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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人工智能，推进“六大行动”

成都今年将再造1个千亿级产业
近日，成都市出台了《成都市人工智

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24—2026年）》（以下简称《行动计
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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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实施细则。

6月19日，成都市政府新闻办举行
“成都市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新闻
发布会，解读上述政策。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6年，成都市
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预计达到1700亿
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达到1万亿元，人
工智能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综合实力进
入全国第一方阵，建成创新活跃、能级领
先、应用广泛、要素集聚的全国人工智能
产业发展高地。

底气何来？
去年人工智能产业规模780亿元

新闻发布会上，成都市经信局市新
经济委机关党委书记丁琴介绍，自2021
年以来，成都先后获批建设国家新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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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进产业建圈
强链，经过三年培育，已基本实现基础
层、技术层和应用层产业链全覆盖，奠定
良好发展基础，具备“五大”产业优势。
在规模上，2023年，人工智能产业规模达
780亿元，近三年复合增长率达40%，拥
有企业近900家，产业竞争力稳居中西部
第一。

在数据上，“智慧蓉城建设”加速数
据资源汇聚，成都市六批次46家市级单
位授权交付公共数据5.7亿条，在全国首

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机制，就在上个
月，成功获领了全国首批数据标注基地
建设任务。在算力上，成都构建“超算+
智算+通算+边缘计算”多元异构算力设
施，成都超算获评“国家绿色数据中
心”，成都智算入选工信部2023年先进
计算典型应用案例，目前智能算力规模
超过4700Pflops（每秒所执行的浮点运
算次数）。

在人才上，17所高校设置人工智能
本科专业，其中3所高校专业获评A类及
以上，位列全国第3；拥有软件产业从业
人员63万人，数量居中西部第1；被评为

“中国最佳引才城市”“外籍人才眼中最
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在资本上，设立
总规模100亿元的新经济创投基金投资

人工智能领域，2023年27家人工智能企
业累计获得融资28次，成都金融科技排
名全球第18名。

推出“算法10条”
完成人工智能全要素政策体系构建

如何在现有的优势基础上推进人
工智能产业发展“再飞跃”？成都市制
定了《行动计划》《政策措施》及其实施
细则，全力构建从顶层设计到政策惠企
的系统性工作体系。

丁琴介绍，《行动计划》聚焦“大创
新、大算力、大数据、大培育、大场景、大
要素”，明确提出，未来3年成都将坚持创
新引领、场景赋能、项目支撑、专班推进
的思路，重点推进“六大行动”，夯实产业

基础、实现发展目标。
“六大行动”包括：实施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行动，培育省级及以上创新平台
40个，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行业大模
型。实施算力支撑能力攻坚行动，力争
算力规模达到30000P，进入副省级城市
前3。实施数据供给质量提升行动，打造
线上数据流通平台和线下公共服务空
间，汇聚超过10亿条公共数据和500亿
条行业数据。实施集群发展能级跃升行
动，构建“2+6+N”产业空间布局，形成

“链主+专精特新+创新型中小”企业梯
队。实施场景融合应用培育行动，紧牵
应用场景这个“牛鼻子”，打造150个创新
应用场景，培育示范应用产品超过500
个。实施高端产业要素倍增行动，提升
人才、金融、能源等全要素能级。

丁琴表示，为充分发挥产业举措效
用，成都市出台了《政策措施》及其配套
实施细则，简称“算法10条”，支持从理论
算法研发到产业应用转化全环节发展，
包含促进算法发展、推动能级提升、构
建产业生态三部分10条措施，成为全国
首个分别出台人工智能“三要素”产业
专项政策的副省级城市，政策预计7月
开始申报。

丁琴表示，未来，成都将以人工智能
三年行动计划为路径，以人工智能产业
政策为抓手，以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为原
则，围绕人工智能全要素提升、全场景应
用，扎实推进“六大行动”，今年再造1个
千亿级产业，3年规模再翻一番，打造全
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高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赖芳杰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秦怡）6月19
日，成都市推进民营经济发展领导小组
会议召开。不少参会人员来到座位的第
一件事，就是翻阅桌上摆放的《2024民营
经济惠企服务手册》。

这本册子，由成都市推进民营经济
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24页内容涵
盖了2024年民间投资项目机会清单（首
批）、2024年惠企政策机会清单（首批）、
成都市民营企业诉求服务平台、“天府蓉
易享”政策找企业智慧服务平台、专用信
用报告代替无违法违规证明、“蓉易贷”
普惠金融综合服务平台等。

为何要印发这本手册？会带来哪些

效果？会上，上述问题有了答案。
此前，成都市定下民营经济增加值

增速、民间投资增速“两个6.5%”的全年
目标任务。成都市推进民营经济发展领
导小组会议的召开，就是为了研究部署
成都下半年民营经济重点工作。“要更加
聚焦问题短板，加强民营经济监测研判
和统筹调度。”会上，相关负责人表态。

民营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会议
指出，要聚焦民营企业诉求、期盼，进一
步完善工作统筹协调机制，把民营企业
的问题清单转化为“责任清单”，对民营
企业的堵点、难点问题用心追着办，干一
件成一件，对企业反映的普遍性问题要
专题研究，适时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措
施，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到“一类问

题”的转变。
面对“两个6.5%”的目标，成都市相

继出台关于依托智慧蓉城建设优化营商
环境的意见，围绕促进公平准入、壮大经
营主体、强化要素保障、优化政务服务、
保护合法权益等七个方面出台55条支持
措施。

同时，成都通过系统梳理近3年全市
惠企政策制定兑现情况，发现存在惠企
政策知晓率不高、审核流程多、资金兑现
慢等问题，随后在全国同类城市率先研
究制定《惠企政策全生命周期管理办
法》。

为此，成都集中梳理年度存量政策
事项，制定惠企政策机会清单和兑现计
划。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底已兑

现政策30项、兑现资金9.3亿元，惠及经
营主体7000余户次；优化升级“蓉易享”
政策找企业智能服务平台，通过政策、企
业“双画像”，促进惠企政策精准匹配、智
能推送。截至目前，该平台现存有效政
策文件2122件，累计为1.9万家企业兑付
资金超27亿元。

“我们将全流程跟踪掌握‘民营经济
55条’实施细则出台、上线、兑付情况，适
时采取问卷调查、走访调研、企业座谈等
方式开展政策评估，推动企业获得感强
的惠企政策不断延续优化。持续升级

‘蓉易享’平台功能，切实降低企业政策
获取成本、提升政策服务水平。”成都市
相关部门表示，将持续做优民营经济发
展环境。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杜佳眙 马婉
妮）6月19日，由世界品牌实验室主办的
第21届世界品牌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
发布了2024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
分析报告。作为西南地区唯一上榜媒
体，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排名第262
位，品牌价值达到412.35亿元，这也是其
连续第19年上榜。同时上榜的还有
CCTV、人民日报等。

2024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的
总价值为38.57万亿元，比去年增加4.24
万亿元，增幅为12.35%。会上，来自哈佛

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专家教授围绕
“突破与创新：数字技术提升品牌价值的
路线图”主题展开探讨。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管理和营销学教
授莱维·多尔博士指出，人工智能（AI）在
品牌建设方面有着新的应用场景，如AI
可以帮助产品设计和测试；可以生成消
费者洞察，了解人工智能对某个品牌的

“想法”；AI也可用于品牌创新、品牌创意
和品牌个性化，在美学价值、营销价值、
创新价值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封面
新闻-华西都市报的“品牌价值进化论”

就有着深厚的AI基因。
8年发展历程，在全国首倡“智媒体”

的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始终坚持用先
进的智媒技术驱动传媒行业变革。此
前，封面新闻自主研发的智媒云传媒行
业大模型发布，通过AI技术让内容生产
范式获得巨大突破，比如智能写作、智能
场景生成、文生视频、智能审核等已全面
融入媒体内容生产，为媒体品牌塑造高
效赋能。

世界经理人集团和世界品牌实验室
首席执行官、英国牛津大学博士丁海森

说，AI不仅是一个标志性的概念，并且正
在引发一场工业革命，这预示着对社会
和经济秩序的根本性转变，且这种转变
是不可逆的。数字技术的“突破与创新”
成为提升品牌价值的“关键”路线图。

对于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19年
来品牌价值的良好表现，丁海森预见，
积极拥抱智媒生态的封面新闻-华西
都市报坚守价值原点，做强技术支点，
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应用场景、
成长空间，智媒驱动的品牌前景让人充
满期待。

♦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行动
培育省级及以上创新平台40个，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行业大模型

♦实施算力支撑能力攻坚行动
力争算力规模达到30000P，进入副省级城市前3

♦实施数据供给质量提升行动
打造线上数据流通平台和线下公共服务空间，汇聚超过10亿条公共数据
和500亿条行业数据

♦实施集群发展能级跃升行动
构建“2+6+N”产业空间布局，形成“链主+专精特新+创新型中小”企业梯队

♦实施场景融合应用培育行动
紧牵应用场景这个“牛鼻子”，打造150个创新应用场景，培育示范应用产
品超过500个

♦实施高端产业要素倍增行动
提升人才、金融、能源等全要素能级

2024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揭晓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连续19年上榜

锚定“两个6.5%”全年目标

成都发力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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