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3月4日，2018中国（合肥）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大会在安徽
省合肥高新区举办，数十位院士、十多位国内人工智能一线企业的总裁、
创始人、技术总监、战略总监等齐聚合肥，共话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根据最新发布的《合肥高新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规划（2018—2025
年）》（以下简称《发展规划》），中国声谷不仅计划在2020年初步建成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人工智能产业集群，还计划在2025年助推人工智能发
展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人工智能成为智慧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前瞻力：
站在全国前沿，打造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先行区”

位于合肥高新区的中国声谷，再一次赢来诸多业界“大咖”的关注。
从6年前“纸上规划”起步，它经历着大跨步向前迈进的发展，将一座集
聚了国内领先技术、拥有人工智能产业链的“人工智能之城”呈现在世人
面前。

中国声谷，是安徽省首个位于人工智能领域的国家产业基地，也是
安徽省、合肥市、合肥高新区共同推进的以语音及人工智能产业为核心
的产业名片。基地旨在抢抓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爆发式增长的重
大机遇，布局新一代人工智能生态体系建设，占据国际领先地位，巩固先
发优势。

跟全国其他看好人工智能的地区相比，安徽省率先发布人工智能产

业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将合肥定位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核心区。
“抢抓机遇、优化布局，加快打造全国重要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先行

区和智慧产业新高地。”这是安徽省委、省政府对合肥高新区在人工智能
领域的发展要求。

创新力：
层出不穷的技术与产品让中国声谷更“酷炫”

位于安徽省合肥高新区的安徽咪鼠科技有限公司让互联网的便捷
更加“走心”——只要对着鼠标说出想要找的内容，智能鼠标就会自动搜
索。

这就是人工智能与语音技术“牵手”的美好结晶，类似这样的创新之
作在位于高新区的中国声谷还有很多。

安徽先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率先在全球研发成功可以实现虚拟世
界和现实世界双向通信的平板教育智能机器人——TABO智力开发编
程教育机器人。

科大讯飞推出的“晓译”翻译机，支持中文对英、日、韩、法、西班牙语
的离线即时互译，囊括算术、打招呼、闲聊、问天气、搜百科、查股票等日
常功能。

对于技术创新，中国声谷给予了资金上的大力支持。诸如，对取得
技术创新重大成果的第一完成单位，安徽省一次性分别给予100万元至
200万元奖励。对科研机构新组建并新认定的国家工程（重点）实验室，
一次性奖励300万元。

凝聚力：
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助推“产业集群”产生几何级能量

在中国声谷，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近100家，其中规上企业达47家，
2016 年产值超过 400 亿元（以人工智能终端和系统集成为主）。以华
米、协创、科大智能等企业为核心，产值超过20亿元。

截至目前，已经有150多家企业入驻中国声谷，形成了从基础研究、
技术研发、平台支撑到产业发展与应用的语音及人工智能产业链。

人工智能芯片产业同样表现抢眼。主要企业包括君正科技、杰发科
技、宏晶微电子等芯片设计企业以及矽迈微电子等下游产业，2016年产
值超过2亿元。

预计到2020年，合肥高新区人工智能产业在全球范围内从“跟跑”
进入“并跑”阶段。人工智能科教创新能力大幅提高，在推动全球人工智

能科技发展中发挥引领作用。

吸引力：
企业与团队纷至沓来，良好发展环境成就巨大“引力场”

向外多次抛出“橄榄枝”的中国声谷，对于落户而来的企业或者创业
团队呵护备至。

中国声谷对创业者的支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优惠的扶持
政策，包括办公场地、项目研发、市场开发、客户对接以及企业和银行的
对接。第二，搭造出人工智能的产业环境。面对不同的创业者，不同的
创业类型，声谷也会提供不同的服务。

中国声谷未来5—10年将在4个方面加速布局人工智能产业——
关注产业核心技术的发展、核心团队与项目，保证未来不落后；推动技术
与应用融合，积极将人工智能技术落地在中国声谷先行先试；开放产业
生态、完善产业环境，招大引强；集聚更多全球优质资源，孵化培育更多
细分领域内的独角兽企业。

中国声谷智能服务产业还提出了一个提升人民美好生活水平的目
标——未来，1亿出国人员语言交流无障碍、1亿人民繁杂劳务得解放、1
亿生活生产设备更智慧更聪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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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实施“大专项＋

任务清单”管理，探索建立涉农资金统筹整合
长效机制。健全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和农业风
险分担机制，启动实施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
保险试点。

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
粮食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扩大耕地轮作休耕
制度试点。加大优质粮食工程实施力度。建
立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补偿制度。

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大力推进高标准农
田建设。支持农业科技创新。支持多种形式
适度规模经营。支持发展地方特色优势主导
产业，开展农业全产业链开发创新示范。推进
农垦改革发展。

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提档升级，更好发挥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机制和
平台作用，开展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

同时，建立健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财政投
入保障制度，加大对农村教育、文化、基础设
施、生态环保等各方面的投入，健全城乡融合
发展体制机制。

5.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大幅增

加中央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重点增加均衡
性转移支付、老少边穷地区转移支付、民生政
策托底保障财力补助等。推动省级财政进一
步下沉财力。

支持加快实施三大战略。落实相关规划
要求。支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
新区。

6.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
支持发展公平优质教育。巩固落实城乡

统一、重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
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
件。支持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
设。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

加强就业和社会保障。落实积极的就业
政策。从2018年1月1日起，提高企业和机关
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及城乡居民基
础养老金水平。进一步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
老保险制度改革。在部分地区开展个人税收
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稳慎推进工资收
入分配制度改革。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全面推进城乡居民
医保制度整合，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
补助标准提高 40 元，达到每人每年 490 元。
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年人均财政补助标
准再提高5元，达到每人每年55元。

完善住房保障机制。支持加快建立多主体

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2018
年支持新开工各类棚户区改造580万套。继续
支持各地优先开展4类重点对象危房改造。

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完善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支持发展社会
主义文艺。促进文化产业发展。

支持平安中国建设。深化司法体制综合
配套改革，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有效维护
公共安全。

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为实现强军
梦提供有力支撑。积极支持武警部队调整改
革。深入贯彻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研究完善配
套政策，落实相关资金保障。

中央基建投资安排 5376 亿元，优化存量
结构，减少小、散支出，提高资金使用绩效。

（四）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和支
出安排。

1.中央一般公共预算。
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5357 亿元，比

2017年执行数同口径增长5.2％。加上从中央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2130 亿元，从中央政
府性基金预算、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
323亿元，收入总量为87810亿元。中央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 103310 亿元，增长 8.5％。收支总
量相抵，中央财政赤字15500亿元，与2017年
持平。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2536.05亿
元。中央财政国债余额限额156908.35亿元。

（1）中央本级支出32466亿元，增长8.1％。
（2）对地方转移支付 62207 亿元，增长

9％，增幅为2013年以来最高。
（3）对地方税收返还8137亿元。
（4）中央预备费500亿元，与2017年预算

持平。
2.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97820亿元，

增长7％。加上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
付收入70344亿元、地方财政调入资金400亿
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为168564 亿
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76864 亿元，扣
除上年使用结转结余及调入资金后增长
7.3％。地方财政赤字 8300 亿元，与 2017 年
持平，通过发行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弥补。地方
政府一般债务余额限额123789.22亿元。

3.全国一般公共预算。
汇总中央和地方预算，全国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183177亿元，增长6.1％。加上调入资金
2853亿元，收入总量为186030亿元。全国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209830亿元，扣除上年地方
使用结转结余及调入资金后增长7.6％。赤字
23800亿元，与2017年持平。

（五）2018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和

支出安排。
中央政府性基金收入3863.04亿元，增长

0.2％。加上上年结转收入385.59亿元，中央
政府性基金收入总量为 4248.63 亿元。中央
政府性基金支出4247.17亿元，增长15％。其
中，中央本级支出3262.71亿元，增长20.5％，
主要是铁路建设基金、民航发展基金、彩票公
益金等安排支出增加较多；对地方转移支付
984.46亿元，下降0.1％。

地方政府性基金本级收入 60301.81 亿
元，增长4.6％，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54661.7亿元，增长5％。加上中央政府性基金
对地方转移支付收入 984.46 亿元、地方政府
专项债务收入13500亿元，地方政府性基金相
关收入为 74786.27 亿元。地方政府性基金相
关支出74786.27亿元，增长28.9％，其中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相关支出 66932.08 亿
元，增长29.3％。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限额
86185.08亿元。

汇总中央和地方预算，全国政府性基金收
入64164.85亿元，增长4.3％。加上上年结转
收入 385.59 亿元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
13500亿元，全国政府性基金相关收入总量为
78050.44 亿元。全国政府性基金相关支出
78048.98亿元，增长28.5％。

（六）2018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计
和支出安排。

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376.82 亿
元，增长5.9％。加上上年结转收入113.59亿
元 ，中 央 国 有 资 本 经 营 预 算 收 入 总 量 为
1490.41 亿元。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168.87亿元，增长16.4％。

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本级收入1460.84
亿元，增长9.5％。加上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对地方转移支付收入100亿元，地方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收入1560.84亿元，下降0.6％。地方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204.71 亿元，下降
3.2％。

汇总中央和地方预算，全国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收入2837.66亿元，增长7.7％。加上上年
结转收入113.59亿元，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收入总量为 2951.25 亿元。全国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支出2273.58亿元，增长12.9％。

（七）2018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计
和支出安排。

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68092.99亿元，增
长23％。其中，保险费收入48507.48亿元，财政
补贴收入16984.08亿元。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支
出64542.32亿元，增长31.8％。本年收支结余
3550.67亿元，年末滚存结余76990.28亿元。

三、切实做好2018年财政改革发展工作

（一）进一步贯彻实施好预算法。
（二）加快财税体制改革。
（三）全面实施绩效管理。
（四）加强预算执行管理。
（五）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六）进一步严肃财经纪律。

关于201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1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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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仅是一部电影，更像是一盏明灯，将永远照耀着
我奋发向上！”

“看了电影很兴奋。借用电影的一句台词：有一种骄
傲，叫我是中国人。”

……
纪录电影《厉害了，我的国》2日在全国上映以来，引发

强烈反响。影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引，展示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新发展理念下，中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大国工程，彰显大国风范”

“在影片中看到 C919 的画面，仿佛回到首飞时，我打
开机舱门、走下飞机时的场景。”中国商飞C919首飞机长
蔡俊说。

“影片中的青海格尔木共和光伏电站，正是我工作的地
方，这里虽然气候干燥、缺氧，远离城市的繁华，但我们始终无
悔。”中国华能青海发电有限公司职工王鹏表示。

中国车、中国桥、中国路、中国港、中国网……影片中，
一个个非凡的超级工程，展现了中国“新时代”的新标志。

在内蒙古首条高速铁路“张呼高铁”铺轨现场，“90后”
技术员刘斌正在为即将复工的铺轨工作忙碌着。

“大国工程，彰显大国风范！”刘斌对《厉害了，我的国》
展现的高铁成就倍感自豪，“别看我年轻，这几年转战大江
南北，参与修建的高速铁路已经有3000 多公里了。新时
代，就是好时代！”

“电影里的扶贫干部，我们身边有很多很多”

陕西省保监局职工和蓉的婆家，在商洛市山阳县磨沟
口村。这是个深度贫困县，这5年来，她每回一次婆家，都
会为大山深处小山村发生的变化惊叹。

这些年，中药厂落户当地，带动了中草药种植产业，解
决了很多剩余劳动力就业。如今，和蓉的堂嫂在制药厂上
班，每月工资2600元，还有“五险一金”，下班后不误回家养
鸡干家务。村里很多人家盖起了楼房，用上了自来水、煤气
灶、抽水马桶、无线网络。

“村民日常生活的方便程度比城里差不到哪儿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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蓉说，“《厉害了，我的国》中介绍，5年来，
中国累计脱贫5500多万人，相当于一个
欧洲大国的人口。我为我的祖国自豪！”

安徽岳西是国家级贫困县。刚到马
鞍山百助网络科技公司工作的王原，去
年暑假曾在岳西网做过两个月实习记
者，见证了很多基层扶贫干部的艰辛，
在观看《厉害了，我的国》时产生了强
烈共鸣。

“电影里的扶贫干部，在我们身边有
很多很多。我的哥哥不满30岁，就来到
小山村，为了扶贫攻坚工作不懈奋斗，修
通了山间一条条道路，我深受感染。”

“这盛世，是我们骄傲的样子”

看到《厉害了，我的国》中撤侨的画面
时，有着31年航海生涯的中远海运特种
运输股份有限公司“永盛”轮船长张玉田
的眼睛红了。他想起了2013年在北极开

启中国商船首航时的情景。
“当时冰密度达90％以上，船舶行驶

艰难，但我知道，祖国在我身后，这种信念
支持我们勇敢前行。”张玉田说，“今年国
家发布了《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冰
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将造福全世界。祖国
的力量越来越强大，衷心为祖国点赞！”

电影《厉害了，我的国》激发了兰州理
工大学学生陶鹤天内心深处作为中华儿
女的骄傲。

“这些年，我们都亲身感受过祖国临
危不惧、自信从容的大国气度，感受过万
众一心抗险救灾、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同
胞深情，多少次目睹群众自发高唱《我爱
你，中国》的豪迈。”她写道，“这些，都是一
个国家崛起、强大的真正样子；这盛世，是
我们骄傲的样子。”

文/新华社记者 白 瀛 王 琦
（据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