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综合实力迈入全国第一方阵

成都要在AI界再创“哪吒式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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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刘秋凤杨霁月

在新一轮科技浪潮
下，一场人工智能（AI）产
业“竞速赛”正火热展开。

今年全国两会，AI是
高频话题。大模型、智能
机器人、具身智能、新一
代智能终端……纷纷被
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四川把人工智能列
为“1号创新工程”，正采
用“超常规最大力度精准
支持”AI发展。作为“主战
场”，成都定下了明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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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

机遇与挑战并存。
论AI产业规模，成都已有
超1000家企业。从量变
到质变，成都如何培育AI
界领头羊，续写“哪吒式
传奇”？企业又需要城市
为其提供什么？制约AI发
展的瓶颈又是什么？

3月6日、7日，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对话
了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
经济和信息化厅厅长翟
刚，国家超级计算成都中
心常务副主任、超算运营
公司董事长王建波，电子
科技大学教授、成都考拉
悠然科技有限公司创始
人沈复民。

目标已定
到2026年进入全国第一方阵

在人工智能产业布局中，四川已有蓝
图。2024年11月，《四川省人工智能产业
链总体工作方案（2024—2027年）》发布，
明确成都、绵阳两个主要承载地和德阳、
遂宁等11个协同发展地主攻方向。

“总体来看，四川整个产业体系比较
全，发展势头比较好。”翟刚说，成都毫无
疑问是四川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主战
场”，其他布局的城市协同发展。通过“链
长制”，由省长亲自来抓。

同时，人工智能的“成都方案”也已出
台。根据《成都市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
展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到
2026年，成都市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
预计将达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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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样的雄心，成都是有底气的。
早在2020年，科技部就函复四川省

政府，支持成都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
创新发展试验区。这是国家在西部布局
的首批国家级人工智能发展试验区。

经过5年培育与发展，2023年，成都人
工智能产业规模达到780亿元，近3年复合
增长率达40%，拥有企业近900家；2024
年，成都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已聚集超1000
家企业，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同
比增长约39%；2025年，成都定下了人工
智能产业规模达到1300亿元的目标。成
都人工智能产业竞争力稳居中西部第一。

培育龙头
期待“AI界的哪吒式传奇”

有产业规模，还缺产业龙头。杭州有
科技“六小龙”，成都正在期待“AI界的哪
吒式传奇”。

在沈复民看来，DeepSeek与电影《哪
吒》系列的孵化地，有偶然性，也有其必然
性。当下，城市能做的就是快速给予“种
子”成长的土壤，静待其发芽。王建波也
认为，现象级IP的培育非一日之功。人
才、资金、场景、价格……就算万事俱备，

也要等待东风来临。
AI产业链庞大。广撒网容易分散有

限资源。成都要精选自身赛道。沈复民
重点关注三个细分领域：大模型、低空经
济、具身智能。

2024年，成都有5款生成式人工智能
大模型通过国家备案。全国首个阶梯式
低空空域正式投用。全国首个机器人多
模态模型在蓉发布，7款“成都造”人形机
器人集中亮相……沈复民提到的这些领
域，正好是成都的优势领域。

当前，“人工智能+”行动已赋能到经
济社会的各个方面。智能网联汽车和人
工智能医疗器械、AI制药，也是成都的优
势。去年，成都入选了国家首批智能网联
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城市。同
时，成都6个项目入选国家人工智能医疗
器械创新人物揭榜优胜单位名单，排名全
国城市第五位。

“一定要重视对成都本土核心企业的
培育。”在人工智能产业深耕多年，沈复民
认为，招大引强固然重要，可以补充产业
链的完整度。然而，杭州的“六小龙”都是
本土培育出来的“精英”，体量不大，团队
也年轻，却成为产业核心牵引力，无形中
为当地带来了极大的产业集聚效应。

非常规手段
一场竞速赛已经打响

DeepSeek、ChatGPT、Sora…… 这
不仅是一场全球的竞赛，也是一次国内各
个城市之间的竞赛。谁能掌控即将到来的
技术浪潮，谁就能在这场竞赛中占据先机。

上一次站在产业风口，成都抓住世界
电子信息产业大转移的机遇，打造了万亿
元规模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在这次的
科技浪潮中，普华永道曾预测，到2030
年，人工智能将为全球经济带来15.7万亿
美元的增长。

机遇稍纵即逝。在这场竞速赛中，一
系列的“超常规支持”已启动。

一个棘手的问题是，真正商业化之
前，人工智能产业始终存在“只投入不产
出”的难题。社会资本的逐利，缺乏活跃
度。那么，国有资本能否填补空位，勇闯

“AI无人区”？
“我们会拿出专项经费组织对一些关

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并不是马上要产出。”
翟刚表示，现在省上成立一个基金，投早、
投小、投产业、投硬科技的目标更加明确，
统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帮助企业闯关。

在成都人工智能“一核一区多园”发
展布局中，作为“一核”的高新区无疑占据
了“半壁江山”，其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占成
都市60%以上。“真金白银”的投入早已铺
开——支持企业租用本地算力，每年发放
1亿元的算力券；支持企业购买本地基座
大模型服务，每年发放1亿元模型券。

值得关注的是，“耐心资本”“宽容失
败”出现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创新
是有代价的。”王建波认为，在科研前沿领
域，需要耐心，更需要容错的氛围。

打破瓶颈
算力是最大的挑战？

人工智能的发展，算力是核心驱动
力。有观点认为，算力或许是当前人工智
能发展的最大瓶颈。

在 四 川 ，全 省 算 力 总 规 模 达 到
15EFlops，长虹云帆等34个大模型成功
发布。在成都，超算和智算“双中心”投
运，国家超级计算成都中心已构建起每秒
十亿亿次的算力底座，天府智算中心赓即
投用就承接了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两个方
向先行先试建设任务……无疑是西部算
力高地。

“从绝对值上看，我们的算力肯定是够
的。但从微观应用来看，利用率还不够。”
王建波提到，在国家超级计算成都中心，算
力资源综合利用率已达65.9%，但其中用
于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推理的占比不到
20%。令人欣慰的是，人工智能正在向推
理密集型计算转变，国产AI芯片在推理场
景适配性增强，这将有力促进国产算力利
用率提升，进一步释放算力资源价值。

在大模型迭代竞争中，算力是最大的
帮手，也成为最大的挑战。

算力依旧是支撑大模型智能水平的
核心驱动力。然而，不得不承认，当前主
流的大模型训练推理的AI芯片来自于英
伟达，中小企业在使用国产芯片时因需要
适配优化而心存畏惧，时间成本偏高。因
此，采用国产芯片的超算中心和智算中
心，都需要把软件适配当作首要任务，为
有意愿做适配的企业客户节约时间成本
与资金成本。

“今年，我们将联合川内高校和科研
院所共建AI赋能中心，让国产AI芯片越
来越好用、易用。”王建波认为，这是一件

“功在长远”的事业，而DeepSeek的成功
实践为国产芯片生态发展提供了底气和
方向，表明通过软件和底层优化，可以提
升国产芯片在AI领域的竞争力，并减少对
国外硬件技术的过度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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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27日，多款“成都造”机器人惊艳亮相。 赖芳杰 摄

翟刚 图据川观新闻

2023年2月14日，国家超级
计算成都中心科研人员在巡检
机房设备。 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