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两天，诺贝尔奖的发布赚足了眼球，其
中物理奖和化学奖被颁给了人工智能相关的
科学家更是成为本届诺奖的最大焦点。据
悉，新晋2024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Geoffrey
E.Hinton 在获奖后的一次新闻活动中公开

“diss”OpenAI 首席执行官 Sam Altman，表示
“对我的一名学生解雇了Sam Altman感到自
豪”。这位“AI 教父”坦言：OpenAI 在成立
时，主要目标是开发通用人工智能，并确保其
安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证明Altman
更关心的是利润而非安全，“我认为这很不
幸”。这一评论或许正好与 OpenAI 近日的
一桩“排他性融资”有关。

近日，OpenAI再次传来重磅消息，该公
司不仅拿下全球创业公司近年来规模最大的
66亿美元融资，还与摩根大通、花旗、高盛等
建立了40亿美元的循环信贷额度，获得超过
100 亿美元的流动资金。这让 OpenAI 的估
值一跃达到1570亿美元，成为仅次于字节跳
动与SpaceX的全球第三大独角兽。

据知情人士透露，此轮融资中，OpenAI
要求投资者不要向其竞争对手，即 An-
thropic、xAI、Safe Superintelligence、Perplexi-
ty、Glean五家人工智能（AI）初创企业提供资
金，引发广泛争议。xAI创始人埃隆·马斯克
在社交平台上公开发帖指责OpenAI不公平
的融资行为。从之前的高层震荡、公司重组
到现在的排他性融资，OpenAI似乎变得越来
越不“Open”了。

从“非营利性”

转向“营利性”

10月9日，OpenAI宣布将在新加坡设立
亚洲第二个办公室，以加速推进其在亚太区
域的布局。此举标志着OpenAI的全球化战
略已初露端倪，同时也意味着其加速从非营
利性机构向营利性公司转变。

资料显示，OpenAI成立于2015年，起初
为一家非营利人工智能研究机构，后于2019
年增设一个营利性子公司，但子公司由原来
的非营利机构全面控制。值得一提的是，
OpenAI曾在一份声明里明确指出，公司愿景
是开发AI技术以“造福全人类，不受财务回
报需求的限制”。

而最新消息显示，OpenAI计划将其核心
业务重组为一家营利性公司，不再由其非营
利性董事会控制。OpenAI 首席执行官 Sam
Altman将成为营利性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并

首次获得公司股权。非营利性公司将继续
存在，但仅拥有营利性公司的少数股份。

尽管这一计划仍在与律师和股东商讨
中，完成重组的时间表也尚未确定，但Ope-
nAI 的转型似乎已是“板上钉钉”。这就导
致一批早期员工因内部理念冲突激烈而先
后离职，其中包括 OpenAI 的核心科学家
Ilya Sutskever、John Schulman、Jan Leike，还
有联合创始人Durk Kingma和John Schul-
man、首席技术官Mira Murati等。高管离职
潮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外界对其运营稳定
性、创新能力等方面的担忧。

实际上，OpenAI的这次转型不只有“内
忧”，还有“外患”。据悉，该转型计划是
OpenAI新一轮融资谈判的一部分，一旦转型
失败，投资者们可能会撤回资金。为此，
OpenAI要达到美国至少两个州的监管要求，
还需要在不违规的情况下，决定如何分配营
利性公司的股权，以及如何分割非营利性实
体的资产。美国风投公司Hangar Manage-
ment的总法律顾问、专门从事技术和免税组
织事务的律师Karen Blackistone分析称：“这
种类型的交易实操起来十分复杂，涉事公司
需要克服大量法律和监管上的障碍。”

与此同时，业内人士判断，作为OpenAI
最大的外部股东，微软对OpenAI的投资总
额已达130亿美元，大概率会在该公司调整

股权结构后获得较多股权，而这或将引发相
关监管机构的反垄断审查。

从“开源”

转向“闭源”

技术路线从开源走向闭源也是引发业
界对 OpenAI 不再“Open”争议的一个重要
因素。

OpenAI 最 初 发 布 的 GPT 模 型 ，如
GPT-1和GPT-2，都是开源的，任何人都可
以访问这些模型的代码和预训练权重，并在
遵守许可协议的前提下自由使用它们。而
后来的GPT-3及其后续版本则彻底走向了
闭源，不再对外公开，这让“OpenAI”变成了

“CloseAI”。
官方口径称，这种变化主要是出于对模

型潜在滥用的担忧，以及对生成内容质量和
社会影响的考虑。通过API服务，OpenAI可
以更好地控制模型的使用环境，确保其技术
的负面影响最小化。然而，作为 OpenAI 成
立早期的重要支持者，马斯克对这一解释并
不买账。他多次以“OpenAI 不再开源违背
了成立的初衷”为由，将其告上法庭，要求法
院强制 OpenAI 回归开源，阻止公司及其创
始人以及微软等背后支持者从中获利，并偿

还自己捐赠的资金。
360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CEO周鸿祎

则指出，OpenAI本身就是开源的受益者，它
用到的很多技术都是谷歌开源的。踩在别
人的肩膀上，不需要重复发明轮子，而且思
想充分地交流、技术充分地交换，使得以大
模型为核心的开源成果在这两年像寒武纪
生物大爆炸一样，层出不穷。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OpenAI走向闭源
无可厚非。此前一些公司以OpenAI开源模
型技术作为重要支撑，通过接入 API 的方
式，构建出一批基于大模型的AI应用，市场
上也催生出了一批各式各样的OpenAI API

“套壳”公司，引发野蛮生长乱象。闭源模式
能够更好地保护公司的商业利益，防止竞争
对手轻松复制核心技术。

排他性融资

引发争议

贝恩公司统计的数据显示，全球人工智
能相关产品市场持续增长，规模有望在2027
年达到9900亿美元。随着竞争加剧，AI赛
道越来越拥挤，大家都在争抢有限的市场份
额。OpenAI在新一轮融资中添加附加的排
他性条款，无疑是想进一步提升话语权，从

竞争对手手中抢夺“蛋糕”。
通常情况下，风险投资公司会在同一行

业内多元化投资，以降低风险，OpenAI此次
的排他性要求显然打破了这一常规。尽管这
一要求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投资者可以选
择不服从，但此要求相当于 OpenAI 在无形
中提高了其行业壁垒。

多位业内人士指出，OpenAI作为行业领
导者，应该通过技术创新和优质服务来保持
竞争优势，而不是通过排他性条款来限制竞
争对手的发展。这种做法不仅违背了市场公
平竞争的原则，也可能阻碍整个AI行业的创
新和进步。

伴随此轮融资尘埃落地，AI 行业也再
度掀起巨浪。布鲁金斯研究院在一篇名为

《基础模型市场的集中度：ChatGPT的无形
之手》的报告中指出，前沿基础模型市场呈
现出强烈的市场集中化趋势。可以预见的
是 ， 如 果 越 来 越 多 “OpenAI 们 ” 不 再

“Open”，中小型人工智能初创公司的生存
空间无疑更小了。

文生图独角兽公司Stability AI就是前车
之鉴，曾经估值高达290亿元，如今陷入资金
链断裂、CEO跑路的窘境之中。人工智能聊
天机器人初创公司 Character.ai 新任临时首
席执行官多米尼克·佩雷拉也在近日表示，该
公司基本上已经放弃了与微软支持的Ope-
nAI、亚马逊和谷歌等资金更充足的竞争对
手在大型语言模型的竞赛。

据业内人士不完全统计，自ChatGPT发
布（2022 年 11 月 30 日）至 2024 年 7 月 29 日，
国内有 78612 家新注册的 AI 相关公司因经
营不善而处于注销、吊销或停业异常状态。
这意味着近 8 万家 AI 企业在这段时间内消
失，占 同 期 新 注 册 AI 企 业 总 量 的 8.9% 。
生成式 AI 领域的高成本、高研发投入与
盈利挑战，成为了这些公司难以生存的
主要原因。

未来，市场与资本的高度集中，将进一
步加剧AI行业的马太效应。资金实力雄厚
的大公司有能力持续投入更多资源进行研
发，从而在技术和市场上保持领先地位，
这也将引发新一轮行业整合。预计OpenAI
此轮融资可能会带动更多并购活动，小型
AI 公司要么被收购，要么寻求合并以增强
竞争力。

另外，持续的大规模投资无疑将推动技
术 的 快 速 进 步 。 微 软 首 席 技 术 官 Kevin
Scott预测：“在未来5年内，我们可能会看到
AI在自然语言理解、视觉识别和推理能力等
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与此同时，也要警惕
技术垄断带来的风险。

OpenAI变得越来越不开放了？
本报记者 宋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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