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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2024软件研发应用大模型国内现状调研报告》



国内应用整体状况

重视LLM
且能够投
入较多人
力和资源 
的团队占
比已超过
一半
(59.5%)，
比去年提
升了
12.9% 



国内应用LLM的动机和效益



使用的LLM情况和面临的困难

接近1/3的

软件研发

团队是采

用成本最

低的方式：

直接使用

第三方

LLM API

应用面临的困难



LLM驱动软件产品创新、需求定义

需求提效20+%：
>41%



LLM驱动软件设计

设计提效20+%：
>37%



LLM驱动编程

编程提效20+%：
>46%



哪家AI编程工具、框架强？



LLM驱动测试

测试提效20+%：
>27%



LLM驱动运维



大模型相关技术应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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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M适合编程”有三大理由

代 码 数 据 质 量 高编 程 语 言 也 是 语 言团队中开发人员的成本是最高的



大模型是概率模型，存在幻觉问题

1 - 数据产生的幻觉：错误的数据源、知识边界、数据利用不当

2- 训练相关的幻觉：预训练缺陷、对齐问题、能力不匹配

3 - 推理相关的幻觉：解码策略缺陷、上下文注意力不足

“代码却是需要准确，错一个符号都不行“

那我们需要缓解幻觉问题
ü 数据：增强数据质量、知识边界管理

ü 训练：改进预训练过程、对齐目标优化

ü 推理：增强解码策略、上下文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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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论：基于代码生成单测



示例：计算年龄

大模型基于程序生成的测试代码大模型生成了Bugly程序



现在让LLM先思考验证点、生成单测



基于单测再生成程序代码

这样生成的代码才是高质量的

UTDD是代码生成的打开方式

开发时间无需增加，反而会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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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M适合应用于“需求采集、分析与定义”



定义用户故事及其验收标准



基于GWT验收标准生成测试代码



再基于BDD测试代码生成前后端代码



大模型时代软件研发终极打开方式

由LLM生成

程序/产品代码

由LLM生成

测试脚本 相互验证
/博弈

效果提升明显由LLM生成需求及其验收标准
背后是研发
工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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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智能体协同开发软件

不仅有我们开发出来的智能体、数字人，我们开发人员也是智能体



具有一定自主能力的智能软件研发平台
① Augmented working
② Real-time automated decision-making
③ Responsible AI
④ Generative video
⑤ Next-gen voice assistants
⑥ AI legislation and regulation
⑦ Autonomous AI agents
⑧ Navigating a post-truth world
⑨ Quantum AI
⑩ Sustainable AI

实时决策、自主智能体…





利用AI技术深化计算机对现实世界的理解

推动研发进入智能化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