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抢抓“AI+”机遇 中国企业深度参与产业链

3月19日，GTC� 2024（英伟达技术大会）在美国开幕。 英伟达正式推出了基于更强大的Blackwell架构的B200芯片及其算力集群，并与比亚迪、联想集团等中国企业宣布在硬件支持、平台开发等领域的新合作。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人工智能应用市场潜力巨大，英伟达更加主动地对中国市场进行开放，这对全球人工智能产业链供应链建设起到巨大促进作用。 我国企业要抓住“人工智能+”机遇，打造不同行业领域的高水平大模型应用产品，同时进一步加大人工智能芯片研发，提升人工智能产业链韧性。

●本报记者 彭思雨

AI应用有望爆发

英伟达CEO黄仁勋表示，人工智能大模型参数量正在呈指数级增长，为了支持人工智能大模型和下游应用蓬勃发展，必须提供支持更快推理速度的GPU（图形处理器）。 Blackwell� GPU的发布意味着，近八年来人工智能算力增长了一千倍。

赛智产业研究院院长赵刚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Blackwell芯片是英伟达GPU的最新升级版，推理性能比上一代最先进的H100芯片提升了30倍，能够让用户在拥有高达万亿参数的模型上实现AI训练和实时语言大模型（LLM）推理，成本和能耗却较上一代产品降低多达25倍，能够全面支撑科学计算、工程分析、数字孪生、自动驾驶等多种大模型应用场

景，成为支撑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展的全球最先进的引擎。

赛迪顾问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研究中心常务副总经理邹德宝对记者表示：“AI大模型需求推动下，当前全球算力市场供应短缺，英伟达GPU的升级，能够为AI大模型技术及应用提供硬件架构的有力支持，甚至为传统人工智能通往通用人工智能发展创造算力条件，支持更大规模大模型预训练。 ”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英伟达试图让投资者相信，一个由生成式AI驱动的价值100万亿美元的新行业开始了。 英伟达展现了推理算力的强大能力，为大模型走向行业应用奠定算力基础，刺激AI大模型应用在2024年爆发式增长。

中国市场潜力巨大

黄仁勋在大会上表示，比亚迪将采用英伟达下一代智能汽车芯片Thor，还将使用英伟达基础设施进行自动驾驶模型训练。 联想集团与英伟达宣布合作推出全新混合人工智能解决方案，为企业和云提供商获得AI关键的加速计算能力。

“得益于实时计算、能源效率及部署便利性的持续改进，全新的AI应用场景正迅速涌现。 通过与英伟达的紧密合作，联想集团已经在效率、性能和成本方面取得显著进步，这不仅加快了人工智能在各个行业中的应用部署，还将帮助企业洞察数据，助力提升零售体验、改造城市面貌、推动智能制造进入新台阶。 ” 联想集团执行副总裁、基础设施方案业务集团

（ISG）总裁Kirk� Skaugen表示。

此 次 大 会 期 间 ， 英 伟 达 将 3 月 19 日 设 置 为 “中 国 人 工 智 能 日 ” （ China � AI � Day ） ， 阿 里 云 、 腾 讯 云 、 百 度 、 蚂 蚁 集 团 企 业 嘉 宾 参 与 演 讲 。

“我明显感受到英伟达对中国市场开放的主动性更强了，这令人出乎意料。 ”邹德宝表示，过去英伟达更多地聚焦海外市场，中国下游终端厂商往往要主动和英伟达谈芯片或技术支持。 英伟达更加主动地对中国市场进行开放，这对全球人工智能产业链供应链建设起到巨大促进作用。

邹德宝认为，无论是以比亚迪为首的智能网联汽车领域，还是以联想集团为代表的面向消费端和企业端客户的人工智能应用领域，都证明了中国市场拥有非常多元化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行业应用客户群体庞大。 因此，对英伟达来说，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邹德宝看来，我国人工智能行业正在朝着“人工智能+”的方向发展。 算力中心、数据要素等环节建设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工智能技术成果的转化，通过人工智能产业化带动国内产业结构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助推新质生产力建设。

当前，国内人工智能市场正稳步扩张，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应用成为核心驱动力。 根据非凡产研发布的《2024年2月全球AIGC行业月报》统计，国内规模以上的AI产品数量已经从1月的123个增加到2月的130个。

分析师认为，这一稳步增长不仅反映了中国人工智能应用市场的扩张，也预示着产品更趋多样化。 这一增长背后，是中国在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广方面的持续投入，以及消费者对于智能解决方案日益增长的兴趣。

多个产品用户使用活跃度高。 上述月报显示，2024年2月，百度文心一言以1001万的访问量位居第一，显示出广泛的用户基础和较高的市场认知度；月之暗面以297万的访问量和105.80%的环比增长在市场上脱颖而出。

打造核心竞争力

当前，人工智能产业已成为全球技术比拼高地，也焕发着经济发展的勃勃生机。 中国企业如何深度参与全球人工智能产业链？

邹德宝表示，人工智能产业链主要包括硬件、软件和服务，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初期更多聚焦在软件和服务层面，硬件仅占大约不到两成的比例。 而目前，国内人工智能产业链出现软件和服务终端产品市场占比不断缩小、硬件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的走势。 目前国产算力已经在汽车、通信、传感、智慧交通等领域，特别是非即时性的应用场景中表现出较好的应

用效果，国产算力市场产业链的完备性、企业研发能力以及人才梯队建设能力都得到了显著提升。

工信部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算力核心产业规模达到1.8万亿元，算力正加速向政务、工业、交通、医疗等各行业各领域渗透。 截至2023年6月底，全国在用数据中心机架总规模超过760万标准机架，算力总规模达到197EFLOPS（EFLOPS是指每秒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次数），位居全球第二。 算力总规模近5年年均增速近30%，存力总规模超过1080EB。

“长远来看，未来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可能会形成‘小数据、大运算’的模式，即大模型将具备自我推理能力，不再需要大规模学习，从而对算量要求减小。 如果国产算力能力在未来10年持续提升，将弥补当前人工智能产业链薄弱环节，提升产业链整体韧性。 ”邹德宝说。

赵刚认为，大模型应用创新将是我国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我国大模型企业要抓住“人工智能+”机遇，打造不同行业领域的高水平大模型应用产品。

“每个人听懂的细节各不相同，但对于AI的热情是相同的。 我们的确处于AI加速发展的时代，中国企业也在思考浪潮下的发展方向。 ”出门问问副总工程师李维在GTC大会现场发出这样的感慨。

华西证券认为，英伟达作为全球算力龙头，正在开启信息科技行业新一轮成长周期。 我国产业端积极响应，大模型已经产生相关落地应用，智能算力建设正处于持续提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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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发展迎新机遇

英伟达发布人形机器人通用基础模型

商业化落地料加快

●本报记者 杨洁 见习记者 陈子轩

机器人尤其是人形机器人是3月19日英

伟达2024� GTC大会议程的压轴环节。 英伟

达CEO黄仁勋在发布会上推出人形机器人

通用基础模型Project� GR00T，以及一款基

于NVIDIA� Thor系统级芯片（SoC）的新

型人形机器人计算机Jetson� Thor。 此外，

英伟达还对其机器人平台NVIDIA� Isaac进

行了升级。

“开发人形机器人通用基础模型是当

今AI领域中最令人兴奋的课题之一。世界各

地的机器人技术领导者正在汇集各种赋能

技术，致力于在人形机器人通用领域实现突

破。 ” 黄仁勋激动地表示。

人形机器人进展不断

黄仁勋认为：“下一代机器人可能是人

形机器人，因为有了更多的模仿训练数据可

以提供给和我们构造相似的机器人们。人形

机器人可以更有效率地部署在人类设计的

工作站、制造和物流环节中。 ”

英伟达GTC大会通过视频展示了多台

人形机器人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指令，无

论是打果汁、做家务还是跳舞、打鼓，机器

人都应对自如， 随后黄仁勋和身后屏幕这

一列由英伟达支持的机器人共同向会场观

众致意。

黄仁勋现场发布了人形机器人通用基

础模型Project� GR00T，这一模型将帮助机

器人理解人类语言、模仿人类动作，以使其

适应真实世界并有效交互。 在运算芯片方

面 ， 为 了 帮 助 企 业 成 功 运 营 Project�

GR00T， 英伟达还发布了专门用于人形机

器人的芯片Jetson� Thor。 Jetson� Thor单

芯片搭载Blackwell� GPU架构， 是一个新

的计算平台，能够执行复杂的任务，并与人

和机器安全自然地进行交互， 具有针对性

能、功率和尺寸进行优化的模块化架构。

此外，黄仁勋称，正在为多家人形机器

人公司开发一个综合AI平台，如1X� Tech-

nologies、Agility� Robotics、Apptronik、

波士顿动力公司、Figure� AI、傅利叶智能、

Sanctuary� AI、宇树科技和小鹏鹏行等。

将人工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结合开发

具身智能， 为人形机器人发展按下加速键。

OpenAI近期已经联合两大人形机器人初创

企业1X和Figure进行具身智能研发，今年3

月，Figure公司发布了被OpenAI大模型加

持的人形机器人的日常工作演示视频，在各

大社交媒体刷屏。

英伟达在人形机器人赛道布局已久。

2023年2月英伟达参与了Figure的B轮融

资。今年2月，英伟达正式成立通用智能体研

究实验室GEAR， 正式进入具身智能领域。

长城证券认为， 人形机器人的本质是“AI+

传感器+执行器” 的结合，AI算法和运算芯

片是当前人形机器人商业化落地的主要瓶

颈。英伟达入局或可构建机器人专属的算法

算力平台，对整个产业实行AI赋能，驱动更

多厂商尝试将大模型用于训练具身智能产

品，加快商业化落地。

迎来产业化关键期

本次GTC大会，英伟达还对机器人市场

的Isaac机器人平台也进行了重大更新。 黄

仁勋着重讲解了适用于自主移动机器人的

Isaac� Robotics平台，该平台的主要落地产

品包括英伟达和九号公司联合开发的自主

移动机器人平台Nova� Carter� AMR，以及

开发者套件Nova� Orin，这些产品大幅简化

自主移动机器人二次开发流程，提高开发效

率，推动机器人产业进程。

随着大规模设备更新的推进，机器人尤

其是人形机器人的关注度居高不下。业内人

士认为， 人形机器人有望成为继计算机、智

能手机、 新能源汽车后的又一颠覆性产品，

将带动广阔蓝海市场。 当前，人形机器人正

处于从实验室迈向产业化的关键节点。

广发证券表示， 在海内外市场格局方

面，人形机器人产业大致可以分为五方面势

力：以Tesla为代表的海外车企，以波士顿动

力为代表的海外机器人企业，以小鹏为代表

的国内车企，以优必选、宇树为代表的国内

机器人企业，以及以小米、科大讯飞为代表

的国内互联网企业。 其认为，人形机器人产

业化趋势之潮已至， 多方势力分别在软件

（算法、人工智能技术等）及硬件（自研电

机、整体结构、运控能力等）等方面具备先

发优势， 同时部分厂商已具备商业化能力，

有望于今年四季度交付产品。

液冷时代有望加速来临

● 本报记者 杨洁

在3月19日英伟达2024� GTC大会上，

英伟达CEO黄仁勋发布了更高性能的GPU

芯片———基于Blackwell架构的B200以及

超级芯片GB200。 同时，黄仁勋还公布了由

Grace� Blackwell超级芯片GB200提供支

持的服务器系统。 由于功耗太高，液冷的散

热方式成为系统标配。正如黄仁勋此前曾提

到的，浸没式液冷技术将是未来方向，将带

动整片散热市场迎来全面革新。

英伟达的选择在业内具有风向标意义。

多家机构表示，这次发布会或将成为液冷发

展的重要推动力。 中信证券表示，在数据中

心算力提升和能耗降低推动下，液冷技术将

加速替代风冷技术， 成为新的技术发展方

向。 在液冷技术中，冷板式液冷技术在性能

与成本之间形成平衡，是现阶段最佳的散热

方案，建议关注液冷系统及其核心零部件的

投资机会。

液冷散热大势所趋

据黄仁勋介绍，GB200架构包含两个

GPU、一个CPU，通过高速连接组合在一起，

这将带来性能的极大提升。 以大语言模型

LLM推理训练为例， 相较于英伟达H100�

Tensor� Core� GPU，GB200超级芯片可实

现30倍的性能提升。

英伟达还推出了超级计算机机柜DGX�

GB200� NVL72， 拥有18个GB200节点机

架，每个节点搭配2个GB200� GPU。 黄仁勋

表示， 一个DGX� GB200� NVL72机柜可以

训练27万亿参数的模型。 但由于功耗过大，

所以也采用了液冷的方式， 同时重量高达

3000磅（约1361公斤）。

大会上， 鸿海集团子公司鸿佰科技

（Ingrasys）发布一款使用英伟达GB200芯

片的NVL72液冷服务器， 该服务器集成了

72个英伟达Blackwell� GPU和36个英伟达

Grace� CPU。鸿海的竞争对手和硕也发布了

基于GB200� NVL36的液冷解决方案，用于

处理计算密集型工作负载。

业内人士认为，算力器件的密度和功耗

持续增长， 对传统的风冷散热模式带来挑

战，能耗成本不断抬升以及政策对PUE指标

监管趋严， 共同倒逼产业对液冷需求升级，

冷板式液冷或率先放量，浸没式液冷为长期

方向。

华西证券研报表示，AI大模型的火热引

爆了各行业对算力基础设施的需求。更高密

度、更大规模的数据中心建设，给数据中心

带来了高功耗的挑战，液冷散热的渗透速度

也在加快。 主流技术方面，现在市场上主流

的液冷解决方案是冷板散热； 产业生态方

面，从基础设施到AI设备的全栈交付模式已

经基本成为行业共识；客户群体方面，互联

网和电信这两个数据中心最大的行业客户

已经对液冷表示肯定的态度。

国内厂商积极布局

据了解，我国液冷服务器普及率不足

10%，随着AI和算力需求不断增长，数据

中心单机柜功率密度将呈增长趋势，液冷

服务器的占比有望进一步提升。 根据赛迪

顾问数据， 单机柜20kW一般认为是风冷

可解的散热极限，预计2025年新建数据中

心的平均单机柜功率将达到25kW， 数据

中心液冷散热方式将逐渐取代风冷。

液冷散热目前的技术路线主要是冷板

式液冷和浸没式液冷两种， 选择哪种路线，

与单机柜功率有较大关系。一般认为在只考

虑初始投资成本时， 单机柜功率不超过

10kW时，采用风冷相对经济；单机柜功率

在10kW-100kW时，采用冷板式液冷较为

合适；当单机柜功率超过100kW的时候，采

用浸没式液冷更经济。

曙光数创在接受投资者调研时介绍，

随着产业不断成熟， 当前冷板式液冷的初

始投资成本已经接近甚至低于风冷， 而考

虑后期运维成本的情况下， 浸没式液冷的

CTO（总体拥有成本）在4.5年左右后与风

冷持平。

冷板式液冷市场目前竞争激烈。 曙光

数创是新一代数据中心冷却技术领先的

整体解决方案和全生命周期服务供应商。

其表示，过去一年，液冷市场处于产业初

期阶段， 各家厂商以抢占市场份额为目

标， 尤其是冷板式液冷市场竞争较为激

烈，导致公司整体毛利率与上年同期相比

有所下降。 赛迪顾问《2023中国液冷应用

市场研究报告》显示，2021年至2023年上

半年，曙光数创以平均58.8%的市场份额，

位列中国液冷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市场部

署规模第一。

英维克近期在投资者互动平台介绍，

公 司 拥 有 全 链 条 液 冷 技 术 以 及 超 过

900MW液冷交付经验， 能够为算力设备

以及算力设备的机房部署提供适配各种

场景的高效温控解决方案。 近日，英维克

作为第一中标候选人，中标了中国电信的

弹性DC舱 （2024-2025年） 集中采购项

目，该项目合计采购弹性DC舱3200套，其

中包括数据中心液冷层DC舱323套。 国信

证券分析认为， 运营商积极推进液冷应

用，相关招标有望陆续启动和落地，国内

液冷市场前景广阔。

视觉中国图片

AI应用有望爆发

英伟达CEO黄仁勋表示，人工智能大模型

参数量正在呈指数级增长，为了支持人工智能

大模型和下游应用蓬勃发展，必须提供支持更

快推理速度的GPU （图形处理器）。 Black-

well� GPU的发布意味着， 近八年来人工智能

算力增长了一千倍。

赛智产业研究院院长赵刚对中国证券报

记者表示，Blackwell芯片是英伟达GPU的最

新升级版， 推理性能比上一代最先进的H100

芯片提升了30倍，能够让用户在拥有高达万亿

参数的模型上实现AI训练和实时语言大模型

（LLM）推理，成本和能耗却较上一代产品降

低多达25倍，能够全面支撑科学计算、工程分

析、数字孪生、自动驾驶等多种大模型应用场

景，成为支撑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展的全球最先

进的引擎。

赛迪顾问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研究中心常

务副总经理邹德宝对记者表示：“AI大模型需

求推动下，当前全球算力市场供应短缺，英伟

达GPU的升级，能够为AI大模型技术及应用提

供硬件架构的有力支持，甚至为传统人工智能

通往通用人工智能发展创造算力条件，支持更

大规模大模型预训练。 ”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英伟达试图让投资者

相信， 一个由生成式AI驱动的价值100万亿美

元的新行业开始了。 英伟达展现了推理算力的

强大能力，为大模型走向行业应用奠定算力基

础，刺激AI大模型应用在2024年爆发式增长。

中国市场潜力巨大

黄仁勋在大会上表示，比亚迪将采用英伟

达下一代智能汽车芯片Thor，还将使用英伟达

基础设施进行自动驾驶模型训练。 联想集团与

英伟达宣布合作推出全新混合人工智能解决

方案，为企业和云提供商获得AI关键的加速计

算能力。

“得益于实时计算、 能源效率及部署便利

性的持续改进， 全新的AI应用场景正迅速涌

现。 通过与英伟达的紧密合作，联想集团已经

在效率、性能和成本方面取得显著进步，这不

仅加快了人工智能在各个行业中的应用部署，

还将帮助企业洞察数据， 助力提升零售体验、

改造城市面貌、 推动智能制造进入新台阶。 ”

联想集团执行副总裁、基础设施方案业务集团

（ISG）总裁Kirk� Skaugen表示。

此次大会期间， 英伟达将3月19日设置

为 “中国人工智能日”（China� AI� Day），

阿里云、腾讯云、百度、蚂蚁集团企业嘉宾参

与演讲。

“我明显感受到英伟达对中国市场开放的

主动性更强了，这令人出乎意料。 ” 邹德宝表

示，过去英伟达更多地聚焦海外市场，中国下

游终端厂商往往要主动和英伟达谈芯片或技

术支持。 英伟达更加主动地对中国市场进行开

放，这对全球人工智能产业链供应链建设起到

巨大促进作用。

邹德宝认为，无论是以比亚迪为首的智能

网联汽车领域，还是以联想集团为代表的面向

消费端和企业端客户的人工智能应用领域，都

证明了中国市场拥有非常多元化的人工智能

应用场景，行业应用客户群体庞大。 因此，对英

伟达来说，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邹德宝看来，我国人工智能行业正在朝

着“人工智能+” 的方向发展。 算力中心、数据

要素等环节建设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工智能

技术成果的转化，通过人工智能产业化带动国

内产业结构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助推新质生产

力建设。

当前， 国内人工智能市场正稳步扩张，生

成式人工智能（AIGC）应用成为核心驱动力。

根据非凡产研发布的 《2024年2月全球AIGC

行业月报》统计，国内规模以上的AI产品数量

已经从1月的123个增加到2月的130个。

分析师认为，这一稳步增长不仅反映了中

国人工智能应用市场的扩张，也预示着产品更

趋多样化。 这一增长背后，是中国在人工智能

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广方面的持续投入，以及消

费者对于智能解决方案日益增长的兴趣。

多个产品用户使用活跃度高。 上述月报显

示，2024年2月，百度文心一言以1001万的访问

量位居第一，显示出广泛的用户基础和较高的

市场认知度； 月之暗面以297万的访问量和

105.80%的环比增长在市场上脱颖而出。

打造核心竞争力

当前，人工智能产业已成为全球技术比拼

高地，也焕发着经济发展的勃勃生机。 中国企

业如何深度参与全球人工智能产业链？

邹德宝表示，人工智能产业链主要包括硬

件、软件和服务，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初期

更多聚焦在软件和服务层面，硬件仅占大约不

到两成的比例。 而目前，国内人工智能产业链

出现软件和服务终端产品市场占比不断缩小、

硬件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的走势。 目前国产算力

已经在汽车、通信、传感、智慧交通等领域，特

别是非即时性的应用场景中表现出较好的应

用效果，国产算力市场产业链的完备性、企业

研发能力以及人才梯队建设能力都得到了显

著提升。

工信部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算力核心产

业规模达到1.8万亿元， 算力正加速向政务、工

业、交通、医疗等各行业各领域渗透。 截至2023

年6月底， 全国在用数据中心机架总规模超过

760万标准机架，算力总规模达到197EFLOPS

（EFLOPS是指每秒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次数），

位居全球第二。 算力总规模近5年年均增速近

30%，存力总规模超过1080EB。

“长远来看， 未来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可能

会形成‘小数据、大运算’ 的模式，即大模型将

具备自我推理能力， 不再需要大规模学习，从

而对算量要求减小。 如果国产算力能力在未来

10年持续提升，将弥补当前人工智能产业链薄

弱环节，提升产业链整体韧性。 ”邹德宝说。

赵刚认为，大模型应用创新将是我国人工

智能大模型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我国大模型企

业要抓住“人工智能+” 机遇，打造不同行业领

域的高水平大模型应用产品。

“每个人听懂的细节各不相同， 但对于AI

的热情是相同的。 我们的确处于AI加速发展的

时代，中国企业也在思考浪潮下的发展方向。 ”

出门问问副总工程师李维在GTC大会现场发

出这样的感慨。

华西证券认为， 英伟达作为全球算力龙

头， 正在开启信息科技行业新一轮成长周期。

我国产业端积极响应，大模型已经产生相关落

地应用，智能算力建设正处于持续提速阶段。

抢抓“AI+” 机遇 中国企业深度参与产业链

3月19日，GTC� 2024（英伟达技术大会）在美国开幕。 英伟达正式推出了

基于更强大的Blackwell架构的B200芯片及其算力集群，并与比亚迪、联想集团

等中国企业宣布在硬件支持、平台开发等领域的新合作。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人工智能应用市场潜力巨大，英伟达更加主动地对中

国市场进行开放，这对全球人工智能产业链供应链建设起到巨大促进作用。 我

国企业要抓住“人工智能+” 机遇，打造不同行业领域的高水平大模型应用产

品，同时进一步加大人工智能芯片研发，提升人工智能产业链韧性。

●本报记者 彭思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