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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人工智能产业
2022年增速
位居全国第一

一台名为Walker X的机器
人骑着平衡车出现在舞台上，与
一位跳机械舞的舞者进行互动，
当 Walker X 骑着平衡车下场
后，随之而来的，是4台身高1.3
米的熊猫机器人，它们手拿自拍
杆，像大运拍客一样将闭幕式的
盛况直播给全世界观众。接着，
熊猫机器人还从一名10岁小男
孩手中接过代表未来的风车
……这是去年8月8日晚，成都
大运会闭幕式现场的一幕。

这场全球盛会，让世界感受
到的不止有成都青年的青春活
力，还有成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如火如荼的迅猛态势。

事实上，成都布局人工智能
产业由来已久，产业规模发展持
续壮大——2021年5月，四川成
都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
区宣布揭牌，由此，成都正式进
入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
展试验区和国家人工智能创新
应用先导区“双轮驱动”的新发
展阶段。2022年，成都人工智能
产业规模为616亿元，位列全国
第七，产业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综合实力排名全国第六。2023
年上半年产业规模达424亿元，
同比增长36.9%。

同时，近年来，成都数字经
济相关产业持续高速增长。
2022年，成都大数据产业规模
823.04亿元，实现两年翻一番。
2022年人工智能产业规模616
亿元，产业综合实力居全国第6，
产业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此外，2022年成都区块链产
业核心产值10.38亿元，2023年
上半年产值12.5亿元，同比增长
278%。2022年成都卫星互联网
与卫星应用产业规模达113.1亿
元，2023年上半年产值为86亿
元，增速69%。

发布若干新政措施
最高1000万元

支持算法创新转化

1月22日上午，省十四届人
大二次会议在成都开幕，省政府
工作报告中提到：“重点布局和
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培育生
物技术、卫星网络、新能源与智
能网联汽车等新兴产业。”

近年来，成都人工智能企业
正在音乐、工业检测、智能语音、
辅助办公等细分领域打造垂类
大模型，同时，不少企业在算力
方面存在“成长烦恼”——算力
成本高，成为企业发展的“拦路
虎”。

为促进人工智能产业高质
量发展，成都陆续发布了一系列
重磅扶持政策。

1月18日，成都市经信局市
新经济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成
都市进一步促进人工智能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以下简称“《政策措施》”），从促
进人工智能算法发展、推动人工
智能能级提升、构建人工智能产
业生态等三方面提出具体政策。

在促进人工智能算法发展
方面，《政策措施》鼓励企业、科
研机构研制人工智能开发框架，
对经认定的“首版次”软件产品，
按其研发支出、销售合同执行金
额10%的比例，对研制企业、应
用单位分别一次性给予最高250
万元的资金补贴。

其中，对于算法创新转化，
《政策措施》支持企业、高校院所
开展核心算法研发，研制全栈国
产化的通用大模型，对取得国家
科技重大专项（含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立项项目成果或国家科
学技术奖获奖成果并在蓉落地
转化的，经评审择优，给予最高
1000万元经费支持。支持企业、
高校院所开展行业大模型研发
应用，对性能先进且成功通过国

家大模型备案登记的前十名，给
予100万元一次性奖励。

在推动人工智能能级提升
方面，《政策措施》提出，支持企业
做大做强，对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首次突破3亿元、5亿元、10亿元，
且人工智能相关业务收入占比
60%以上的人工智能企业，分别
给予企业核心团队10万元、20万
元、25万元一次性支持。鼓励企
业做专做精，对新获得国家专精
特新“小巨人”称号的人工智能
企业，给予30万元一次性奖励。

《政策措施》还鼓励行业进
行标准研制。对主导制订国际、
国家、行业标准的企业，分别给
予60万元、40万元、25万元的奖
励，单个企业每年获得奖励累计
不超过100万元。

力争到2025年
人工智能产值规模
突破1500亿元

根据成都市人工智能产业

生态“十四五”发展规划思路，力
争到2025年，成都人工智能总
体发展水平进入国内第一梯队，
产值规模突破1500亿元。

为打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
化“双向通道”，推动成都市人
工智能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去
年 9 月在蓉举办的“创新驱动
智变未来”2023成都创新创业
交易会人工智能前沿科技成果
转化对接活动上发布了《成都
市前沿科技成果转化人工智能
机会清单》，清单信息共 165
项，其中供给类146项，需求类
19项，涵盖人工智能在制造、金
融、农业以及城市治理、交通治
理等多个场景的应用，包括天
翔智慧零售平台、AI卫星测运
控服务平台、AI水稻管理系统、
AI缺陷检测、智能视频融合平
台等。各项供给产品与服务需
求的发布，不仅彰显了成都人
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活力，更为
各经营主体搭建了深度对接、
携手发展的机遇之桥。

从 公 开 数 据 来 看 ，截 至
2023年11月，成都共有人工智
能企业835家，产业规模690亿
元，同比增速超 20%。数据的
背后，是一家家充满活力的经
营主体。

新年新政频出背后，是成都
对产业的精准培育，对企业的有
力赋能。成都市经信局市新经
济委人工智能产业处几乎每天
都会接到企业咨询电话，了解
2024年算力券申领细节。成都
2023年在全国首创“算力券”，
每年发放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
的算力券，让企业真正享受到

“算力自主、算力自由”。今年，
算力券从1月开始就可以申领，
而且与去年相比，申领时间延长
了不少。

1 月 19 日上午，国家超级
计算成都中心举行的“数启新
篇·算领未来2023年度用户大
会”上，成都超算中心总经理王
建波给出的数据显示，在刚刚
过去的2023年，中心用户数量
同比增长 50%，达到 1280 家；
服务范围覆盖全国45座城市，
综合资源利用率大幅提升。“这
与成都抢抓战略机遇，谋划布
局打造全国算力高地息息相
关。”王建波说。

▲ 国家超算成都中
心。图据成都发展改
革微信公众号

熊猫机器人优悠
与舞蹈演员互动。

大运会闭幕式优必
选人形机器人项目供图

◀“蓉宝”机器人。
王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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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1月18日，《成
都市进一步促进人
工智能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政策措
施》发布，《政策措
施》尤其支持智能
算法创新转化，对
取得国家科技重大
专项（含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立项项目成果或国
家科学技术奖获奖
成果并在蓉落地转
化的，经评审择优，
给予最高1000万元
经费支持，用真金
白银从源头上支持
算法创新。

AI时代来临，
人工智能正在成为
推动中西部地区产
业转型升级、经济
增长的引擎之一。

剑指2025年，
全市人工智能产业
产值突破1500亿
元，人工智能创新
应用场景数量达到
100个以上，打造产
业能级处在全国第
一梯队的人工智能
产业发展主阵地，
成都如何踩准赛道
实现突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杨芮雯

剑指2025年产业规模突破1500亿元

成都如何打造AI创新之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