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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摘要——大语言篇

◼ 中国大模型与国际差距加速收敛

2025年大模型年度评测结果显示，中国头部大模型整体评分已接

近国际均线，排名前八的中国大模型平均得分几乎与海外顶尖模

型持平。中国大模型在核心能力上已进入全球领先梯队，技术差

距正在快速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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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模型已成为“知识百科专家”

本次评测结果显示，所有参评大模型在常识、科学等知识类问题上

的表现几乎达到满分，覆盖从基础常识到高阶科学问题的各类测试。

这表明当前大模型在知识掌握方面已无明显短板，能够胜任“知识

百科专家”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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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推理与数学是模型实力的重要分水岭

评测数据表明，大模型之间在逻辑推理与数学能力上的表现差距最

为显著，在0-100的评分体系下，最大分差高达50分。这一现象凸显

了推理与数学能力成为了衡量大模型实力的重要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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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大模型的性价比远超国际大模型

本次评测数据显示，中国第一梯队大模型在整体得分超越国际大模

型的情况下，其推理与生成成本却远低于海外竞争对手。中国领先

大模型每100万token的平均价格仅38.2元，而国际大模型均价高达

158.3元，形成近5倍的成本优势，展现出中国大模型在效率与性价

比上的显著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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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摘要——多模态篇

◼ 多模态理解能力整体尚处于发展阶段，识别准确率低于80%

在多模态理解能力的评测中，所有参评模型在各类图片和类型的整

体识别准确率均未超过77%，其中最优模型的表现也未达到85%，显

示出当前多模态理解在实际应用中的识别精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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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模态理解的核心挑战是物体定位

在多模态理解的九大细分维度中，物体定位维度的识别准确率最低，

平均正确率仅为44.3%，物体精确定位依然是当前多模态理解技术的

关键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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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的艺术创作能力显著优于商业创作能力

根据本次多模态生成的评测结果，所有模型在艺术性创作方面的均

分为74.3，商业型创作的均分则为69.5，表明模型在满足美感和创

造性等需求时表现较好，但在准确度和商业应用场景的适配性方面

仍需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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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模态生成的核心短板是指令遵循与文字生成

当前多模态生成面临两大主要问题：首先，模型在遵循指令方面存

在频繁偏差，生成的图片与需求之间有一定程度的不符；其次，大

部分模型无法准确生成文字。这些问题显著限制了多模态技术在更

广泛应用场景中的可行性和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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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说明

————
沙利文联合头豹研究院谨此发布中国人工智能系列报告之《2025年大模

型年度评测》报告。本报告全面解析中国大模型在大语言能力与多模态

理解方面的最新表现，系统梳理过去一年国内大模型的技术进展、核心

突破、短板挑战及应用落地情况。通过详尽的数据分析与专业评测，本

报告旨在为行业决策者、投资机构、技术研发团队等提供深度洞察，助

力精准研判产业发展趋势，推动大模型技术在实际场景中的优化与创新。

沙利文及头豹研究院发布的《2025年中国大模型年度评测报告》旨在全

方位评估大模型在语言与多模态能力上的技术实力与应用进展。报告在

2024年大语言模型评测的基础上，新增了对多模态理解与生成能力的深

入考量，聚焦大模型技术的前沿突破及其在各行业深度融合的广泛影响。

通过深入分析技术发展、市场竞争及创新趋势，报告为行业提供客观、

专业的战略指导，助力各方把握未来技术变革的核心机遇。

本报告所有图、表、文字中的数据均源自弗若斯特沙利文咨询（中国）

及头豹研究院调查。

报告提供的任何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数据、文字、图表、图像等）均系弗若斯特

沙利文及头豹研究院独有的高度机密性文件（在报告中另行标明出处者除外）。

未经弗若斯特沙利文及头豹研究院事先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擅自复

制、再造、传播、出版、引用、改编、汇编本报告内容，若有违反上述约定的行

为发生，弗若斯特沙利文及头豹研究院保留采取法律措施、追究相关人员责任的

权利。弗若斯特沙利文及头豹研究院开展的所有商业活动均使用“弗若斯特沙利

文”“沙利文” “头豹研究院”或“头豹”的商号、商标，弗若斯特沙利文及头

豹研究院无任何前述名称之外的其他分支机构，也未授权或聘用其他任何第三方

代表弗若斯特沙利文或头豹研究院开展商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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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一
中国大模型行业发展综述

◼ 大模型从文本向着多模态的发展历经三阶段：初期聚焦于模态理解与

关联，中期扩展至模态生成能力，高级阶段实现任意模态转换与智能

融合，逐步接近人类多模态智能水平。

◼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有效提高了工作效率，优化了工作流程，尤其在

处理重复性工作和高脑力思考任务方面表现突出。目前，96.3%的人认

为人工智能提升了工作效率，其中43%的人认为效率提升在20%-40%之

间，23.9%的人认为提升幅度在40%-60%，21.2%的人认为提升幅度在

60%-80%，而有4.8%的人认为效率提升超过80%。

◼ AI技术在文本和图像生成及理解上虽取得进步，但在语言风格、创造

力、连贯性、错误率、复杂场景处理及细节真实性等方面，与人工相

比仍有差距，需进一步提升技术水平和加强伦理考量

◼ 目前，在多模态理解上，文本理解的技术最为成熟，广泛应用于搜索

引擎、对话系统和内容推荐，市场渗透率高。而图像理解紧随其后，

在医疗影像、自动驾驶、安防等领域已取得显著成果，但在通用场景

中的性能仍待提升。其次音频理解和视频理解技术正在快速发展，音

频理解在语音助手和客服领域应用成熟，但视频理解因计算复杂度高，

应用多集中在短视频推荐和监控分析等特定场景，整体市场渗透度相

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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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沙利文、头豹研究院

中国大模型行业发展综述——发展路径
关键发现

大模型从文本向着多模态的发展历经三阶段：初期聚焦于模态理解与关联，中期扩展
至模态生成能力，高级阶段实现任意模态转换与智能融合，逐步接近人类多模态智能
水平

大模型的发展历程

多模态大模型的发展始于对

不同模态间数据转换和关联

的理解。早期研究集中在图

像-文本、视频-文本和音频

-文本的理解上，如BLIP-2、

LLaVA等模型，它们能够识

别图像、视频或音频中的信

息，并与文本描述相对应，

为后续的多模态交互打下基

础。

初始探索阶段

随着技术进步，多模态大模型开

始支持特定模态的生成，如根据

文本描述生成图像（ GILL、

Kosmos-2）或根据语音生成文本

（SpeechGPT）。这一阶段标志

着模型从理解向生成能力的拓展，

进一步丰富了多模态交互的应用

场景。

模态生成扩展

最新的发展聚焦于实现任意-任意模态的转换，研究者通过结合大

型语言模型与外部工具（如搜索引擎、图像处理软件），使多模态

大模型能够理解和生成来自不同模态的信息，如Visual-ChatGPT等，

其智能水平逐渐接近人类，为更广泛的应用场景提供了可能。

任意模态转换与智能融合

发展阶段初始探索阶段 模态生成扩展 任意模态转换与智能融合

内
容
数
量
与
质
量

低

高

音频-文本理解

视频-文本理解

图像-文本理解

音频-文本输出

视频-文本输出

图像-文本输出

与外部工具结合

接近人类的智能

➢ 多模态大模型性能的发展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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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沙利文、头豹研究院

中国大模型行业发展综述——价值效益
关键发现

人工智能技术在文案写作、绘画、视频及音频生成等方面显著提升效率、降低成本，
优化工作流程，同时保留手工创作的独特价值于高端定制领域，为各行业带来革命性
变化

AIGC提升工作效率区间，2023年

效率提升0-20% 7.1%

43.0%

23.9%

21.2%

4.8%

效率提升20-40%

效率提升40-60%

效率提升60-80%

效率提升80-100%

42%

20%

16%

15%

4%

文案写作

翻译工作

综合辅助工作

代码生成

数据分析

PPT制作

多媒体制作

信息检索

AIGC 辅助从事的具体工
作内容，2023年

◼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广泛，显著提高工作效率，优化工作流程，正逐

步改变各行业的工作方式，提升整体效率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有效提高了工作效率，优化了工作流程，尤其在处

理重复性工作和高脑力思考任务方面表现突出。目前，96.3%的人认为人

工智能提升了工作效率，其中43%的人认为效率提升在20%-40%之间，

23.9%的人认为提升幅度在40%-60%，21.2%的人认为提升幅度在60%-80%，

而有4.8%的人认为效率提升超过80%。

人工智能的应用领域涵盖了多种任务，其中文案写作是最为广泛的应用

方向，占比高达41.77%。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人工智能能够帮助用

户快速生成高质量的文案内容，这不仅减轻了员工的负担，也大大提高

了工作效率。特别是在内容创作密集的行业，如广告、营销、媒体和教

育等，人工智能的应用让文案写作从传统的人工创作模式转变为高效、

智能化的过程，从而节省了大量时间并提高了内容创作的质量。翻译工

作的应用占比为19.85%，这表明人工智能在帮助组织打破语言壁垒，促

进国际化交流和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高效且准确的翻译能力，

使得全球化合作变得更加顺畅。

此外，代码生成（14.8%）和综合辅助工作（16.39%）也是人工智能应用

的重要领域。这些领域通常需要专业技能和大量时间投入，而人工智能

化技术的应用使得这些工作变得更加轻松高效。尽管在数据分析

（ 4.08%）、信息检索（ 0.6%）、 PPT制作（ 1.45%）和多媒体制作

（1.04%）等领域的应用占比较低，但这些领域的应用也证明了人工智能

技术的广泛适用性。总之，人工智能的普及和应用正在改变工作方式，

提高各行业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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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沙利文、头豹研究院

中国大模型行业发展综述——发展痛点
关键发现

AI技术在文本和图像生成及理解上虽取得进步，但在语言风格、创造力、连贯性、错
误率、复杂场景处理及细节真实性等方面，与人工相比仍有差距，需进一步提升技术
水平和加强伦理考量

人工智能识别与人工识别的差异

➢ 人工智能识别与人工识别红外相机动物影像准确率比较（复杂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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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识别与人工识别红外相机动物影像准确率比较（简单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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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识别虽取得进步，但在总体准确率和复杂场景应对上，目前仍无法超越人类的高水

平识别能力

人工智能识别总准确率为69.0%，均值为68.2%。人工识别总准确率为99.0%，均值为99.1%。人工

识别准确率显著高于人工智能识别准确率。具体来看，在简单场景中，AI识别准确率为77.3%，

人工识别准确率为98.9%。在复杂场景中， AI识别准确率为62.31%，人工识别准确率为99.1%。

简单场景通常指的是那些背景信息较少、干扰因素较少、物体特征明显的情况，对于这类任务，

AI已经能够达到一个相对较高的准确度，但仍难以匹敌人类几乎无误的表现。而在复杂场景中，

AI识别的挑战进一步加大，其准确率下降至62.3%。复杂场景可能包含更多的变量，例如光照变

化、遮挡、多角度视图、相似物体之间的区分等，这些都增加了识别的难度。然而，即便是在这

样复杂的环境中，人工识别依然保持了极高的准确性，达到了99.1%。这反映了人类在处理不确

定性和模糊信息方面的独特优势，以及在复杂环境下做出正确判断的能力。综上所述，尽管人工

智能在特定领域的某些方面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但在总体识别准确率和应对复杂场景的

能力上，目前还无法超越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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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沙利文、头豹研究院

中国大模型行业发展综述——技术成熟性
关键发现

多模态技术中，文本理解与生成技术成熟度高；图像、音频技术快速发展；而视频技
术因计算复杂度高，尚需突破。整体而言，多模态生成技术潜力巨大，但广泛应用前
需解决计算成本和质量等瓶颈

AIGC各模态技术成熟度和市场渗透程度分析

技术成熟度

强

弱

弱 强

市
场
渗
透
程
度

文本辅助生成

应用型文本生成

交互式文本生成

创作型文本生成

文本到音频生成

音乐生成

语音编辑

图像艺术性创作

图像商业性创作

图像编辑

文本到视频生

视频剪辑

图像到文本

视频到文本

◼ 多模态技术中，文本理解与生成最为成熟，图像、音频技术快速发展，

视频技术因复杂度高尚需突破

目前，在多模态理解上，文本理解的技术最为成熟，广泛应用于搜索引擎、

对话系统和内容推荐，市场渗透率高。而图像理解紧随其后，在医疗影像、

自动驾驶、安防等领域已取得显著成果，但在通用场景中的性能仍待提升。

其次音频理解和视频理解技术正在快速发展，音频理解在语音助手和客服领

域应用成熟，但视频理解因计算复杂度高，应用多集中在短视频推荐和监控

分析等特定场景，整体市场渗透度相对较低。

而在多模态生成上，文本生成技术最成熟，广泛应用于内容创作、对话系统

和辅助写作，市场渗透率高。图像生成技术快速发展，得益于扩散模型和生

成对抗网络，在设计、艺术创作和广告领域已有较高应用，但生成质量和通

用性仍有提升空间。音频生成技术在音乐创作、语音合成等领域逐渐成熟，

市场需求持续增长。视频生成技术因计算复杂度高、生成质量要求高，目前

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应用集中在短视频特效和动画生成，市场渗透率相对

较低。总体而言，多模态生成技术仍在快速迭代中，未来潜力巨大，但在广

泛应用之前仍需突破计算成本和内容质量等瓶颈。

音频到文本



章节二
大模型年度评测背景介绍

◼ 大模型技术已进入全面发展阶段，竞争格局正从百花齐放逐步过渡到

稳定发展。目前，中国在通用基础大模型领域的竞争者已减少至约20

家，主要由互联网企业、云计算巨头和人工智能创业公司主导。在技

术层面，多模态理解与生成能力取得了显著突破。头部大模型普遍具

备对图像、文档、音频等多模态的理解能力，且多模态生成技术也在

快速进步。与2023年相比，2024年大模型的生成能力大幅提升，尤其

是在多模态生成领域的全面增强，极大拓宽了应用边界。这一进展不

仅促使传统大模型厂商加大投入，还吸引了跨界垂直领域的图片和视

频企业积极参与竞争，推动了市场竞争和技术创新的加速。

◼ 在此背景下，沙利文及头豹研究院发布2025年中国大模型年度评测报

告。该报告在2024年大语言模型评测的基础上，新增了对多模态理解

与生成能力的全面评估，旨在全方位衡量大模型在语言能力与多模态

能力两个维度的技术实力与应用进展。沙利文将持续跟踪中国大模型

领域的最新动态，为行业提供客观、专业的指导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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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模型年度评测背景介绍——评测背景与参与者

参评者概览

评测背景

大模型技术已进入全面发展阶段，竞争格局正从百花齐放逐步过渡到稳定发展。目前，中国在通用基础大

模型领域的竞争者已减少至约20家，主要由互联网企业、云计算巨头和人工智能创业公司主导。

在技术层面，多模态理解与生成能力取得了显著突破。头部大模型普遍具备对图像、文档、音频等多模态

的理解能力，且多模态生成技术也在快速进步。与2023年相比，2024年大模型的生成能力大幅提升，尤其

是在多模态生成领域的全面增强，极大拓宽了应用边界。这一进展不仅促使传统大模型厂商加大投入，还

吸引了跨界垂直领域的图片和视频企业积极参与竞争，推动了市场竞争和技术创新的加速。

从应用层面看，大模型的应用已不再局限于对话助手和简单的通用内容创作，逐步渗透至自动驾驶、医疗

影像分析、3D角色生成等行业深度应用场景，展现出在多个行业领域的广泛潜力与商业价值。

在此背景下，沙利文及头豹研究院发布2025年中国大模型年度评测报告。该报告在2024年大语言模型评测

的基础上，新增了对多模态理解与生成能力的全面评估，旨在全方位衡量大模型在语言能力与多模态能力

两个维度的技术实力与应用进展。沙利文将持续跟踪中国大模型领域的最新动态，为行业提供客观、专业

的指导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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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模型年度评测背景介绍——大语言评测参与者介绍

参评企业 模型系列 参评模型名称 模型发布时间 模型发布情况

商汤科技
商汤日日

新
SenseNova-
5.5-Pro

发布于2025年1月
此后版本无大更新，评测版本
为评测周期对应的最新版本

阿里云 通义千问 Qwen2.5-max 发布于2025年1月
此后版本无大更新，评测版本
为评测周期对应的最新版本

腾讯云 腾讯混元
Hunyuan-

turbo-latest
发布于2024年10月

后续版本有持续更新，评测版
本为评测周期对应的最新版本

零一万物 零一万物 Yi-Lightning 发布于2024年10月
此后版本无大更新，评测版本
为评测周期对应的最新版本

智谱AI 智谱 Glm-4-Plus 发布于2024年6月
后续版本有持续更新，评测版
本为评测周期对应的最新版本

360 360智脑 Zhinaoo2-o1 发布于2024年12月
此后版本无大更新，评测版本
为评测周期对应的最新版本

字节跳动 豆包
Doubao-pro-

32k
发布于2024年5月

后续版本有持续更新，评测版
本为评测周期对应的最新版本

百度智能云 文心一言 EB 4.0 Turbo 发布于2024年6月
此后版本无大更新，评测版本
为评测周期对应的最新版本

科大讯飞 讯飞星火
Spark Ultra 

4.0
发布于2024年6月

后续版本有持续更新，评测版
本为评测周期对应的最新版本

百川智能 百川智能
Baichuan4-

Turbo
发布于2024年11月

此后版本无大更新，评测版本
为评测周期对应的最新版本

月之暗面 Kimi.ai
Moonshot-v1-

8k
发布于2024年2月

此后版本无大更新，评测版本
为评测周期对应的最新版本

阶跃星辰 阶跃星辰 Step-2-16k 发布于2024年11月
此后版本无大更新，评测版本
为评测周期对应的最新版本

上海人工智
能实验室

书生
Internlm3-
latest

发布于2025年1月
此后版本无大更新，评测版本
为评测周期对应的最新版本

名之梦 Minimax
Minimax-Text-

01
发布于2025年1月

此后版本无大更新，评测版本
为评测周期对应的最新版本

深度求索 深度求索 Deepseek-V3 发布于2024年12月
此后版本无大更新，评测版本
为评测周期对应的最新版本

中国科学院
自动化研究

所
紫东太初 Taichu-2.0 发布于2023年6月

后续版本有持续更新，评测版
本为评测周期对应的最新版本

评测周期：25/01/20—25/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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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模型年度评测背景介绍——多模态评测参与者介绍

◼中国大模型多模态理解评测背景信息

参评企业 参评模型名称

商汤科技 SenseNova-5.5-Pro

阿里云 Qwen-vl-max-latest

腾讯云 Hunyuan-turbo-vision

阶跃星辰 Step-1v-32k

智谱AI Glm-4v

科大讯飞 图片理解

字节跳动 Doubao-vision-pro-32k

面壁智能 MiniCPM-llama3-v-2.5

Minimax 海螺AI

零一万物 Yi-Vision-v2

深度求索 DeepSeek-VL-7b

评测周期：25/01/20-25/01/24
均使用网页生成的形式，模型调用参数与
Prompt设置完全一致

参评企业 参评模型名称

商汤科技 秒画

阿里云 通义万相

腾讯云 混元生图

阶跃星辰 Step-1X

智谱AI CogView4

科大讯飞 讯飞星火

字节跳动 豆包·文生图

抖音 即梦AI

快手 可灵AI

360 360智绘

天工AI AGl Sky-SaaS-lmage

◼中国大模型多模态生成评测背景信息

评测周期：25/01/13-25/01/17
均使用模型调用API的形式，模型调用参
数与Prompt设置完全一致



章节三
大模型年度评测结果

◼ 大语言评测篇的综合结果显示，国际大模型整体表现优于中国大模型，

通义千问、商汤日日新、腾讯混元以及智谱超越国际大模型均线，位

居中国大模型的第一梯队。

◼ 在多模态评测中，阿里云、商汤科技及腾讯混元三家企业表现尤为卓

越，凭借出色的多模态理解与生成能力，位居综合排名的前三甲，展

现出其在多模态领域的前沿探索和技术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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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模型年度评测评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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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发现

大语言评测篇的综合结果显示，国际大模型整体表现优于中国大模型，通义千问、商
汤日日新、腾讯混元以及智谱超越国际大模型均线，位居中国大模型的第一梯队。在
多模态评测中，阿里云、商汤科技及腾讯混元三家企业表现尤为卓越，凭借出色的多
模态理解与生成能力，位居综合排名的前三甲，展现出其在多模态领域的前沿探索和
技术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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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
◆ 头豹研究院布局中国市场，深入研究19大行业，532个垂直行业的市场变化，已经

积累了近100万行业研究样本，完成近10,000多个独立的研究咨询项目。

◆ 研究院依托中国活跃的经济环境，从纵深防御、快速响应、轻量化部署等领域着

手，研究内容覆盖整个行业的发展周期，伴随着行业中企业的创立，发展，扩张，

到企业走向上市及上市后的成熟期，研究院的各行业研究员探索和评估行业中多

变的产业模式，企业的商业模式和运营模式，以专业的视野解读行业的沿革。

◆ 研究院融合传统与新型的研究方法，采用自主研发的算法，结合行业交叉的大数

据，以多元化的调研方法，挖掘定量数据背后的逻辑，分析定性内容背后的观点，

客观和真实地阐述行业的现状，前瞻性地预测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在研究院的

每一份研究报告中，完整地呈现行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 研究院密切关注行业发展最新动向，报告内容及数据会随着行业发展、技术革新、

竞争格局变化、政策法规颁布、市场调研深入，保持不断更新与优化。

◆ 研究院秉承匠心研究，砥砺前行的宗旨，从战略的角度分析行业，从执行的层面

阅读行业，为每一个行业的报告阅读者提供值得品鉴的研究报告。

法律声明
◆ 本报告著作权归头豹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

复刻、发表或引用。若征得头豹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需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

并注明出处为“头豹研究院”，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

或修改。

◆ 本报告分析师具有专业研究能力，保证报告数据均来自合法合规渠道，观点产出

及数据分析基于分析师对行业的客观理解，本报告不受任何第三方授意或影响。

◆ 本报告所涉及的观点或信息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证券或基金投资建议。本报告

仅在相关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发放，并仅为提供信息而发放，概不构成任何广告或

证券研究报告。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头豹可能会为报告中提及的企业提供或争

取提供投融资或咨询等相关服务。

◆ 本报告的部分信息来源于公开资料，头豹对该等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或可靠性

不做任何保证。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头豹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

判断，过往报告中的描述不应作为日后的表现依据。在不同时期，头豹可发出与

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或文章。头豹均不保证本报告所含信

息保持在最新状态。同时，头豹对本报告所含信息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

修改，读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任何机构或个人应对其利用本报告

的数据、分析、研究、部分或者全部内容所进行的一切活动负责并承担该等活动

所导致的任何损失或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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