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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 AI 差距开始缩小，中国迎来 AI 发展大时代

卷全球的时代，人工智能（AI）已然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实力与未来

竞争力的关键领域。长久以来，美国凭借其在技术、人才、资金等多方

面的先发优势，在全球 AI 版图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中国虽起步

稍晚，却凭借着庞大且复杂的数据资源、强大的制造业基础以及对科技

创新的高度重视，一路奋起直追。如今，一系列关键指标显示，中美在

AI 领域的差距正悄然缩小，中国正迎来属于自己的 AI 发展大时代。这

一转变背后，是无数科研人员的日夜钻研、是政策的有力扶持、是产业

从模型角度而言，中国已经有多个模型在工程能力上各有特点。（1）

DeepSeek：高效性与性价比。期采用 MLA

分离部署架构，H800 节点实现 14.8k tokens/s 输出吞吐，成本仅为同类

模型的 1/10。（2）Qwen2.5：多模态能力领先。Qwen 重新设计 ViT 架

构，引入窗口注意力机制和二维 RoPE，支持原生动态分辨率处理。其动

态帧率训练与绝对时间编码技术，视频任务性能接近 GPT-4o，小模型

QwQ-32B 以 1/10 成本达到 DeepSeek-R1 80%性能。（3）混元 T1：混合

Mamba 架构创新。长文本处理：Hybrid-Mamba-Transformer 融合模块，

长文推理速度提升 2 倍，解决上下文丢失问题。通过 Mamba 模块处理局

部特征，Transformer 捕捉全局依赖，AIME 数学竞赛成绩达 78.2 分，效

率和效果均超越 GPT-4

在应用层面，如何规避或者利用幻觉是目前落地的难点之一。垂类客户，

尤其是那些对专业性和准确性要求极高的行业用户，如医疗、金融、法

律等，对 AI 的输出结果有着近乎严苛的标准，而幻觉作为大模型的特性

之一短期无法消除。目前来看，除了传统技术方法降低大模型误差率以

外，还有一些工程化方向可以降低、消除 AI 幻觉：比如通过规模化容错

（误差成本低于效率红利）、知识增强+可信生成（稳定数据库抑制错误）

等技术路径缓解。此外，很多时候学会利用 AI 幻觉生成也是一种选择，

AI 幻觉宛如一面棱镜，既折射出技术的边界，也映照出超越人类想象的

潜力，或许我们不必执着于“绝对正确”，而是学会与 AI 的“想象力”

投资建议：我们认为，目前国内 AI 在技术追赶与场景创新上正在加速突

破中，通过架构优化与多模态融合推动产业升级有望进一步的挖掘新的

AI 应用场景。建议关注医疗（AI 预问诊）、教育（个性化教学）、自动

驾驶（3D/4D 标注）、人力资源（AI 招聘）及创意产业（AI 生成内容）

中 AI 带来的新市场增量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恢复不及预期、市场竞争加剧、AI 应用商业化落地

风险、技术迭代风险

。

共舞。毕竟，最伟大的创新往往诞生于理性与狂想的交汇处。

。

多头潜在注意力机制（降低

生态的逐步完善，更是一个大国在科技赛道上加速奔跑的坚定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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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I 

中美 AI 差距开始缩小，中国迎来 AI 发展大时代。在当今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时

代，人工智能（AI）已然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实力与未来竞争力的关键领域。长

久以来，美国凭借其在技术、人才、资金等多方面的先发优势，在全球 AI 版图中占

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中国虽起步稍晚，却凭借着庞大且复杂的数据资源、强大

的制造业基础以及对科技创新的高度重视，一路奋起直追。如今，一系列关键指标

显示，中美在 AI 领域的差距正悄然缩小，中国正迎来属于自己的 AI 发展大时代。

这一转变背后，是无数科研人员的日夜钻研、是政策的有力扶持、是产业生态的逐

AI 代差缩短至半年：中国模型追上硅谷节奏。2024 年第四季度，中国 AI 实验室密

集推出 7 个千亿级模型，将与美国顶尖实验室的智能差距从 24 个月压缩至 6 个月。

据第三方评测，DeepSeek-R11、通义千问 3.0 等模型在多轮推理任务中已达 GPT-4

的 90%水平，首次实现"季度级"技术追平。从技术水平来看，OpenAI 去年 9 月首创

的"思考链"（Chain of Thought）推理技术，在 6 个月内被中国团队全面复现。2024

年底，国内 TOP10 实验室均已部署自研推理框架，其中 DeepSeek 开源的 R12 模型，

在医疗问诊场景中展现出接近 GPT-4 的逻辑连贯性，推动行业从"黑箱决策"转向可

解释 AI。以 DeepSeek-Uni、阿里魔搭社区为代表的开源项目，通过开放 70%核心权

重，快速聚拢 23 万开发者。这些"可拆解、可微调"的模型底座，在金融风控、县域

医疗等场景的适配速度，已超过闭源的 GPT-4s——这意味着中国 AI 正从"追赶性能

"转向"定义场景"

图 1：随着时间的推移

数据来源：Artificial Analysis�

，中美差距正在缩小

的新赛道。

步完善，更是一个大国在科技赛道上加速奔跑的坚定决心。

竞合拐点：中国智起

行业深度

4  / 36�



 

 

 

 

 

 

 

 

 

 

 

 

 
  [Table_PageTop]

                                                          

 

 

 

计算机/

在全球人工智能领域，除中美以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 AI 发展则相对滞后。尽管欧

洲、以色列等地区在 AI 领域拥有深厚的技术积累和创新能力，但整体来看，它们在

过去半年中并未展现出与中美相抗衡的强劲实力，也未能在技术突破和应用拓展方

面赶上美国的步伐。这表明，尽管全球 AI 竞争格局多元化，但中美两国在短期内仍

将主导全球 AI

图 2：AI

数据来源：Artificial Analysis

美国 AI 竞争格局：追赶 OpenAI 与技术突破。在美国国内，AI 竞争的核心围绕着

OpenAI 展开。自 2022 年 11 月 OpenAI 通过 ChatGPT 中的 GPT-3.5 开启语言模型竞

争以来，美国的领先实验室一直在努力追赶其前沿模型。与此同时，谷歌和 Meta 等

科技巨头也在迅速推进自身模型的研发，其最新推出的 Gemini 2.0 和 Flash 等模型

在性能上已经超越了 Claude 3.5 Sonnet 和 GPT-4o，显示出美国 AI 领域内部的激烈

竞争态势。此外，2024 年最后几个月中，除了 GPT-4 之外，其他模型也取得了重大

突破，OpenAI 的 o3 模型引领了这一趋势。推理模型的优化、数据质量的提升以及

中国 AI 崛起：迅速追赶与前沿突破。尽管中国的 AI 实验室较晚加入全球竞争，但

其发展速度令人瞩目。2024 年，中国 AI 实验室在智能水平上与美国前沿模型的差

距显著缩小。当 OpenAI 推出 o1 时，中国的实验室仅用几个月时间就开发出了性能

相当的模型，例如 DeepSeek 的 R1。这一成就不仅展示了中国 AI 技术的快速进步，

也标志着中国在全球 AI 竞争中逐渐崭露头角。中国 AI 实验室的崛起不仅体现在追

赶速度上，更在于其在前沿技术领域的布局。2024 年，中国的阿里云、深视和腾讯

等实验室纷纷发布了开放权重的前沿模型，这些模型在全球范围内具有竞争力，显

示出中国在 AI

进入 2025 年初，包括阿里云、深视、明略、腾讯、智谱和通义在内的多家中国 AI

实验室陆续发布了前沿推理模型。这些模型的发布速度和频率表明，中国 AI 实验

室在 2025 年已经不再是全球竞争中的追赶者，而是成为全球 AI 发展的重要参与者

和潜在领导者。

技术的开放性和应用拓展方面的积极探索。

新的强化学习技术等，成为推动模型性能提升的关键因素。

�

的核心玩家还是来自于中美

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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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美国 AI 进化图（Open AI、Google、Anthropic、

Meta

图 4：中国 AI 进化图（Deepseek 

数据来源：Artificial Analysis 数据来源：Artificial Analysis

2. 中国 AI 的工程创新，从 Deepseek、Qwen 还有混元

2.1. DeepSeek：技术创新+高性价比
DeepSeek 在多个关键方面展现出了显著的优势和创新性。DeepSeek-R1 模型在训练

过程中采用了独特的技术路径，尤其是在“点火”环节，所需的启动数据量远低于

传统模型。这种低数据需求的特点使得模型的训练门槛大幅降低，能够在有限的资

源和数据条件下快速启动并进入高效训练阶段，这对于资源有限的研究机构和企业

来说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并且 DeepSeek-R1 采用了复杂且高效的强化学习（RL）技

术。强化学习作为一种先进的训练方法，能够在无需大量标注数据的情况下，通过

与环境的交互自主学习最优策略。这种技术不仅提高了模型的训练效率，还显著降

低了训练成本。与传统的监督学习相比，强化学习能够更自然地引导模型生成强大

的推理能力和复杂的思维链。DeepSeek-R1 通过强化学习训练后，能够自主产生连

贯且逻辑性强的推理路径，这种能力在处理复杂的推理任务时表现得尤为突出。

DeepSeek-R1 模型在训练成本上的优化也值得关注。尽管采用了先进的强化学习技

术，但该模型的训练过程并未因此变得复杂或昂贵。相反，通过优化算法和高效的

训练策略，DeepSeek 成功地在低资源环境下实现了高性能输出。这种高效且低成本

的训练模式使得 DeepSeek-R1 不仅在技术上具有创新性，更在实际应用中展现出极

高的性价比。这也是为什么 DeepSeek-R1 模型凭借其低数据需求、高效的强化学习

技术以及强大的推理能力，成为 AI 领域中一个极具潜力的创新成果。它不仅为资

源有限的开发者提供了新的选择，也为 AI 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普及开辟了新的道路。

说起

��

，阿里巴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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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Deepseek

数据来源：Deepseek

DeepSeek训练的高效的原因，我们认为训练成本的核心在于模型架构与训练架构，

MLA 机制：DeepSeek V3 采用的多头潜在注意力（MLA）机制，通过联合低秩

压缩的方式大幅减少了 KV Cache 的使用量。与业界常见的从 KV 数量角度优

化 KV Cache 的方法相比，MLA 的压缩方式对研究团队的技术功底提出了更高

要求。这种机制不仅有效降低了 KV Cache 的存储需求，还在推理效率上实现

了显著提升，体现了 DeepSeek

FP8 训练：DeepSeek V3 引入了 FP8 混合精度训练框架，通过低精度计算大幅

减少了 GPU 内存的使用量和计算开销。技术报告中提到，这是首次在极大规

模模型上验证了 FP8 混合精度训练的有效性。这一点不仅展现了 DeepSeek 在

技术上的创新性，也凸显了其 Infra 工程团队在底层架构优化方面的强大实力。

MoE 架构：DeepSeek V3 采用了 Mixture of Experts（MoE）架构，通过稀疏激

活机制大幅减少了计算量。与 Qwen 和 Llama 等采用密集架构（Dense 

Architecture）的模型相比，MoE 架构在训练和推理过程中具有显著的先天优势。

然而，MoE 架构也带来了专家负载均衡、通信效率和路由策略等技术难题。

DeepSeek 的 Infra 工程团队通过创新的无辅助损失负载均衡策略等技术手段，

成功解决了这些难题，进一步优化了模型的训练效率和性能表现。

⚫

这种低精度训练技术的应用，为大规模模型的高效训练提供了有力支持。

⚫

团队在基础研究上的深厚积累。

⚫

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

各项测试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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