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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通信

2023 年，在阿里云栖大会上，
阿里云创始人、中国工程院院士王
坚说，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的发展现
在走到了一起。云计算和 GPT 的
关系，犹如电和电动机，模型将会像
智能时代的电动机一样，消耗掉云
计算提供的大多数算力。当那一天
来临时，意味着诸多由模型驱动的
新业态将会出现。

最近，在与《中国电子报》记者
沟通的过程中，王坚说，当前中国的
云计算发展，正面临着一个机遇点：

“人工智能给了我们一次机会，要么
就赶上了，要么差距会更大。”

云计算

要“三位一体”地发展

在王坚看来，人工智能给中国
云计算的发展带来了“第三次浪
潮”：第一次浪潮，出现在十年前，出
现了以 Netflix、米哈游为代表的云
原生企业，中国的云计算业务在这
个阶段起步，但由于国内市场成熟
得太慢，便落后于海外；第二次浪
潮，出现在传统企业采用云计算之
时，但并没有将中国的云计算拉入
正确的发展轨道。

第三次浪潮，正发生在当下，由
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机遇。

“ 算 力 、 云 计 算 、 人 工 智
能”，要把握好这次机遇，王坚提
到了三个关键词，“不能把这三者
拆开来看，这三件事情一定要三
位一体地搞”。

算力是基础，GPU等板卡就像
是“砖头”，搭建起算力所需的基础
设施；云计算提供的是组织服务能
力，把“砖头”提供的算力调动起来；
大模型（人工智能）提供最终落地的
可能性。找到真正消耗算力的场
景，这是发展云计算最重要的环节。

在王坚看来，当前社会上对“大
模型”的定义有些宽泛而含混，大模
型事实上需要分五个层面来理解。
首先是基础模型训练，即如何用万
卡集群把一款模型训练出来，这是
最消耗算力也是最考验技术能力的

环节。第二是模型调整，在通用模
型的基础上，调出适用于个别行业
或垂直领域的模型。第三是应用模
型，可不基于通用模型，而是由其他
类型数据训练得来。第四是模型应
用，也就是将大模型用到千行百业，
很多时候人们常把模型的应用当作
是在开发大模型，这是非常不严谨
的看法。第五是将模型变成一类服
务，并应用到用户那里。

在理解大模型的五个层面中，
前两个环节对算力的需求是最高
的。但随着用户数量的增长，模型
应用过程中所需的算力可能将超过
模型训练所需。“如果一个国家应用
模型的算力成为主流，那么我们的
产业就成形了。”王坚道。

要用“云计算的思路”

发展云计算

王坚留给记者最深的印象，是
他思考事情的关注点：他不担心产
品卖不出去，而最担心产业发展不
完备。

记者见到王坚时，阿里云战略
发布会刚召开不久，那次会上，阿里
云宣布全线下调云产品官网售价，
平均降价幅度超过 20%，最高降幅
达55%。于是，“为什么降价，是否
在通过降价寻求突破”，是记者提给
王坚的第一个问题。

关于降价，王坚否认了“搞价
格战”的推测。他坦言道，降价说
明成本低到了一定的程度。但他同
时也肯定了，中国云计算的确正受
到挑战。

从全球来看，中国企业在云计
算行业拥有的市场份额还非常有
限。根据 2023 年第四季度营收排
名，全球云计算企业前三强分别为
亚马逊、微软、谷歌云，三家企业共
占据全球66%的市场份额。阿里云
以全球4%的份额居于第四位。

“这个挑战在于，我们没有形成
欧美那样成熟的市场。”王坚说，“这
很可惜，我们的起步不晚，阿里云提
供云服务并实现规模服务的时候，微
软还没有找到云计算的发展路径。”

王坚认为，现在海外厂商迎头

赶上并与国内拉开差距，其实与国
内云计算的发展思路存在偏颇有很
大的关系：国内许多号称的“云计
算”并不是真正的云计算，很多服务
器采用的还是传统的运营方式。

王坚说：“当前国内可能仅仅有
20%~30%的服务器，是真正按照云
计算的思路来提供服务的，此外还
存在大量传统的服务器。”云计算要
最大化地发挥作用，就要作为一种
公共服务存在，而不是卖服务器。
就像Open AI与微软的关系一样，
Open AI需要的，也不是计算板卡，
而是微软提供的云服务。

在当前市场需求面前，服务
器的系统硬件架构需要发生很大
的变化，甚至需要被重新定义。
王坚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要让整
个数据中心成为云计算时代的一
台计算机，实现严格意义上的云
计算。而现在，就是把数据中心
变成计算机最好的时候。

产业发展不应该

“泛化焦虑”

“算力”，是筑起云计算“万丈高
楼”的起点。有足够的高算力的板卡
才有机会做大模型训练等工作。由
于种种原因，国内的高算力板卡的存
量和增长与国外存在很大的差距。

全球云计算排名第一的头部
企业亚马逊 CEO 曾经说，亚马逊
云 服 务 器 上 所 用 的 由 NVIDIA
A100、H100 提 供 的 算 力 有
3000EFLOPS，且将每个季度增加
1000E。这对于我国的算力储备而
言是个天文数字。

虽然从算力储备而言，我国与
国外发达国家之间存在较大的差
距。但王坚认为，不要“泛化焦
虑”。因为，相对于我们要做的事
情，当前算力的“砖”是够用的。他
打了个比方，把模型训练比作写小
说，把我国具有的算力比作笔记
本。“写部长篇小说，一个笔记本是
不够用的。但是当前写字的速度还
远远没达到笔记本准备的速度。当
把一个笔记本用完的时候，新的笔
记本也就到了。”王坚说道。

我国的算力，从长远来看存在
缺口，但从短期来看，是能够满足模
型训练所需的。

芯片的先进制程“卡脖子”？在
算力基础设施的储备上，王坚有不
同的看法：“当前GPU 的发展逻辑
本质上还是在堆料，不论是用什么
工艺，都是在堆料。既然如此，我们
找更有效、更可行的方式堆，也是能
达到目的的。”

期待创新的

应用出现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在全国政
协会议的小组会上，王坚再次讲到
了米哈游的案例。

这是一家从诞生开始，就把业
务建在云上的云原生公司。2022
年，米哈游主营业务收入达到273.4
亿元，净利润达161.45亿元。当谈
及米哈游的成功，王坚有掩饰不住
的兴奋。因为这是在云计算技术的
基础上生长起来的全新业态。

而在云计算基础上的产业创
新，是王坚最想看到的。

他时常把云计算与电的出现作
比较。一来，他认为云计算应该变
得像电一样易得，变成一种公共服
务；二来，可以在此基础上衍生出诸
多新业态。

他曾经在阿里云栖大会上展示
20 世纪最伟大的 20 项工程技术成
就，其中排名第一的是电气化，剩余
的19项，多多少少得到了电气化带
来的便利。他特别期待在云计算的
基础上，会有多种多样的创新应用
衍生出来，在此后十几年、甚至几十
年的时间里被发明出来，带来新的
增长机会。

“这个世界永远不需要贝多芬
《第五交响曲》，直到贝多芬创作了
它，现在我们不能没有它。”这是王
坚最喜欢的一句话。

这句话应该理解为：世界上很
多东西，对很多人来讲都是不需要
的，直到它们被创造出来。

和王坚交流的最后，记者问：下
一个“米哈游”何时出现？

“我也很期待。”他说道。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

不应泛化算力储备焦虑
本报讯 3 月 18 日，英伟达在

GTC2024 大会上发布了人形机器
人通用基础模型 Project GR00T，
这也是业界首个专为人形机器人训
练打造的AI模型。

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
仁勋与多家厂商的人形机器人同时
出现在GTC2024大会的舞台上，并
与迪士尼BDX 机器人小橘和小绿
进行现场互动。

“它们配备的是英伟达Jetson机
器人电脑，它们用Isaac Sim学习走
路。”黄仁勋介绍说道。这些人形机器
人通过英伟达Project GR00T大模
型的学习，获得了走路的运动能力。

英伟达表示，Project GR00T
是一种多模态人形机器人通用基础
模型，作为机器人的大脑，使它们能
够通过学习技能来完成各种任务。

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副研究员戈维峰在接受《中国电子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早前的人形机
器人是没有“大脑”的，具体来说就
是它们的运动能力和大脑是分开
的，无法通过“学习”获得运动能力。

3 月 14 日，美国明星机器人公
司Figure发布了第一个Open AI大
模型加持的机器人的视频——Fig-
ure 01机器人接入Open AI大模型
后，能够与人类对话，理解并执行人
类发出的指令和任务，如拿取物品、
晾晒衣物等。

谈到英伟达Project GR00T与
Figure 01 机器人使用的 Open AI
大模型的区别。戈维峰表示，根据发
布的视频来判断，接入Open AI大
模型后，Figure 01机器人具备了手
部精细操作和判别自然语言指令的
能力，这样的能力可能来自很多机
器人机械臂操作的研究和数据，这
个大模型应属于和谷歌Palm-E或
者 RT-2 系列类似的机器人视觉
—语言—动作大模型。

而根据英伟达公布的视频来
看，Project GR00T主要完成了训
练不同的人形机器人学习仿人运
动控制的能力，由于人形机器人
的双足行走十分重要，相关模型
更符合人形机器人通用的大模型
的定义。

戈维峰解释说道，人形机器人一
般具备多个关节，每个人形机器人的
关节数量、机械结构不同，驱动和控
制方法也不一样。演示视频展现出
Project GR00T大模型已经具备在
不同人形机器人上应用的能力。

据了解，人形机器人专用大模
型能力的关键点是独特的数据采集
方式、模型训练和分发方式——如
何采集数据、基础模型如何运算、输
出什么内容，并将输出的内容部署
到每一个机器人上面。人形机器人

“千人千面”的产品外观特性，要求
英伟达将同一套动作分发给每个人
形机器人时，还需要进行特定的指
令优化。

在发布会上，英伟达还发布了
一款基于 NVIDIA Thor 系统级芯
片（SoC）的新型人形机器人计算机
Jetson Thor，并对 NVIDIA Isaac 机
器人平台进行了重大升级，包括生
成式AI基础模型和仿真工具，以及
AI工作流基础设施。

行业专家表示，制造人形机器
人本体并不是英伟达的目的，英伟
达希望借助此次发布会，展示其人
形机器人芯片和人形机器人大模型
驱动不同种类人形机器人的能力，
展示其为人形机器人产品量产打造
的软硬件实力。

在行业专家看来，未来人形机器
人接入AI大模型将成为主流的发展
趋势。除了英伟达、Open AI之外，有
消息称特斯拉也计划在今年推出自
研的人形机器人专用大模型。

（王 伟）

英伟达发布人形机器人

通用基础模型

本报记者 姬晓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