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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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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又一次在浦江之畔

拉开帷幕。对于人工智能（AI）这一引领当今科技

与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上海全力以赴落实国

家战略，加快建设人工智能高地，坚定地以开放、

创新、包容的姿态，为全球人工智能企业和英才提

供创新创业的舞台，并携手相关行业机构组织共同

探索以人工智能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路径，充分发

挥AI的头雁作用和溢出效应。

从芯片、算法，到终端、应用，从点状场景建

设，到城市级的落地铺开，这几年，上海人工智能

发展气象万千，已形成一条强韧有活力的产业链、

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应用方案、一个多要素集聚

融通的创新生态。

连年20%增长，见证产
业集群的韧性

越是面对不确定性，就越能看到创新与变革

的价值。今年上半年，上海三大先导产业实现逆

势增长。其中，人工智能产业产值一马当先，同

比增长14.7%，并通过机器人、智能制造等层面

的溢出带动效应，直接间接地帮助集成电路、化

工、钢铁等重点企业在疫情下保持产线不断。

此外，在上半年疫情防控最吃劲阶段，临港、国

家会展中心等几个大型方舱和集中隔离救治

点，上千台服务机器人发挥了关键作用，不仅分

担了医护人员的工作压力，也在产业应用上实

现了“服务租赁+系统集成”模式的首次大规模、

系统化部署。

上海的人工智能产业，这些年来始终保持着

快步向前的姿态。即使过去3年间受到疫情反复

的滋扰，产业年增速依然保持在20%以上。2020

年，全市规模以上AI企业产值首次站上2000亿

元台阶，2021年更进一步，首次突破3000亿元。

活力四射的产业环境，引来众多领军企业

投资加盟。2020年至2021年，上海在人工智能

领域共有近 200个项目签约，总投资额超过

1400亿元。在智能芯片领域，上海拥有全国数

量最多、技术水平最高的智能芯片创新企业

群；在算法层面，基本形成了AI算法的全栈技

术产业链；在终端领域，通过集聚智能网联汽

车、智能机器人等代表性产业，形成了智能终

端产业集群。加上以地平线、晶众地图、出门

问问、集度汽车等为代表的一批细分领域龙头

企业去年以来先后将总部落于上海，一条从软

件到硬件、从底层到应用、从消费端到产业端

的AI产业链越来越显露出生机与韧性。

企业的集聚、应用的落地，带动了以浦东新

区为代表的几个重点地区成为创新热土。特别

是浦东，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先导区，其建

设已取得扎实成果，在国家评估中获得“优

秀”。目前，浦东新区拥有人工智能重点企业

600多家、科创板上市企业21家，2021年相关

产业规模达到1300多亿元，企业群体覆盖完整

的AI产业链。

值得一提的是，在深耕国内市场的同时，

上海人工智能产业还凭借扎实的技术功底和服

务能力，在海外市场攻城拔寨。最具代表性的

是，深兰科技去年与韩国LG集团达成协议，3

年内将陆续为对方提供数万台服务机器人。从数

量看，这笔签约在当时还创下了机器人采购订单

的世界纪录。

17块芯片，度量创新热土的温度

人工智能的变革之力，集中蕴藏在它不断引

领创新的实践中。通过多年积累，上海AI领域技

术创新正呈现厚积薄发之势。以最受关注的人工

智能芯片为例，去年以来，上海已先后有多达17

块芯片点亮成功，包括燧原科技发布的国内最大

计算单芯片“邃思2.0”，壁仞科技发布的创下全球

算力纪录的通用GPU芯片BR100等。此外，依图

科技的7纳米推理芯片实现商用化量产，地平线、

黑芝麻等的车规级智能芯片在流片成功后，更有

望在L4级自动驾驶领域打破市场被国外巨头垄

断的格局。

算法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关键要素。过

去一年，上海在该领域也有诸多斩获。上海人

工智能实验室联合商汤科技等发布了新一代通

用视觉技术体系“书生”，形成开源平台体系；

天壤公司自主研发的蛋白质设计算法平台

TRFold，其精度已接近全球最为领先的“阿尔

法折叠”；联影智能研发的颅内出血AI影像辅

助决策算法产品，在国内首次通过创新通道获

得国家药监局第三类医疗器械许可。总体上，

截至今年上半年，上海研发的AI医疗器械已累

计获国家三类证10张、二类证48张，总数居全

国领先地位。

与基础环节的技术创新相呼应，上海AI企

业在应用层面也走出了自己的创新节奏。医疗、

金融、制造等都是“AI+”的热土，特别是在智

能机器人赛道上，以达闼、云从等为代表，上海

企业积极攻关人机协同操作系统、云端大脑、知

识引擎等软件技术；中科新松、节卡、非夕等则

重点聚焦硬件端，发展高精度工业和服务机器

人。目前，全市重点产业机器人的部署密度已超

过380台/万人，不仅比全国平均水平高55%，甚

至比工业强国德国还略胜一筹。

4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擦亮上海产业生态品牌

这两天，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第一部省级地方

法规《上海市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条例（草案）》

开始公开征求意见，无疑将在夯实上海人工智能

产业的生态优势、为上海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

供法治保障的层面上发挥重要作用。除了这次立

法层面的重大创新之外，全国首个地方性的人工智

能五年规划、首个地方性人工智能标准体系、首个

人工智能地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首个算法创新行

动计划……这些“第一次”也都诞生在上海，透露出

上海通过制度创新呵护新产业发展的用意。

不仅要政策开路，上海也十分善于借助市场

力量厚植人工智能发展的土壤。智能网联汽车就

是政企合作的一个范例。目前，上海累计开放给

无人驾驶车辆的测试道路达到621条，累计里程

1299.4公里，共向26家企业颁发了458张道路测

试和示范应用牌照。无论是测试道路里程数、持

证企业数、还是牌照数，上海均居全国首位。

全市还陆续发布并开放了30个人工智能重大

应用场景，形成政府提炼需求、企业“揭榜挂帅”的良

性互动机制，不仅为出行、医疗、养老等领域的数字

化转型树立标杆，还为产业发展开辟赛道。而在金

融层面，上海也注意兼顾发挥政府与市场的作用，上

海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目前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约

17亿元，但通过子基金撬动带动了社会资本近500

亿元，整个基金体系累计投资企业超过550家。

作为上海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培育最浓墨重彩

的一笔，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本身在为学术界、产业

界提供“上海智慧”“上海方案”的同时，也在全世界

范围内为上海人工智能高地建设打响品牌、汇聚流

量。纵观过去4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总共吸引了

2000余位国内外重要嘉宾、600多家重点企业参

与，超过150个重大项目集中签约，累计投资额达

到1100多亿元。可以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成

为上海AI引进项目的“会客厅”、展示成果的“大舞

台”、优化生态的“百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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