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88787                                  证券简称：海天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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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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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达澳亚 徐聪、孔文彬 

天风证券 缪欣君 

志开投资 王龙 

华泰保兴基金 张立晨 

中金公司 冯达 

中邮创业基金 武若愚 

银华基金 郭磊、同颖茜 

中金资管 彭祺程 

建信基金 江映德 

广发基金北京区 周智硕 

易知投资 程伟庆 

国寿安保 严堃 

正圆投资 吴皓月 

亚太财险 朱军宁 

上海兆顺 钱之皓 

会议时间 2025 年 5 月 6 日 

2025 年 5 月 7 日 



2025 年 5 月 8 日 

会议地点 线上交流、现场交流 

上市公司接待人员姓名 董事会秘书 张哲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要内

容介绍 

1、2025年第一季度，公司收入增长的驱动因素是

什么？ 

随着多模态大模型的快速迭代及行业应用渗透提

速，公司计算机视觉业务和自然语言业务分别同比实现

高速增长。其中，在国家对“AI+数据要素”政策同步

发力的背景下，以运营商、互联网平台公司为代表的大

型客户持续加码高质量图像/视频等多模态数据采购，

为其通用多模态大模型训练提供有力支撑；同时，政务、

法律合规等场景应用的落地，带动场景类文本数据需求

快速增加。在全球化布局方面，公司去年在东南亚新增

建设的数据交付体系已进入爬坡运营阶段，通过拓展海

外定制服务市场，不仅带来了可观的增量收入，并有望

成为海外业务扩展新的战略支点。上述因素，共同驱动

公司 2025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显著增长。 

2、公司 2025年第一季度收入结构中，语音、视觉、

文本的占比分别是多少？ 

2025 年第一季度，公司收入结构呈现阶段性显著

变化：视觉业务占比超过 45%，首次超越语音业务占比，

文本业务占比约 10%。这一结构性转变主要源于，在大

模型逐步向多模态领域发展的大背景下，公司一季度头

部客户的数据需求集中体现在计算机视觉领域，带动视

觉业务收入实现快速增长。展望全年，各业务方向的收

入占比预计也将呈现动态变化。 

3、训练特定垂向领域的大模型所需的数据，主要

来源于哪里？ 

目前来看，训练垂直领域大模型的核心数据来源可



分为三类：公开数据、客户自有数据和垂直场景定向采

集数据。其中，公开数据（如互联网知识库、开源数据

集和行业标准文档）可以为模型提供基础数据支撑；客

户自有数据和定向采集数据则针对具体业务场景进行

专项优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原始数据必须经过专业

处理流程才能投入使用，主要包括：1）数据清洗与标

准化；2）格式转换（如语音转文本）；3）领域专家标

注与校验。以智能病历系统开发为例，数据加工流程包

括：首先将门诊录音转为文本数据，再由医学专家进行

专业校对并提取关键临床信息，最终生成结构化电子病

历。这一过程高度依赖专业领域知识，需要大量临床医

师参与质量把控。正因如此，在垂直领域大模型训练中，

专业数据服务商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特定领域高质量

数据的提供方，也是专业数据加工服务的提供商。 

4、国内大模型数据的来源有哪些？ 

根据艾瑞咨询的调研报告，目前大模型训练主要有

5类数据来源：分别是，可以公开获取的数据（可直接

利用下载的数据，如来自高校、社区的免费共享数据）、

网络爬虫数据、采购数据（通过第三方数据服务商）、

大模型应用及客户合作数据以及企业自有数据。 

未来，随着 AI 产业、数据要素产业的进一步交融

发展，预计公共数据的有序开放流通也将带来更大规模

的大模型数据供给。 

5、DeepSeek出来后，对数据需求的影响如何？是

否会降低 AI行业对数据的需求？ 

（1）Deepseek 推出了一系列模型，其中 V3 模型

依然使用了预训练、以及 SFT等训练方式，其中预训练

阶段的 token 使用量达到了 14.8T，远超 GPT4 等同类

可比大模型预训练阶段的数据使用量，且在后训练阶段



也使用了一定规模的标注数据，这也更加说明海量以及

高质量数据对于基础模型能力提升的重要意义。 

（2）关于让大家震撼的 R1模型，基于目前的公开

信息来看，其部分优势体现在推理类任务上，尤其是那

些具备较强的规则性、可以推导的任务类型上，确实不

需要大量的人工标注，但是对于其他领域（尤其是更为

广阔的垂向领域）的复杂问题，依然需要观察，我们认

为高阶的数据专家的参与依然非常重要。 

（3）此外，数据质量不仅影响模型获取和表达知

识的能力，还决定了模型生成内容的风格和准确性，帮

助 DeepSeek实现了在输出端的文采能力提升。 

其一，高质量数据可以提升模型表达和推理能力。

优质数据包含准确、连贯且富有表现力的语言样本。例

如，包含 CoT数据可以引导模型在推理时进行反思，进

而在生成回答时展现出清晰的逻辑和优美的语言表达。

这正是 DeepSeek 模型能够生成既准确又具有华丽文风

的关键因素之一。 

其二，高质量数据可以降低噪音和确保一致性。数

据中的错误、噪音或不一致信息会导致模型生成内容出

现语法或逻辑问题。高质量的数据则能有效减少这些问

题，使模型更好地学习到语言规律，从而提高整体生成

质量。 

其三，高质量数据可以提升泛化能力。数据的多样

性和全面性使得模型在面对不同领域和任务时都能生

成高质量的回答。丰富且准确的样本帮助模型在多种场

景下自如切换风格，无论是精炼的技术解答还是文采斐

然的创意写作，都能游刃有余。 

（4）往未来看，Deepseek模型的出现，有望进一

步助推模型向产业端发展，真正让大模型技术深入滲透



到各个行业中，这一过程中必将凸显专业知识的直要

性，需要更多数据、以及数据专家的参与，因此我们看

好并期待未来大模型在各行业百花齐放的局面。 

6、标品化的产品数据集业务与定制化服务业务的

区别是什么？ 

产品数据集是先于客户需求形成的模拟数据，是公

司区别于其他竞争对手的一大特色，基于公司对市场的

判断和通用化需求的提取能力，其属于是一次性投入、

未来重复授权销售，对于公司的营收、毛利有着重要作

用；而定制业务的需求来源是客户的定向化需求，有些

定制业务的原始数据来源是客户提供的实网数据，公司

提供纯加工的服务。 

客户的 AI 产品在上线之前及初期，因为其自身尚

未产生实网数据，通常需要采购模拟型数据集进行算法

模型的训练，在产品上线并运行一段时间、产生大量实

网数据之后，则会提供实网数据给到我们进行数据加

工，加工的数据反哺到客户的产品上从而促进其产品的

迭代、升级。之后，客户需要进行产品功能或语种的拓

展，再次需要购买模拟数据集来支撑，后续再采购数据

加工服务进行迭代。 

7、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哪？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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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 12 月末，公司已积累超过

1,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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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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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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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有哪些？ 

从短期来看，公司竞对仍是传统模式下的数据服务

公司，国内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一些品牌数据提供商，如

数据堂、标贝以及一些新兴公司；国外的主要竞争对手

是 Appen。 

与竞争对手相比，海天瑞声自身还是存在显著的竞

争优势的，如丰富的产品积累、成熟的数据处理技术和

平台、全球化的供应链管理能力等等。另外，从公司创

业历程看，由于长期与国际性科技企业合作，对数据安

全和合规的重视是深入到公司运作的方方面面的。而数

据安全和合规是需要投入较高的成本建设的，在日益完

善的法律环境下，这方面的投入为公司带来了新的竞争

壁垒，也将会为公司未来在垂直行业和政企业务拓展形

成有利优势。 

但从长期来看，随着训练数据需求逐渐向高品质、



规模化、行业化方向转变，基于自身持续研发能力建设

的数据生产智能化程度将成为数据服务商的核心竞争

力，因此，未来诸如 Scale AI 这类具有更强技术属性

的同业公司将成为海天的主要竞争对手，为此海天自身

已经开始在研发、人才等方面大规模持续投入，为未来

竞争提前布局。 

9、公司与运营商的合作进展如何？ 

在国家"AI+数据要素"战略的指引下，尤其是国务

院国资委连续两年开年启动部署中央企业“AI+”专项

行动以来，以运营商为代表的重点央企自 2024 年起加

速布局通用+垂向大模型研发，带动了高质量图像、视

频等训练数据的规模化采购需求。公司凭借在数据领域

的核心优势，已快速成为运营商类客户重要的数据服务

供应商。未来，随着以运营商为代表的重点央企在多模

态大模型方向的持续加码，以及其基座大模型在更多传

统行业的应用落地，预计相关数据需求将进一步增长，

为公司收入带来持续的增长动能。 

附件清单（如有）  

日期 2025 年 5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