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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S团队合影（左六为邱锡鹏）

▼

复旦团队发布MOSS模型，研究成果将开源
由美国 OpenAI 公司开发的

ChatGPT 模型在全球点燃了新

一轮 AI 革命，海内外关注度陡

增。前不久，复旦大学计算机科

学技术学院邱锡鹏团队发布类

ChatGPT 模型 MOSS，新闻迅速

登上微博热搜。

MOSS“火”了。2月20日发

布当天就收到大量内测申请、采

访、投资、合作邀约——公众对于

这项原本局限于NLP（自然语言

处理）学术圈的新技术热情高

涨。邱锡鹏团队对此颇感意外，

但又很快回归平静。

大家最兴奋的一天，是春节

前的腊月二十八。项目主开发

者、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博士研

究生孙天祥，在测试过程中输入

了一个中文问题，MOSS 却以英

文正确回答，“就像一个不会说但

听得懂中文的人”。而当时版本

的MOSS还很初级，中文语料占

所有训练数据不到0.1%。

“很神奇，我们没有教过它机

器翻译。”MOSS显示出的潜能让

邱锡鹏当晚激动到失眠。他把

MOSS比作一个“聪明的小孩”，即

便现在还不擅长写诗、解题或很多

具体的事，但已展示出成为通用人

工智能（AGI）大框架的潜能，“很

多遥不可及的事情，它一点就通

了。”实际上，邱锡鹏也让6岁的女

儿和MOSS聊天，发现孩子可以愉

快地和MOSS对话很长时间。

MOSS受到关注的背后，是科

研人员十年如一日的积淀。作为

一名人工智能研究专家，邱锡鹏从

读博期间就开始涉猎机器学习，留

校工作后进入自然语言处理研究

领域。他和团队在自然语言处理

的基础模型和基础算法上形成了

很多创新的研究成果。邱锡鹏的

著作《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被广

大读者亲切称为“蒲公英书”，在许

多“人工智能必看书单”中榜上有

名。去年，他还带领团队获得了中

国中文信息学会“钱伟长中文信息

处理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这 些 天 ，邱 锡 鹏 与 他 的

MOSS 团队——8 位年轻的复旦

学生——继续紧锣密鼓地开展内

测和迭代工作。新模型预计在3

月份底优化完成，后期再逐步对

社会开放。

目前已参与内测的一些用户

表示，尽管MOSS在参数规模上

和ChatGPT相比小一个量级，事

实性问题覆盖不够全面，经常会

“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但确实

有“ChatGPT 那味儿”，“基本功

能都实现了”。

邱锡鹏很乐观，认为在不远

的将来，MOSS 这类大型语言模

型会成为和搜索引擎一样常规的

存在，为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提

供助益。

开源（即开放源代码和模型

参数）是邱锡鹏和复旦自然语言

处理实验室的同仁们一直以来的

学术坚持。“这次也会将研究成果

开放给公众与社会。”他说。

利用有限资源做出类
ChatGPT模型

问：团队 2 月 20 日发布了

MOSS 模型，是刚刚建成吗？前

后花了多长时间？

邱锡鹏：事实上，我们在春节前
就开发出了第一代模型。它显示出了
很大的潜能，与之前的聊天系统大不
相同，有着不错的人类意图理解能力，
也有很多涌现能力，比如未经训练就
学会了机器翻译。之后，我们又花了
一个多月的时间打磨它的工程部署情
况，比如提高效率、优化界面等。

MOSS的开发不是一蹴而就，它
离不开我们团队过去的铺垫工作和
长期积累的研究经验。从2021年
起，我们就开始做中文生成式预训练
模型，也开源供别人下载，每月平均
有上万次下载。后面我们又提出“语
言模型即服务”的概念，认为基础语
言模型会成为语言服务的基座。
2022年，因为意识到大型语言模型会
成为将来的基座，所以开始做大型语
言模型方面的训练。后来又花费了
半年时间，研究如何使大型语言模型
理解人类指令以及具备对话能力。

问：MOSS如何能够实现“端

到端”走通大语言模型，克服了哪

些难点？

邱锡鹏：“端到端”是一个学术
概念，指的是从零开始，信息收集、数
据处理、建立模型，到最终形成一个
具有和人类对话能力的大模型，中间
所有技术路径可以走通，这个就叫由
起点到终点的“端到端”。因为Ope-
nAI至今没有公布开发ChatGPT的技
术路线和技术细节，所以我们需要靠
有限的公开信息来自己摸索。

这个过程非常难，包含了非常
多经验性、直觉性的设计，关键要打
通两步：第一是基座，大型语言模型
的基座不是简单的参数足够大就可
以，还需要赋予大型语言模型各种
各样的知识能力、学习能力，还有逻
辑推理能力。第二就是要通过一些
指令触发它的对话能力，让它理解
人类意图，与人类能够交互对话。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能把控技
术路线，但未来可能会面临更大的
困难，因为我们收集了非常多和人
类交互的指令，要赋予它价值观和
各种各样的能力，就要请一些专业
人士来帮助我们设计，进一步增强
MOSS各方面的能力。

问：你们的团队构成如何？

邱锡鹏：我们自然语言处理实
验室是上海市智能信息处理重点实
验室的一部分，团队中老师和学生
加起来近百人，一直积极贯彻学校
和学院推进的有组织科研模式，聚
焦自然语言处理和人工智能的国际
前沿技术研究。和大型语言模型基
座研究相关的学生有30余人。

自然语言处理领域最前
沿的探索

问：MOSS模型一经发布就备

受关注，对此，你们有预想到吗？

邱锡鹏：上热搜完全出乎我们
的预料。关注度这么高，我想可能
是大家对国内团队做出类ChatG-
PT模型比较兴奋，兴奋的原因则在
于之前有很多声音，说我们和国外
的技术水平差距非常大，想追上的
话，要花很长时间。但我们的努力
证明，其实不需要那么久。

问：国内外已有不少公司正在

研发类ChatGPT模型，投入不菲。

作为一个高校学术研究团队，你们

开发MOSS模型的初衷是什么？

邱锡鹏：我们开发MOSS模型，
是想在百亿规模参数上探索和验证
ChatGPT的技术路线，证明我们在
技术实现上并不落后于国外。另外
也是想证明，这种技术也并非一定
被大公司垄断，我们这样一个学术
研究的实验室，在相对有限的资源
下，也能够做出类ChatGPT模型。

当然，我们开发MOSS模型，不
止于追求和ChatGPT能力相近的
模型。MOSS的定位是自然语言处
理领域乃至是通用人工智能领域
最前沿的探索。也许工业界更看
重它的落地性能，而我们更看重它
的下一代发展，即如何实现通用人
工智能。从学术角度出发，只有我
们比OpenAI看得更远、更超前，才
可能最终实现超越。我们坚信，学
术界在这个领域大有可为。

问：MOSS 的 名 字 是 怎 么

来的？

邱锡鹏：在学术圈，大家非常
喜欢用影视形象给自己开发的AI
模型命名，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做
法。我们开发出这个具有对话能
力的大型语言模型之后，也想找一
个国产的、能够代表中国特色的影
视形象来命名。

开发过程中，正逢《流浪地球
2》电影热映，我们的团队成员都非
常喜欢《流浪地球2》，也都是《流浪
地球2》的粉丝。影片中的智能量
子计算机MOSS给我们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所以我们就把模型命名为
MOSS，也是向《流浪地球2》这部电
影致敬。这几天也有《流浪地球2》

的粉丝们给我们发邮件，希望我们
一定要加油，真的能够做出来。

关注模型的逻辑思维能力

问：MOSS与ChatGPT相比，

有哪些主要差异？

邱锡鹏：最大差异还是参数规
模，另外一大差异就是迭代能力。
参数量和交互数据量的差异，进一
步导致了MOSS和ChatGPT在事实
类知识储备上的差距，表现为
MOSS在回答事实类问题时更容易
出错。事实类知识遵从二八法则，
80%都是长尾知识，不知道就是不
知道，但不代表模型不会学习。我
们很容易通过扩大知识库，扩大模
型的学习语料和参数规模，让模型
具有更多的知识。因此，我认为，
大家在关注ChatGPT、MOSS这种模
型的时候，更应该看重它的理解能
力、学习能力以及思维能力，而不
是看重它的事实类知识储备。如
果从逻辑类能力来看，我觉得
MOSS的表现其实还不错。

问：MOSS 的科技创新点在

哪里？

邱锡鹏：MOSS的特点是小规
模，比较容易适应个性化模型。从
国内来看，大部分企业都有非常大
的需求去接入AI服务，但如果直接
把ChatGPT这么大的模型迁移过
来，企业是用不起来的。MOSS这
种百亿级规模就非常合适，可以企
业内部私有部署，经过一些数据微
调就可以转化为生产力。

所以我们觉得，在MOSS这个
级别模型上，可以赋予更多专业化
能力，比如接入外部知识库，增加
搜索或特定领域工具的能力。就
像人类一样，很多能力也不够，但
我们可以使用工具来把我们的能
力放大，比如记忆不够，可以通过
查词典、使用搜索引擎。对MOSS
也是一样。如果它本身的知识量
不是那么大，我们就要想其他方
法，让它更善于使用各种各样的工
具，从而为各行各业赋能。这个可
能是我们未来会和ChatGPT最主
要的差异。

通用人工智能未来可期

问：您认为中国版 ChatGPT

模型建设的必要性和价值在哪里？

邱锡鹏：首先，从大的方向来
看，像ChatGPT模型，它并不向中
国内地开放。中国要想站在大型
语言模型或者将来的通用人工智
能等技术的最前沿，就必须要建设
自己的语言模型基座。其次，国外
开发者不太可能以中文为主去发
展他们的模型，他们的发展重点还
是在英文上。那么，我们要想开发
一个大型语言模型的基座，用于国
内的信息处理，特别是中文信息处
理，就必须建设一个中文能力非常
强的大型语言模型。

问：MOSS 的优化会包括哪

些方面？团队对 MOSS 模型的

近 期 目 标 和 最 终 期 待 分 别 是

什么？

邱锡鹏：未来，MOSS的优化将
会围绕三方面展开。第一，我们会
准备更高质量的中文数据；第二，我
们会开放接口，让MOSS与人类进行
对话，收集更多的对话数据；第三，
我们会进一步加大投入，扩大它的
参数规模，如果MOSS的参数规模能
够上升到500亿或者1000亿，它的
能力就又会大幅提升。

近期的目标，是希望MOSS成
为国内技术比较领先的对话式语言
模型。我们希望能坚持做一个不为
利润所驱使的研究机构，把研究成
果无偿地分享给学术界，也在合法
合规的前提下把研究成果开放给业
界，让他们去做定制化或者在特殊
领域的应用。下一步进行顺利的
话，我们会于3月底左右开源。

长远来看，我们期待把MOSS
作为一个通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基
座，让它变成一个像科幻片角色的
真实存在。我很乐观，我觉得通用
人工智能由科幻步入现实，应该不
会很远，也许5到10年。那时，我
们会像现在接受搜索引擎一样，接
受通用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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