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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汽车市场的快速增
长，贷款购车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数据
显示，我国全行业汽车消费金融的渗透率
持续上升，截至目前，我国汽车金融渗透率
接近七成，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汽车市场的
平均水平。

“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消费者需求
日趋多元化，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汽车金融
领域竞争制胜的关键。”近日，奇瑞徽银汽
车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瑞汽
金”）首席信息官王延松在接受《中国电子
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数字化转型是长期战
略，是持续不断的系统工程，需要企业紧跟
时代步伐不断进行探索、实践。作为根植
汽车产业的专业金融机构，奇瑞汽金将坚
持以科技创新推动数字技术与业务场景深
度融合，用全面数智化转型为行业高质量
发展蓄势赋能。

数字化转型

打造“极致”用户体验

汽车金融是指在汽车销售阶段为汽车
购买者及销售者提供的金融服务，包括新
车贷款、二手车贷款、融资租赁（售后回租、
直租）等，是汽车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奇
瑞汽金成立于2009年，是我国首家由自主
品牌汽车厂商与本土银行合资成立的汽车
金融公司。当前，奇瑞汽金业务发展迅猛，
在广州、成都、济南、郑州、兰州、武汉、长
春、合肥设置了八大区域中心，拥有在网合
作商3000多家，累计服务个贷用户数突破
330万个。

奇瑞汽金快速增长背后的秘诀正是
“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当前，消费结构升级已成为社会共
识，消费者在注重产品差异化的同时，更加
追求‘极致’的用户体验。对于汽车金融来
说，‘极致’的体验，不仅指快捷的服务，还
包括精准满足用户的多元化需求。”王延松
向《中国电子报》记者分析说，过去三年，线
上金融需求激增，为提高客户服务体验、保
障运营管理质效，奇瑞汽金制定了“数字化
转型和创新”的“双轨”战略。

三年来，奇瑞汽金构建了一套符合自
身发展特点的架构体系。在应用架构方
面，从渠道、业务服务、业务支撑、公共服
务、基础技术平台等5个层级，全面支撑企
业数字化运营。在数据架构方面，形成数
据化经营核心驱动力。在技术架构方面，
采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
技术手段，搭建了高效的技术底座。

“我们拥有完善、丰富、灵活的产品体
系，不仅覆盖国内主流品牌新车、二手车、
乘用车、商用车、新能源车、燃油车等应用
场景，还可以根据用户‘低利率’等多元化
需求，提供‘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如今，
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下，这些业务已全面完
成线上化，能够快速响应客户需求。”王延
松说道。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如今，消费者只
需在手机APP上选择想要购买的车型，就
会自动生成相关零售金融方案。消费者只
需要扫描身份证信息便可以完成整个贷款
流程，线上预审时间仅需20秒，审核通过
后便可自动审批、自动放款。此外，奇瑞汽
金小程序还可与“车生活”生态小程序联

动，为客户提供洗车、加油、充电、购车咨询
等服务，打通“线上线下”购车全生命周期。

“从2021年到2023年，我们的业务规
模增长超过95%，资产管理规模增长超过
45%，而资产管理不良率却有所降低，同
时，员工规模基本持平，这大大提升了公司
的运营效率。”王延松说道。目前奇瑞汽金
数字化转型已经走在行业前列，形成差异
化竞争优势。

业技融合

持续提升科技业务价值

在王延松看来，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
新技术的应用，更是业务与技术的深度融
合。在技术方面，奇瑞汽金成立技术研发
中心，并组建专业数字化团队，通过培养了
解业务的复合型技术人才，实现“技术撬动
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从需求分析到软件设计、开发，我们
使用的核心系统均为自主研发构建；同时，
我们也实现了人工智能领域核心技术的自
主可控。”王延松说道。近三年来，奇瑞汽
金累计研发投入超过2亿元，技术人员占
比近20%，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然而，要想让技术真正服务于业务场
景，还离不开技术人员对业务领域全面、深
入的了解。“汽车金融业务场景复杂多样，
不同场景下的用户需求、商业模式存在较
大差异，经常出现用户讲不清需求的情
况。”王延松坦言道。

为了更好地了解客户的核心诉求，奇
瑞汽金提出“到一线去，与客户同频”的要
求。一旦确定项目目标，项目组成员会围
绕目标制定 1.0 版解决方案。用“带着方
案去，带着问题回”的方法赴销售一线学
习调研，并根据调研反馈多次迭代方案，保
证解决方案贴合用户的真实需要。

“如今，我们从业务到技术，从管理层
到普通员工，都积极参与到数字化转型的
方案研讨中来。这种全员参与的方式，不
仅保证了每一个项目的定位都能聚焦于业
务痛点，更是推动了业务与技术之间的紧
密合作。”王延松说道。

“数字化转型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
势。”王延松表示，下一步，奇瑞汽金将从三
个方面着手，进一步沉淀数据资产，从数字
化向智能化、价值化迈进。

一是在现有数字化基础上，做精、做
深、做实。进行数据根因分析，通过深入挖
掘和分析数据之间的关联性，更好地理解
问题根源、形成解决方案；关注多指标联
动，通过积累过往的业务处理措施，建立知
识库，当问题再次发生时，快速提供解决方
案。

二是构建专属领域的大模型，进一步
提升数字员工占比。联合行业内的领军
企业和科研机构，探索如何将大模型与汽
车金融场景相结合。同时，提高数字员工
在业务流程中的占比，由现在的20%提升
至50%。

三是用数字化技术服务奇瑞集团汽车
销售。“2024年，预计奇瑞汽车产销将继续
保持高速增长态势。伴随着国产汽车‘走
出去’的提速，奇瑞汽车也将驶向更多的国
家。为适应汽车‘出海’新需要，我们也将
加快海外布局，提供民族汽车品牌海外市
场发展所需的金融服务，支持我国汽车产
业从‘走出去’到‘走得好’。”王延松说道。

本报讯 记者齐旭报道 1月30日，科
大讯飞正式发布首个基于全国产算力训练的
大模型——讯飞星火V3.5，其逻辑推理、语言
理解、文本生成、数学答题、代码、多模态等核
心能力均显著提升。科大讯飞同时还发布了
星火语音大模型，并携手能源、汽车、通信等
领域头部企业，打造大模型应用标杆。

“听说今年哈尔滨特别火，作为南方小
土豆还挺想去玩儿一下的。要不你用东北话
介绍下有啥好玩儿的呗？”在实操演示环节，
科大讯飞研究院院长刘聪和讯飞星火V3.5
现场互动，讯飞星火 V3.5 一口地道的东北
话逗乐了现场的所有观众。幽默之余，讯飞
星火 V3.5 为刘聪快速定制了旅游攻略，鉴
于春运机票紧俏，还催促他尽快买票。

大模型正在助力提升数智化生产力。
随着数学和推理能力的升级，多模态能力
逐步进阶，讯飞星火V3.5在视觉问答、联想
推理等方面实现了“高分”应对，助力科研、
工业等领域提质增效。

据介绍，科大讯飞此次带来的星火语
音大模型，对汉语、英语、法语、俄语等首批
37个主流语种的语音识别效果超过Ope-
nAI 的 Whisper V3，在多语种语音合成方
面，星火语音大模型的首批40个语种拟人
度超83%。

在汽车、客服、家庭、陪伴机器人等场
景中，星火语音大模型大有用武之地，可以
进一步优化汽车智能驾舱、智能座舱、智能
导航、音乐控制等交互体验；陪伴机器人、

导购机器人、辅诊机器人、智能家居、可穿戴
设备等产业也有望被语音大模型注入新发展
动能。

记者了解到，出口的奇瑞汽车中应用的
智能语音交互技术全都由科大讯飞提供，出
口国的语言覆盖英语、俄语、西班牙语、阿拉
伯语、葡萄牙语等数十个语种。除汽车行业，
科大讯飞还与国家能源集团联合，在煤炭、电
力、运输、化工等方面，打造央企集团一体化
联动的大模型应用标杆。

“当前，我们在小样本快速训练、多模态
深度学习训练、超复杂深度理解等领域，距离
业界领先的水平还有差距。”科大讯飞董事长
刘庆峰坦言，此次的通用大模型并不一定代
表人工智能的全部未来，还有很多创新要做，
如脑科学互动、对抗网络的深度连接等，需要
整个生态一起创新。刘庆峰表示，还要让大模
型量质齐飞，不仅要发掘行业应用潜力，还要
在很多关键技术创新方面与大模型联动。

本报讯 近日，OpenAI官网发布5款大
模型和新的API使用管理工具，新模型在性
能提升的同时调低了价格。OpenAI预告，将
在几个月内推出带有视觉功能的 GPT-4
Turbo模型。

OpenAI此次推出了两款新的文本嵌入
模型，更新了GPT-3.5 Turbo模型及GPT-
4 Turbo预览模型，发布了新的审查模型。

文本嵌入模型方面，OpenAI发布了更高
效的小型文本嵌入模型text-embedding-3-

small，价格为上一代模型的五分之一，为
0.00002 美元/1000 tokens；发布性能更强、
可创建多达3072维嵌入的大型文本嵌入模
型text-embedding-3-large，价格略有上涨，
为0.00013美元/1000 tokens。此外，OpenAI
还推出了一种新的技术，开发人员可以通过
传入API参数来缩短嵌入时间，实现性能和
成本的平衡，提升使用的灵活性。

对于经典产品 GPT-3.5 Turbo 模型、
GPT-4 Turbo预览模型，OpenAI也做了更

新。新的GPT-3.5 Turbo模型修复了原有模
型的问题，提升了回应准确性，同时输入价格
降低 50%、输出价格降低 25%。新的 GPT-4
Turbo 预览模型则改善了模型“变懒”的问
题，生成代码能力更强。

此前，OpenAI的主要竞争对手谷歌发布
了论文《Lumiere：用于视频生成的时空扩散
模型》及配套视频，展示了谷歌在AI视频方
面的重大进展——Lumiere大模型。该模型采
用创新的架构，显著增加了可生成视频的长
度和质量。OpenAI在此次发布中提到，在未
来几个月内将推出带有视觉功能的GPT-4
Turbo模型。

（晨 文）

中国工程院院士周济：

用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基础再造
奇瑞汽金CIO王延松：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汽车金融制胜关键

本报记者 张维佳

本报记者 张心怡

OpenAI更新5款大模型

科大讯飞语音大模型正式亮相

1月31日，由国家产业基础专家委员会
主办、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中心承办的国家
产业基础专家委员会全体委员大会暨 2024
年度工作部署会在中国工程院召开。国家制
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
院院士周济在发言中表示，要围绕顶层设计、
企业、创新等要素，结合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以及人工智能等赋能技术，以更高的境界、
更大的格局、更实的举措、更强的力度推进产
业基础高级化。

产业基础再造是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建设
制造强国的基本任务之一。周济指出，产业基

础是工业发展的基本盘，是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支撑，“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因此要组织各方力量协同推进产业基础高
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

周济建议国家产业基础专家委员会进
一步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对产业基础
再造、产业基础高级化、推动工业强基等议
题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研究，持续
为相关部门提供支撑、做好服务。尤其要突
出三个方向：一是协助支持相关部门推动
工业强基、产业基础再造工作的顶层设计，
明确工程重点，分类组织推进。二是将企业
作为产业基础高级化的主体，在培育“专精
特新”企业的同时，形成一批世界级的隐形

冠军。三是将创新摆在产业基础高级化的核
心位置。

当前，我国工业发展正处在由大变强的
重要关口，新型工业化是塑造竞争新优势的
必由之路，也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需要的必然选择。

前不久，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推动
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会议强
调，以人工智能和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主线，以
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以场景应用为牵引，加
快重点行业智能升级，大力发展智能产品，高
水平赋能工业制造体系，加快形成新质生产
力，为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建设提
供有力支撑。

周济表示，在“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
化”的目标中，人工智能是赋能技术，工业是
主体技术。当前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围
绕“信息化”的表述，都可以归纳到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技术，人
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结合的智能
制造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

智能制造发展总体可以分成两个阶段来
实现。2027 年前，智能制造的主要任务是
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从 2028 年到 2035 年，
智能制造的主要目标是智能化升级。在第二
阶段，人工智能相关的大数据、大模型技术
已经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此时要在继续夯
实产业基础的基础上实现创新超越，超越的
机会点在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在于
以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基础再造，相信届时我
国产业基础将迎来转型升级、走向世界的历
史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