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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模型的角色期望：
基于 X（推特）和微博语境的比较分析

摘要　大模型是人工智能技术的一项革命性突破，在极短时间内获得了海内外广泛关注。本文分析了 X

和微博两个平台对大模型的角色期望，比较了英文语境和中文语境对前沿技术的认知差异。总体上，微博

平台的期望更多地倾向实用性的产业发展与应用，而 X 平台的期望更多地倾向于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

具体来看，在技术角色期望方面，X 平台的英文语境更多地关注大模型在不同领域的应用场景，以及前沿

技术的交叉融合；中文语境更多地关注大模型与互联网产业发展的关联。在人类角色期望方面，微博的最

大人类角色期望是创意者，也就是期望大模型在艺术、设计等领域通过思维和技能创造新事物；而 X 的

最大人类角色期望是传播者，可视之为一个信息的交流和传播的媒介。最后提出了新技术发展如何理性面

对社会角色期望的两点建议。

关键词　大模型；社会期望；技术角色；人类角色；舆论关注；技术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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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在科幻漫画《哆啦 A 梦》中，猫型机器人“哆啦 A 梦”能够帮助主人公

解决各种困难，这成为几代人的童年梦想，也反映出人们对人工智能技术由

文学想象到现实应用的社会期望。2022 年底 ChatGPT 的出现，将大模型的概

念推向社会大众视野。大模型是人工智能的一次技术革命，拥有多项突破传

统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大模型不仅支持人与机器主体之间以自然语言直接

交互，同时也让机器主体能够像真人一样交流、具备“人”的语言交流特性。

同时，大模型能够在学习海量数据集后产生涌现现象，可输出不同于原数据

的结果，具备了一定的创造能力 [1]。

以 ChatGPT 为代表的大模型应用一经推出，就在极短时间内获得了全球

范围内多行业领域的关注。在技术研发端，一批大模型和类 ChatGPT 应用在

几个月时间内井喷式涌现，国内也很快呈现“百模大战”的竞争态势。在市

场用户端，大模型应用在短时间内聚集起相当规模的用户群。以 ChatGPT 为例，

与 TikTok 和 Instagram 等平台相比，ChatGPT 达到 1 亿用户规模所用时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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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缩短，成为史上用户数量增长最快的现象级

产品 [2]。更重要的是，大模型带来的革命性冲击，

迅速激活社会大众的想象力。无论是科技公司、

媒体机构还是自媒体博主、普通用户，都卷入

大模型技术的“想象风暴”。互联网中有关大模

型的信息爆发式增长，相关概念在网络中迅速

扩散，舆论关注持续走热。当大多数用户对大

模型的关注、讨论呈现在社交媒体中并形成广

泛舆论，这种舆论关注也就反映了对大模型的

社会性期望。在社交媒体平台中，多元话语行

动者共同参与大模型的“媒介神话叙事”建构 [3]。

从选择性知觉理论看待各领域用户对大模型的

关注和认知，很大程度上还是基于个人想象期

待的选择结果 [4]。此外，技术的社会建构论认为，

对新技术的认知往往参考过往技术的认知经验 [5]。

用户将大模型同哪些技术应用形态相关联，更多

地是基于接近性的经验认知，而并不代表大模型

已经实现。一言以概之，社交媒体舆论不仅反映

社会对大模型的关注热度，也折射出社会群体对

大模型的技术认知与社会期望。社交媒体用户对

大模型的社会期望，不仅囊括了技术角色的想象，

同时也蕴含了作为人类角色的期望。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介入信息传播，基于智

能技术的机器主体与人类用户的交互活动更加

普遍，对人机关系的探讨也更显必要。智能技

术不仅改变既有的信息生产与传播方式 [6]，同

时具备不同于真人行为的机器行为特征 [7]，因

此，人机关系相比人际关系更为复杂。针对人

机关系的形成，可供性视角认为，智能技术所

拥有的可供性指导用户与技术之间的互动关系，

进而影响双方交互的角色定位 [8]；互动媒体效

应理论（TIME）指出，感知智能技术的社会存

在、代理性、交互性、社会交换等因素都可能

影响人机交互效果、信任乃至相互关系 [9]。围绕

人机关系，既有研究发现了多种类型。大多数

智能技术被设计用于辅助用户完成特定任务，

因而机器多扮演用户“工具”的角色 [10]。伴随

技术迭代，智能技术开始具备拟人化特征，促

进了用户对智能机器的心智感知，以及正面印

象形成 [11]。当智能机器扮演协作者或伙伴角色

时，可能对人际关系形成替代效应 [12]；更加拟

人化的智能机器甚至可能通过与用户情感互动，

发展为准社会交往关系 [13]。种种研究表明，智

能技术在与用户交互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对

于人机关系乃至人际关系都有重要影响。因此，

对大模型角色期望的考察也为理解大模型人机

关系提供了参考。

在疫苗接种、电子商务技术等议题中，研

究分别发现不同平台、语境的用户存在认知和

行为层面的差异 [14][15]。在智能技术使用中也同

样存在认知差异：在自动驾驶、虚拟试衣间等

智能技术应用中，跨语境用户群体表现出不同

程度的技术使用与接受态度 [16][17]；针对中美特

定网民群体的社交机器人接受比较发现，国内

网民对社交机器人技术的接受程度更高，且更

倾向认为该技术向善 [18]。跨平台语境的技术关

注差异同样延续到大模型议题中，有研究发现

ChatGPT 话题在海内外主要社交媒体平台中的

舆论扩散热度和趋势差异化凸显 [19]。这也说明，

海内外用户群体对大模型可能存在不同的技术

认知和应用期望。因此，有必要通过跨平台比

较的方式，一方面探讨不同语境社会对技术的

认知观念，另一方面尽可能全面刻画不同用户

群对大模型的角色期望。

鉴于以上，本研究选取 Twitter 和微博作为比

较平台，分析大模型下的舆论关注，以考察不同

文化语境下对大模型的角色期望。具体而言，X

主要代表使用英语的海外用户群体，能够反映英

语语境的技术认知，而微博能够代表使用中文的

海内用户群体，可以体现中文语境的技术认知。

进而，本研究试图回答如下问题：Twitter 和微

博中的舆论关注建构了怎样的大模型技术角色和

人类角色期望？比较两个平台的角色期望差异，

两个语境社会对大模型技术分别持有何种认知态

度？又反映了怎样的技术认知差异？

二、研究设计

（一）大模型角色期望的操作化定义

本研究将社交媒体用户对大模型的角色期

望分为技术角色期望、人类角色期望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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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有关数字技术应用的研究 [20][21]，结合大模

型的技术特征，将大模型的技术角色归纳为 9 项

要素，包括：数据、技术基础、接口（API）、

功能扩展、公司 / 机构、补充者（卖家）、用户（买

家）、生态系统、市场资本。对于大模型的人类

角色，主要源于用户感知的大模型主体可供性。

研究参考多个领域专家学者对大模型社会影响

和传播创新实践的观点 [22][23]，梳理出 6 种人类

角色期望（表 1）。

表 1　大模型角色期望的分析框架

大模型角色 组成要素 基本定义

技术角色

数据
训练大模型、支持大模型

运行的重要组成

技术基础
支持大模型计算处理数据、

提供功能的技术架构
接口

（API）
访问大模型数据、

系统交互的途径

功能扩展
支持在原设计基础上新增功

能且不影响整体稳定性

公司 / 机构
建构程序、部署并提供

大模型服务的科技公司 / 机构

补充者（卖家）
向用户（买家）
提供内容或服务

用户（买家）
对内容或服务

进行购买和交易

生态系统
大模型所有者和参与者

相互协调的复杂生态网络

市场资本
大模型及其应用研发的

市场资本支持

人类角色

分析师
（analyst）

收集、研究和解释数据，
以帮助决策、理解现象

助理
（assistant）

支持、协助和管理日常任务

传播者
（communicator）

负责信息的交流和传播

创意者
（creator）

在艺术、设计等领域通过
思维和技能创造新事物

教育者
（educator）

教学和知识传播，包括
教师、讲师、教育顾问等

娱乐者
（entertainer）

提供娱乐和休闲内容，
如演员、音乐家等

（二）数据采集与分析

为考察海内外不同语境下网络用户对大模

型技术突破带来的角色期望，研究采用网络数据

挖掘分析法，通过关键词检索方式抓取网络数

据并进行分析。

首先是数据采集平台选择。对于英语语境，

研究选取 X 作为数据采集平台。X 是目前海外

主要的社交媒体平台之一，主要用户群覆盖美

国、日本、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等国，支持

用户与互联网中的活动保持联系并获得互联网

实时活动的最新信息 [24]。对于中文语境，选取微

博作为数据采集平台。目前，新浪微博已成为海

内主要社交媒体平台之一，拥有庞大的移动智能

手机客户端用户群体，日均活跃用户数达到 2.53

亿 [25]。这两个社交媒体平台分别代表了英语和中

文两个最大的语言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

英语和中文语境社会群体对大模型应用的关注与

期望。

其次是数据采集和抽样。在采集之前，研

究首先根据两个平台的差异，制定出不同的关

键词检索策略，通过前期观察确定一批尽可能

覆盖更多讨论内容的大模型应用关键词。在采

集 阶 段， 研 究 设 定 采 集 时 间 段 为 2023.01.01-

2023.06.30，获取半年内两个平台中的讨论数据，

包括发布者、发布时间、文本内容等基本数据指

标，并分别形成原始数据集。最后，考虑到分析

成本，研究对两个原始数据集进行抽样处理。为

确保信息的丰富度，研究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

并参考同类研究普遍遵循的统计抽样比例，抽取

1% 作为分析样本 [26]。这样既考虑了分析成本又

具有统计学的科学性，能反映整体趋势。在操

作环节，研究借助 Python 自写程序对文本长度进

行计算，并从文本长度前 10% 的数据中随机抽取

10%，形成抽样数据集。在正式编码前，两位经训

练后的编码员对抽样数据集中的无效样本进行清

洗，剔除与讨论议题无关的数据（表 2）。

表 2　X 和微博平台数据集规模

采集平台 关键词 原始数据集 抽样数据集 有效样本数

X
ChatGPT、

GPT-4
455,447 4,554 4,227

微博

ChatGPT、
GPT-4、

Chat GLM、
智谱 AI、

文心一言、
讯飞星火、

大模型

435,814 4,357 3,231

在数据分析环节，研究分别使用人工编码与

GPT-4 模型编码结合的方式完成。对于技术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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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要素的识别，两位经训练后的编码员根据类

目表识别、编码数据集文本中提及的类目要素。

对于人类角色的识别，研究借助 GPT-4 大模型

开发文本的潜在角色探索模型，对数据集中文本

进行逐条标记。具体来说，研究（1）首先抽取

200 条数据文本，采用人工方式标注人类角色，

这些标注数据作为大模型学习的训练数据组成；

（2）将六类角色的定义特征和标注的训练数据

投喂至 GPT-4，让其学习每种人类角色特征并

能够对新的文本进行识别判断。训练完成的模型

准确率达到 92%，依据以往经验能够用于实际分

析；（3）最后使用该模型对分析数据集的文本

进行逐条识别标注。为了保证结果有效性，研究

分别对两类编码结果进行人工二次核验，核验结

果显示两类结果的信度均达到 0.85 以上，可用

于后续分析。此外，研究使用质性的文本分析法，

提取文本核心主题和代表观点，以深入理解海内

外用户对大模型应用各自的角色期望。

三、大模型应用的技术角色期望

（一）大模型的技术角色期望分布

研究首先分析技术角色期望在 X 和微博舆

论中的分布特征。通过考察技术角色期望相关

要素在两个平台讨论中被提及的频次，能够掌握

X 和微博用户在讨论大模型技术时重点关注哪些

技术角色（图 1）。

 从各个要素在两个平台中的数量占比来看，

X 和微博用户讨论对大模型技术角色期望各有侧

重。在微博中，舆论关注最多的大模型技术角色

要素是市场资本，在各技术角色要素中占比达到

24.14%；大模型相关的公司 / 机构、大模型应用

的生态系统、大模型技术基础等三项微博要素获

得的关注占比超过 10%；其余要素获得的舆论

关注较少，占比均未超过 10%。

而 在 X 中， 大 模 型 应 用 的 补 充 者（ 卖

家） 一 骑 绝 尘， 这 一 技 术 角 色 要 素 占 比 达 到

39.54%；其次是大模型相关的公司 / 机构（占比

达到 14.46%）和功能扩展要素（14.34%），但

相较于用户获得的讨论热度仍有较大差距；其

他角色要素获得的舆论关注普遍较低，在各技术

角色要素中相对占比均不超过 10%。

（二）技术角色之间的关系分析

本研究建立了两个平台中各技术角色之间

的共现矩阵。在共现网络中，各个节点分别为 9

项技术角色，节点颜色代表节点的权重程度，反

映节点在抽样数据集中的相对重要性；边关系

反映各节点在数据集中被共同提及的情况，边的

粗细代表边权重程度，表示节点间被共同提及的

相对程度（图 2）。

从网络整体的结构指数来看，微博的角色

共现网络相较 X 网络更紧密，各角色之间的联

系更强。具体而言，微博共现网络的平均边权

重是 X 中的两倍多（M 微 =99.4；MT=46.6），

且微博共现网络的边权重值域范围整体上也高

于 X 共 现 网 络（W 微

∈ [13, 295]，WT ∈ [1, 

202]），这一结果说明

微 博 中 大 模 型 各 技 术

角 色 之 间 相 互 联 系 的

程度相对更频繁、更紧

密，大多数微博用户倾

向 于 同 时 讨 论 多 种 技

术角色想象。

从 技 术 角 色 的 结

构分布来看，两个共现

网络的中心社群由不同

面 向 的 技 术 角 色 要 素图 1　X 和微博用户对大模型技术角色的期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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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在 X 平台中，功能扩展具有最高的节点

权重、处于共现网络的结构中心，并分别与平台

公司 / 机构、补充者（卖家）、技术基础等 3 项

角色要素存在较强的共现关系，这些技术角色共

同构成中心社群。而在微博平台中，平台公司 /

机构则成为网络结构的中心节点，其同时与市场

资本、技术基础、生态系统和功能扩展等 4 项技

术角色要素具有较强的共现关系，共同形成中心

社群。

从具体的技术角色比较来看，一部分技术角

色在两个平台中的共现关系呈现出颠倒性差异。

在微博平台中，生态系统、市场资本处于共现网

络中心，与多个技术角色建立较强的相互联系；

而补充者（卖家）处于网络结构边缘，与其他角

色之间的联系相对较弱。在 X 中，补充者（卖

家）处于中心社群内，并与功能扩展、数据等角

色要素建立较强联系；市场资本、生态系统在 X

的共现网络中反而处于边缘位置，两者仅和平台

公司 / 机构有较强联系。

 （三）中心技术角色的话题比较分析

研究分别选取处于技术角色共现网络中心

社群的角色，通过话题讨论考察两个平台的技

术角色期望差异。X 中的中心技术角色包括功能

扩展、平台公司 / 机构、补充者（卖家）和技术

基础，在抽样数据集中包括 3212 条推文（占比

75.99%）；微博中的中心技术角色则有平台公

司 / 机构、市场资本、生态系统、技术基础和功

能扩展，包括 2628 条微博（占比 81.33%）。经

质性的文本分析提取主题后，围绕大模型的技术

角色，X 舆论关注主要呈现 5 个主题（表 3），

微博舆论关注主要呈现 4 个主题（表 4），并折

射出技术的认知差异。

X 中对大模型技术角色的期望表现出“技

术先行”的认知倾向。早在 2016 年，微软 CEO 

Satya Nadella 提出“对话即平台”的理念，认为

自 然 语 言 对 话 将 成 为 人

类 与 计 算 机 交 互 的 主 要

方 式 [27]。 这 一 理 念 不 仅

意 味 着 人 机 交 互 以 自 然

语 言 对 话 的 形 式 进 行，

更 暗 示 机 器 代 理 能 够 定

制 化 地 完 成 用 户 多 种 需

求 任 务。 大 模 型 的 出 现

将 人 机 交 互 的 形 式 由 计

算 机 语 言 切 换 为 自 然 语

言， 首 先 满 足 了 对 话 的

属 性。 对 于 多 元 化 的 任

务 实 现， 这 一 技 术 期 望
图 2　X 和微博中大模型技术角色要素的共现网络

表 3　X 中技术角色期望相关讨论的主题分布

主题 具体内容

T1 技术突破
基础架构、算法创新、
性能优化等方面的讨论

T2 多任务应用体验
用户在多元任务场景中的

应用以及体验反馈

T3 商业领域应用
在特定商业领域

（如金融、医疗、媒体等）的应用

T4 跨学科融合 在不同学科和领域的融合应用

T5 安全问题
伦理问题、用户数据的隐私保护、

以及人工智能的安全性问题

表4　微博中技术角色期望相关讨论的主题分布

主题 具体内容

T1 技术突破 技术迭代、性能提升和新功能支持

T2
商业应用

与市场影响
在商业领域中的应用产品，

以及对金融市场和特定企业的影响

T3
行业发展
趋势展望

大模型应用行业的
未来发展方向预测

T4
内容创作

与媒体应用
在内容生成、媒体创作

等领域的产品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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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体现在 X 舆论中，具体表现为大多数用户仍

关注大模型技术多领域任务的功能外延探索。从

话题内容来看，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基于大模

型的多任务应用体验，X 用户重点关注 GPT 等

大模型在教育、写作、编程辅助、客户服务等任

务中的应用体验；二是大模型在商业领域的应

用，包括企业如何利用大模型技术来改善服务、

增强产品功能、优化运营效率，以及大模型对金

融、医疗、媒体等行业的影响；三是跨学科的融

合应用，例如大模型技术与区块链、物联网、增

强现实等其他新技术的结合。可以发现，X 用户

对 GPT 等大模型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大模型的多

任务处理、多场景应用、技术连接，凸显了英语

社会用户对大模型技术角色期望的“技术先行”

认知态度。

在微博中，用户对大模型的技术角色期望与

互联网产业紧密关联，将技术升级与产品开发并

行讨论。不同于 X，微博用户对大模型的技术角

色期望主要集中在大模型公司和机构、应用生态

系统、技术基础和市场资本等方面，这些要素均

与互联网产业尤其是数字平台关联较多。从话

题来看，微博用户在讨论大模型技术时也涉及到

较多与市场、金融资本、行业发展相关的讨论。

如，主题 2 关注大模型的商业化应用以及对市场

的影响，一部分内容讨论了大模型技术对市场投

资走向的潜在影响；主题 3 探讨大模型的行业发

展趋势。同时，大模型开始具备平台的一些特征

属性，但不同于既有的数字平台，而是一种“超

级节点”式想象。在数字平台体系中，平台机构、

用户（买家）和补充者（卖家）是三项基本要素，

用 户（ 买 家） 和 提 供

者（ 卖 家） 双 方 建 立

起“ 双 边 交 易”[28]，

平 台 通 常 充 当“ 双 边

交 易”的 市 场 和 社 交

互动中心 [29]。本研究

发 现， 大 模 型 一 方 面

作 为 技 术 基 础 备 受 关

注， 另 一 方 面 又 如 主

题 4 所 讨 论 的 具 备 内

容生成、媒体创作领域的产品应用潜力。因而，

微博用户对大模型技术角色的想象同时具备平台

机构、补充者（卖家）的二元技术身份特征，并

倾向于从市场端讨论大模型的应用场景、产品研

发、市场投资，开始萌生大模型应用生态系统的

图景。可以说，微博用户对大模型技术角色期望

的关注表明了海内用户对大模型技术与应用研发

“全链并行”的认知态度。

四、大模型应用的人类角色期望

（一）大模型的人类角色期望分布

研究借助基于 GPT-4 训练的潜在角色探索模

型对 X 和微博文本中有关大模型的人类角色进行

归纳识别。结果显示，两个平台中的舆论关注均

有提及这 6 种人类角色：分析师、助理、传播者、

创意者、教育者、娱乐者，但两个平台对 6 种角

色的侧重明显不同，既有相同的人类角色期望侧

重，同时也呈现出不同的角色关注（图 3）。

从微博和 X 舆论讨论中谈及的人类角色分

布来看，6 种人类角色均有所体现，但各个角色

获得的关注强弱有所不同。在 X 中，舆论关注

较多的大模型人类角色想象依次为传播者、创意

者和教育者；助理、娱乐者和分析师三种角色获

得了一定关注，但相比前三者而言明显较少。在

微博中，受关注较多的角色依次为创意者、分析

师和传播者，而娱乐者、教育者和助理获得的关

注相对更少。基于舆论关注的数量占比发现，现

阶段 X 和微博用户对大模型人类角色的期望主

要集中在一部分角色上，且不同平台中最受关注

的角色类型也存在差异。

图 3　X 和微博中的大模型人类角色期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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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同人类角色期望建构的差异分析

对于主要受关注的传播者和创意者角色，

X 和微博的人类角色期望是否存在差异呢？为考

察这一问题，研究以人类角色为分类标签，从抽

样数据集中提取对应文本进行关键词识别，以进

一步理解两个平台用户对大模型人类角色的形

象建构（表 5、表 6）。比较发现，X 和微博用

户对于大模型人类角色期望的建构呈现不同的

认知态度。

在 X 中，面对大模型作为传播者和创意者

的人类角色期望，X 用户更多地从技术理性的角

度出发建构想象。从具体的关键词来看，X 用户

在建构传播者、创意者的大模型人类角色中，

主要的讨论内容也集中在大模型相关的技术发

展、功能实现和应用场景方面。比如，针对创作

者角色的想象围绕 create、building、generate、

coding、development、answer 和 question 等 关

键词展开，主要探讨大模型技术作为创作者的

技术基础，以及在编程、问答等任务场景中的应

用；针对传播者角色的想象则主要涉及 social、

b i n g 、c y b e r s e c u r i t y 、s t o r y 、i n f o r m a t i o n 、

newsletter、science 等要素，重点关注大模型对

于社会信息流动、新闻生产和网络信息检索等

的作用，从大模型对信息传播的角度展开探讨、

刻画作为传播者的大模型人类角色。归结来说，

Twitter 用户对大模型作为传播者和创意者的角

色建构主要通过技术基础和场景要素两类关键

词形塑，是技术理性的结果。

同样是作为传播者和创意者的大模型人类

角色，微博的舆论关注则折射出资本推动的势

头。早在 ChatGPT 应用概念走热阶段，海内网

络舆论的爆发已有资本鼓吹和鼓励研发的助推

苗头 [30]。回到本研究，市场资本的要素不仅体

现在对大模型的技术角色期望中，同时也介入人

类角色想象。从关键词类别来看，微博中有关大

模型作为传播者、创意者的关键词组合主要分

三类。第一类是与大模型技术相关要素，第二类

是围绕具体角色的应用场景关键词，这两类关键

词同样也存在于 X 用户对大模型作为传播者、

创意者角色的想象。但除此之外，微博中的舆论

关注表现出一批涉及市场资本的关键词，包括公

司、市场、企业、产品、行业、投资、发布等相

关要素。这类关键词将大模型的人类角色同市场

投资、产品研发、行业发展相联系，不仅关注技

术突破对大模型代理人类角色的实现，更从资本

角度推动这些角色想象成为互联网产业探索方

向。也即是说，微博中大模型人类角色期望离不

开市场资本的产业想象推动。

（三）不同角色期望的社会价值取向比较

网络用户对大模型人类角色的期望反映了

个体和群体的价值规范与潜在规则。根据价值

变化理论，有效的解释框架为物质主义与后物

质主义的取向 [31]。物质主义关注人类的基本需

求，强调经济安全和物理需求；后物质主义强调

自我实现、文化和精神需求的满足 [32]。回看大

模型的人类角色期望，在传播者和创意者之外，

X 和微博用户分别对大模型作为教育者和分析师

表 5　X 中大模型人类角色的舆论关键词

人类角色 关键词

传播者
social, business, AI, bing, cybersecurity, story, 

update, language, information, newsletter, 
innovation, science, education, create, learning

创意者

create, using, building, language, AI, 
generate, social, power, #coding, business, 
#machinelearning, development, answer, 

application, question

教育者

#machinelearning, #artificialintelligence, 
learning, information, #datascience, 

#deeplearning, using, #innovation, intelligence, 
teaching, #education, language,

 potential, writing, practical

表 6　微博中大模型人类角色的舆论关键词

人类角色 关键词

分析师
公司，模型，数据，技术，市场，产品，领域，
行业，分析，能力，投资，GPT，股份，数字，

算力，教育，内容，机器人，企业，服务

传播者
模型，公司，技术，数据，市场，新闻，能力，
信息，产品，内容，企业，机器人，发布，生成，

训练，服务，用户，语言，数字，平台

创意者
公司，技术，数据，产品，能力，GPT，行业，
市场，训练，算力，芯片，机器人，学习，投资，

需求，语言，生成，企业，内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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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射以较多想象关注。从价值变化理论框架来

看，分析师这一角色属于物质主义的范畴，而教

育者、传播者、创意者属于后物质主义型角色。

两个平台对人类角色关注的价值观差异，也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的社会群体价值取向。

因此，研究重点分析微博用户对分析师角色和 X

用户对教育者角色期望关注背后的社会价值取

向差异。

作为分析师的社会角色主要负责收集、研究

和解释数据，以帮助做出决策或理解特定领域的

动态。分析师通常在财经、市场研究、政策制定

等领域承担任务，具备对数据的理解力和分析能

力。从技术可供性来看，对多模态数据的理解和

分析计算正是大模型的技术优势。与此同时，微

博用户在建构作为分析师的大模型人类角色过

程中，也往往提及数据、技术、分析、能力、数

字、算力等技术关键词。具体从话题内容来看，

围绕分析师的角色，微博用户在数据分析、投资

决策、预测模型、金融分析等领域中探讨基于大

模型的应用场景，将大模型作为专业的数据分析

员，以自动化、智能化的技术优势代替人类分析

员的工作。由此可见，微博用户将大模型看作分

析师这一人类角色，折射出两层角色期望：一是

大模型能够实现经济、社会运转中的数据问题解

决；二是大模型能够代替人的角色、完成大数据

处理任务，其本质上都是大模型直接解决人类问

题并呈现结果反馈。总的来说，微博用户对大模

型作为分析师的人类角色期望反映了满足物质

主义需求的向往，这种期望也是一种“授人以鱼”

的人类角色。

对于教育者来说，这一社会角色专注于教学

和知识传播，包括教师、讲师、教育顾问等相关

职业，通常具备知识分享、启发性思考和促进学

习的社会功能。大模型通过存储、学习人类社会

大量知识信息，在很多领域已经开始超越普通人

的知识水平和专业能力，并改变了过往知识检索

和获取方式 [33]。因而在应用场景中，大模型参

与知识传播、开始扮演教育者的角色。在 X 用

户的舆论关注中，作为教育者的大模型技术同样

首先关注大模型技术要素，其次是围绕教育相关

的关键词，包括 education、learning、teaching 等。

从具体话题来看 X 用户主要表达了三种观点：

一是 GPT 等大模型技术作为辅助教学的工具、

学习资源，或者用于协助课程设计；二是大模型

对学习的影响，基于功能扩展的可供性探讨大模

型在个性化学习方面的应用；三是将大模型技

术融入教育系统，探讨大模型对于提高教育质量

和可及性兴趣等系统性问题的帮助。无论是哪种

应用场景，作为教育者的大模型技术并未直接代

替人类，而是协助人类用户传播或学习知识。也

即是说，X 舆论关注的大模型扮演着“授人以渔”

的教育者角色，主要作用于帮助用户学习知识、

实现自我，以满足人类后物质主义的需求。

五、结论与讨论

社交媒体中有关大模型的舆论关注传递了社

会群体对大模型技术发展、应用实践、人与大模

型关系的期待，为技术的社会使用和用户 - 技术 -

社会相互关系的建构提供参考。通过考察 X 和微

博平台对大模型的技术与人类角色期待，本研究

揭示了中、英文两种不同语境社会对大模型认知

的诸多共性和差异性期望，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

语境社会对前沿技术的认知观念差异。

首先，两个社交媒体平台对大模型有不同技

术角色期望。在英文语境的 X 中，大模型技术

角色期望集中在补充者（卖家）、大模型公司 /

机构、功能扩展等要素；在中文语境的微博中，

大模型技术角色期望主要是市场资本、大模型公

司 / 机构、生态系统等要素。从各技术角色之间

的相互关系来看，英文语境的关系网络以功能扩

展为中心节点，而中文语境中以公司 / 机构为中

心节点。进而对中心技术角色的话题分析表明，

英文语境的讨论关注大模型在不同领域的应用

场景，以及前沿技术的交叉融合；中文语境的话

题则与互联网产业紧密关联，参与讨论群体期待

大模型技术与产品向产业化发展。

其次，在人类角色期望方面，两个语境之间

也存在差异。微博的最大人类角色期待是创意

者，也就是期望大模型在艺术、设计等领域通过

思维和技能创造新事物；而 X 最大人类角色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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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是传播者，视之为是一个信息的交流和传播的

媒介。其次，微博的第二大人类角色期待是分析

师，扮演收集、研究和解释数据，以帮助决策、

理解现象的功能；而 X 是教育者，扮演教学和

知识传播，包括教师、讲师、教育顾问等角色。

总体来看，微博平台对大模型人类角色的期待更

多倾向于实用性，能够承担不同的人类工作；而

X 平台对大模型人类角色期待还是更多扮演信息

传播的功能。

结合技术角色期待与人类角色期待来看，

微博平台的期待更多倾向实用性的产业发展与

应用，从产业以及实际应用的期待较突出；而 X

平台的期待更多倾向于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能

够向用户（买家）提供什么内容或服务、承担信

息传递功能等方面比较突出。对于这样的认知差

异，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来思考。

一是社会角色期待会对一项技术的发展方向

产生影响，需要理性应对。面对喧嚣的网络声音，

大模型技术与产业发展方向如何做出准确的判

断，哪些社会期望需要响应，哪些社会期望不需

要响应，哪些社会期望是关键，哪些社会期望是

长期的，等等。这些需要从海内外纷繁复杂的舆

论中做出理性、冷静的判断。不能简单地跟着社

会舆论走，但也不能完全无视社会期待，因为一

项技术的应用需要满足社会需求才能良性发展。

二是面对大模型等不断出现的前沿技术概

念，我们如何保持理性的态度？在互联网发展史

上，新技术概念层出不穷，比如 5G、量子计算

机、区块链技术、VR/AR 等，都经历了很长时

间的沉淀才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前些年火热的

元宇宙概念，是由技术想象演化到产业想象的乌

托邦图景，当拂去舆论泡沫后即跌入低谷 [34]。

面对大模型及其他可能出现的前沿技术应用，我

们一方面应投以长期关注，避免被短期的舆论泡

沫干扰判断，待泡沫褪去后从技术理性的视角认

识、关注技术本身，而不是从泡沫之上形成技术

恐慌或神话认知。另一方面，应平衡好虚拟想象

与现实世界的关系，要在技术逻辑基础之上来看

问题，基于实践理性去体验、理解新技术，避免

将技术认知建立在好莱坞电影的想象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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