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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GC 海内外如火如荼，当下（2024 年 4 月）正要进入应用落地

的攻坚期。大模型是当下 AI 技术的“主赛道”，从 chatGPT 到

sora、kimi，国内外大模型厂商的格局基本清晰；但大模型的应

用，作为 AI 的应用落地的“排头兵”，“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本

篇专题报告，即来尝试回答“AI 落地应用的难点，到底在哪里”。 

 AI 落地应用的难点，是一个具体而真切的现实问题，故我们引

入“交易思维”这一思维方式。与其陷入“媒体思维”所带来的

重重焦虑，不如理性分析（“经济思维”、“社会思维”）；每一位思

考者，若是利益相关者，过往的历史与经验在大的“背景板”全

变的状况下已然失效，将面临“动得越多错得越多”的局面，从
建设性的角度，只能先推演出新的“背景板”——未来 3-5年的

产业图谱——再迭代回归至当下，来指导自己的决策。产业图谱

是一个“世界观”，其具体的指导意义，又须构建不同的“观测点”

——每个利益相关者根据自身不同的观测点，去撷取不同的指南。 

 当下的大模型落地，进行到了哪个环节？在巨头入局完毕、格

局基本清晰的当下，正要切入“应用落地”这一新环节；大模型

的落地，首先需要的是“空间”，即计算平台；海外的应用落地，

微软正在领衔，但巨头之间彼此互为竞争对手；国内的应用落地，

教育领域较为流畅；但海内外在大模型落地上，各有优势、各有

难点。大模型落地，难点到底在哪里？1）AI重塑的是“供给端”，

落地只有时间窗口、无具体时间，将由“混沌”中走出某些非特

定方向的率先突破；2）AI 作为生产力，落地于每一种计算平台，

均需“抓手”，类似于大航海时代的“资源性大发现”，如移动互

联网时代的短视频、直播，静待 PC、手机、眼镜中的“抓手”；3）
宏观环境持续收缩，左侧布局有“逆淘汰”风险，勇踏无人之境

即是穿越火线。 

 由产业图谱迭代回归至当下，2024-2025 年国内有两条落地线、
8 个落地方向，8大落地场景模型可以囊括所有 AI 应用落地；利

益相关者基于各自的观测点运用“交易思维”进行决策，同时可

将国内外巨头的最新决策作辅助参考。 

 投资建议：2季度是重要的逻辑切换时间窗口，我们预判将由趋

势性的【映射】转向【个股行情】，关注中国电影、南方传媒、华

媒控股、浙数文化、皖新传媒、中国科传、唐德影视；欢瑞世纪、

元隆雅图、顺网科技、电魂网络、兆讯传媒、三人行、龙韵股份；

第四范式、商汤、柠萌影视。 

 风险提示：底层逻辑变化风险、公司治理风险、路径依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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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交易思维”来审视 AI应用落地这一问题 

1.1.“交易思维”、“社会思维”、“经济思维”、“媒体思维” 

 

从内容与分发、文化与传播的角度，多数人对“AI 应用落地”的认知，主要源于“媒体思维”，

即在短视频与直播的高频传播氛围中，深受其传播内容的影响；若能从“经济思维”的角度，

即从经济学的视角去审视 AI 应用落地的投入产出比，对 AI 应用落地的理解会更加立体；若

能从“社会思维”，即中美的 AI 应用落地有区域性差异的角度再一次审视，对 AI 应用落地
的理解会更加饱满；但若是利益相关者，如投资需要等，则需要依据“交易思维”。 

 

交易思维是一种特殊时期的特殊思维。何谓特殊时期？当下正处于科技换挡的关键时期，过

往我们研究与分析的背景板（从国际到国内、由政治到社会到民生）已有关键要素的明显变

更，故根植于过往历史与研究经验的线性外推全然失效，有必要引入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

—先推演未来 3-5 年的产业谱图，根据推演出来的图谱全貌，迭代回归至当下，来作为行为
指导。 

 

关于 AI 的落地应用，媒体思维充斥着各种焦虑；经济思维下测算投入产出比，则能推断出中

国凭借其所擅长的应用落地能力，其相对优势则是将技术落地应用于国内市场，尤其是教育、

金融等中国有结构化数据优势的大行业；社会思维下，除了 AI 技术与技术应用，对 AI技术

与应用的管理与治理，已须提上日程；经济思维与社会思维，均是对冲“媒体思维”带来焦
虑的理性思考，而交易思维则是真实的指导自己的当下行动。 

 

图1.对 AI 落地应用的关注，有四种思维模式 

 
资料来源：国投证券研究中心 

 

1.2.未来产业图谱迭代回归至当下，其指导意义又须构建不同的“观测点” 
 

“交易思维”所推演的未来 3-5 年的产业图谱的全貌，迭代回归至当下，具有真实有用的指

导意义，但其具体的指导作用的发挥，尚需构建不同的“观测点”。构建“观测点”，是基于

不同的人或组织体，面对未来 3-5 年的产业图谱，最想撷取的养分与指导各有侧重；产业图
谱是一张大地图，不同的人或组织体，所需要的具体“指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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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点”可以构建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是思考者的自我定位，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
“既得利益者”还是“非受益者”？两者面对 AI 应用落地的难度相同但阻力不同。 

 

图2.观测点之一：自我定位 

 

资料来源：国投证券研究中心 

 

因定位不同，故阻力不同；因阻力不同，面对 AI 技术及应用落地，展现出来的打法或许相同

但节奏不同，这只是产业层面的差异；对于上市公司，对估值的影响更大，如微软作为移动

互联网时代的“非受益者”，其股价表现较移动互联网最大的受益者苹果、谷歌的上涨更流畅，
且微软将 AI 落地于 PC 这一计算平台的速度预计最流畅。 

 

另一个重要“观测点”是思考者的心态，是“甲方心态”还是“乙方心态”？“甲方心态”

只需安静等待，“乙方心态”则须重塑法身。“甲乙方”，是产业里中上下游的相对概念，甲方

是装备升级、采购需求的“需求方”，故只需等待供给方借助于 AI 技术创新出新的内容或硬

件或服务；乙方则是相对于“需求端”的“供给方”，核心在于借助于 AI 技术创新出新的内

容、硬件、服务，以期提升自身竞争力，提高市占率、提升行业地位。按照历史回溯，技术

更新迭代，必然会涌现出全新的供给方，如微信之于 QQ，是一个全新的“法身”，而并非是
靠 QQ 自身的升级。相对而言，甲方心态是被动顺应，乙方心态则是积极入局。 

 

图3.观测点之二：心态是甲方还是乙方 

 

资料来源：国投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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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观测点”是 AI 技术及其应用落地背后的推动力量，国内外是不同的，不同的推动力

量对应的流畅与璀璨的部位必然不同，业内企业能借的“势”也必然完全不同。国外的推动

力量是产业资本，如海外各大巨头，国内则是国资为主、产业资本为辅。不同的推动力量所
孕育出的市场机遇迥然不同。 

 

图4.观测点之三：国内外的推动力量不同 

 

资料来源：国投证券研究中心 

 

第四个“观测点”是观测维度的补充，to C、to B/G 这一观测维度之外，顺人性、逆人性的

观测维度更适配国内的落地应用。“顺逆人性”是产品的底层运行逻辑，如顺人性代表着“吃

喝玩乐”等应用，逆人性则代表“管理类、约束类”应用；此外，同样的功能所置身的场景

不同，顺逆人性也将不同，如早上起床的闹钟铃声，是经典的逆人性；但下课的铃声，则意
味着可以出去玩的“顺人性”。 

 

图5.观测点之四：顺人性、逆人性是不同的观测维度 

 

资料来源：国投证券研究中心 

 

此外，从“产业图谱”这一世界观的整体性角度，除 AI 技术，MR 技术、脑机接口等技术，

均是 AGI 真正实现过程中的不同技术路径，从完备性的角度，这些技术共同构建了一组技术

维度的观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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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市场当下普遍的疑问点 

 

1.3.1.AIGC 如火如荼，为何国内的 AI 龙头看似略被动？ 

 

AI 四小龙为代表的 AI 公司，生于“AI”奇点（2023 年 chatGPT）到来之前，技术路径、基

于技术路径的中国落地，都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国内土壤上摸索出来的，有它自己的先进
性，亦有对应的局限性。 

 

烧钱的逻辑，海外可行，中国难以跟进。AI 浪潮中，美国的风格倾向于“人类、未来、跳跃”，

中国则倾向于“现实、区域、升级”，故 to B/G 的业务模式，是国内高科技产业难以改变的

内在基因，推演未来的发展趋势，需以“现实、区域、升级”为内核，这是国内官产学研共

同体长期互动的内在基因。 

 

业务路径难以快速切换，前瞻布局下一代技术路径或是突围方式。ChatGPT 问世后，虽然国

内厂商意识到其在 C 端的强大功效（如 midjourney、多邻国），但上述内在基因和产业实践

的惯性，决定了它们 to B/G 的业务惯性，短期内难以全盘切换，只能静待以具身智能（EAI）

为代表的下一轮技术路径迭代。AGI（通用人工智能）的实现，有四层技术路径，大模型、具

身智能、观察点、智能动力，其中，大模型与具身智能，类似于 PC 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
2026 年或是 EAI 爆发期，而 2024 年、2025 年大模型在国内落地，局部性升级将会是主基调。 

 

资本市场的支持力度不同。近几年美股是牛市，相对海外微软等巨头，只能咬牙坚持，度过
黎明前的黑暗。 

 

1.3.2.如何看待“加拉帕戈斯”效应？ 

 

AI 科技浪潮，中美剧本相同，角色与分工不同。我们预判有 4 个部位中国会有巨大优势：再
平衡的文化力量、应用落地与变现、数字人民币、人形机器人。 

 

这一轮的 AI 科技浪潮，全球范围内，封闭是本质、开源只是策略与打法。开源与封闭，是

“古典”称谓，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两大利益巨头谷歌与苹果的“护城河策略”；AI 时代，所

有自称开源的，都是“有限开源”，开源是招纳生态联盟的策略与口号。本质上，海外各大 AI

巨头各自都成一个阵营，全然是“我都要”“我都有”的零和博弈架势，如 META——元宇宙、

VR 眼镜（OCULUS)、大模型主打开源；海外所有巨头，在思路上跟 META 一致，应用的开源仅

仅是形成粘性、促进需求、形成垄断的策略路径；各家在底层技术或应用领域各有优劣势的

当下，彼此间必然长期互为掎角竞争之势。真正对技术推广有益的底层技术开源，若有推进

（如特斯拉），更像是“高端打法”，简而言之，开源只是一种营销策略，我们不用过分看重
它。 

 

2.当下 AIGC的产业推进，到了哪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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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024 年 2 季度，产业正由“官宣”入局进入“应用落地”阶段 

 
资料来源：国投证券研究中心 

 

按照我们构建的产业图谱，2023-2024 年 1 季度，是全球各巨头官宣入局大模型的阶段，2024

年 2 季度开始，海外巨头开始由纯粹的竞争关系，陆续叠加了小范围的合作，即产业巨头之

间在竞争的同时开始共筑体系、形成合力，真正推进应用去落地。故，2024-2025 年，是 AI
应用落地的时间窗口。 

 

按照上述产业图谱，应用落地有两个时间窗口，2024-2025 年是大模型落地 PC、手机、眼镜
的时间窗口，2027-2028 年预判是以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各类智能硬件的落地应用时间窗口。 

 

2.1.大模型厂商的格局，国内外均基本清晰 
 

伴随着产业各巨头入局，大模型厂商的格局，国内外基本格局初现。国外是以微软+openAI 为

领衔，同时伴随着英伟达抢先入局机器人大模型；国内则是以百度、商汤、月之暗面为代表

的三类大模型厂商纷纷入局。 

 

大模型厂商格局初步清晰后，并不代表着应用立马开始落地，中间有一个桥梁作用的“计算

平台”，即应用落地，到底落在哪里？微软主要选择 PC 这一计算平台，苹果与谷歌、百度预

计将以合作的方式，主要选择手机这一计算平台，苹果自己的大模型则落地于最新的空间计
算平台（Vision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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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大模型格局基本确立，应用落地正在启动 

 
资料来源：国投证券研究中心 

 

2.2.AI 的落地应用，空间/计算平台非常重要 
 

落地的“地方”，除 PC、手机、眼镜外，出海也是一种“空间”，人形机器人也是一种“计算
平台/空间”。为何空间或计算平台对 AI 的落地应用非常重要？ 

 

落地应用是“供给端”在特定时间窗口，集中自身及外部所有资源去努力率先“拱”成功的

垂直或细分领域甚至是个案，是经典的“0-1”式的突破。目前看微软落地于 PC 预计将最先

见效，皆因微软在 PC 这一计算平台上的软件垄断地位；苹果与谷歌本是竞争对手，合作起来
不如微软流畅。 

 

2.3.国内外目前的落地应用推进情况 

 

海外的落地应用，其推动力量是产业资本，即各大巨头，基于各巨头资源禀赋各异，竞争的

同时已出现合作态势，且海外的落地应用，to C 模式将成为主要的突破口，如 midjourney、
多邻国。 

 

国内的落地应用，推动力量以国资为主、产业资本为辅，故 to C 或 to B/G 均可，但考虑到
国内的国情与政策性约束，预计国内的应用落地，“逆人性”这一方向更为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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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海外目前的推进情况的归纳与总结  图9.国内目前的推进情况的归纳与总结 

 

 

 
资料来源：国投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国投证券研究中心 

 

2.4.为何 AI 在教育领域的应用落地更流畅？ 

 

图10.国内典型场景应用——教育与金融 

 

资料来源：国投证券研究中心 

 

目前 AI 落地于教育场景，无论是 to C 还是 to B 都很流畅，分析其原因，有四方面：1）教

育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巨头们都未整合过的大行业，因未被互联网巨头整合过，反而未形成

稳固的格局，最容易被率先突破；2）相对于金融行业的技术供给方，教育行业的技术或服务

供给方相对较弱，更易被新 AI 公司或应用所替代；3）教育行业是经典的“逆人性”的行业，

AI 各类应用落地起来最为流畅；4）教育行业边际定价，商业模式较好，故 AI 软硬件目前的
落地推进，有相对肥沃的土壤。 

 

2.5.AI 落地应用，最大的难点到底在哪里？ 
 

2024-2025 年是 AI 落地应用的时间窗口，即各类资源都会集中于对落地应用的攻克上；但难
点也很明确： 

 各大模型厂商、行业模型厂商、小模型厂商作为供给方，需要攻克的是“供给决定需求”，

即需求方难以识别自己的需求，全都在等待供给方的创新、成功落地，大模型厂商若无

落地应用经验，那将不啻为“混沌”中几乎漫无目的地摸索，即便有落地应用的经验，
也须补足资源禀赋（如苹果、谷歌，互相需要对方的大模型、落地空间）； 

 AI 只是“生产力”，生产力只是一种能力范畴；产业中的落地应用，先期战略性投入之

后，必须建立起良性的循环体系，即各参与方都需要“有利可图”、“有钱可赚”，故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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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中的落地应用要成气候，需要共同的“抓手”，即“资源性大发现”，如移动互联网时

代的短视频与直播，用短视频与直播的内容形态去革新所有的交互、交换、交易环节，
故，静待 PC、手机、眼镜中的“抓手”； 

 当下国内的大环境是收缩的，去杠杆与去泡沫去主基调，AI落地应用的“供给方”在成

功突破之前，都是左侧入局，在成功之前有极高的“逆淘汰”风险；勇踏无人之境，也

意味着须准备充足的弹药以期成功“穿越火线”，收缩的大环境则意味着充足的弹药更
难准备。 

 

图11.AI 落地应用，最大的难点到底在哪里？ 

 

资料来源：国投证券研究中心 

 

图12.AI 只是生产力，须落地于具体的计算平台 

 
资料来源：国投证券研究中心 

 

 

3.根据“交易思维”，AI应用国内市场的前瞻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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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024-2025 年有两条落地线：AI应用在移动互联网（手机）、AI 应用于空间

计算平台（MR） 

 

图13.AI 应用国内市场的前瞻判断：8 个落地方向 

 

资料来源：国投证券研究中心 

 

国内移动互联网较 PC 互联网发展更为繁荣，故国内的应用落地，在 2024-2025 年的时间窗

口中，预计主要有两条落地线：AI 落地于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AI 落地于 Vision Pro（空

间计算平台）。 

 

这两条落地线，衍生出 8 个落地具体方向：智能手机里的大模型、大模型的生态合作伙伴、

大模型所衍生出的各类落地应用；MR 眼镜里的各类新场景、新内容、新环节、新赛道、新模
式。 

 

3.2. 2024-2025 年，AI 应用落地的 8 大场景模型 

 

图14.AI 应用国内市场的 8 大场景模型 01 

 

资料来源：国投证券研究中心 

 

场景是争夺用户时长与可支配收入的产品与服务的组合，to C 的场景如此，to B/G 的场景

亦然；这个定义的给出，是基于我们将场景作为一种最佳的切割方式，以期完备的锁定未来
能出的所有落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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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款的落地应用，可以是内容，也可以是应用，但我们选择用“场景”这个切入角度，为何？

内容虚空不定、应用难以预测，唯有场景，是一种切割方式，构建在能出爆款的三个维度—
—技术（生产力）、模式（要素）、底层逻辑——三个维度构建出了八大场景模型。 

 

八大场景模型，是一种世界观，代表我们对场景本质、历史观、终局的整体思考。我们认为

场景的本质是时空与节奏，历代的爆款均是由异见、偏见、极少数的洞见走向潮流化、主流

化——通俗来讲，凡是大家较为熟悉的模式、样貌，基本不可能是未来的爆款，场景中的诸

多爆款合力终将改变人的时空观——虚拟世界的二维到三维、三维虚拟世界改变现实物理世

界，打破我们所有的常规认知或成见——AI 的上半场在虚拟世界，下半场则会囊括现实物理

世界。 

 

场景一定会极具区域化特色的。关于 AI 的全球态势，我们从现实角度思考，并不认为中国将

落后于美国，不同的路径，不代表中国创新的落后，而是在全球产业链的分工里确实不同，

相较于美国所偏重的未来、人类、跳跃，中国则是侧重于现实、区域、升级，共同的时空观，

不同的节奏，仅此而已。未来科技并不一定进化伦理或人性，相反，各种现实预期差更让人

容易抽离，以自虐或他虐的方式去平衡，并强化这种游戏趋同性。还好，我们有再平衡的力
量——逆人性的构建——这是我们更为看好的、国内未来爆款落地应用之所在。 

 

图15.AI 应用国内市场的 8 大场景模型 02 

 

资料来源：国投证券研究中心 

 

3.3.一方面基于“观测点”，另一方面参考国内外巨头的最新决策 

AI 落地应用，2024-2025 年是国内外共同的时间窗口，基于上述分析，不同的观测点，均有

可撷取的指南。同时，可以参考国内外巨头的最新决策，如苹果剥离 car 业务等，大环境剧
变，或需先打散、舍末留本，再战略布局及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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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交易思维视角下的 AI 应用落地 

 

资料来源：国投证券研究中心 

 

3.4.2024 年资本市场正在酝酿并购潮 

 

结合国内的分工与角色、推动力量，顺应“先打散、舍末留本，再战略布局及重塑”，在 2024-

2025 年 AI 落地应用的时间窗口中，资本市场所能支持的并购重组或是最为浓墨重彩的可行
路径。 

 

并购重组是困境反转的一种，是典型的熊市末期结构性行情。当下并购重组的天时、地利、

人和或已具备，以 AI 为内核，布局与重塑自身产业地位与影响力，或成为行业龙头的一种主
要方式。 

 

4.投资建议 

2 季度是重要的逻辑切换时间窗口，我们预判将由趋势性的【映射】转向【个股行情】，关注

中国电影、南方传媒、华媒控股、浙数文化、皖新传媒、中国科传、唐德影视；欢瑞世纪、

元隆雅图、顺网科技、电魂网络、兆讯传媒、三人行、龙韵股份；第四范式、商汤、柠萌影
视。 

 

5.风险提示 
 

底层逻辑变化风险。国内外的各种环境要素，均在发生深刻变革，企业过往的 EPS增长逻辑、

PE 估值逻辑，正在失效，即发展、增长、估值的底层逻辑在剧变。 

 

治理风险：2024年大环境较过往的变化是剧烈的，容错率低，企业运行过程中风险敞口明显

放大，较为考验企业的治理能力，一方面对冲各类外在风险，另一方面，若前瞻性布局高景
气上行的战略方向，更考验企业内部的资源调度与风控，有“逆淘汰”的风险。 

 

路径依赖风险：因大环境剧烈变化，过往的增长与估值经验均有失效的风险，无过往成功路
径可以直接依赖，必须靠自己打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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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评级体系 
 

收益评级： 

领先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沪深 300 指数 10%及以上； 

同步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沪深 300 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10%至 10%； 

落后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沪深 300 指数 10%及以上； 

风险评级： 

A —— 正常风险，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小于等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B —— 较高风险，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大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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