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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IGC applications represented by ChatGPT brings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dustry. As operators of new digit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such as cloud, network and computing power, 
telecom operators also usher in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mputing service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 
development history, technical architecture and application scenarios, development trend and challen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 (AIGC), and combs out the concept and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computing service. On this basis,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 computing service model of telecom operators will go through at least three stages, and eventually 
evolve from computing resource leasing service to computing platform and large model as a service, and finally put forward relevant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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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ChatGPT为代表的AIGC应用快速发展，为信息通信行业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电信运营商作为新型云、网、算力等数字
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也迎来算力服务发展的新机遇。论文介绍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的概念、发展历程、技术架
构与应用场景、发展趋势与挑战，梳理了算力服务概念及主要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电信运营商企业算力服务模式发
展至少经过三个阶段，最终会由算力资源租赁服务向算力平台和大模型即服务演进，最后提出相关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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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2 年 11 月 30 日，全新对话式 AI 模型 ChatGPT 一

经发布便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大模型和人工智能热潮，AIGC

（AI Generated Content，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类应用迅速爆

火，截至 2023 年 8 月，据专业媒体统计，中国已发布的大

模型超过 100 个。2023 年 8 月 31 日包括百度（文心一言）、

智谱 AI（GLM 大模型）等中国共 11 家大模型产品通过《生

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备案，获得 AIGC 牌照，

可向公众开放服务。随着 AIGC、大模型等算力新应用、新

业态不断涌现，全社会对算力的需求快速增长。电信运营商

作为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力军，也迎来算力服务发展

的新机遇。论文分析了 AIGC 和算力服务的相关概念、现状

和发展趋势，提出了电信运营商提供算力服务的三种模式，

最后给出发展建议。

2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研究背景

2.1 AIGC 概念与内涵
目前对于 AIGC（AI Generated Content，人工智能生成

内容）的普遍认识是继专业生成内容（Proessional Generated 

Content，PGC）和用户生成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

UGC）之后，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内容的新型生产方式 [1]。

论文认为 AIGC 是指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如生成对抗网络

（GAN）、扩散模型（Dffusion）、Transformer 预训练大模型等，

来生成内容的新型内容生产方式，又可称生成式 AI。

2.2 AIGC 发展历程梳理
AIGC 早期概念可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随着人工智

能技术发展，AIGC 发展可大致分为 4 个阶段，分别是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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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芽阶段、沉淀积累阶段、快速演进阶段和应用爆发阶段。

每个阶段发展特点及典型应用如表 1 所示。

2.3 AIGC 技术架构与应用场景
AIGC 类应用借助大模型的跨模态综合技术能力，可以

实现提升内容生产效率，降低内容生产成本，激发创作灵感，

提升内容多样性，实现数据优化等作用。目前在包括办公、

文本、图像、音频、视频、游戏、代码、生物技术等方面海

内外已涌现出诸多 AICG 应用产品。支撑 AIGC 拥有广泛应

用场景的是其 4 层技术架构，分别是基础设施层、框架模型

层、AIGC 服务层和 AIGC 应用层，如图 1 所示。

2.4 AIGC 发展趋势与挑战
AIGC 应用发展迅速，产业化方向众多，未来前景广阔，

将呈现三方面发展趋势：一是由于数据提优，硬件升级和算

法改进，AIGC 的性能将越来越强大，大模型参数体量显著

提升，复杂度将提高；二是随着 AIGC 技术发展，其内容创

作的基础能力将显著增强，可以更逼真地复刻虚拟世界；三

是产品类型和应用领域将更加丰富，将涉及教育、医疗、政

务、金融、传媒等更多行业和领域。

AIGC 发展受算力、数据、算法、网络、能源、隐私及

安全、知识产权等方面影响。算力、数据、算法是人工智能

和 AIGC 发展的核心三要素，其中算力资源决定 AIGC 发展

高度。以 ChatGPT 为例，根据网络公开资料 ChatGPT 训练

阶段总算力消耗约为 3640PF-days（即 1PetaFLOP/s 效率训

练 3640 天），总训练成本约为 1200 万美元，在推理阶段则

也会有较大算力消耗。由此可见以 ChatGPT 为代表的 AIGC

应用发展需要强大的算力支撑，且成本高昂。

3 算力服务概念及主要特征

3.1 算力服务概念及内涵
算力，通俗理解即计算能力。算力包含通用算力、智能

算力、超算算力及前沿算力（如量子计算、光子计算）等 [2]。

通用算力以 CPU 芯片输出的计算能力为主，超算算力主要

是以超级计算机输出的计算能力为主。智能算力则以 GPU、

FPGA和AI芯片等输出的人工智能计算能力为主，具备渲染、

推理和模拟能力，可面向智能驾驶、人脸识别、大模型等人

工智能应用提供智算服务的一种算力服务形态 [3]。

算力服务由云计算服务演进而来，可理解为以多样性

算力为基础，以算力网络为连接，以供给有效算力为目标

的算力产业新领域，通过全新计算技术实现异构算力统一

输出，并与云、大数据、AI（人工智能）等技术交叉融合，

最终将算力、存储、网络等资源统一封装，以服务形式完成

算力交付 [4]。

3.2 算力服务主要特征
算力服务作为数字技术能力的主要输出方式之一，以

多样性算力资源为基础，以算力网络为连接，日益成为支撑

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根据业务对算力服务的需求，更好支

撑典型应用场景，算力服务需要具备绿色、共享、智能、可

信等特征 [5]，同时算力服务呈现“普惠化”“泛在化”“标

准化”特征，推动算力成为社会基础公共资源 [4]。

表 1 AIGC 发展历程梳理

阶段 早期萌芽 沉淀积累 快速演进 应用爆发

时间 1950—1990 年 1990—2010 年 2010—2021 年 2022 年至今

发展特点
受限于技术水平，AIGC 仅

限于小范围实验

AIGC 从实验性向实用性转

变，受限于算法瓶颈，无法

直接进行内容生成

深度学习算法不断迭代，人工智

能生成内容百花齐放

国内外 AIGC 类应用迎来集

中爆发，大模型持续火爆

典型案例

1.1950 年，图灵提出著名的

“图灵测试”，给出判断机

器是否具有“智能”的方法；

2.1966 年，世界第一款可人

机对话机器人“Eliza”问世

1.2007 年，世界上第一部完

全由人工智能创作的小说 1 
The Road 问世；

2.2012 年，微软展示语全自

动同声传译系统，可将英文

语音自动翻译成中文语音

1.2017 年，微软人工智能“小冰”

推出了世界首部 100% 由人工智能

创作的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

2.2019 年，DeepMind 发布了 DVD- 
GAN 模型用以生成连续视频

1.2022 年 11 月 30 日，Open-
AI 发布 ChatGPT；

2. 截至 2023 年 8 月，中国已

发布的大模型超过 100 个

图 1 AIGC 整体技术架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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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信运营商算力服务模式探讨

4.1 中国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发展阶段
电信运营商作为新型云、网、算力等信息基础设施服

务运营者，自身拥有优质网络、算力和云服务能力和产业链

优势 [6]，是中国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力军。中国数字

信息基础设施从 1970 年代到现在，短时间内走过了通信基

础设施、互联网基础设施、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云基础设

施四个阶段，目前还处于云基础设施大发展阶段，整体呈现

从连接向算力升级，现在正处于以智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

础设施的起步阶段。

4.2 中国运营商算力建设运营现状
算力基础设施方面，中国电信布局智算中心资源池，

在东数西算枢纽节点建设集中式大规模训练资源池，支持多

机多卡、并行训练框架，基于天翼云打造算力调度管理平台，

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高品质的云、网、算力等服务。中国移

动面向基于大模型的智能服务，构建新型智算中心算力底

座，集约化建设 E 级超大规模新型算力基础设施。大模型

应用方面，三大运营商已全部发布大模型应用。中国电信发

布中大语言模型 TeleChat 和星河通用视觉大模型 2.0。中国

移动发布九天·海算政务大模型和九天·客服大模型。中国

联通发布“鸿湖图文大模型 1.0”。算力套餐方面，2023 年

5 月 17 日中国电信在业内率先发布算力套餐，包含“基础

算力 + 算力连接 + 算法模型 + 算力安全”的一体化服务产品。

4.3 电信运营商算力服务模式探讨
电信运营商作为新型云、网、算力等信息基础设施服

务运营者，自身拥有优质网络、算力和云服务能力，应逐步

探索由 IDC、云计算服务向算力服务转型，积极推进算力服

务及产品布局。论文认为算力服务至少分为三个阶段，分别

是算力资源租赁服务、算力平台服务和大模型即服务（Maas）

三个阶段，如图 2 所示。

4.3.1 资源运营阶段：提供算力资源租赁服务
算力资源租赁是算力服务的初级模式，以算力基础资

源（智算中心、算力网络、AI 服务器、GPU 卡等）租赁为

主。此阶段主要目标是通过自建资源或生态合作模式，积累

算力基础资源，提前卡位算力市场，抢占市场份额。服务模

式主要有两方面特征：一是市场需求方面，算力基础设施资

源市场供给较为紧俏，客户尤其是大模型训练客户对资源的

需求旺盛；二是产品形态方面，此阶段主要以裸金属服务器、

GPU 卡的对外租赁为主，需求集中，但缺乏长期、稳定性

需求。此阶段服务对于运营商和客户技术能力有一定要求。

4.3.2 平台运营阶段：提供算力平台服务
平台运营是算力服务的进阶模式，以云计算管理服务

平台和算力调度管理平台运营为主，需要电信运营商具备一

定技术能力储备。此阶段主要目标是积累算力运营经验，搭

建多梯度 / 异构算力平台，形成统一算力资源分配、调度、

管理的能力。服务模式主要有两方面特征：一是云计算管理

服务平台方面，主要提供 AI 服务器训练环境的预置能力、

算力资源运维能力、资源管理能力等 IaaS 和 PaaS 服务；二

是算力调度管理平台方面，借助运营商云公司能力（如中国

电信天翼云“息壤”算力调度分发平台）提供自建 / 合作算

力资源的统一管理、调度以及使用，实现一点开通、一点管

理。此阶段要求运营商具备提供 IaaS（异构算力、融合存储、

无损网络、统一资源管理调度等）和 PaaS（训练框架、大

模型库、自动配置、任务托管、数据处理等）技术能力。对

客户技术能力要求较低，能够调用平台接口即可

4.3.3 生态运营：提供大模型即服务（MaaS）
大模型应用快速发展正在重构现有的商业模式，目前

AI 公司、云商公司已经推出大模型即服务。OpenAl 在 2023

年 2 月 1 日推出 ChatGPT Plus 试点订阅计划以及 API 付费

调取服务，这是典型的 MaaS 订阅制收费服务。腾讯云基于

图 2 算力服务演进路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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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模型高性能计算集群和服务能力，为客户提供 MaaS 一站

式服务和行业模型解决方案，助力客户构建专属大模型及智

能应用 [7]。

对于电信运营商而言，MaaS 是算力服务的高阶模式，

以应用场景和生态运营为主，需要电信运营商具备较强的自

研技术和生态合作能力。此阶段服务特征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 MasS 服务方面，主要目标客户是行业大模型，提供基

于电信的基础算力资源及市场上通用大模型和行业大模型

能力；二是数据服务方面，可提供特定行业模型的数据清洗

训练，以行业大模型的能力服务行业客户。

运营商提供 MaaS 需具备各类行业 / 场景大模型开发能

力，供 AI 应用提供商进行能力调用，同时最佳的可落地路

径是基于行业大模型优先切入垂直行业落地试点。总体来说

运营商提供 MaaS 服务挑战较大，目前应着力开展能力建设，

提高技术水平，培养专家队伍，联合产业生态伙伴共同探索

场景应用和商业模式落地。大模型即服务总结如表 2 所示。

5 结语

以 ChatGPT 为代表的 AIGC 应用快速发展，开启了人

工智能新一轮增长，并带来新型业务模式，未来将重塑所有

行业，也给信息通信业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对于电信运营

商而言，需要积极把握行业发展趋势，聚焦行业需求，基于

自身优质的“云—网—算力”资源，探索由算力资源租赁向

算力平台和大模型即服务演进路径和模式。同时提高企业全

栈自研技术水平，加强产业联盟生态合作，共同建设普惠可

用、安全可控、智能便捷的 MaaS 一体化平台和服务体系，

打造运营商第二增长曲线，推动社会数字化转型，助力产业

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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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大模型即服务总结

服务目标 参与大模型和算力网络建设，打造算力生态合作体系，满足客户大模型业务全生命周期、全要素业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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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府、央国企等客户提供模型训练服务。对于数据敏感客户，可灵活提供属地化部署服务。可结合技术能力，

提供系列化 AI 工具集及技术咨询服务

客户技术能力要求 基于客户对数据安全和模型能力需求，客户技术能力要求不同

目标客户 政府、企业、科研等客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