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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DeepSeek，一种被认为是新一代人工智能典型“代表”的国产大语言模型，自正式发布以来受到广泛关注。它

的出现预示着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迈出一大步，表明了人工智能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基于此，在概括性介绍
DeepSeek的基础上，重点介绍其创新应用，特别是DeepSeek-R1和DeepSeek-V3在推理技术和大语言模型领域的
创新应用；深入探讨和分析其背后所潜藏的人工智能发挥趋势，旨在进一步加深DeepSeek的认知以及对人工智
能未来发展态势的了解，从而更好地抓住发展机遇，推动人工智能实现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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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eepSeek，a domestically produced large language model considered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has received widespread attention since its official release.Its emergence heralds a big step 
forward for China in the fiel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indicating tha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ll usher in new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Based on this，on the basis of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DeepSeek，the focus is on its 
innovative applications，especially the innovative applications of DeepSeek-R1 and DeepSeek-V3 in the fields of 
inference technology and large language models；In depth explor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hidden trend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ehind it aims to further deepen DeepSeek's understanding and knowledge of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in order to better seiz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promote a qualitative leap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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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5 年年初，DeepSeek 大模型全面落地，它的出现推
动了人工智能行业从“工具辅助”向“认知协同”的范式转
变。现如今，人工智能行业正面临算法效率颠覆性突破、行
业应用边界极速扩张的发展现状，换而言之，DeepSeek 驱
动下的技术变革正在悄然进行。在这种局势下，认识和掌握
DeepSeek、解读其背后所隐藏的趋势特征，将成为各企业抢
占市场先机的重要抓手。 

1.DeepSeek 技术概述 

1.1 基本概念 
从本质上讲，DeepSeek 是一种具备强大的自然语言处

理能力、高效推理效率和多模态交互功能的智能搜索与分析
系统，其核心目标在于以海量数据的深度分析为支撑为用户
提供高精准的决策支撑。相较于传统的搜索引擎，DeepSeek
部署了多种搜索与分析逻辑，包括传统的关键词匹配以及基
于深度学习模式的数据上下文语义分析，正因如此，它有着
更加智能化的搜索和分析功能。 

1.2 核心技术 
DeepSeek 的核心技术包括自然语言处理（NLP）、混合

专家模型（MoE）、多头潜在注意力（MLA）、强化学习（RL）

与监督微调（SFT）、模型蒸馏与性能提升、多模态交互、
训练框架与并行训练[1]。 

1.3 基本分支 
DeepSeek 模型家族共有两大分支，一个是强调通用性和自

然语言覆盖广度的 V 系列大模型，如 DeepSeek-V3；一个是强
调推理与思维链的 R 系列大模型，如 DeepSeek-R1 等。 

1.4 典型应用场景 
DeepSeek 的独特技术性使其得以被应用到多个场景中。 
第一，企业智能决策。DeepSeek 通过深度分析销售数

据、市场趋势等企业内部数据，帮助企业识别和规避潜在的
市场风险，抓住市场机遇。第二，金融风控与投资分析。
DeepSeek 通过分析历史交易数据，预测金融产品的未来走
向，以此帮助投资者规避金融投资风险。第三，辅助医疗诊
断。DeepSeek 通过分析大量医学文献和病例资料，增强自
身的“疾病智能诊断能力”，为医生制定治疗方案提供建议。 

2.DeepSeek 的创新应用 

2.1 DeepSeek-V3：基于新的模型架构和算法设计，优
化模型训练方法 

DeepSeek-V3 的问世，为行业提供了低成本、高效率的
模型训练范式。 

早期出现的 GPT 系列、LLaMA 系列都面临图形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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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U）资源消耗巨大这一技术难题。而 DeepSeek-V3 模型，
凭借 MLA+MoE+MTP（多 token 预测机制）这一创新的设计
理念，不仅解决了资源利用的问题，还促进了模型推理效率
的提高。第一，基于低秩联合压缩技术的 MLA 通过减少推
理过程中的键值（KV）缓存需求，达到减少内存占用、提
高系统整体效率的目的。第二，MoE 与动态调节偏置机制、
辅助损失的有机结合，有效提升了负载分配的平衡性。第三，
MTP 通过一次性预测多个后续 token 的方式，让模型拥有更
高的预测效率以及对数据上下文的理解能力。需要注意的是
这种方法在训练阶段具有较高的实用性，即可以增强模型学
习能力，但是并不适用于推理阶段。综上，在技术的创新应
用支撑下，DeepSeek-V3 模型同时兼具高性能、高推理效率、
低资源消耗等属性。 

FP8 混合精度训练框架的应用是 DeepSeek 的一大创新

体现。与传统的 FP16/FP32 方案不同，FP8 格式在 8 位浮点
计算位宽的支持下，仅占用少量显存，且不会出现较大的带
宽压力。在该框架的支撑下，DeepSeek 得以高度协同优化
大模型算法与智能硬件，而这意味着我国基于国产软硬件的
协同优化设计取得重大突破。 

在训练成本方面，DeepSeek-V3 模型具有显著优势，如
表 1 所示。相较于 Gemini Ultra、Claude 3、GPT-4o 等动辄
需支付上亿美元训练费的模型，DeepSeek-V3 模型的训练成
本仅约为它们的 1/2～1/3。虽然，讯飞星火 X1-13B、Llama-3
两大模型的训练成本并未达到或是突破 1 亿美元，但是，相
较于 DeepSeek-V3 模型，其训练成本仍是很高[2]。从这组数
据可以看出，DeepSeek-V3 模型在 671B（6710 亿）参数量
训练领域是一种更为低廉、高效的训练范式，而这也在无形
中彰显了 DeepSeek 的技术实力。 

表 1  多模型训练成本对比表 
模型名称 Gemini Ultra Llama-3 Claude 3 DeepSeek-V3 GPT-4o 讯飞星火 X1-13B 

训练成本/美元 约 1.9 亿 约 9000 万 约 1 亿 约 557 万 约 1 亿 约 780 万 
2.2 DeepSeek-R1：基于 RL 与 SFT 的有机结合，增强

模型的推理能力 
判定一个模型的智能水平，首先要关注的是模型的认知

推理能力。如图 1 所示，DeepSeek-R1 有着创新的推理技术
和架构设计作为支撑，正因如此，DeepSeek-R1 具备更加强
大的深度推理能力。 

 

图 1  DeepSeek 强化学习训练流程示意图 
DeepSeek 研究团队基于“纯强化学习过程可以提高大

模型推理能力”这一发现，通过采用准确度奖励+格式奖励
这一奖励机制，研发出了 DeepSeek R1-Zero 模型，这一可
以具备推理强化训练功能的大模型。虽相较于其他模型，该
模型仍存在推理表现不理想的问题，但受益于生成中间思维
步骤，仍具备可行的推理能力。而这也恰恰证明了“纯强化
学习过程可以提高大模型推理能力”这一结论。此外，
DeepSeek-R1 推理性能的优化是借助于监督微调与强化学
习的有机结合，其原理是以生成未经初始训练阶段的 “冷

启动”监督微调数据为起点，以指令微调训练为手段，提升
模型推理能力。具体训练方法如表 2 所示。同时，为避免出
现语言混乱等问题，引入准确度、格式一致性和语言一致性
奖励机制。这一认知推理性能优化逻辑与 OpenAI o1 有着明
显不同。OpenAI o1 推理性能的优化是基于复杂任务分解与
依次解决逻辑，这种优化方式高度依赖于高质量的人工标注
数据，并且很难判断中间步骤是否存在错误等[3]。所以，相
较于 OpenAI o1，DeepSeek-R1 在复杂推理任务中有着更加
优越的性能表现。 

表 2  DeepSeek-R1 模型的训练方法 
训练阶段 具体表现 

预训练 

首先，模型在包含数十亿词汇的多样化语料库上进行预训练，学习通用的语言表示；其次，
DeepSeek-R1 采用掩码语言模型任务，随机掩码输入序列中的部分词汇，并让模型预测被掩码的词汇，
其目的是让模型学习词汇之间的上下文关系；最后，为增强模型对句子间关系的理解，DeepSeek-R1 采
用了下一句预测任务，判断两个句子是否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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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调 
首先，在预训练完成后，DeepSeek-R1 微调特定任务（如文本分类、机器翻译、问答系统等）的数

据集，以提升其在具体应用场景中的适用性；其次，模型依托部署的多任务学习框架，同时优化多个任
务的损失函数，以提升模型的泛化能力。 

3.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分析 

3.1 逐步打破数据、算力与算法困境 
在整个 AI 产业链体系中，涵盖数据、算力和算法三

大核心要素的 AI 基础层是整个链条得以正常运行的基础
和前提。 

现阶段，我国在这一领域仅取得了“规模庞大”这一成
就，在质量方面，仍有很多路要走，换而言之，我国在 AI
基础层研发领域尚处于国际跟跑阶段，不过，现已出现局部
突破的迹象。 

首先，在数据方面，我国取得了“拥有全球最大的数据
资源池”这一成就，但是，存在“数据孤岛”、数据价值密
度不高、数据标注质量有待提高等问题。DeepSeek 以“四
两拨千斤”之势让数据训练效率有所提高，即通过总结、分
类、选择性处理外加模型训练的方式，提高数据价值密度、
共享性与标注质量等。 

其 次 ， 在 算 力 方 面 ， 我 国 取 得 了 “ 算 力 规 模 已 达
230EFLOPS（每秒百亿亿次浮点运算）”的成就，不过，结
构性问题相对突出，表现为高端芯片国产化缺口较大、超算
中心能耗与算力资源调度效率居高不下。对于这一问题，
DeepSeek 以智能化管理低配版 GPU 集群、多源异构算力+
协同调度 CPU、GPU、边缘计算设备这一方案，攻克算力封
锁难关。 

最后，在算法方面，我国对 Transformer 架构、MoE（混
合专家模型）、Diffusion Model（扩散模型）等源自海外的核
心框架的依赖于仍是很高。DeepSeek 的问世虽为我国的算
法突破提供了“二次创新”和“集中创新”的解决方案，但
是并未取得真正意义上的颠覆性基础理论突破。也就是说，
人工智能的未来研究仍需关注算法基础理论领域的创新与
突破。 

3.2 技术架构创新 
DeepSeek 摆脱了“参数竞赛”误区，它以“重新定义

技术路线、基于群智协同的系统级工程优化”这一新思路，
为人工智能行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指引。正如上文
所述，DeepSeek 通过创新性应用 MoE、FP8 混合精度训练
框架、MLA、RL 与 SFT，实现了对系统的协同优化，如依
托 MoE 架构拆分模型，使其以多个“子专家”按需调用的
方式动态配置资源，从而提高模型推理效率；依托 RL 与
SFT，打造模仿“先思考再行动”的认知模式，然后，借助
决策树模拟，进一步减少无效计算等[4]。在未来，人工智能
领域的研究势必要向着技术架构创新这一发现转型，以有效

提高模型算力。另外，DeepSeek 研发团队以“量子计算与
动态数学建模融合”为目标开展下一阶段的研究。通过分解
复杂问题，使其成为量子比特态空间，可有望再次提高模型
的推理速度。若将其应用到药物研发领域，这种量子化推理
架构有望提高分子模拟效率 10-6 倍，或是将 12 年的新药研
发周期缩短至 3 年以内。因此，量子化推理架构的构建与应
用研究有可能会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新发展方向。需要特别
注意的一点是量子化推理架构对算力有着极高的需求，所
以，要想让量子化推理架构落地，可能还需要先攻克模型算
力难关。 

3.3 构建人机共生生态 
DeepSeek 的突破意味着中国人工智能创新进入新阶段。

当技术演进迈入认知革命阶段时，人才成为人工智能领域持
续破局的关键。因此，构建人机共生生态成为人工智能领域
未来发展的另一大趋势。 

一是重构人才战略，破解人才瓶颈。围绕数据洞察、伦
理决策、人机协同与敏捷创造四个维度，着力培养复合型人
才。二是革新组织形态。推进人工智能未来发展，需要行业
企业优化组织配置，通过组建细胞型团队，提高人工智能研
发效率，同时，还要依托云平台等数字化手段连接人工智能
开发者，以实现资源的跨组织调度。三是落实产业范式。人
工智能的研发以应用为落脚点，因此，在研发期间，行业还
要关注人工智能产品的商业化落地。以 DeepSeek 为例，它
正持续不断地向着垂直行业渗透，致力于从通用性向着专用
型转变，如金融领域的国泰君安、中泰证券、兴业证券等多
家券商陆续完成 DeepSeek-R1 模型的本地化部署；医疗领
域的恒瑞医药等多家医疗公司也相继引入 DeepSeek，致力
于打造 AI 医疗模式等。鼓励全球开发者二次开发和创新是
DeepSeek 研发团队发出的新提倡，这种做法，可以推动大
模型应用多样化转型与发展，对延续大模型的升级与活力等
具有促进意义。所以，在未来，商业化落地可能会成为人工
智能领域的新发展趋势。 

结语： 

综上，DeepSeek 的突破证明了我国人工智能创新进入
新阶段，同时，也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启示。
但是，DeepSeek 的突破并不意味着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完
全成为“领跑者”，所以，仍需持续纵深研究人工智能创新，
不断补齐技术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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