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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发展人工智能
有优势也有迫切性

上海没有互联网性质的 BAT，
《实施意见》出台后，下一个人工智能
时代上海与其他城市相比会有哪些
具体优势？

对此，陈鸣波表示，目前，全国各
个省市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推动方面
都非常有力，比如中关村、深圳都有
聚焦的支持政策。在招商引资或者
风投方面的好的经验和做法，值得上
海学习，比如深圳的中创投很专业也
很活跃。陈鸣波认为，人工智能发展
的关键一是数据的共享开放，二是生
态，三是投融资环境。总的来说，上
海发展人工智能有几大方面优势。

在应用方面，上海正在探索把各
级政府、各个委办的政务数据都对外
开放，数据总量是全国之最。“另外还
有有利因素是上海产业基础较好，包
括产业自动化，比如上汽等一些工厂
的自动、智能化技术，上海是最好的，
这是很多AI企业亟需的应用场景。
通过政府的引导，形成生态环境，给
AI企业带来很大的应用市场机遇。”

在科研基础和实力方面，上海的
科研院所众多，“比如，交大的AI学
科排名在全球还是可以的。上海的
人才资源丰富，据第三方统计，AI科
研从业人员占全国三分之一左右，张
江已形成AI人才集聚区。”

此外，上海的独角兽企业已经在
孕育，“据我们了解有10家左右的独
角兽已经形成了影响力，但考验是3
年以后这些企业还在不在，这是政策
制定的关键。以往，上海的独角兽企
业长到一定程度就会被收购，所以我
说要向中关村学习，在AI投资方面
集全市之力来发力。”

陈鸣波认为，除了有优势，上海
发展人工智能也有迫切性，“上海现
在的转型，土地、能耗各方面的空间
都不大。AI恰恰是转型过程当中的
一个巨大契机，是一个好的时代机
遇，上海必须要抓住。”

上海发布《关于本市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实施意见》

将打造6个人工智能创新示范区
到2020年，上海将实

现人工智能重点产业规模
超过1000亿，基本建成人
工智能人才高地，培育10
家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人工
智能创新标杆企业……昨
天，上海市政府发布了《关
于本市推动新一代人工智
能发展的实施意见》。青年
报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发布
会上了解到，上海将着力打
造6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
示范区，形成60个深度应
用场景，建设100个以上应
用示范项目。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陈鸣波介
绍说，上海大数据资源丰富，智慧应
用广泛、产业门类齐全，产学研用及
人才集聚，这些都是上海发展人工智
能的基础优势。上海出台《关于本市
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实施意
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主要有
几方面考虑：

第一，巩固提升实体经济能级，
人工智能既是增长新动力，又体现基
础生产力。从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看，人工智能是新型产业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上海将加快形成以人工智
能芯片及传感器、机器人及智能硬
件、智能无人系统及软件等为重点的
世界级新兴产业集群，到2020年实
现人工智能重点产业规模超过1000
亿，成为新增长点。上海还将大力推

进人工智能促进实体经济降本增效，
在智能制造、现代金融、商贸服务、现
代物流、现代农业等领域深度应用，
提升全员劳动生产率，实现经济能级
优势提升。

第二，加快创新驱动引领发展，
人工智能既是科技创新力，又体现社
会创造力。当前人工智能正处于技
术变革跨入创新应用的重要窗口期，
上海将瞄准这一世界科技前沿，聚焦
部分前沿引领、关键共性、颠覆性技
术开展基础和应用研究。同时，人工
智能新技术、新硬件、新算法将在各
领域细分行业掀起应用热潮，上海将
顺应市场趋势和发展需求，重点支持
以人工智能为特征的各类创新创业
活动，激发全社会的创造力。到2020
年，基本建成人工智能人才高地，培

育10家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人工智能
创新标杆企业。

第三，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人工智能既是满足美好生活需求的
重要供给力，又体现城市竞争力。
上海将着力打造6个人工智能创新
应用示范区，形成60个深度应用场
景，建设100个以上应用示范项目；
促进人工智能在智慧政务、智慧交
通、智能医疗、智能健康和养老等领
域深化应用，局部领域形成示范效
应。意见提出，要建设应用驱动、科
技引领、产业协同、生态共融的新一
代人工智能发展体系，以企业为主
体、以人才为引领、以制度为支撑，
大力培育开放、包容、多元的创新创
业生态，进而优化城市综合环境、提
升软实力。

陈鸣波表示，《实施意见》共五个
部分21条措施。主要内容突出“三
个深度融合”。

首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形成经济新增量。一是推
进产业智能化升级提升质量效益。
在高端装备、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汽
车等领域，支持企业应用人机协作、
数据分析、智能感知等技术实施智能
化升级改造；建设一批智能制造、工
业互联网创新中心，引导企业在设
计、生产、管理、服务等各环节应用人
工智能技术，构建新型高效的企业组
织和运营方式。

二是促进产业迈向价值链高端
提高能级水平。在金融商贸、交通物
流、教育医疗、健康养老等行业，推动
智能感知、智能决策、认知计算等人工
智能技术融合创新，提高产品和服务
附加值，改善供给体系质量。上海智
能网联汽车已在全国率先起步发展，

“全球首款量产互联网汽车”荣威RX5
受到市场欢迎；部分三甲医院已经运

用智能辅助诊疗、手术机器人等智能
医疗技术，有效提升了服务能级。

三是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
工智能新兴产业集群。优化“一带一
区多点联动”的产业布局。打造“徐
汇滨江-漕河泾-闵行紫竹”人工智
能创新带，建设华泾北杨等人工智能
特色小镇。打造“张江-临港”人工
智能创新承载区，打造人工智能科研
高地和智能芯片/传感器、智能装备/
部件产业化核心基地。支持各区基
于大数据、云计算、车联网、机器人等
基础优势，建设一批智能驾驶、智能
机器人、智能软/硬件示范产业园。

其次，促进人工智能与创新创业
深度融合，形成发展新动能。一是加
强基础科研创新；二是建设创新人才
高地；三是激发市场创新活力。目前
上海正在组建人工智能发展联盟，集
聚了各领域近300家重点企业、投融
资机构及科研院所。下一步，将推动
全球人工智能龙头企业在上海建立
区域总部、创新中心；支持创新型企

业加快发展，培育一批人工智能细分
领域“隐形冠军”；同时，依托各类“双
创”基地、众创空间，扩大超算、智能
云服务、测试数据集、安全应用认证
等公共供给，形成一批人工智能“四
新”企业集聚示范区。

最后，打造多元主体深度融合的
智能生态圈，形成要素新供给。一是
加快数据资源共享开放，上海已编制
政务数据资源共享目录1.7万多条，
有26万个数据项，年底前将启动建
设全市政务信息交换共享平台。同
时，加快编制公共数据开放重点领域
清单，推动气象、电力、燃气、通信等
公共服务机构逐步开放数据资源，支
持企业和公众充分挖掘海量数据的
商业价值，促进人工智能应用商业模
式创新。二是创造优良的市场和政
策环境。目前上海正在开展第一批
人工智能产业基金和人工智能创新
项目的组织遴选，将选择其中技术先
进、引领性强、带动面广的重点项目
予以持续性支持。

2020年实现人工智能重点产业规模超过1000亿

五个部分21条措施突出“三个深度融合”

上交会展示的未来天使机器人，它是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软件技术研发出的下一代高科技产品。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常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