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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汇报

视 点

SHI DIAN

今年， 国家发展

改革委组织对第一批

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

业集群开展评价。 近

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

办公厅发布了第一批

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评价结果，上海徐汇

区人工智能产业集群获评“优秀”等级。

让我们走近徐汇人工智能产业集群，解析

获评“优秀”的奥秘。

点

赞

从“企业集聚”看实力

徐汇作为上海市首个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 创新

要素活跃、产业基础扎实、区位优势明显。 目前，徐汇区

集聚了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期智研究院、三大国家级

开放创新平台等顶尖科研机构和企业创新平台， 创新

高地初步成型。 此外，还汇聚了包括安谋、腾讯、商汤等

领军企业在内的近 800 家企业和机构，2022 年总产值

近千亿、近五年年均增长 34.2%，产业规模稳步增长。

在大模型和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 徐汇区已汇聚

了相关企业和机构近 200 家， 包括互联网大厂、AI 企

业、生态链场景公司等多元参与者。 近期，全国首批通

过《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备案的 8 家大

模型机构企业中，徐汇区占 3 家；两批次《境内深度合

成服务算法备案清单》中，上海共 21 个，其中徐汇区占

16 个，产业集聚度、显示度、影响力走在全国前列，为打

造大模型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态集聚区打下基础。

在数字文娱、生命健康、金融科技等领域，徐汇拥

有大量数据链主和技术服务企业， 目前已发布的生成

式人工智能相关产品 40 余个，并且区内企业之间已初

步形成生态合作。

从“政策引领”看生态

今年 7 月，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徐汇发布全市

首个人工智能大模型专项政策《徐汇区关于支持人工

智能大模型发展的若干意见（试行）》。 重点围绕创新体

系构建、产业集聚发展、产业生态营造三个层面，提出

15 条具体政策，系统强化算法、算力、数据、应用、治理

等要素支撑，加快形成底层技术突破发展、行业应用多

点开花发展局面。

特别是针对大模型训练、 优化可能面临的算力瓶

颈，《若干意见》 每年将为符合条件的企业提供不超过

算力成本的 30%、 最高 1000 万元的资金支持。 同时，

还首创性地提出算法备案等奖励条款， 鼓励企业履行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政策法规

要求。

《若干意见》已完成公开意见征询，预计于今年底

正式施行。 徐汇区还将结合全区政策体系，重点面向全

球招揽人才、打造投促合作伙伴矩阵，加速大模型和生

成式人工智能生态集聚， 进一步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大模型创新策源地， 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赋能和产业健康发展。

从“创新社区”看发展

今年 9 月，上海“模速空间”创新生态社区暨人工

智能大模型产业生态集聚区落户徐汇滨江。 这里将争

取成为各类通用大模型、垂类大模型、大模型应用创新

初创项目落地徐汇乃至上海的第一站， 以最高优先级

政策支持，打造“全国领先、配套最好、最具竞争力的大

模型创新社区”。

在这里，“模速空间”正围绕“1+1+5+N”功能体系加

快布局，联合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

国家高端专业智库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等机构， 打造

开放数据平台、测试服务平台、算力调度平台、融资服

务平台、综合服务平台等五大公共服务平台，其包括基

座模型、开放数据、算力调度、能力评测、备案辅导、融

资服务、综合服务等公共服务，为入驻企业夯实要素保

障；同时，还打造了若干行业级生态社区，推动各类垂

直场景小模型“首发首秀”。

当前，上海“模速空间”创新生态社区一期近万方

载体投入使用，19 家大模型企业率先入驻。 未来二、三

期将在数字谷、传媒港、漕开发等地区持续推出大模型

生态空间，总规模预计将达 10 万方，在空间载体、支持

政策、产业发展方面形成接力，从孵化培育，到成长扶

持、发展壮大，构建全生命周期梯次培育体系。

下一步， 徐汇区将持续发挥人工智能产业集群的

示范引领作用， 推动上海人工智能产业更好发展；同

时，不断完善政策体系、培育创新沃土、汇聚创新资源，

持续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让创新活

力竞相迸发、创新力量充分涌流。

徐汇人工智能产业集群获评国家级“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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