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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 国内大模型快速迭代蓬勃发展。中国大模型产业在自然语言处理、机器
视觉和多模态等各技术分支上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已经涌现出盘古、
悟道、文心一言、通义千问、星火等一批具有行业影响力的预训练大模
型。《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地图研究报告》显示，截至 2023 年 5 月 28

日，中国 10 亿参数规模以上的大模型已发布 79 个。今年以来，国内科
技巨头紧跟行业发展动态，加快大模型的研发节奏，并积极探索落地应
用场景。从今年 3 月以来，我们看到三六零、科大讯飞等国内的科技企
业和科研院所已陆续完成多个大模型版本的迭代，并在后续的几个月也
将持续对现有版本进行升级迭代，进一步推动大模型的生态发展和应用
落地。 

◼ 大模型渗透各行各业，应用场景落地是关键。大模型已成为科技巨头必
争之地，大模型+行业解决方案的结合才能更好实现降本增效，应用场
景已经从内容创作、协助办公、营销向媒体、金融、政务等专业领域扩
展。因此，大模型和各种真实应用场景的结合才是大模型能够真正实现
落地并创造价值的关键。近期腾讯、字节、恒生电子等公司陆续展示了
各家大模型，也都定位于通用+行业的“1+N”范式来实现大模型的应用
落地。 

◼ 海外 AI+应用持续涌现，国内静待政策落地。OpenAI 在 2023 年 3 月宣
布引入第三方插件后，开启 AI+应用时代。海外科技公司在不断迭代大
模型的同时也将大模型积极地融入自家产品生态和商业化应用中，目
前，微软、谷歌等大厂以及 Adobe、Palantir、Duolingo、Character.ai 等
垂类企业也在持续加大 AI 投入， AI+应用的落地正持续涌现。自去年
底以来，国内陆续发布了一系列关于 AI 的管理办法，同时，《国务院
2023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显示，《人工智能法》已列入立法计划，草案
预备年内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目前国内大模型陆续开放测试，预
计随着监管政策的出台，大模型有望从测试阶段步入规模化应用阶段，
推动 AI+应用的快速铺开。 

◼ 投资建议及相关标的：随着国内企业对于大模型的持续迭代，AI+应用
在各行各业中持续落地，建议关注重要大模型生态链： 

1. 华为盘古系：中望软件、赛意信息、润达医疗、汉得信息、能科科技、
软通动力、中科软、润和软件、千方科技、万达信息、梅安森； 

2. 阿里千问系：恒生电子、税友股份、安恒信息、石基信息、千方科技、
金桥信息、卫宁健康、超图软件、光云科技； 

3. 百度文心系：福昕软件、石基信息、汉得信息、宇信科技； 

4. 腾讯 MaaS 系：泛微网络、博思软件、长亮科技、神州信息、东华软件、
天融信； 

5. 其他：科大讯飞、拓尔思、新致软件等。 

◼ 风险提示：政策推进不及预期的影响；行业竞争加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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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 AI 大模型持续迭代 

OpenAI 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发布 ChatGPT 给 AI 带来的新的技术突破，科技巨头

纷纷布局类 GPT 产品，进而拉开了国内外的 AI 大模型军备竞赛的序幕，市场上涌现出

一批各具特色的通用大模型+行业大模型。 

中国大模型呈现蓬勃发展态势。中国自 2020 年进入大模型加速发展期，在自然语

言处理、机器视觉和多模态等各技术分支上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已经涌现出盘古、悟

道、文心一言、通义千问、星火等一批具有行业影响力的预训练大模型。《中国人工智能

大模型地图研究报告》显示，截至 2023 年 5 月 28 日，中国 10 亿参数规模以上的大模

型已发布 79 个，美国、中国占全球已发布大模型总量的 80%以上。 

图1：中国在全球大模型发展占据重要地位 

 

数据来源：《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地图研究报告》，东吴证券研究所 

 

图2：国内大模型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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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地图研究报告》，东吴证券研究所 

 

国内大模型正在快速迭代。今年以来，国内科技巨头紧跟行业发展动态，加快大模

型的研发节奏，并积极探索落地应用场景。从今年 3 月以来，我们看到三六零、科大讯

飞等国内的科技企业和科研院所已陆续完成多个大模型版本的迭代，并在后续的几个月

也将持续对现有版本进行升级迭代，进一步推动大模型的生态发展，探索各行各业的应

用落地。 

 

2.   AI+应用百花齐放，静待政策落地 

海外 AI+应用持续涌现。OpenAI 在 2023 年 3 月宣布引入第三方插件后，开启 AI+

应用时代。海外科技公司在不断迭代大模型的同时也将大模型积极地融入自家产品生态

和商业化应用中，目前，微软、谷歌等大厂以及 Adobe、Palantir、Duolingo、Character.ai

等垂类企业也在持续加大 AI 投入， AI+应用的落地正持续涌现。 

大模型渗透各行各业，应用场景落地是关键。大模型已成为科技巨头必争之地，大

模型+行业解决方案的结合才能更好实现降本增效，应用场景已经从内容创作、协助办

公、营销向媒体、金融、政务等专业领域扩展。因此，大模型和各种真实应用场景的结

合才是大模型能够真正实现落地并创造价值的关键。近期腾讯、字节、恒生电子等公司

陆续展示了各家大模型，也都定位于通用+行业的“1+N”范式来实现大模型的应用落地。 

 

表1：近期大模型发布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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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研发机构 模型名称 应用领域 

2023 年 7 月 13 日 京东 京东大模型 — 

2023 年 7 月 7 日 华为 盘古 
盘古大模型将首次明确定位，进一步聚焦

ToB 领域，“为行业而生” 

2023 年 6 月 29 日 新致软件 新致新知平台 金融 

2023 年 6 月 29 日 拓尔思 拓天大模型 率先应用媒体、金融、政务行业 

2023 年 6 月 28 日 字节跳动 火山方舟 B 端“1+N”模式 

2023 年 6 月 28 日 恒生电子 LightGPT 
投顾、客服、投研、运营、风控、合规、

研发等金融业务场景 

2023 年 6 月 19 日 腾讯云 MaaS 
已为文旅、政务、金融等 10 余个行业提

供了超过 50 个大模型行业解决方案 

数据来源：华为云官网、拓尔思公众号、新致软件公众号、腾讯云公众号、上证报、经济观察网，东吴证券研究

所 

AI 政策持续出台，静待应用落地时机。《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于 2022

年 11 月发布，并自 2023 年 1 月 10 日起施行，对以“AI 换脸”为代表的深度合成技术

进行了法律层面的约束。2023 年 4 月 11 日，国家网信办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

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于生成式 AI 的开发者，应承担内容生产者责任和个人信息

处理责任；对于下游使用生成式 AI 的应用者，应当向国家网信部门申报安全评估，并

履行算法备案和变更手续等。2023 年 6 月 20 日，国家网信办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深

度合成管理规定》发布深度合成服务算法备案清单，百度、阿里、腾讯、字节等在列。

此外，《国务院 2023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显示，《人工智能法》已列入立法计划，草案预

备年内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目前国内大模型陆续开放测试，预计随着监管政策的

出台，大模型有望从测试阶段步入规模化应用阶段，推动 AI+应用的快速铺开。 

 

 

3.   AI+应用相关标的 

随着国内企业对于大模型的持续迭代，AI+应用在各行各业中持续落地，建议关注

重要大模型生态链： 

（1）华为盘古系： 

工业软件：能科科技、中望软件 

ERP：用友网络、汉得信息、赛意信息 

办公软件：金山办公 

金融：中科软、润和软件、软通动力 

交通：千方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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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润达医疗、万达信息 

煤炭：梅安森 

（2）阿里千问系： 

恒生电子（金融）、千方科技（交通）、税友股份（税务）、卫宁健康（医疗）、超图

软件（GIS）、光云科技（电商）、金桥信息（司法）、石基信息（酒店）、安恒信息（安

全） 

（3）百度文心系： 

办公：金山办公、福昕软件 

酒店：石基信息 

ERP：汉得信息 

金融：宇信科技 

（4）腾讯 MaaS 系： 

办公软件：泛微网络 

政务：博思软件 

金融：长亮科技、神州信息 

视频：东华软件 

安全：天融信 

图3：国内重要大模型生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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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东吴证券研究所整理 

 

 

4.   风险提示 

政策推进不及预期的影响。大模型的推进受到监管节奏的影响，相关政策推进不及

预期可能会影响 AI+应用的落地。 

行业竞争加剧的影响。细分应用市场空间广阔，可能吸引更多公司参与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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