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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5月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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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单位

名称及人

员姓名 

国盛证券：陈泽青 

财通证券：董佳男 

长江证券：宗建树 

中信建投证券：杨艾莉、吴建航、辛侠平 

银德资本：李广生 

方正证券：段迎晟 

中科沃土基金：孟禄程 

基石投资：周伟纳、朱筱珊 

浙商证券：陶韫琦 

旌安投资：孔凡熔 

玖鹏资产：陈虹宇 

中泰证券：闻学臣 

时间 2023年5月18日、5月29日 

地点 广州南沙万豪酒店、上海市浦东新区川和路55弄张江人工智能岛11栋 

上 市 公 司

接 待 人 员

姓名 

董事长兼总经理周曦先生，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杨桦女士，产品管理部总监姜洋先生，技术管理

部总监叶懋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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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从容大模型”是基于什么样的模型的基础上搭建的？ 

回 复：模型参数数量规模的大小会影响其自身的反应速度。目前，公司并非只有一种参数数量规模

的模型，主要是因为此前公司在模型研发上是按照参数数量规模由小到大的研发路径；因此现阶段，公司

拥有各类参数数量规模的模型。公司在自主研发模型的同时，也会积极学习借鉴其他优秀公司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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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蒸馏水平，即在实现生产成本降低的同时，生产效

率依然保持高水平。 

公司认为AI的发展将会经历从问答、伴随到托管的发展过程。在问答阶段，重点是问题的有效回答，

而非回答的时效性。但在伴随阶段，在很多应用场景（如生产线工作、驾驶汽车等）下会对回复的时效性

提出更高的要求；应用场景的需求越复杂，对于效率的要求也越高，而模型的成本也会相应增加。 

基础模型是行业模型的根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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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2：公司的模型是多个，还是在基础模型做扩充？ 

回 复：目前，公司已在多个融合与蒸馏等关于推理侧与训练侧的加速算法上进行了研究。我们认为

自主技术的研发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但同时也会借鉴其他优秀公司有价值的技术路线。 

 
问题3：未来公司是基于开源模型做模改还是自主从底层一步步做起？ 

回 复：这两条路径目前都是公司考虑的方向，一方面，公司将继续注重自主研发，另一方面，也将

会充分学习利用开源模型的优点。核心是关键应用场景的落地需要自主研发。 

 

问题4：公司未来商业落地规划是怎么样的？ 

回 复：落地的速度还是比较可观的，例如公司在5月18日产品发布会中的签约仪式。 

公司认为目前需要建立生态，进行合作共赢。目前在应用行业中的部分核心企业愿意基于云从的底层

能力去共建生态，并且部分行业的数据安全等方面还是存在壁垒的。公司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加快落地。 



公司目前关于文娱板块的合作方有深圳报业与游族网络等。在传媒行业拥有基于从容大模型的“数字

人直播平台”。因为大模型的到来，加快了C端的行业落地。技术是不断地爆发，从而带动产业的爆发，

这与以前的3G、4G或者互联网的逻辑不一样。公司认为3G、4G的爆发是一次性的技术爆发，比如4G技术

横空出世后就可以使用。但现在AI大模型的爆发并不是这个逻辑，是技术本身也在不断地爆发与进步，同

时技术的爆发实际上是不断地解锁新的场景和应用。目前文娱行业的相关技术突破已经解锁，未来文娱等

行业的生产方式或互动方式会发生巨大变化。 

 

问题5：公司需要多少芯片来训练模型？ 

回 复：算力只是大模型训练的门槛之一，而非决定性因素。没有算力的公司一定无法构建大模型，

但是有足够算力的公司也不一定能把大模型做得完美。公司将结合客户实际需求，采用多种形式解决算力

问题，包括但不限于自建、共建、合作、购买以及租用等方式。目前基础部分的算力需求能够被基本满足。 

 

问题6：从容大模型发布之后，与之前相比，公司有没有找到比较快速盈利的方法？ 

回 复：盈利问题就是投入与产出。投入要相对固定，而产出则需具有通用的普适性。 

公司在二浪时代，尽管已对相关场景持续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研究本身尚不具备通用化，需要集中

资源去研究各类特定场景，导致资金投入居高不下。 

目前，参数规模较大的算法模型不容易进行标准化搭建。但未来，在三浪时代技术突破之后，模型标

准化程度会有所提升，可复制性将变强，剩下的投入将更多的来自推广成本。这就是大模型的价值，不管

是基础模型还是行业模型，都符合这个逻辑。 

 

问题7：与今世缘酒业等公司签约的协议大概是提供怎样的服务？ 

回 复：以运维为例，并不是单单销售软件。公司的逻辑是通过提供AI助理/AI精灵来帮助客户降本增

效。 

 

问题8：公司在AI赋能行业效能提升方面，如何看待未来市场空间？ 

回 复：公司认为目前各行业在效能提升方面均具备足够大的市场空间。以运维为例，公司可以帮助

客户提升运维效率，降低成本，并且运维只是大模型能完成得很小的一件事。再以酒厂为例，在整个生产

过程数字化升级的需求中，业务切入点同样具备巨大的市场空间。 

公司目前核心问题是希望尽快将服务相对标准化，并打磨CWOS的几个模块，哪些模块是可以标准化，

哪些模块是需要与客户联合打造。 

 

问题9：体验公司从容大模型时发现，大模型不能生成图片，这是什么原因？ 

回 复：公司重视将CV、NLP以及Know-how等方面进行结合。目前从容大模型能够实现对图片的认

知，此外在文字生成图片与视频动画等方面，公司也在稳步推进与打磨中，只是产品发布会没有进行展示。 

 

问题10：简述一下行业应用侧的规划？ 

回 复：总体而言，行业侧分为三点。第一点，原有的优势行业。公司会深入观察整个业务变革的逻

辑，降本增效肯定是目标之一。 

第二点，真正深入到客户业务中，继续深耕过去的优势行业，利用闭环AI技术解决客户的复杂业务问

题，沉淀出有竞争力的行业产品，服务于行业智能化升级。在优势行业中继续将公司的技术能力与优势扩

大，挖掘新的合作机会。同时也会在智能制造、智慧能源等行业中尝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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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语言模型的能力可以较好地发挥作用，例如在智慧

金融与质量检测领域中搜索与查询的需求。智能制造方面，需要视觉大模型来发挥作用。例如对整个生产

线的环境、设备情况、人员情况的识别与理解。同时通过语言模型来理解安全生产的各种规范，结合现实

状况与安全生产的规范来进行安全生产的监控工作。 

第三点，TO C端。公司看到C端市场存在各种机会，公司会按照技术的突破来不断地解锁新的场景和

应用，如文娱板块等。 

 

问题 11：TO C端，对于自然人使用大模型的形式是怎样的？ 

回 复：是AI助理/AI精灵的形式。以外卖为例，AI助理与自然人交流，根据自然人的想法得出一个又

美味又健康的推荐。但是目前技术解锁并没有完成，未来一定会解锁。 

 

问题12：能否简单介绍一下公司与游族网络的合作模式？ 

回 复：公司可以帮助客户提升效率，降低成本。游族网络既是公司行业大模型的合作伙伴，又是公

司的B端客户，可以利用与其共建的行业大模型来服务其他游戏等文娱公司。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采用API

调用与SaaS服务的模式。 



 

问题13：请简单介绍一下行业大模型研发团队的基本组成情况？ 

回 复：公司技术中台（感知研究院、数据研究院）共同组建领导小组负责大模型的研发工作。其中

包括多模态模型的开发、算力的采购、算力的构建、模型安全性的处理、数据的处理、技术侧人员的补充

等。 

问题14：公司未来研发投入的节奏会是怎样的？ 

回 复：作为一个商业化的科技型公司，公司的研发投入是量入而出的，但未来会朝着技术投入的比

例小于营收增长比例方向努力，以保证公司现金流的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