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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力需求持续增长
大模型参数规模会越来越大，训

练这样的模型，对算力的需求会呈现
出“平方级”的增长。

近日，美国国家工程院
外籍院士、粤港澳大湾区数
字经济研究院创院理事长沈
向洋在 2024 IDEA大会上
分享了其对人工智能“三件
套”（算力、算法、数据）
的最新思考。他表示，在技
术大爆发时期开展创新，对
技术的深度理解尤为重要。
站在商业的视角，新技术快
速冲入市场，则意味着技术
需要理解需求。技术要在持
续不断的反馈和创新中与市
场完成匹配。

本报记者 宋婧

未来大模型训练需要合成数据
未来大模型的训练需要强逻辑性

的数据，很多数据是网上没有的，需
要进一步优化、合成。

人工智能发生范式转移
接下来这几年，算法沿着增强学

习这条道路走下去，一定会有令人惊
艳的全新突破。

5G打造沉浸式“宋韵文化”新体验

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沈向洋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沈向洋：：

合成数据成未来大模型训练关键合成数据成未来大模型训练关键

2024年第三季度全球云计算支出

同比增长21%

公开数据显示，GPT3的训练
用了 2T （即 2 万亿 Token） 的数
据。GPT4大概用了20T （即20万
亿Token）的数据，相当于今天能
找到的几乎所有清洗过的互联网
数据。而 GPT5 预计要比 GPT4 有
长足的进步，预测数据量大概会
达到200T （即200万亿Token） 的
规模。

为了进一步阐释大模型训练所
需的数据量规模，沈向洋列举了几
个例子：1万亿数据相当于500万本

书，或者 20 万张高清照片，抑或是
500 万篇论文。一个人从小学、中
学、大学到念完大学的时候，真正学
到的东西相当于1000本，也仅仅是
0.00018T的数据。人类历史上所有
的书加起来大概也只有 21 亿 To-
ken的数据。

“现在互联网上已经找不到那
么多高质量的数据了，人工智能向
前发展要造数据、合成数据，这有
可能带来大模型创业的下一个‘百
亿美金’问题，就是怎么来合成数

据。”沈向洋表示。
GPT 系 列 模 型 的 训 练 依 靠

的是互联网语料数据，比如文
本、图片、音频、视频等多模
态数据，o1 的训练则需要强逻
辑性的数据，很多数据是网上
没有的，需要进一步优化的合
成数据。

沈向洋表示，我们不能盲目造
数据，而是需要有理有据、有逻辑
关系的数据。要先采集真实数据，
建一个语境图谱，然后再合成数

据，把这些合成数据放进大模型里
继续做预训练和推理。

沈 向 洋 透 露 ， IDEA Data-
Maker （数据合成平台） 知识驱动
大模型数据合成技术已经可以将模
型推理准确率提升25.4%以上，平
均节约成本达85.7%。同时，IDEA
大模型合成数据加密训练技术可以
打破数据孤岛，助力私域数据的安
全流通。相较于基础模型，该技术
可将大模型专业推理能力提升
12.8%~24.1%。

整个计算行业在过去四五十年
的发展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算
力的不断提升。根据英特尔创始人
之一戈登·摩尔提出的摩尔定律，当
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
元器件的数目，每隔约18～24个月
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
倍。或者换句话说，性能每 2 年翻

一倍，价格下降一半。
然而过去这十几年随着人工智

能的蓬勃发展，特别是深度学习的
发展，对算力的需求显著提高。英
伟达提出了以其创始人黄仁勋的名
字命名的“黄氏定律”，认为 GPU
（图形处理器）将推动人工智能性能
实现逐年翻倍。

“从以前的百亿级，到现在的千
亿级、万亿级，大模型参数规模会越
来越大，对训练的要求越来越高。
要训练这样的模型，数据量要增长，
性能要随之提升，对算力的需求也
会呈现出‘平方级’的增长。”沈向洋
感慨道。

同时，沈向洋评论称，英伟达是

过去十几年中，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
行业最了不起、最成功的一家公司之
一，它硬生生把自己从一家做硬件的
乙方公司做成了甲方。“大家对英伟
达的未来充满信心，其中最重要的是
看到了行业对算力的需求。这也解释
了为什么过去十年英伟达的市值涨
了300倍。”沈向洋说道。

沈 向 洋 表 示 ， 从 2017 年
Transformer 架构 （一种基于注意
力机制的深度学习模型架构）出来
开始，人工智能、深度学习、大模
型基本上是沿着该架构这条线

“堆”数据、“堆”算力。OpenAI
推出GPT4之后，一些新的突破性
技术陆续推出，包括多模态GPT-

4o。最新的o1 （OpenAI 最新发布
的大语言模型）推理学习能力展现
出的人工智能的范式转移非常值得
我们认真思考。

GPT 系列做的事情是通过预
训练来预测“下一个 Token（吞吐
量）”。技术背景是把所有的数据聪
明地压缩，并能很快给出答案，只要

问一句话就能得到一个结果。而新
的范式变革是增强学习，即可以自
行改善的学习，在给出答案之前还
有一个后训练、后推理的过程。

实际上，增强学习并不是一个
新鲜事物。AlphaGo下围棋就是用
这种增强学习的方法打败人类世界
冠军的。不过新的增强学习“打法”

更为通用。以前做一个系统只能解
决一个问题，比如下围棋或者做其
他工作。今天o1不仅可以做数据、
做编程，还可以做物理、做化学等。

“我觉得接下来这几年，算法沿
着增强学习这条道路走下去，一定
会有令人惊艳的全新突破。”沈向洋
表示。

本报讯 近日，全球知名研究机
构Canalys发布报告显示，2024年第
三季度，全球云基础设施服务支出
同比增长 21%，达到 820 亿美元。
客户对顶级云厂商人工智能产品的
投资成为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这也
促使主要云厂商加大了在人工智能
领域的投入。

全球前三大云厂商——AWS、
微软Azure和谷歌云的排名与上季
度保持不变，三者合计占全球云支
出的64%。这三家厂商的总支出同
比增长 26%，均实现了环比增长。
市场领导者 AWS 的年增长率为
19%，与上季度持平，但增速低于微
软（33%）和谷歌云（36%）。然而，从
实际金额来看，AWS 的收入增长
（同比增加约 44 亿美元）超过了微
软和谷歌云。

2024年第三季度，云服务市场
延续了强劲的增长态势。三大云计

算巨头都表示，从人工智能投资中
获得了积极回报，人工智能的应用
开始对其整体云业务表现产生影
响。这种回报反映了人工智能作为
云计算创新和竞争优势的关键驱动
因素的日益重要性。

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对
高性能计算和存储的需求持续上
升，这对云厂商的基础设施扩张提
出了更高要求。为应对这一挑战，
领先的云厂商正优先大规模投资下
一代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为了规避
投资不足的风险——如无法满足未
来需求或错失关键机会。这些厂商
采取了超额投资的策略，确保其服
务能力能够满足人工智能客户不断
增长的需求。因此，这些厂商普遍
表示，其资本支出将继续支持快速
增长的势头，并预计这一趋势将延
续至2025年。

（云 编）

中国“天河”新一代超算夺得

世界图计算领域桂冠

本报讯 记者张琪玮报道：近
日，记者从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获
悉，中国“天河”新一代超级计算机系
统，在最新公布的国际Graph500排
名中，以6320.24 MTEPS/W的性能
夺得Big Data Green Graph500（大
数据图计算能效）榜单世界第一。

据了解，Graph500 排行榜于
2010 年首次发布，是国际上评价
超级计算机图计算性能的最权威
榜单。该榜单主要针对当前热门
的数据密集型应用，如人工智
能、大数据处理等实施评测，可
充分体现超级计算机的访存和通
信性能，直接反映超级计算机的
数据处理能力。其中，由“天
河”新一代超级计算机系统摘得
头名的 Big Data Green Graph500
主要被用于评估超算在图计算中
的能耗水平。

当前，大规模数据分析需求日
益增长，图计算正成为大数据和人
工智能的重要支柱。记者了解到，
图计算是一种以图结构为核心的数
据处理与分析方法，是研究复杂网
络、关联模式和结构化数据的重要
工具。

国家超算天津中心党组书记、
首席科学家孟祥飞表示，此次中国

“天河”新一代超级计算机系统得以
摘得世界桂冠，不仅标志着“天河”
超算处理复杂数据分析任务的能力
取得了国际性领先突破，还为推动
新一代智能化技术发展提供了重要
支撑。

记者从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
官方网站了解到，当前“天河”新一
代超级计算机系统已经为天文数
据、材料物理、基础物理等学科的发
展提供了有效技术助力。

（上接第1版）此外，他们还依赖5G
网络的低时延和云上渲染的高效
率，打造了 5G+AR/VR 沉浸式宋
韵文化新体验。目前，景区日均接
待游客突破10万人次。

高品质的游客体验之下，是坚
实的基础设施保障与高效的运营管
理在支撑。据了解，中国移动通信
集团浙江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通过
5G室内定位的辅助支撑，克服古迹
内部难布线的问题，精准监测园区
巡检覆盖率，有的放矢进行调度优
化；此外，借助5G网络的泛链接优
势，为南宋皇城小镇打造5G+全域
景区智慧化管理平台，大幅提高了
运营管理水平。在该平台支持下，
遇到人流饱和状况时，单兵监控视
频回传延迟能控制在毫秒级水平，

并利用5G双域专网的特性保障了
数据安全。“在5G网络和智慧管理
平台的加持下，景区真正实现了降
本增效，运营成本下降了200万元。”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杭
州分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南宋皇城小镇实现智慧化转
型，正是智慧文旅发展大势的最佳
例证之一。中国文化产业协会副会
长、北京京和文旅发展研究院院长
范周表示：“随着新时代文旅产业
升级，‘Z 世代’已经成为文旅消
费主力，文旅产业的发展正从资源
要素驱动向数据要素驱动转变。对
此，要更加深度地应用智能技术，
挖掘消费需求，进行精准营销，赋
能文旅场景，培育壮大新业态，激
发消费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