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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OpenAI 发布的新一代对话型语言模型――ChatGPT，展现了自然流畅的对话能力。原本被认为不太可能的通用人工智能曙光
重现。以 ChatGPT 为代表的大模型是数智时代的典型技术和应用创新。面对 ChatGPT 强大的信息加工、荟萃、整合和生成能力，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机遇与挑战同在。ChatGPT 在信息资源管理支撑算法与技术、信息资源建设、信息组织与信息检索、信息治理、
内容安全与评价、人机智能交互与协同等方面都具有深远的影响。数智时代，人工智能大模型飞速发展，我们有必要对此保持密切关
注。依托以 ChatGPT 为代表的大模型，通过学科技术应用范式转换、理论方法创新、治理变革，可以进一步夯实信息资源支撑“ 四个
面向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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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penAI has released a new generation of conversational language model: ChatGPT, showing natural, fluid conversation 
capabilities, reviving the promise of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that was previously thought impossible. Large language models 
represented by ChatGPT are typical technological and application innovations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ChatGPT's powerful ability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collecting, integrating and generating bring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o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discipline.It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six perspectives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including supporting algorithms 
and technologies, information resources construction,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 and information retrieval, information governance, content 
security and evaluation, and human-computer intelligent interaction and collaboration.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large-scale AI models,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keep close attention to this and promote the corresponding transformation 
of subject technology application paradigm, innovation of theories and methods, and governance reform, so as to further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to support the "Four Orien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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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一代专注于对话生成的语言模型[1]，ChatGPT

能够根据用户的输入文本，利用自身强大的自然语言
理解和生成能力产生自然流畅的回答，很多时候，还
可以在多轮实时互动过程中给出问题的合理答案。一
经推出，月活用户量迅速过亿 [2]，更是引发了各界广
泛热烈的讨论。除了具备根据上下文进行多轮对话问
答的能力，ChatGPT 还在信息抽取、文章撰写、代码生
成、自动摘要、翻译等场景展现了出色的性能，使得原
本被认为不太可能的通用人工智能重新显现了希望，
也带来了人机智能交互与协同新突破。比尔盖茨甚至
认为ChatGPT这类技术将变得和PC 互联网一样重要 [3]。

下面我们将对ChatGPT 的本质及其系列模型核心技术
特征演进路径进行分析，并以此为导线探析大模型对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研究与实践带来的影响。

ChatGPT本质上是一个基于生成式预训练语言模
型GP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 ）[4] 进一
步开发的对话式生成模型。GPT与BERT[5] 这两类预训
练模型都采用了Transformer[6] 作为底层结构，但BERT

使 用 的 是Transformer的Encoder，属 于 双 向 语 言 模
型，而GPT则使用Decoder进行了单向语言模型的预训
练。GPT系 列 模 型 主 要 包 含GPT[4]，GPT-2[7]，GPT-3[8]，
InstructGPT[9]，GPT-3.5和ChatGPT。为了便于比较和理



00
7

2
0

2
3

年
第2

期/

第4
0

卷/

总
第2

1
2

期

C
h

a
tG

P
T

为
代
表
的
大
模
型
对
信
息
资
源
管
理
的
影
响

The Influence of Large Language M
odels R

epresented by ChatG
PT on Inform

ation R
esources M

anagem
ent

解ChatGPT演进过程[10]，图1梳理了GPT系列模型在各

个阶段的典型特征和关键改进。

OpenAI 目前还未发布ChatGPT 对应的论文。综合

各方面的信息，ChatGPT 是以GPT-3.5 为底座，引入基

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Reinforcement Learning with 

Human Feedback,RLHF）[11] 和高质量人机对话数据，

通过大规模分布式集群训练得到。

ChatGPT 成 功 的 关 键 之 一 是 使 用 了 超 大 规 模

的预训练语料并拥有超千亿规模的模型参数。根据

Chung 等学者的研究 [12]，模型参数规模在大于 62 亿的

情况下，才能涌现出之前较小模型不具备的能力，而

ChatGPT 的参数据估计是 1750 亿。基于海量规模的语

料训练，并应用所谓的上下文学习机制（ In-Context 

Learning ），ChatGPT 可以适应广泛的下游任务，在低

资源和零数据场景下有较好的语言理解和生成能力。

除 此 之 外，ChatGPT 另 一 个 重 要 工 作 是 引 入 了

RLHF，利用人类的偏好作为奖励信号来微调模型，使

得模型生成内容与人类常识、认知、需求、价值观保持

一致，理解人类语言和完成人类指令，由此生成的回

复符合人的选择偏好。同时，这也让ChatGPT 与之前

的大模型相比，其对话生成实现了从命令驱动到意图

驱动的转换。

在此基础上，ChatGPT 另外一个关键点是使用了

高质量和多样化的数据，包括OpenAI 搜集的历史对话

数据、人工精细化标注的多轮对话数据和候选项比较

排序数据。通过高质量多样化的数据微调、偏好奖励引

导优化，让模型能够充分理解人类指令输入的意图，

也为提升模型训练稳定性和性能上限提供了支持。

基于对ChatGPT 本质及其系列模型核心技术特征

演进路径的分析，我们从支撑算法与技术、信息资源建

设、信息组织与信息检索、信息治理、内容安全与评价、

人机智能交互与协同六个角度探析大模型对信息资源

管理学科研究与实践带来的影响，形成以下观点：

（ 1 ）支撑算法与技术

现有各类抽取、识别、分类、生成等细分领域的大

部分任务主要使用大量标注数据、训练或微调的范式，

大模型技术的探索和应用相对较少，性能和效率还存

在较大进步空间。未来需要优化大数据的使用，完善相

应的数据质量和效用评价机制，在大模型底座的加持

下，要探索更加高效的算法，用好“小”而“精”的高质

量领域数据。此外，随着以ChatGPT 为代表的大模型带

来的能力突破，各类抽取、识别、分类、生成等领域细分

的大部分任务不再需要花费大量资金和人员去进行大

规模标注，而是要探索运用低资源、零样本提示学习思

想，研发高效可迁移的算法技术，基于领域知识设计相

应的指令，直接让大模型生成任务结果，让科研试错更

高效，集中更多精力在机理机制的发现和分析上。

ChatGPT“黑盒”式的生成机制大大地削弱了其在

关键场景的应用价值。例如，在辅助梳理相关研究的场

景中，有研究发现[13]，ChatGPT生成的文献综述，文字

第一阶段
模型规模不断增大、任务更多样、任务处理方式更统一

第二阶段
利用人工标注数据引导模型价值观

Book Corpus
文本 ChatGPT

新增Reddit
文本

新增Common
Crawl文本数据

Codex
具备代码能力

新增代码数据 Code-davinci-002
基于代码+文本微调

InstructGPT init
强化泛化能力
和意图理解能力

Instruct-GPT
生成质量更高
语义理解大幅提升

GPT-3
包含1750亿参数
获得小样本学习能力

GPT-2，15亿参数
具备多任务学习能力

Instruct微调

微调GPT-3.5
+

RLHF
对话

文本

微调GPT-3
+

RLHF

基于代码数据微调

GPT，1.17亿参数
预训练和微调机制

逻
辑
推
理
能
力
开
始
显
现

新增高质量
人工标注数据

图1ﾠChatGPT各个阶段的典型特征和演进路径
Fig. 1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Paths of ChatGPT at Each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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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看起来流畅，但是其中包含的参考文献可能实际并

不存在。人在总结相关工作时会有严谨的参考逻辑，而

机器目前更多是依赖从学习过的语料中回忆，其生成过

程和生成逻辑无法鉴别，未来需要探索相关算法，进一

步提升ChatGPT类模型生成过程和内容的可解释性。

（ 2 ）信息资源建设

ChatGPT 类大模型带来了颠覆性的多源多模态信

息汇聚与生成能力，推动了信息资源建设和AI 内容生

成的技术升级。ChatGPT 类大模型覆盖了海量的知识

资源，其本身就是具备全域数据汇聚融合推理能力的

新型信息源，未来需要探索针对这一新型数据源的建

设组织与应用模式。ChatGPT 类大模型还提供了强有

力的数据关联、任务解决和内容生成能力，推动形成

了未来人类生成内容和AI 生成内容并存的新型信息环

境。如何针对这一环境开展信息资源建设、构建“面向

未来”的新理论、新方法体系 [14-15]，将成为一个关键科

学问题。ChatGPT 类大模型在信息推理、数据整编、报

告撰写、知识库构建等方面的能力也进一步推动了衍

生信息资源的建设。

（ 3 ）信息组织与信息检索

ChatGPT 的出现将推动现有的信息组织与信息服

务模式转型。如何对ChatGPT 生成的信息形成资源化

利用，如何提供更加个性化的信息资源服务，从而进

一步夯实信息资源支撑“四个面向”的基础，是需要面

对的挑战。为此需要提出新的信息描述框架和组织模

式，在AI 生成内容快速增长的未来，构建面向多模态

信息的增量式信息描述框架与组织模式，具备从互联

网、领域数据库等复杂来源持续记录和描述的能力。通

过语义层面对多源多模态信息进行关联，实现大规模

高质量动态资源的有效利用。此外，由于ChatGPT 等

主流大模型不具备动态信息持续更新功能，如何与传

统搜索引擎结合，从知识细粒度智能理解、可靠可信可

解释检索的角度，提高信息组织与信息检索的效果，

实现由“检索+ 推荐”模式到“感知+ 检索+ 推荐+ 生成”

模式的转变 [16]。

（ 4 ）信息治理

ChatGPT 类大模型的规模化应用会带来人工生成

信息的爆炸。面对海量、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的信息，人

类面临的信息过载和信息噪声问题将会更加严重。在

大模型生成内容快速增长的未来，对此类信息的加工、

组织、评价和鉴别面临极大的挑战。在知识产权方面，

ChatGPT 等AI 模型生成的内容所有权归属目前没有

明确的法律法规说明。近期的AI 会议如ICML 2023[17]

和ACL 2023[18] 等，期刊如Nature[19] 等，都及时更新和

增加了关于AI 协助写作内容的政策，要求不能使用由

ChatGPT 或任何其他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的文本。未来

可能需要进一步解决语料库版权问题，用户和平台版

权归属问题，以及研发新的文字水印 [20] 技术来明确知

识产权。与此同时，大模型中可能包含的价值观和思

维偏见会被恶意利用，就宗教、民族、人权等问题进行

信息污染 [21]，因此需要推进数据采纳与算法公平性研

究，同时完善相应的内容审核制度。考虑到AI 生成内

容带来信息伦理问题，未来还需要推进与哲学、法学和

社会学等学科的跨学科研究，讨论明晰针对AI 生成内

容的伦理观，优化信息治理能力。

（ 5 ）内容安全与评价

尽管ChatGPT 通过强化学习模型一定程度过滤了

仇恨、种族歧视、涉恐涉暴涉政等有毒或敏感生成内容，

但这一能力仍然存在不足，存在“越狱”的风险，可能

会被不法使用[22]。例如，ChatGPT 可能被用于伪造高可

信钓鱼邮件、发起社交网络攻击、盗取隐私、传播错误

信息和信息操纵[23]。未来，需探索如何帮助用户有效鉴

别ChatGPT 生成的“ Deepfake ”[24] 式虚假信息，以及

鉴别机器生成的情绪化、偏见等 [25] 不和谐内容，推进针

对AI 生成内容的多维度评价研究 [26-27]，从信息内容自

身质量、信息来源和信息获取途径等阶段评价信息安

全性和可靠性，绿色、高效地保障内容安全。

（ 6 ）人机智能交互与协同

ChatGPT 作为预训练通用语言模型，对情感、暗

示等人因信息仍然无法有效处理，暂时缺乏与语音、

视觉、触觉、脑电等信息的交互能力。未来还需要探索

多场景、多模态输入输出，以及人因信息兼容的新型

模型，推动更高水平的人机协同、人智协同。ChatGPT

类大模型的进步还催生了新的用户行为模式，需分析

用户感知和认知因素，探索人机共生环境下人机协同

行为模式，从而进一步优化智能信息服务、用户隐私保

护。需要强调的是，ChatGPT 类大模型提供了打通人类

智能和机器智能信道屏障的可能性，有助于实现人类

智能和机器智能的深度融合，带来的潜在效益可能远

超于其在问答和任务解决上的意义。

总之，以ChatGPT 为代表的大模型是数智时代的

典型技术和应用创新，其强大的信息加工、荟萃、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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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成能力极大地加快了信息空间中信息资源的流动

和循环速率，对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研究和实践带来了

挑战和机遇。我们有必要对此保持密切关注，化解挑

战，抓住机遇，促进相应的技术应用范式转换，推动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理论方法创新和治理变革，更高效

地数智赋能行业，以推动智慧图书馆、情报智能、智慧

档案、语义出版和数字人文等领域的快速发展，提升

服务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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