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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部门发文

以场景创新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看点解析
������近日， 科技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
了 《关于加快场景创新以人工智能高
水平应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

意见》。 随后科技部又公布了 《关于
支持建设新一代人工智能示范应用场

景的通知》， 打出以场景创新推动人
工智能发展的政策 “组合拳”。 该系
列文件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哪些场景
将是重点鼓励发展的典型场景？ 新华
社记者采访了负责文件起草的相关部

门负责人。
当前， 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

展、 数据和算力资源日益丰富、 应用
场景不断拓展， 为开展人工智能场景
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 科技部新一代
人工智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科
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所长赵志耘介绍，
此次印发的指导意见， 旨在统筹推进
人工智能场景创新， 着力解决人工智
能重大应用和产业化问题。

指导意见提出， 以促进人工智能
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主线， 以推动
场景资源开放、 提升场景创新能力为
方向 ， 强化主体培育 、 加大应用示
范、 创新体制机制、 完善场景生态，
加速人工智能技术攻关、 产品开发和
产业培育， 探索人工智能发展新模式
新路径， 以人工智能高水平应用促进
经济高质量发展。

科技部战略规划司副司长邢怀滨

表示， 随着我国人工智能发展进入新
阶段， 需要适应新阶段新特征的创新
政策。 借助场景创新和需求牵引， 将
与技术研发形成双向互促的良性循

环， 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成为促进
人工智能技术研发的有效模式。

此次印发的指导意见提出 “企业
主导 、 创新引领 、 开放融合 、 协同
治理 ” 四项基本原则 ， 提出 “场景
创新成为人工智能技术升级 、 产业
增长的新路径 ， 场景创新成果持续
涌现 ， 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上
水平 ” 的主要发展目标 ， 将围绕
“高端高效智能经济培育、 安全便捷
智能社会建设 、 高水平科研活动 、
国家重大活动和重大工程 ” 等打造
重大场景。

“人工智能是赋能技术， 必须与
应用场景结合才能发挥最大作用， 我
国人工智能发展的优势也在于丰富的

应用场景， 特别是实体经济智能化升
级， 提供了丰富的场景需求。” 工业
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任爱光说。

随着场景对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

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加速人工智能快
速发展的作用正逐步显现， 以新一代
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为代表， 很
多城市已经意识到场景对于人工智

能、 新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开始在
交通、 农业、 医疗、 教育等领域开展

场景探索工作。
交通运输是人工智能技术的重要

行业用户，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中 ， 交通运输已成为新技术和
新业态创新实践的热点领域 。 指导
意见提出 ， 在交通治理领域探索交
通大脑 、 智慧道路 、 智慧停车 、 自
动驾驶出行 、 智慧港口 、 智慧航道
等场景。

“以应用为驱动， 打造面向出行
和运输服务实际需求的重大场景， 可
以更好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赋能

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 交通运输部
科技司司长岑晏青说。

在农业领域， 指导意见提出优先
探索农机卫星导航自动驾驶作业、 农
业地理信息引擎、 网约农机、 橡胶树
割胶 、 智能农场 、 产业链数字化管
理 、 无人机植保 、 农业生产物联监
测 、 农产品质量安全管控等智能场
景。

“这对提高农技装备和信息化水
平， 健全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提
高生产力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农业
农村部科技教育司副司长张振华说。

安全便捷智能的社会服务事关百

姓民生。 指导意见提出， 医疗领域积
极探索医疗影像智能辅助诊断、 临床
诊疗辅助决策支持、 医用机器人、 互
联网医院、 智能医疗设备管理、 智慧

医院、 智能公共卫生服务等场景。
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

刘登峰表示， 国家卫生健康委将认真
落实指导意见各项措施， 推动人工智
能卫生健康领域场景创新， 促进人工
智能高水平应用， 不断丰富卫生健康
服务手段。

一流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

大科技突破策源地。 教育部科学技术
与信息化司司长雷朝滋表示 ， 教育
部将引导高校面向国家战略和产业

发展需求 ， 以应用场景为驱动 ， 持
续加强人工智能领域基础理论研究、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 ， 培养一批符合产业发展需求
的高水平 、 复合型创新人才 ， 大力
促进我国人工智能领域技术进步和

广泛应用。
下一步， 有关部门将在推动人工

智能场景创新工作中坚持 “三位一
体” 原则。 邢怀滨介绍， 科技部将与
相关行业部门和地方政府紧密合作，
采取横向联动 、 纵向贯通等组织方
式， 调动各方积极参与， 在技术研发
组织、 复合型人才培养、 基础设施建
设、 行业数据开放、 落地政策配套等
方面汇聚多方资源， 形成工作合力，
共同破解行业数据缺乏 、 落地成本
高、 场景创新深度不足等产业化难点
问题。 （据新华社 8 月 27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