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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继2022年11月，OpenAI发布旗下AI聊天机器人应用ChatGPT后，
大模型逐渐走入公众视野。2023年被视为中国大模型的发展元年。
这一年里，中国本土厂商、各大科技巨头、科研院所、初创公司
都纷纷下场，部署自己的大模型。从优化算法全面追赶头部大模
型水平到创新应用落地全面开花，国产AI正待走出一条属于自己
独特节奏的发展之路。

本报告将回顾国产AI大模型的发展历程，分析当前国产大模型落
地应用的数据表现，结合赛道头部和特色产品案例，帮助用户读
者更好地把握国产AI大模型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

发力规模商业化应用，国产AI大模型追赶进行时

来源：点点数据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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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大模型的发展历程
从学术猜想到应用发展，当前已经进入规模化应用阶段

来源：点点数据自主研究及绘制

• 1950年图灵在其论文《论数字计算在决
断难题中的应用》提出了著名的“图灵
测试”，测试能否使机器模仿人类思考
模式和行为，标志着人工智能行业开始
迎来发展。

• 1956年举办的达特茅斯会议上“人工智
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概念被
首次提出，人工智能，即AI正式进入公
众视野。

21世纪初，随着计算能力的提升和大数据的崛起，AI大模
型从无到有，从简到繁快速被发掘和发展。
• 专家系统：根据系统中的知识与经验，进行推理和判断，

模拟人类专家的决策过程。
• 决策树：采用树形结构，使用层层推理来实现最终的分

类。
• SVM：用于分类和回归问题，通过在特征空间中找到最

大边距的超平面。
• 深度学习架构：优化神经网络的结构，提高计算效率和

模型的准确率，使得神经网络在各种任务中表现更优。 
通过发掘一系列大模型架构的潜力，最终向仿生的形态演
化。

起步-AI学术研究

发展-AI初步应用

突破-AI大模型风起云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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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日本富士通公司推
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具备语音识别功能的
PC，开启了AI在语音识别领域商业化应
用的序幕。 

• 1984年，苹果和IBM相继推出预装如语
音识别、专家系统等AI软件的Apple 
Macintosh和IBM PC面世，也标志着AI
开始进入家庭应用市场。

• 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神经网络的
发展也推动AI在图像识别领域的应用，
同时经AI赋能的搜索引擎也成为互联网
行业在此阶段实现大发展的标志性产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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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AI大模型类别
NLP（自然语言处理）大模型为目前应用主流 

来源：点点数据自主研究及应用商城产品详情页

© 2024 DianDian.All Rights Reserved.

NLP（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自然语言处理）大模型：LLM为NLP大模型的一种，
主要用于处理自然语言文本数据，具备强大的语言理解和生成能力，帮助人类完成问答、创作、
文本等工作，例如Open AI的GPT系列模型。

CV（Computer Vision，计算机视觉）大模型：主要用于处理图像和视频数据，具备强大的图
像识别和视频分析能力，如人脸识别、物体检测等，具体可以在智能驾驶、安防等领域进行利用，
例如腾讯的PCAM大模型。 

科学计算大模型：主要用于解决科学领域的计算问题，如生物信息学、材料科学、气候模拟等，
需要处理大规模数值数据，例如华为的盘古气象模型。

模态大模型：可以同时处理多种类型的模态数据，如文本、图像、语音等，实现跨模态搜索、跨
模态生成等任务，已有的渗透应用具体包括搜索引擎、办公工具、金融电商等，例如谷歌的
Vision Transformer模型。 



© 2024 DianDian.All Rights Reserved. 6

国产AI大模型发展历程
OpenAI打响发令枪，国内厂商奋起直追

OpenAI 在 2019 年发布了GPT-2 大模型，国内互联网科技厂商也集中在 2020-2022 三年期间相继发布了自己的大模型。ChatGPT 的发布，掀起一波发展热潮，
席卷国内科技圈和投资圈。很快，各大科技巨头、科研院所、初创公司都纷纷下场，部署自己的大模型。自此开始，相关技术迭代日新月异，行业趋势不断变化。
2023年3月16日，百度正式推出了基于百度新一代大语言模型的生成式AI产品“文心一言”，此后，阿里、华为、腾讯、京东、科大讯飞、360、字节跳动等科技
公司纷纷发布了自家的大模型。科研院所及创业公司同样有“悟道”、“书生”、”智谱“等大模型问世。截止2024年4月，中国的大模型数量已近200个，通用
大模型数量40个左右。

2019年3月16日
百度：ERNIE 1.0

2021年3月21日
智源：悟道 1.0

2021年4月
华为：盘古

2021年11月17日
商汤：书生1.0

2022年8月
清华大学：GLM-130B

2023年4月
阿里巴巴：通义千问

2023年2月
复旦大学：MOSS
第四范式：式说

2023年4月10日
商汤：日日新

2023年3月16日
百度：文心一言

2023年5月6日
科大讯飞：讯飞星火

2023年7月7日
华为：盘古3.0

2023年8月31日
百川智能：百川

智谱华章：智谱清言

2023年9月7日
腾讯：混元

2021年7月
中科院&武汉人
工智能研究院：

紫东太初

2023年7月13日
京东：言犀

2023年6月13日
360：360智脑

2023年4月13日
知乎：知海图

2023年4月18日
金山：WPS AI

2024年5月16日
小米：MiLM

2024年1月12日
同花顺：HithinkGPT

2021年9月28日
浪潮信息：源1.0

2023年3月14日
澜起科技：孟子

2023年11月
MiniMax：Abab

2023年10月
月之暗面：Kimi

2023年10月12日
汉王科技：汉王天地2023年5月18日

云从科技：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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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AI大模型发展现状
多方协力奋起追赶，应用层面寻求突破

ChatGPT的发布让国内科技圈看到了差距，也促使国产AI大模型加快了前进的速度。在过去的一年里，几乎所有科技公司都押注大模型，加之政策与监管层面的大
力扶持，与代表了官方科研力量的科研院所也加入其中。结果便是，大模型数量迅速增长的同时，技术创新也在不断涌现，从而推动着国产大模型的技术水平快速
提升。与此同时，基础大模型的发展为应用层的繁荣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也让聚焦于垂直应用的AI创业公司的成本大大降低。因而在大势之下，众多创业公司也开
始在应用层面寻求发展和突破。

政策驱动

近年来，我国始终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
展时机和顶层设计，发布多项人工智能
支持政策。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
中提出开展“人工智能+”行动。
当前，北京、深圳、杭州、成都、福建、
安徽、上海、广东等地均发布了关于AI
大模型的相关政策。

多方押注
各大科技巨头、科研院所、初创公司都
纷纷下场，部署自己的大模型。
截止2024年4月，中国的大模型数量已
近200个，通用大模型数量40个左右。

资源投入
许多企业和研究机构投入大量资源，开发出拥
有数十亿、甚至百亿级别参数的大模型。
国内庞大的市场和用户基础，更容易获取大量
的用户数据和应用场景，能为大模型的应用提
供丰富的数据资源。

技术创新
多方力量和头部优势资源的整合下涌现
出多种优化算法和并行计算技术，显著
提高了训练速度和效率。
同时，针对大模型的推理速度问题，也
有一系列轻量级大模型和模型压缩技术
的出现。

应用突破
大模型日益增高的创业门槛促使创业
公司和团队另辟蹊径，挖掘出更多蕴
藏在应用层面的机会。
同时，得益于现有大模型的发展，又
降低了垂直领域的创业门槛，催生了
众多可行性强，便于落地的应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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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AI大模型应用落地情况

来源：综合了企业财报、专家访谈、市场公开资料等，根据点点数据统计模型核算后，由点点数据自主研究及绘制。

App Store中国大陆地区已上线AI大模型应用（截止2024年6月15日）
应用名 上线时间 所使用大模型名称 厂商/机构/院校 简介

海螺AI 2023.3 abab 6.5 MiniMax 智能搜索 识别图片 语音通话 写作助手 文件速读

文心一言 2023.6 文心大语言模型 百度 百度旗下AI智能问答助手，搜索写作识图翻译有求必应

讯飞星火 2023.6 讯飞星火大模型 科大讯飞 科大讯飞开发的大模型，AI对话问答助手

天工AI智能助手 2023.7 天工大模型 昆仑万维 搜索对话写作画画作曲编程的AI助手

360智脑 2023.7 360智脑 360 有灵魂更懂你的AI智能助手

豆包 2023.8 豆包大模型 字节跳动 AI全智能聊天对话问答助手，搜索写作翻译编程全能工具

智谱清言 2023.8 ChatGLM 智谱华章（清华大学） 文案生成编程辅助文档解读AI作图智能问答工具

通义 2023.10 通义千问 阿里巴巴 日常办公、学习提效、生活娱乐的AI超级助理；为您提供全方位、方便快捷的协助。

紫东太初 2023.12 紫东太初多模态大模型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武汉人工智能研究院 人工智能、AI写作、AI对话、AI绘画

Kimi 智能助手 2024.1 Kimi 月之暗面 AI 智能聊天对话 问答助手 智能搜索 高效阅读 辅助创作

汉王天地 2024.2 汉王天地 汉王科技 汉王旗下智能AI大模型，你的生活小助理

腾讯元宝 2024.5 混元大模型 腾讯 轻松工作，多点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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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H1国产AI大模型应用下载量Top10

来源：综合了企业财报、专家访谈、市场公开资料等，根据点点数据统计模型核算后，由点点数据自主研究及绘制。

中国大陆地区已上线AI大模型应用下载榜（2024H1）
排名 icon 应用名 上线时间 所使用大模型名称 厂商/机构/院校 下载量 下载数据（万）

1 豆包 2023.8 豆包大模型 字节跳动 3309 

2 天工AI智能助手 2023.7 天工大模型 昆仑万维 1089 

3 Kimi 智能助手 2024.1 Kimi 月之暗面 1086 

4 文心一言 2023.6 文心大语言模型 百度 669 

5 讯飞星火 2023.6 讯飞星火大模型 科大讯飞 405 

6 通义 2023.10 通义千问 阿里巴巴 249 

7 智谱清言 2023.8 ChatGLM 智谱华章（清华大学） 169 

8 海螺AI 2023.3 abab 6.5 MiniMax 168 

9 腾讯元宝 2024.5 混元大模型 腾讯 17 

10 紫东太初 2023.12 紫东太初多模态大模型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武汉人工智能研究院

5 

依托字节旗下短视频社交平台《抖音》的庞大用户和流量优势，《豆包》数据领先优势明显，2024上半年该应用在中国大陆地区共拿下超过3309万的下载量，断层领跑一众AI大
模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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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H1国产AI大模型应用月活Top10

来源：综合了企业财报、专家访谈、市场公开资料等，根据点点数据统计模型核算后，由点点数据自主研究及绘制。

中国大陆地区已上线AI大模型应用月活榜（2024H1）
排名 icon 应用名 上线时间 所使用大模型名称 厂商/机构/院校 月活量 月活数据（万人）

1 豆包 2023.8 豆包大模型 字节跳动 2144 

2 文心一言 2023.6 文心大语言模型 百度 1015 

3 天工AI智能助手 2023.7 天工大模型 昆仑万维 527 

4 Kimi 智能助手 2024.1 Kimi 月之暗面 380 

5 讯飞星火 2023.6 讯飞星火大模型 科大讯飞 147 

6 智谱清言 2023.8 ChatGLM 智谱华章（清华大学） 88 

7 通义 2023.10 通义千问 阿里巴巴 58 

8 海螺AI 2023.3 abab 6.5 MiniMax 26 

9 腾讯元宝 2024.5 混元大模型 腾讯 10 

10 紫东太初 2023.12 紫东太初多模态大模型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武汉人工智能研究院

1 

字节旗下《豆包》月活数据同样领跑，2024上半年该应用在中国大陆地区月活量超过2104万，百度《文心一言》同样坐拥庞大用户体量浏览器产品，月活数据逆袭下载数据更为
出色的《天工AI智能助手》。



© 2024 DianDian.All Rights Reserved. 12

国产AI大模型特色产品用户分析：《豆包》
用户引流自《抖音》，用户结构基本以24-40岁的青壮年为主

来源： （1）人均使用时长、年龄分布、性别占比、用户兴趣偏好、人均启动次数等数据取自点点数据统计平台；（2）移动游戏广告投放素材数量基于广大大统计数据，根据点点数据统计模型核算所得。

8.8% 39.2% 37.2% 11.5% 3.4%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年龄分布

23岁及以下 24-30岁 31-40岁 41-50岁 50岁及以上

66.5% 33.5%
男生占比 女生占比

用户兴趣偏好：

全日制学校      电影      医疗

手机         国内游        电视剧

人均每日启动次数：1.05-1.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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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AI大模型特色产品用户分析：《文心一言》
用户兴趣偏好广泛，以男性为主，青少年占据更多比例

来源： （1）人均使用时长、年龄分布、性别占比、用户兴趣偏好、人均启动次数等数据取自点点数据统计平台；（2）移动游戏广告投放素材数量基于广大大统计数据，根据点点数据统计模型核算所得。

22.0% 31.8% 32.3% 8.1% 5.8%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年龄分布

23岁及以下 24-30岁 31-40岁 41-50岁 50岁及以上

76% 24%
男生占比 女生占比

用户兴趣偏好：

时尚           旅行          运动

动植物        演绎          亲子

人均每日启动次数：1.19-1.34次

用户来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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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推动大模型向多模态升级
算力即实力，更多的模态信息让人工智能更智能

2023年，点燃AI赛道的ChatGPT吸引了太多的目光，有所标的的情况下，中国的AI大模型也将重心放在语言大模型之上，聊天机器人应用遍地开花。
然而就在年末，文生视频应用Pika的爆火以及谷歌发布多模态大模型Gemini，乃至今年年初OpenAI旗下Sora所带来的亿点点震撼无不为国产AI大模型的下一个发展阶段指明了
方向，即多模态大模型。多模态大模型是结合文本、图像、音频等多种模态信息进行学习和理解的人工智能模型。而推动模型向多模态升级的关键则取决于相关技术的创新与发展。
就目前而言，国产AI大模型对于文本、图像这两个模态的信息处理已经发展到了相对成熟的阶段，而随着技术的互通与整体发展，面对更多样性以及更高质量的数据。唯有坚持技
术创新，优化算法和结构以解决智能算力短板，方能有底气以应对和覆盖更多的应用场景。
随着多模态技术的不断迭代进步，大模型将在具身智能、自动驾驶等领域开拓新的应用场景。相比较于其他国家，中国在这些领域拥有更丰富的市场基础和数据资源，这或将成为
国产AI大模型应用发展的优势。

来源：点点数据自主研究及应用商城产品详情页图片

© 2024 DianDian.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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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化加速，应用向垂直领域发展
越来越多细分场景拥抱AI，大模型创业转向产品创业

来源：点点数据自主研究及网络图片

与社交、游戏等互联网行业的发展脉络相同，基础大模型未来可能是少数几家寡头的游戏，更多的机会蕴藏在应用层当中。红杉美国在关于大模型的报告中指出，在大模型的首年，
“第一幕”是从技术出发，发现了基础大模型这个新的“锤子”，目前市场正在进入“第二幕”，将端到端地解决人类问题。这便是产品和应用场景。
所以对于后来者以及规模较小的创业公司而言，先找准一个市场上还没有的功能与产品，抓住窗口期，通过运营手段快速推广获利，再循环往复。这样的产品创业或许才是最优解。
随着行业的发展和扩大，势必会有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入局，一方面或许会有少数的“幸运儿”成为了技术创新的先驱，引领一波行业的进步。另一方面，则更多地是从垂直领域进
行产品的落地和研发，加速产品化发展，发掘并实现更多细分领域和应用场景与AI技术的结合，“AI+”或许也将成为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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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化水平加速重构产品创业模式
探索更好的收费模式，是提速AI产品商业化的基础

来源：点点数据自主研究及网络图片

当前国产AI大模型落地产品尚集中在需求单一、容错率高、任务简单的休闲场景，在更具价值的严肃场景、工作场景、专业场景等方面的应用尚待技术升级才能实现进一步拓展。
因而当前大多数产品尚处在收费模式单一，转化、留存率较为低下的低商业化水平阶段。产品创业模式在国外没有更好参照对象的情况下依旧采取的是传统互联网产品的经验模式。
比如字节的《豆包》，所采取的商业模式便如同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应用，即早期通过免费争夺用户市场，而后再逐步通过提供性能更强大的收费版本、分流算力等方法开始盈利。
而对于垂直领域的产品创业者而言，自身情况并不允许和支持他们采取这种细水长流，经营周期较长的模式。但现有案例里，也并未出现更好的创业模式，参考较近的几个爆火的
AI产品收费模式，以妙鸭相机举例，刚推出便受到了市场的追捧，从第一天便开始收费，但市场的热度也很快就降了下来。
或许在未来，技术创新取得突破，多模态大模型大行其道或许能带来更多可能性，为当下的困难提供解题思路。但就目前而言，探索出一种更好、更合适的收费模式，不仅能够为
现有产品挖掘更多潜在价值，更能改变现有产品创业模式，推动商业化水平加速，从而拓宽整个行业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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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万+

应用覆盖

日数据存储量

1.7亿+

日活跃设备监控

监测国家地区数

262个100亿+

最全的应用数据库
• App Store
• GooglePlay
• 国内安卓
• 主机平台
• TapTap 强大的数据算法

• 三维重建算法
• 游戏数值算法

精准统计分类
• 应用分类
• 游戏题材
• 玩法
• IP

爬虫技术
• 实时抓取
• 多维度

点点数据是移动应用、游戏数据监测服务商，为全球企业提供APP

下载量、收入、使用行为和应用市场监测的一体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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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数据/移动应用分析平台
点 点 数 据

点点数据
产品咨询/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