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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一夜之间，“魔都”仿佛成为了“模都”。

走出龙耀路地铁站，来到现代、繁忙、艺术的上

海西岸。这里距离黄浦江滨江岸线几百米，沿路能看

见休闲的行人，更多是脚步匆忙的白领。 方圆一公里内，

坐落着腾讯、阿里、微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商汤、无

问芯穹、蜜度蜜巢等科技巨头和 AI大模型初创公司。

就在这个地铁站旁边，是全国首个、上海唯一的大

模型创新生态社区“模速空间”。 2023 年 9 月 28 日，经

历 38 天快速筹建，模速空间正式揭牌。不到半年时间，

这里吸引了 60 多家大模型企业入驻，其所在的徐汇区

已聚集近 300 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规模仍在扩大。

2024 年， 全国前 4 批次通过上线备案的大模型

中，上海占据 24 个。 而上海的 24 个备案大模型，徐汇

区独占 15 个，集中在模速空间。

可以说，模速空间是观察上海 AI 大模型产业发展

的最佳窗口。 这片区域，正在产生愈发显著的集聚度、

显示度、影响力。

3 月下旬，2024 全球开发者先锋大会（GDC）开幕，

地点设在上海西岸，以“模速空间———开发者的模力之

源”为主题，许多人冒雨前来参加。 2 月份，上海市委书

记陈吉宁调研上海模速空间创新生态社区， 主持召开

人工智能科创机构和企业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进行

现场办公。

近日，记者以模速空间为切入点，实地探访并访谈

多个大模型企业、政府相关负责人，探寻上海布局 AI

大模型赛道的前后过程和基础逻辑。

“上下楼就是上下游”

与其他创业园区不同的是，模速空间聚焦 AI 大模

型领域。 许多企业在门口设有公司简介， 有的专注金

融、商业垂类大模型，有的致力于通过大模型改善购物

体验，一些企业面向政企服务（ToB/ToG），一些则直接

服务个体用户（ToC）。

徐汇区科委主任张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

一轮人工智能企业创业， 创始团队都有很强的产业背

景：模速空间 90%的创始团队有连续创业或大厂背景，

80%的创始人来自头部名校，50%的团队有海外经历。

这里流传一句话：“上下楼就是上下游。 ”张宁解释：

“在一栋楼里，聚集大模型底层技术、应用研发、场景设

计、算力支持、产品营销等一条产业链上不同的企业。 ”

政府作为“店小二”，希望在很集中的物理空间范

围内，让科研人员能找到任何想见的人、对接任何想接

触的资源、获取任何想得到的生活服务，这是模速空间

要做到的“集聚”。

“半步优势”

2023 年被称为大模型元年， 国内外科技、AI 企业

纷纷下场试水，中国涌现出 200 多个大模型。

也在 2023 年，当很多大厂、企业看待 AI 的眼光终

于从“技术”转换为“产业”时，上海徐汇悄然打造了一

个“AI 生态社区”，把产业链上、中、下游聚集在一起，全

方位赋能应用。 换句话说，当大家都在卷模型的时候，

上海创造了一种新“玩法”。

在产业风口， 模速空间能够快速集结一批高水平

的大模型企业，实属难能可贵。在张宁看来，一方面，这

基于上海市和徐汇区的人工智能产业积淀，“我们很早

就抓住了人工智能的变革趋势和产业风口”。

很多人以为模速空间“横空出世”，张宁清楚背后

的积累和布局。 几年前，当人们把 AI 视为不赚钱的“技

术”时，上海已开始把它当作产业赛道。 一个典型的例

子，就是培养和发展人工智能独角兽企业商汤科技。

另一方面，张宁说，模速空间的快速诞生和壮大，

相关部门作了大量调研分析、 抽丝剥茧，“我们是把大

模型产业看明白了再招商的。 ”张宁说，和 AI 科学家、

企业家打交道多年，他发现对大模型创业者来说，好政

策固然重要， 但企业往往更喜欢也更需要一个能够理

解大模型产业，也懂得如何帮助大模型企业的政府。

基于此，模速空间作为全国首个、上海唯一的大模

型创新生态社区，诞生在徐汇。张宁把这个过程谦逊地

形容为“半步优势”。

徐汇区更进一步，推出许多增量举措。招商优质企

业的同时，积极吸引青年人才。 2024 年 3 月初，徐汇区

委书记曹立强亲自带队，组织 30 余家高科技领域的企

事业单位赴清华北大招聘， 参与招聘企业超过 1/3 属

于人工智能领域。

创新成果涌现

3 月 23 日，2024 全球开发者先锋大会上， 上海市

副市长陈杰谈道，上海大模型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上海

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发的“书生浦语”大模型开源发布，多

款人形机器人也即将发布。 他还提到，大模型产业载体

持续拓展，模速空间已吸引 60多家大模型企业入驻。

记者注意到，无论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商汤、界

跃星辰等基础大模型企业，还是蜜度蜜巢、金声玉亮等

垂类模型初创企业， 目前发展速度和更新迭代都非常

之快，并且开始收获商业上的成功。

商汤科技董秘办董事总经理盛世伟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透露， 生成式 AI业务已成为商汤从无到有并超过

10亿元收入体量的核心业务。财报显示，2023年商汤实

现总收入 34亿元，其生成式 AI业务创造了 11.8亿元的

收入，收入增长率达 200%，占该集团总收入的 35%。

在模速空间 5 楼， 百思玛特是一家专注于商品精

准营销的大模型企业，类似电商导购，其联合创始人邱

运伟是一名 90 后，此前在美国硅谷工作，2023 年 11 月

开始扎根上海模速空间。

这个创业团队目前只有十余人， 主要成员此前均

供职于 IBM、Facebook 等科技公司，他们是模速空间典

型的一类创业者。 邱运伟打开电脑，展示公司 2024 年

1 月在国内推出的首款产品“芝麻 AI”，上线首日就登

上微博热搜，有超过 10 万用户。

“未来可能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公司目前聚焦在

半年之内，3 到 6 个月验证我们产品在相关垂类市场

的情况，收集更多数据，提升产品性能。 ”这个青年创业

者说话时朝气蓬勃。

虽然是规模不大的初创企业， 像百思玛特这样的

电商垂类大模型，如果发展得好，未来很可能彻底颠覆

现有的电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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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模型赛道上，从魔都成为“模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