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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长宁区政协第十五届三次会议
第 035 号提案的答复

办理结果：解决或采纳 签发人：詹镭

民建长宁区委：

民建长宁区委提出的关于“关于进一步促进人工智能产业高质

量发展， 做大做强人工智能产业的建议”的提案收悉，现将办理情

况答复如下：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

用，开展“人工智能+”行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

群。人工智能已经成为驱动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和来源，也是上

海重点布局的三大先导产业之一。

作为长宁区的重点产业之一，人工智能产业正在长宁快速发展，

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不断完善，集聚了一批人工智能产业链关联企业，

分布在语音识别、图像识别、金融科技、智能零售、智能家居、游

戏娱乐、机器人等多个领域，形成了梯度发展的格局。既有科大讯

飞、爱奇艺、嬴彻科技、易立德等一批行业领军企业，也有矽睿科

技、西井科技、嘉峪智能、假面科技等在细分领域独具技术优势的

潜力型团队，还有黑湖科技、晓途科技、麦歌恩等一大批在细分领

域领先的创新型团队，成为我区人工智能产业集群融合发展的生力

军和中坚力量。

一、强化政策支撑，推进创新场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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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宁区以《长宁区鼓励科技创新的实施办法》为核心，以人工

智能产业政策为支撑，构建了相对完整的科技创新与人工智能产业

发展统筹协调的政策服务体系，成为支撑和推动人工智能产业企业

创新的源泉和动力。原政策于 2023年底到期，新一轮鼓励科技创新

政策和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将聚焦硬核技术创新，鼓励企业加大人工

智能研发创新投入，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化，实现人工智能产业

的高质量发展。

长宁秉持“容缺、容错，扶新、扶特”的理念，厚植包容审慎

的宜创土壤，积极整合各类创新资源，探索和开放丰富多元的应用

场景。在智慧医疗、智慧商业、智慧教育、智慧生活、智慧养老、

智慧文旅、智慧交通、数字治理等多个领域，引导人工智能应用场

景开放和示范应用项目建设，推动实现企业发展和产业惠民的有机

结合。按照上海市城市数字化转型重点工作，围绕医疗、教育、文

旅、出行、养老、社保、家园等 7个数字专项行动，支持区内人工

智能企业积极参与市、区试点场景建设。智慧医疗、数质教育、数

字家园、数智扶助等 5个项目列入上海市城市数字化转型（生活领

域）揭榜挂帅场景创建示范工作。教育数字基座建设获教育部科技

与信息化司领导高度认可。

二、发挥产业引导基金作用，营造产业发展生态

近年来，长宁区聚焦市、区重点产业，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基金

的带动效应，注重引进各类创业投资基金，以创投力量赋能重点产

业创新发展，推动形成良好的产业生态圈。截至 2024年 1月，区引

导基金认缴出资 11.7亿元，已实际出资约 9亿元，撬动社会资本投

资逾百亿元。目前，区引导基金所投子基金对外投资了浩瀚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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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赛旗等人工智能相关领域的优质企业。

长宁区通过搭建高质量的行业交流平台，促进企业间的互利合

作，构建企业创新生态。2021年以来，与易立德、璞跃中国、海通

证券等行业头部企业和创投资本开展合作，围绕可信数据、工业互

联网、智能网联汽车、大语言模型与机器人融合创新等人工智能领

域开展近十场创投沙龙，营造良好的产业生态。聚焦人工智能产业

和科技创新重点领域，持续推动“虹桥智谷”CTOU首席技术官联

盟活动。2023年结合技术发展趋势和产业热点，先后举办了以“数

联未来，解构 GPT新机遇”“大语言模型与机器人融合创新的未来”

为主题的两场论坛交流活动，来自高校院所的专家和我区优质企业

嘉宾们聚焦当下前沿技术趋势和热点话题，开展讨论交流，推动资

源共享，旨在抢抓以大模型和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契机，加速推进长宁区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

三、深化专业人才培育，提升创新环境

近年来，长宁区十分重视人工智能产业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培

训工作。目前，上海市在人工智能产业相关项目的职业技能证书分

别有：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5、4、3、2、1级）、工业机器人

系统运维员（5、4、3、2、1级）、计算机程序设计员（4、3级）、

计算机软件测试员（3、2级）、人工智能训练师（5、4、3、2、1

级）、信息安全测试员 4、3、2、1级）等项目。经考核获得相关证

书的人员可按规定享受本市技能提升补贴，补贴标准为初级工（五

级）1500元/人，中级工（四级）2000元/人，高级工（三级）2500

元/人、技师（二级）3000元、高级技师（一级）3500元。

为不断提升人工智能产业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水平并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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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类项目的社会影响力，长宁区人社局每年都会组织或派员参加行

业组织的职业技能竞赛，吸引业内外大量人员现场参赛和观摩，有

力促进了该类职业技能项目的推广、提升和发展。

据悉，依靠华东师范大学大数据学院，区内新长宁教培中心目

前正在进行“数字化在教育领域的应用”项目开发，同时拟开展国

企的数字化转型方面的项目研究。

四、构建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助力企业发展

长宁区科技金融服务站于去年揭牌成立，全市首张科技企业创

业责任保单成功交付，由兴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 15家银

行、保险机构、投资机构共同成立区科技金融创新服务联盟。依托

区科技金融服务站，推动上海市科技金融政策在长宁区的实施，为

科技企业提供公益性融资服务。加强与银行、投资机构之间的对接，

联手银行为企业提供优质的科技创新金融产品，整合优质资源，更

好地提供贴近科技企业需求的投融资服务，缓解科技企业融资难等

问题。

五、下一步工作思考

（一）依托创新平台，构建人工智能产业创新生态。厚植培育

人工智能产业创新生态土壤，加快集聚一批科技含量高、成长速度

快、发展潜力大、创新活力强的人工智能产业“独角兽”“隐形冠

军”，支持创新型中小微企业成长为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重要力量。

构建长宁科技园区、众创空间、孵化器、投资机构、研发平台等的

创新生态地图，助力提升区内创新载体能级品质，鼓励提升科创载

体标识度、贡献度。通过多层次人才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战略资

源整合、创投资本赋能等专业服务，为人工智能产业企业提供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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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多元化多层次的服务。

（二）聚焦硬核技术，努力打造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新优势。以

长宁区人工智能产业为基础，聚焦创新热点，开辟新赛道，鼓励企

业针对元宇宙、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等关键技术、共性技术开展攻

关并应用。充分发挥“数字长宁”的先发优势和品牌效应，打造更

多新技术应用场景，吸引推动人工智能产业链企业集聚发展，构建

更富活力的人工智能产业创新生态，塑造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新优

势。

（三）凝聚科创力量，持续打响创新品牌。发挥政府产业引导

基金作用，撬动社会资本出资设立创业投资基金，支持培育人工智

能产业初创型企业发展。持续举办创投沙龙，推动产业与资本对接，

激发各类主体在政策、科研、资源、人才、技术创新等方面优势，

相互赋能、协同发展，促进长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打造长宁金融

园、西郊金融园品牌，建设集产业孵化和投资基金为一体的投融资

服务体系，搭建产融对接平台，扶持人工智能产业企业发展。深化

“上海硅巷”科创街区建设，持续打造成为特色鲜明、企业集聚、

具有品牌影响力的上海科创品牌。

最后，我们感谢并欢迎政协委员们持续关注和支持长宁区人工

智能产业发展，与我们一道推动人工智能企业在长宁集聚发展，构

建良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生态。

长宁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4年 4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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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公开发布）

联系人姓名：王建涛 联系电话：52388272

承办单位通讯地址：安西路 35号 邮政编码：2000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