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I潮水汹涌，数据正成为一门火爆的生意。
为了给人工智能喂上充足的“养料”，从发掘、采集到标注，企业在数据处理的各个环

节掘金。到如今，真实的数据已无法满足日渐膨胀的AI“胃口”，企业开始探索AI自产自销
的“假”数据——合成数据产业应用而生。

上个月底，国内合成数据公司“光轮智能”宣布完成天使+轮融资；几个月前，新加坡合
成数据初创公司Betterdata也获得一笔165万美元规模的种子轮融资。互联网大厂也开
始了布局。微软、英伟达、meta、亚马逊等数得上号的科技巨头中，均有合成数据相关的业
务布局、投资或收购举动。

合成数据究竟是“何方神圣”？它有怎样的产业价值和风险？会给AI产业带来怎样的
颠覆？

人造数据“喂养”AI催生亿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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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从现实世界中采集或测量的真实数
据，合成数据顾名思义是人工合成的“假”数据。
由于能够反映原始数据的属性，合成数据可以作
为原始数据的替代品来训练、测试和验证AI模型。

但人工合成并不意味着完全凭空捏造。现阶
段，大部分合成数据的“根”仍然是真实数据。

Unity中国高级软件工程师钱文亿向记者介
绍了其合成数据产品在计算机视觉相关项目中的
普遍生成过程：第一步，在现实中找到可识别的对
象，通过扫描技术，将物体模型真实地还原在3D
场景中；在此基础上，对该物体模型进行打标签，
如颜色、大小等，具体标签类型依据训练需求而
定；最后，将这些物体放置于各种设定的场景中，
随机组合，快速地生成多张图片。

因此，训练同一个AI模型时，使用真实数据
也许需要摄像头不断变换地捕捉物体在不同场
景、状态下的多张照片，而合成数据则能够通过调
整物体位置、角度、所处背景等参数，一分钟内生
产成百上千张不同的图片，降低成本，提高数据集
生成效率。

事实上，合成数据的概念并不新颖。据说，这
一概念早在1993年DonaldRubin的一篇文章中
就有雏形。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一次次取
得突破性发展，真实数据的采集、获取难度也水涨
船高，已难以填饱AI训练的庞大“胃口”。

合成数据常常作为真实数据的“平替”而存
在。据人工智能初创公司Cohere首席执行官
AidenGomez在上个月底透露，由于Reddit、推
特等公司的数据采集要价太高，微软、OpenAI和
Cohere等公司，已使用合成数据来训练AI模型。
Gomez表示，合成数据可以适用于很多训练场景，

只是目前尚未全面推广。
但在广州大学计算机科学与网络工程学院教

授王员根看来，价格反而不是选择合成数据最主
要的考虑因素。

真实数据涉及大量个人隐私，冒然使用可能
引起严重的法律纠纷问题，而且并非所有的真实
数据都是可用的。互联网上充斥着大量真伪难辨
的信息，要从杂乱无章的真实数据中挖掘出可用
的信息，需要大量的人工筛选。另外，真实数据还
存在分布不均衡的问题。例如，训练人脸识别系
统时，从互联网上爬取到的人脸数据中亮皮肤人
脸图像占多，而暗皮肤人脸图像偏少，这将导致所
训练的模型存在偏见。合成数据恰能在一定程度
上人为规避上述问题。

“部分真实数据无法获取，如清晰的水下图
像等，通过合成数据技术模拟生成相关数据，能
够补充训练数据的完备性。”王员根补充道，尽管
现阶段大量合成数据建立在真实数据基础上，但
随着技术的进步，未来对真实数据的依赖将逐步
减少，目前已有技术能让直接合成的数据“以假
乱真”。

但合成数据并非十全十美。在AI训练数据
服务商Appen澳鹏官方发布的一篇文章中，就
提到合成数据缺乏异常值，而这些异常值自然
出现在真实数据中，对于模型精确度至关重
要。另外，合成数据的质量通常取决于用于生
成的输入数据，输入数据中的偏见很容易传播
到合成数据中，因此不能低估使用高质量数据
作为起点的重要性。所以，企业需要将合成数
据与人工标注的真实数据进行比较，作为额外
的输出控制。

““人造人造””数据崛起数据崛起

目前，合成数据主要应用于哪些领域？
相比于自然语言、音频等形式，合成数据最先

在计算机视觉上展露拳脚。受访专家们认为，这
与图片处理更加简单直接、人类与环境进行交互
时优先通过视觉系统等因素相关。未来，其他领
域的合成数据也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合成数据在自动驾驶、医疗、金融等场景有着
广阔的应用前景。这些场景的共同点在于，真实
数据敏感，难以获取，但又关涉重大，有的还涉及
人身安全，对数据质量要求极高。“哪里最有需要，
哪里就会最先得到发展和应用。合成数据技术
最有可能在这些敏感场景中取得突破。”王员根
表示。

以自动驾驶为例，实际驾驶过程中，车辆可能
会碰到各种复杂多变的路况，甚至是极端情况，如
严重的交通堵塞、事故、恶劣天气等。尤其是在极
端情况下，使用真车冒险测试几乎不可能，极难采

集和获取到真实数据。
合成数据可以模拟出这些情景。王员根介

绍，“比如，要模拟暴雨天气，我们就用日常能够收
集到的普通天气的数据，构建一个物理或网络模
型，将‘暴雨’的关键参数输入进去，就能生成相应
的场景。模型和参数越准确，场景的逼真程度越
高。”如此，能够在保障人员和设备安全的条件下，
提升自动驾驶能力。

公开资料显示，许多自动驾驶汽车厂商都在
合成数据和模拟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例如，谷
歌母公司Alphabet旗下的自动驾驶子公司Way-
mo在2106年就生成了25亿英里的模拟驾驶数据
来训练其自动驾驶系统（相比之下，从现实世界收
集的驾驶数据仅为300万英里）。到2019年，这一
数字已达到100亿英里。

国内，腾讯自动驾驶实验室开发的自动驾驶
仿真系统TADSim已经可以自动生成无需标注的

据咨询公司Gartner预测，到2030年，合成数
据将彻底取代真实数据，成为AI模型所使用的数
据的主要来源。而美国AI研究机构Cognilytica
数据显示，2021年合成数据市场规模大概在1.1亿
美元，到2027年将达到11.5亿美元。这是一块让
不少科技大厂和初创公司垂涎的大蛋糕。

多家的科技巨头均有合成数据相关的业务布
局、投资或收购举动。例如，2021年，英伟达发布
了用于训练AI的OmniverseReplicator合成数据
生成引擎，今年7月，英伟达初创加速计划成员
Rendered.ai将OmniverseReplicator集成到其合
成数据生成平台，使AI训练变得更加简单易用；亚
马逊也在多个场景探索合成数据的应用，例如使
用合成数据来训练、调试其虚拟助手Alexa，以避
免用户隐私问题等；Meta则直接收购了合成数据
创业公司AI.Reverie，以整合至旗下元宇宙部门
RealityLabs。

创业公司方面，合成数据领域的投资并购持
续升温。计算机视觉合成数据提供商Datagen于
2022年初宣布完成5000万美元B轮融资；今年4
月，新加坡合成数据初创公司Betterdata在获得一
笔165万美元规模的种子轮融资；7月末，国内合成
数据公司“光轮智能”宣布完成天使+轮融资，这家
今年刚成立的新公司，已经完成种子轮、天使轮、
天使+三轮融资，累计融资金额达数千万元。

钱文亿观察到，“过去几年，全球几乎每年都
有好几百甚至上千家新型初创公司建立，为各行
各业提供用于算法训练的合成数据产品。”

产业繁荣之下，我国也开始鼓励和引导合成
数据产业的发展。今年3月初，中国证监会科技监
管局局长姚前曾在《中国金融》杂志撰文称，建议
重点发展基于AIGC技术的合成数据产业。以更
高效率、更低成本、更高质量为数据要素市场“增
量扩容”，助力打造面向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数据
优势。5月19日，北京发布的“北京市通用人工智
能产业创新伙伴计划”，提到谋划建设国家级数据
训练基地，也提出了支持发展基于AIGC技术的合
成数据新产业。

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人工智能对数据
的海量需求催生了一批数据标注师的就业群体。
如今，当合成数据逐渐成势，数据标注产业的格局
是否会因此遭到冲击？

王员根认为，冲击是必然的，但需求仍在。“首先
这件事没有那么快到来，其次，标注师们要进行转
型。比如，过去需要标注的是原始数据，如今则变成
了AI生成的数据；又如在原本数据标注工作的基础
上，标注师们还将被要求分辨哪些是AI生成的数据，
哪些是自然数据等。即使合成数据越来越多、质量
越来越高，也离不开人类的引导和监督，以及时修正
可能出现的偏差。” 供稿：《21世纪经济报道》

合成数据应用多领域突破合成数据应用多领域突破

数据标注产业将被重构数据标注产业将被重构？？

各种交通场景数据。华为云也基于盘古大模型
开发了场景重建大模型，该模型可基于采集的
路采视频数据做场景重建（合成数据），普通用
户很难用肉眼分清这些重建的场景跟真实场景
有何区别。

然而，自动驾驶涉及人身安全，合成数据毕竟
不是完全真实的，这注定了企业使用这类数据进
行训练时会表现得更加谨慎。

小马智行联合创始人兼CTO楼天城向记者强
调，合成数据既有凭空生成的虚拟数据，也有基于
真实数据加以修改得到的数据，目前在L4的感知
模块中，小马智行没有使用凭空生成的虚拟数
据。主要是因为L4方案依赖于激光雷达，对于如
恶劣天气、长尾物体等难度场景，生成激光雷达的
虚拟数据与真实数据的分布差异较大，无法用虚
拟数据来达到在真实场景下提升的效果。

但小马智行会对真实数据加以修改来合成数

据用于感知算法，对于不依赖
原始传感器输入的模块，例如
路径规划和一些场景理解等算法，
也会使用合成数据进行训练和仿
真评估。

楼天城认为，要把虚拟数据做到
足够逼真对标注质量的要求反而更高。
而对于一般的简单场景，做数据挖掘和
智能标注的数据闭环相比于研发合成逼真
的虚拟数据的成本还要低不少。目前学术
界对使用完全虚拟的数据进行自动驾驶的训练
有一些研究，不少公司也在做相关预研。从训练
效果来看，从0到80分有帮助，但对90到99分效
果一般，实际落地部署的案例并不普遍。

“我们也在关注合成虚拟数据相关的技术进
展并持开放的态度，如果某一天技术足够成熟时
也会考虑应用。”楼天城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