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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微信2019个性签名“如果对抗趋势，你可能是对抗未
来。接纳趋势，你将会一帆风顺”

       未来的趋势是什么？ 未来20年的发展趋势又是什么？



我微信2019个性签名“如果对抗趋势，你可能是对抗未
来。接纳趋势，你将会一帆风顺”

       未来的趋势是什么？ 未来20年的发展趋势又是什么？









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未来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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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大模型现状&未来



场景：制造业AI使用场景（基因是创新，IT新技术是手段）

安防、安全

企微机器人

图文并茂文案

智能客服、程序代码生成

智能办公

流程优化

产品设计



AI:安防、安全





AI:产品设计

Midjourney & FireFly

Stable Diffusion





AI:非结构化数据，AIGC极大推动其价值应用可能



AI:智能办公（运维） 1、会议记录：自动生成
2、决策模式：由查变推，看变语音
3、求助总结：自助、交互式、自助式
4、工作方式：RPA+AI



AI:流程优化



基于AIGC，每个企业的产供销都值得重做一遍

（范围广，成本低， 效率快）



大模型的开放性导致其存在信息泄露、数据攻击的风 
险，影响输出结果的鲁棒性和安全性

大模型的输出结果是根据概率推理而生成，具有 
随机性和不稳定性，导致其正确性的验证难度大， 
难以保证结果的准确可信

面向特定领域、多应用场景的高质 
量中文语料规模和质量不足

1.训练大模型的 
成本高

大模型的训练和优化需要大量的算力资源和海量 
的数据资源，涉及高性能硬件设备、强大的分布 
式计算能力、数据治理与融合等，投入成本巨大

2.训练数据的 
规模和质量不足

5.输出的 
安全性不足

3.训练过程的 
可控性差

大模型的黑盒问题使得其推理过程很难得到 
合理的解释和有效的控制，增加了大模型优 
化的难度，并限制了其在部分领域的应用

4.输出的 
可信度不足

6.知识更新的 
实时性不足

大模型训练新数据、获取新知识的周期较长，且 
成本较高，导致其数据更新的滞后和知识时效性 
的不足

7.领域知识的 
覆盖率不足

GPT等大模型对各领域专业知识的覆盖仍不足，对 
专业问题的回答尚无法令人满意

8.社会和伦理问题 
隐现

大模型的输出可能存在与社会和伦理要求相悖的内 
容，如：生成内容消极、负面，具有破坏性等

正确面对大模型落地面临的瓶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