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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成式预训练语言模型原

理分析

G P T （ G e n e r a t i v e  P r e -

trained Transformer） 系 列 模 型

由 OpenAI 开 发， 目 前 最 新 版 本

为 GPT-4，它是自然语言处理领

域 的 重 要 里 程 碑， 也 是 大 模 型 技

术 应 用 的 典 型 代 表。GPT 模 型 以

Transformer 结构为基础，可以通

过 大 规 模 的 预 训 练 数 据， 实 现 对

自 然 语 言 概 念、 规 则 和 语 法 等 知

识 的 学 习。 目 前 大 火 的 ChatGPT

是基于 GPT 模型训练而成的交互

式 对 话 实 例， 它 专 注 于 对 话 聊 天

任务，可以为用户提供更加智能、

流 畅 的 对 话 体 验。 借 鉴 大 模 型、

GPT 模型及 ChatGPT 实例的开发

过 程， 在 智 能 网 联 汽 车 领 域 的 生

成 式 预 训 练 语 言 模 型 的 应 用 可 以

有两种形态。

1.1 基于训练方式进行特定领域扩展

传 统 的 GPT 模 型 是 使 用 大 规

模通用语料库进行预训练，智能网

联 汽 车 领 域 应 用 生 成 式 预 训 练 语

言模型，使用特定领域的文本来重

新训练模型，使其具备并强化针对

该 特 定 领 域 的 专 业 知 识 和 对 话 能

力，可以实现更好的对话理解和回

应能力。

1.2 借鉴 GPT 模 型机制进行重 新

构建

基 于 GPT 模 型 背 后 的 人 类 反

馈 强 化 学 习、Transformer、 无 监

督预训练、微调、奖励机制及其他

相关技术，构建全新的大模型。这

种 模 型 并 非 用 于 对 话 聊 天 的 特 定

任务，而是基于目标任务抽象而成

的 序 列 Token 训 练， 用 来 完 成 一

些更具挑战性的感知、思考、决策

任务，这种方法可以极大地拓展生

成式预训练语言模型的应用范围，

例如智能网联汽车的自动驾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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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成式预训练语言模型在

智能化车内生态领域的应用

车辆内部生态系统建设、车内

交 互 体 验 在 汽 车 行 业 的 价 值 已 越

发凸显，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注

重 车 内 环 境 的 设 计 和 车 内 各 类 智

能设施的舒适性和便利性。第一种

形 态 的 生 成 式 预 训 练 语 言 模 型 有

望 作 为“AI 语 音 助 手”， 极 大 地

促 进 智 能 网 联 汽 车 车 内 生 态 的 智

能化构建进程，包括个性化智能座

舱、智能驾驶语音控制、一站式第

三方服务等。

2.1 提供智能座舱服务

生成式预训练语言模型可使智

能 座 舱 系 统 更 好 地 理 解 驾 乘 人 员

的 指 令 和 意 图， 还 可 以 通 过 持 续

学 习 和 分 析 驾 乘 人 员 的 语 言 和 行

为 模 式， 为 每 个 驾 乘 人 员 提 供 个

性化的推荐和建议，如音乐选择、

路线规划、兴趣点推荐等，甚至进

一步完成自主学习，根据不同的驾

乘人员习惯自动调整座椅、音乐、

车内温度等，使智能座舱与驾乘人

员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连接，大幅

提升用户体验。

2.2 提供智驾语音控制服务

生成式预训练语言模型可通过

对驾乘人员语音指令的识别理解，

实 现 智 能 网 联 汽 车 与 驾 驶 员 之 间

更 加 自 然 和 顺 畅 的 交 流， 为 驾 乘

人 员 提 供 更 为 方 便、 快 捷 的 智 能

驾 驶 语 音 控 制 服 务， 驾 驶 员 仅 需

通 过 简 单 的 自 然 语 言 指 令， 即 可

实现配备 ADAS 系统车辆的启动、

停止、自动泊车、车道保持等操作，

从 而 提 高 智 能 驾 驶 功 能 的 易 用 性

和普及度。

2.3 集成第三方服务

生成式预训练语言模型有望为

一 站 式 第 三 方 服 务 集 成 开 辟 可 能

性。通过插件集成的形式，在车内

生态系统中集成第三方服务，车载

系统可根据驾乘人员意图，在线推

荐并完成预定餐厅、电影票、景区

门 票 等 活 动， 并 进 一 步 分 析 驾 乘

人员的实时需求，进行更加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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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能 和 个 性 化 的 路 线 规 划 和 导 航

服务，从而完成一站式的第三方服

务集成，在大幅提升出行便利性的

同时，推动智能网联汽车由单一载

具性质向综合服务助手性质进化。

三、生成式预训练语言模型在高

级别自动驾驶领域的应用

高级别自动驾驶是智能网联汽

车 的 核 心 技 术， 也 是 当 前 智 能 网

联汽车产品竞争的主赛道之一，为

此， 国 内 外 众 多 企 业 持 续 在 高 级

别 自 动 驾 驶 相 关 技 术 创 新 和 产 业

化应用领域进行大规模资源投入。

第 二 种 形 态 的 生 成 式 预 训 练 语 言

模 型 有 望 借 助 灵 活 的 训 练 数 据 种

类选择，形成面向特定任务的模型

实例，进而促进智能网联汽车高级

别自动驾驶技术发展，包括轨迹规

划与自动化模拟测试等。

3.1 提供轨迹规划功能

ChatGPT 将单词视为 Token，

一 条 语 句 即 为 由 多 个 Token 组 成

的 序 列，ChatGPT 的 核 心 任 务 即

为求解下一个 Token 出现的概率，

而每次调用都从该概率分布中抽样

并生成一个 Token，如此往复循环

即可生成用于下游任务的序列。基

于这种思路，可将驾驶场景定义为

Token，训练好的模型可根据过去

的 驾 驶 场 景 Token 及 具 体 的 驾 驶

需求，生成未来一段时间的驾驶场

景 Token 序 列， 该 序 列 在 包 含 自

车轨迹的同时，还可利用 RLHF、

微调、奖励机制等技术进行调整，

从 而 实 现 对 人 类 驾 驶 行 为 的 自 主

学习，最终为高级别自动驾驶提供

更加安全可靠的轨迹规划功能。

3.2 提供自动化功能模拟测试

目 前 测 试 场 景 构 建 以 现 场 采

集 数 据 为 基 础， 并 通 过 后 期 数 据

处 理、 场 景 再 生 成 等 步 骤， 还 原

现 实 驾 驶 场 景 的 交 通 情 况、 天 气

条 件、 路 况 障 碍 物 等， 这 种 处 理

方 式 会 消 耗 大 量 人 力 物 力 资 源，

且 对 人 员 专 业 能 力 要 求 较 高。 同

样， 目 前 测 试 用 例 的 编 写 也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依 赖 人 工 操 作 和 人 员 专

业 能 力。 生 成 式 预 训 练 语 言 模 型

可 将 真 实 驾 驶 场 景 与 驾 驶 人 行 为

切 割 为 Token 序 列， 通 过 对 这 些

Token 序 列 的 学 习 预 测， 直 接 实

现 端 到 端 的 模 拟 驾 驶 场 景 及 测 试

用 例 生 成， 并 提 供 可 读 性 极 高 的

测 试 结 果 报 告 及 改 进 建 议， 从 而

为 高 级 别 自 动 驾 驶 提 供 全 自 动 化

的功能模拟测试服务。

四、生成式预训练语言模型“上

车”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生成式预训练语言模型虽然有

望 在 智 能 化 车 内 生 态 构 建 与 高 级

别 自 动 驾 驶 两 个 方 面 促 进 智 能 网

联 汽 车 相 关 技 术 发 展， 但 距 离 真

正 产 业 化“ 上 车” 搭 载 还 有 一 段

不 小 的 距 离， 尤 其 是 在 高 级 别 自

动 驾 驶 场 景 的 应 用 方 面， 面 临 了

如下风险和挑战。

4.1 Token 抽象与生成问题

第二种形态的生成式预训练语

言 模 型 以 基 于 目 标 任 务 抽 象 而 成

的序列 Token 为训练和生成对象，

如 将 自 动 驾 驶 场 景 抽 象 为 连 续 的

序 列 Token， 如 何 针 对 特 定 任 务

场 景， 实 现 快 速 有 效 的 Token 抽

象与生成成为挑战。

4.2 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问题

生成式预训练语言模型的训练

过程依赖大量的特定领域数据，而

这 些 数 据 往 往 具 有 隐 私 性 和 商 业

机密性，如何保障相关数据的安全

使用及隐私保护成为挑战。

4.3 高规格硬件部署成本问题

生成式预训练语言模型的训练

需要高规格的硬件配置，包含高性

能计算能力、大容量存储能力等，

且即使训练完成的模型，以车载设

备有线的存算能力，也可能存在搭

载困难的问题，硬件升级造成的成

本问题成为挑战。

4.4 多模态数据的采集与处理问题

随着智能化网联化发展，车辆

所 接 收 到 的 数 据 变 得 越 来 越 多 样

化，这些数据以不同的结构、时间

戳、来源存在，如何高效地收集和

处理这些多模态数据成为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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