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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3-008 

投资者关系活

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上市公司投资者交流活动） 

参与单位名称

及人员姓名 

国联证券 黄楷 

华泰证券 谢春生、彭钢 

东方证券 覃俊宁 

安信证券 夏瀛韬 

开源证券 闫宁 

天风证券 王屿熙 

睿星投资 段然 

理成投资 汪文翔 

海通证券 杨林、夏思寒、朱瑶 

申万菱信 张若凡 

华福证券 李杨玲 

华鑫证券 张敏  

时间 2023 年 12 月 16 日 (周六) 下午 16:50~17:40 

地点 电话会议 

上市公司接待

人员姓名 

董秘、财务总监：李勇胜 

首席技术官：郭君 

首席产品官：赵文洋 

数据科学家：朱青 

投资者关系活

动主要内容介

绍 

 

12月 16 日下午，上海钢联在“2024 大变局·新动能 中国钢铁市场展望

暨‘我的钢铁’年会”上正式发布“钢联宗师”大宗商品行业垂类大语言模

型及“小钢”数字智能助手。 

会上介绍，通过在基模的基础上预训练大量的高质量大宗商品行业语料、

指令微调和强化对齐三个过程，在一年的时间内完成了“钢联宗师”大宗商

品行业垂直大语言模型 1.0 版的研发，并在“钢联宗师”的能力上，基于大

宗商品行业的贸易、分析咨询和内容生成三个场景，成功开发了大宗商品行

业首个垂类大语言模型的应用——“小钢”数字智能助手。 

“小钢”助手具备价格和数据查询、行业百科问答、资讯整理和内容汇

总、知识内容生成、报告解读和分析预测等多种能力，通过人机对话的方式



 

跟用户进行交互，简化了传统的信息获取、内容分析和知识生成的繁琐和低

效的步骤，辅助行业用户更高效地完成日常的工作。 

会后，就上述产品相关情况进行了提问： 

1、“小钢”数字智能助手的基座模式是什么？ 

答：钢联团队在研发面向大宗商品场景的大语言模型时，经历了从基于

第三方接口到自主研发的转变，最终选择了“百川”作为基础模型并顺利应

用。目前，团队正与上海市人工智能实验室合作，计划使用书生模型，以更

好地适应产业需求和实现制造业场景的落地。钢联认为，图像声音是多模态

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书生浦语”模型所在的上海市人工智能实验室在视

觉方面表现较强。并且人工智能实验室给钢联提供了大力支持，包括高科技

研发资源和顶尖算法人才的参与，共同推动该项目的发展。 

 

2、多模态之后的模型的参数量是否需要增加？ 

答：公司和上海市人工智能实验室正在共同进行面向产业的多模态大模

型研发，但具体使用哪个版本实现对应模块的能力还需在研发过程中决定。

多模态可能包括语音、图像和文本等不同方面，不同版本可能有所不同。因

此应用在“小钢”数字智能助手这个产品具体拟合了多少个不同版本或其他

版本尚不确定。 

 

3、客户对“钢联宗师”大语言模型和“小钢”数字智能助手评价如何？

后续商业化是如何开展？ 

答：前期公司内测，内部分析师对“小钢”数字智能助手的评价虽有不

足，但已经能够提供很多工作上面的辅助作用。“小钢”助手提高了用户在

平台找信息和知识加工的效率，使得用户不必再繁琐地寻找信息，能够提高

工作效率。同时，分析师们也在使用“小钢”助手来辅助写稿，帮助他们更

快速地分析和解读市场趋势和数据，能够更加专注于分析和研究工作，而不

必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写作和整理上。 

目前整体规划是邀请各行业用户试用，根据体验结果决定是否正式定价

销售。这一规划表明该产品还处于试用阶段，需要通过邀请各行业用户进行

试用，来测试产品的稳定性和适用性。如果试用效果良好，那么该产品就有

可能正式定价销售，为更多的用户提供服务。 

 

4、小钢助手目前是否仅有 web端？什么时候可以有移动端、终端产品？ 

答：公司在大数据模型方面的三步走战略，包括解决内部降本增效和增



 

量问题、模型产品化以及将所有产品用大模型技术重做。此外，公司正在开

发一个 Word版的插件，将钢联的数据研究、查询和内容写作场景集中到该插

件中。下一步计划是开发 APP 版，并将小钢助手移动版集成到我的钢铁 APP

中。未来，公司还计划在钢联数据终端中开放一个助手功能。 

 

5、对于模型目前采取的部署方式是什么，主要就公有化和私有化进行区

别？ 

答：公司目前主要解决内部产品问题，部署在私有云上。未来公司可能

会根据行业用户的需求，定制企业的大模型或小模型，并可能使用公有云或

私有云。 

 

6、对于模型是否已经完成备案？流程到哪一步了？ 

答：我们在 10月份的时候提交了材料，网信办已经给了一些优化建议。

我们非常重视网信办的建议，目前正在做对应的技术优化。 

 

7、多模态在钢联的应用场景？是否有 MES(生产制造管理系统)场景？ 

答：公司目前没有特别针对制造核心生产场景的控制及管理系统，但产

品场景是多模态的，因为数据终端产品主要面向研究类用户，研究工作本身

涉及多模态数据，如图片识别和 PDF文件信息抽取等。 

公司的“小钢”已经具备简单的多模态能力，主要处理文字和语言类多

模态数据，难度相对较低。未来公司计划进入工业场景，多模态将更多应用

于视觉方面，如钢厂制造中的全方位数据流监控。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公司

将实时转换多模态数据流为结构化数据，输入大模型进行分析和判断，提供

生产意见，如良品和质检等场景。 

另一方面，公司将构建大模型在前端，以对话方式与人进行更友好的交

互，下达生产指令、排产计划和设计机器人轨迹等。 

钢联未来将进一步深入产业，介入核心生产和各系统。今天发布的 EBC

已与客户的各种系统打通，实现数据价值化。例如南钢项目，通过人工智能

方式分析和处理生产经营中的数据，并提供决策支持。后续计划是将现有模

式转变为人机交互方式，利用大模型更准确理解人的指令和意图。 

 

8、“小钢”如何保证数据的准确性？以及利用公开数据的合规性？ 

答：对于数据的准确性，首先，使用内部的数据库结构和业务逻辑来训

练大模型，使其能够识别和查询所需的数据。其次，通过反向训练的方式，



 

将成熟的案例训练给大模型，并由大模型监督模型实现准确性。 

对于文档的合规性，通过训练小模型来识别语料的主题和是否包含敏感

问题或错误，以确保使用的语料是合规的。在训练大模型时，使用相似度较

高的语料可以避免模型偏离主题。此外，引入大量已经筛选过的优质语言可

以避免合规问题。 

此外，钢联拥有海量的产业大数据资源，并且积累了大量的合规能力。

这使得钢联在给大模型做预训练时能够保证数据质量，并且在引入外部数据

集时能够进行高质量或合规的筛查处置。 

 

9、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向社会公开征求《“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

（2024—2026 年）（征求意见稿）》，请问公司在数据要素和人工智能结合

的领域上，有什么规划？ 

答：公司作为一家数商企业，我们拥有大量符合数据要素特性的有价值

数据。高质量的数据能够增强大模型的能力，而大模型也需要高质量的数据，

二者相辅相成。我们将继续利用技术手段将更多数据纳入我们的数据体系，

帮助政府和行业更好地沉淀数据要素的价值。同时，我们也非常重视大模型

的发展，并要求研发团队快速跟进，投入相应资源。大模型成为我们另一个

重要的发展方向。我们将结合数据要素和大模型，针对行业或产业的场景进

行应用开发，并支持大模型的发展和数据资产的沉淀。 

 

10、请问公司数据资产入表什么时候开始实施？实施方法和未来增量？ 

答：公司已经实现数据销售，体现数据创造价值的业务模式，根据相关

准则的要求，满足了数据资源入表四个属性，具体包括：拥有权属、历史业

务形成、成本可计量以及能够带来经济利益的流入和管理效能的提升。根据

《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自 2024 年 1 月 1日起施行，公司将

按照监管要求编制 2024 年第一季度报告。未来公司施行《暂行规定》过程中

可能存在其他不确定因素。 

对于实施方法，从前期与数交所、审计机构的沟通情况来看，目前没有

相关的细则规定，但我们也在持续做相关准备工作，包括技术中心、标准化

办公室相关条线、以及管理层访谈等。未来资产入表，在知识产权保护、内

部管理提升等方面都能够带来很大的好处。公司创立的大宗商品数据服务“八

步流程工作法”具体内容涵盖市场调研、建立样本库、采集与入库、验证与

分类、数据标准化、离群值处理、数据编制及数据发布，通过上海钢联数据

加工平台，实现数据“生产、加工、传输”的全流程标准化质量管理模式，



 

并利用统计监测系统和无监督机器学习提高数据处理的准确性。为公司未来

实施数据资产入表的管理流程工作提供了保障。 

关于增量，目前我们认为难度最大的是评判数据使用的寿命，即费用化

的成本变成资产后如何摊销的问题。 

 

11、数据资产入表是按照成本法吗？如何进行成本的分摊？ 

答：根据暂行规定，未来开始实施需要按照成本法、未来适用法，未来

分摊方法还是要根据公司业务实际流程，协同公司技术部门、标准化办公室

以及会计师共同商讨确定。 

 

12、上海数据交易所是支持上海钢联来打造这个行业数据交易平台的，

那么我们在这一块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规划或进展？ 

答：公司和上海数据交易所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上海数交所支持上海

钢联建设钢铁行业数据交易平台，共同推动钢铁行业数据流通交易，并在规

范、标准、制度等方面形成共识，与上海数交所平台互联互通，加快构建多

层次数据要素市场。未来具体实施需要看相关配套制度的落实。 

附件清单（如

有） 

 

日期 2023-1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