动以多语言智能语音、

文本为代表的数据需求快速增加，整体拉动公司营业收

入同比大幅提升。 

2、大模型预训练会涉及到版权数据，在版权数据

方面，海天的价值是什么？ 

海天瑞声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多版权数据的汇集、版

权数据的清洗、以及基于客户大模型的后续服务。首先，

海天瑞声可以汇聚不同版权方的数据，针对客户需求进

行不同版权数据的提供。同时，海天瑞声可以针对客户



具体定制化需求，对版权数据进行精细化清洗。虽然版

权数据本身已为高质量数据，但仍无法直接用于模型训

练，需经过高质量清洗后才能使用。例如，通常需将版

权数据中重复数据以及不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内容进

行清洗，以更好帮助大模型节约训练算力以及使大模型

在训练后具备良好的法律道德价值观。 

3、海天在数据方面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经过多年发展与积累，公司逐步构建起了在行业内

的竞争壁垒，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 

（1）技术平台能力：公司历来重视技术的研发，

近年来更是加大研发投入的力度，全面提升公司的算法

能力、平台能力、工程化能力，加深算法辅助能力与人

工工作的结合，达到更佳的人机协同效率，这样能够做

大规模、提升效率、降低成本。 

（2）公司的业务模式是服务产品双模式，且产品

化贡献显著，是收入和毛利的主要来源，标准化数据集

的研、产、销体系是公司从业多年探索出来的业务模式，

其复用性为公司的规模化和高利润率提供了保障。而保

持这样的能力需要具备对行业需求的强判断力和较强

的资金实力。截至 2023 年 12 月末，公司已积累超过

1,550个自有知识产权的训练数据标准化产品，数据库

存量稳居全球企业前列。 

（3）供应链资源管理能力：公司通过长期建设的

供应链体系，保障资源的获取，未来，公司会进一步加

大供应链资源平台的建设，使人员管理、采标资源分配、

质量检验、远程工作等各方面的能力得到显著提升，为

客群拓展提供有力支撑。 

（4）数据安全及合规能力：数据安全及合规能力

已经成为了衡量品牌数据服务商综合能力的重要指标。



公司在多年数据风险识别和管理实践中，已形成了较为

成熟的安全、合规管理体系。 

公司全方位做好数据风险管控工作，通过了业内重

要的 ISO/IEC 27001 体系认证、ISO27701 个人隐私信

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数据安全

与隐私保护整体解决方案。同时，公司拥有北京市规划

和自然资源委员会行政许可（乙级测绘资质）、等保三

级备案证明；目前，公司符合 GDPR、《数据安全法》、

《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一系列国际通用与国内法律法规

的管理规范要求，获得了业务领域合作客户的高度认

可。 

4、未来自动化标注对海天业务会不会产生影响？ 

自动化数据标注一直以来都是数据服务行业的发

展趋势，同时也是数据服务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之一，

自动化标注的核心不是完全替代人类，而是提高人机协

作效率，海天瑞声近年来在研发领域持续加大投入，不

断提升公司数据生产的智能化水平。 

5、公司如何看待合成数据这个技术？今后是否会

对公司的业务产生不利影响？ 

在数据重要性凸显且数据需求快速增长的时代，合

成数据可以认为是人工智能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

然产物。数据合成技术可以作为数据采集的有效辅助，

但也存在较强的局限性，降低真实世界各类特征的训练

效果，因此目前仅可作为数据采集的一种辅助方式。从

目前数据服务行业来讲，以计算机视觉场景为例，合成

数据主要应用于某些高危的、罕见的 corner case 的模

拟训练当中，但合成数据毕竟是由机器生成的虚拟数

据，其数据质量以及真实性仍无法替代真实场景数据，

因此按照目前的技术路线，绝大多数企业仍在使用真实



场景数据进行模型训练。但公司会紧密关注合成数据技

术的发展，根据最新的行业动态及时调整公司业务布

局。 

6、请问大模型向多模态发展后，是否会对公司业

务产生正向影响？ 

大模型向多模态发展后，将会产生更多的新型数据

需求。例如文生图的多模态大模型，通过文字输入生成

对应图片，这就需要机器理解文字语义的同时将理解的

关键词与图片的关键标签进行映射，通过对齐两种独立

模态关键特征的方式，实现按指令的创作，以此完成学

习训练过程。因此，当大模型向多模态能力维度拓展时，

高质量多模态训练数据集的持续学习训练的重要性将

更加凸显，多模态的发展将推动数据服务行业进入更大

的增量空间。 

7、是否考虑接入大模型来提升自身的数据生产效

率？ 

智能化标注能力是数据服务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

一，公司一直致力于不断提升数据标注的智能化水平，

目前公司已通过自行研发以及 API接入两种方式，探索

将大模型接入公司一体化数据处理平台，以提高数据处

理过程中的人机协作效率，辅助公司的数据生产。自研

大模型方面，公司已在针对大模型预训练数据集设计与

处理技术进行初步研究和规划，并基于研究成果开展了

CommonCrawl、中文书籍等适用于预训练阶段的数据的

获取与清洗工作，形成了各项技术的框架方向；开展大

模型评测技术调研，完成基础框架设计，形成可行性结

论。另一方面，公司已将部分开源或提供 API 接口的大

模型接入公司一体化数据处理平台。例如，公司已在智

能驾驶平台 DOTS-AD 中接入开源的语义分割模型 SAM



（Segment Anything Model），并基于数据预标注实际

需求，对模型进行了优化升级，有效提升了 2D 语义分

割项目中的降本增效能力。 

附件清单（如有）  

日期 2024 年 5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