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 3月 21日 星期二9 调 查

抢 占 新 赛 道 培 育 新 动 能
——上海徐汇区科创产业发展调查

本报记者 李治国 李 景

本版编辑 王薇薇 郎 冰 美 编 夏 祎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是党的二十大报告

提出的到二〇三五年我国发展总体目标之一。如何不断提升产业独立性、

自主性、安全性，催生更多新技术新产业，开辟经济发展的新领域新赛道？

厚植产业沃土、适度超前布局、拓展创新空间，上海市徐汇区正在探索形成

一套自己的创新做法。

在上海布局“3+6”新型产业体系、抢占

新赛道和未来产业的这轮竞赛中，徐汇的人

工智能产业特色成为上海中心城区极具代表

性的一张科创名片。过去一年，徐汇重点数

字企业创造了超百亿元的总税收，数字经济

核心产业占 GDP 比重预计超过 18%，上海全

市的目标更是在“十四五”时期末将该比重提

升至 15%。显而易见，对徐汇来讲，以人工智

能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已不再是产业结构调整

的方向性探索，而是真正带来发展效益、驱动

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科创产业的培育、成熟、壮大并非易事，

需要适度超前的产业谋划和敢为人先的前瞻

眼光，徐汇的发展路径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首先，起步早是抢占先发优势的关键。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徐汇就吹响了漕河泾微

电子工业区的建设号角。在那个科技创新远

不如现在吃香的年代，徐汇却把高新技术变

成自己的标签，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兴办微电

子、光纤通信、生物工程、新材料等高新技术

产业，漕河泾承载起国家的科创使命，并成为

上海工业发展的前沿阵地。

其次，龙头强是做强徐汇科创产业链的

显著特征。从腾讯华东总部到游戏巨头米哈

游，从“国内人工智能第一股”商汤科技到“国

产大数据基础软件第一股”星环科技，仅仅一

个漕河泾开发区就承载培育了众多科创头部

企业。龙头企业往往能够充分利用外部资

源、发挥比较优势，成为产业上中下游的核心

凝聚力，推动产业建圈强链、引优育强，带动

区域形成“雨林式”的创新环境。

再次，生态全是促使产业升级蝶变的必要

基础。徐汇之所以成为上海市第一个将元宇宙

写进其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区，很大原因在于提

前布局了齐全的六大核心技术产业生态，因而

能在第一时间跟上趋势，竞逐前沿赛道。

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日益交融的当

下，想要下好科创产业这步“先手棋”，势必需

要一些预判、前瞻和突破，势必要在谋划产业

布局时有所取舍，敢于培育一些尚未成熟但

有潜力带来产业变革的关键技术。同时，要

把眼光始终聚焦在战略性、前沿性、颠覆性

的技术领域，高起点加以谋划，高水平提供

服务，才有机会抢占

未 来 产 业 竞 争 的 制

高点。

科创培育需要适度超前
李 景

去年 7 月，上海发布绿色低碳、元宇宙、智能

终端三大“新赛道”产业行动方案，提出力争到

2025 年，新赛道上的产业规模达到 1.5 万亿元；今

年春节刚过，《上海市提信心扩需求稳增长促发

展行动方案》再次强调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集

群，实施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元宇宙、智能终端

等新赛道产业集群行动方案⋯⋯抢抓新赛道、培

育新动能已经成为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科创中心城市、整合科创资源、提升创新产业能

级的重中之重。

作为上海首个人工智能发展集聚区，上海

徐汇区在开辟新赛道方面已经先行一步。在上

海市徐汇区委书记曹立强看来，“科技创新意味

着产业蝶变，更引领着高质量发展”，如今的徐

汇坚持前瞻布局、创新引领、抢抓风口、追求裂

变，肥沃的科创“土壤”上正生长出一棵棵“参天

大树”。

厚植沃土构建产业生态

一夜之间，火遍全球。近日，有着“人类最强

人工智能”之称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凭借超

强的互动问答能力，一举成为历史上增长最快的

消费者应用程序。

“ChatGPT 是人工智能技术在智能聊天领域

的应用案例，从产业培育上讲，一个出色的应用背

后是人工智能技术要素聚集的成果。因而，对地方

产业发展而言，要进一步提升产业聚集度，发挥

‘人工智能+各行各业’的赋能优势，提供更多智

能应用供给。”在上海市徐汇区委常委、副区长俞

林伟看来，徐汇区作为上海首个人工智能发展集

聚区，近年来已经积累了丰富的人才与技术储备，

抢抓人工智能产业的集群优势，构筑以人工智能

为基础的新赛道、新动能是未来的方向。

下一个爆款人工智能是什么也许很难预测，

但确定的是，产业基础的生态搭建是接近成功的

必备条件。徐汇区的产业逻辑亦是如此——“厚

植沃土、静待花开”，以成熟的人工智能产业基础

为牵引，与新赛道上的各细分领域融合衍生，爆

款应用也许就藏在某条新赛道中。

“徐汇在上海率先制定了 AI 新战略，通过顶

层设计引导和支持政策倾斜，奠定了人工智能的

先发优势。”徐汇区科委主任、党组书记张宁用一

张时间表标注出一个产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

的路线图——

2017 年，徐汇率先提出打造上海建设国家人

工智能高地的新地标与核心区发展愿景，并发布

《徐汇区关于建设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的实施意

见》，正式拉开了徐汇人工智能“从无到有”的篇

章；2018 年，借由首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落地西

岸，徐汇连续 5 年举办大会，让西岸人工智能这

块金字招牌全球瞩目；2019 年，徐汇人工智能产

业集群开花结果，成为上海唯一入选的全国首批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2020 年，西岸智塔“双子

楼”拔地而起，让徐汇滨江成为上海人工智能的

高地⋯⋯

目前，徐汇区已有人工智能相关企业约 710

家，2017 年至 2021 年人工智能相关产业总产出

年均增长率约 37%，2022 年总产出 705 亿元，逆

势增长 18.4%——人工智能已从概念阶段逐渐演

变为驱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先行一步咬定战略方位

从徐汇当前的产业发展视角望去，以人工智

能为代表的先导产业是科创产业的“今天”，而以

元宇宙、智能终端为代表的新赛道则是科创产业

的“明天”。“今天”的徐汇，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人

工智能产业体系，其中，咬定战略方位、适度超前

部署是其最显著的特征。“明天”的徐汇，依然要

适度超前布局，尤其要以人工智能产业为基础，

开拓元宇宙等新赛道。用曹立强的话说，“抢占

新赛道，急不得也慢不得”。

所谓急不得，就是不要着急跟风，要紧紧依

托地区产业优势。徐汇的人工智能产业底子好，

重要原因在于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国家级经

济技术开发区——漕河泾开发区积累下的产业

基础。从微电子、集成电路到人工智能，开发区经

历了近 40 年的深耕和迭代，通过引导大数据、云

计算、人工智能等融合性数字产业协同发展，形

成了上游算法与下游应用双向支撑的产业生态。

所谓慢不得，就是要有前瞻思维，提前规划布

局。曹立强表示，新赛道需要新空间，以漕河泾开发

区为例，目前可开发用地越来越少，但通过逐步调

整现有空间，滚动释放新空间，引入了元宇宙等产

业扎根生长——让一个老牌园区焕发出新活力。

“做元宇宙、游戏等相关产业肯定要扎根徐

汇。”趣加互动娱乐（上海）有限责任公司 CTO 伍

涛回答得毫不犹豫，原因很简单——产业集聚、

人才聚集。

熟悉漕河泾开发区的人总爱调侃，“空气中都

飘着代码的味道”。虽是戏言，却也道出了其科创

底蕴。这里集聚了微软、腾讯、商汤科技、字节跳动

等一批世界 500 强企业和独角兽企业，除了人工

智能的先发优势以外，网络及运算、物联网、交互

技术、区块链等元宇宙的底层信息技术已经形成

规模布局，尤其是扎根于此的元宇宙相关企业已

超过 1200家，50家核心企业年营收约 950亿元。

“徐汇区已在科创驱动方面汇聚了众多科技

人才和优秀企业。”上海市徐汇区区长钟晓咏表示，

尤其是在元宇宙这条新赛道上，徐汇将充分发挥优

势，深度应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促

进新业态、新模式、新经济蓬勃发展，协同推动数字

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加快打造元宇宙高地。

“浦东有‘张江数链’，浦西有‘元创未来’，不

远的将来，上海的元宇宙产业空间将形成东西两

极呼应，而‘元创未来’元宇宙特色产业园区就落

子在漕河泾开发区。”谈到科创环境，伍涛很有底

气，他告诉记者，上海 60%的游戏企业和行业产值

都聚集于此，这造就了强有力的创新生态和技术

氛围。同时，游戏企业由于不断追求内容生产上的

高质量表现，往往走在技术创新前沿，这也是为何

游戏产业被认为是元宇宙入口的原因之一。

为达到更好的全球用户游戏体验，趣加建立

了全球性的实时信息通信技术架构，简单理解就

是游戏中的智能翻译技术。“这项技术可以支持

千万人同时在线，消息可以在 100 毫秒内发送，

在游戏细分领域的性能和表现度上，该技术均处

于全球领先。”伍涛相信，由游戏极致体验驱动的

科技创新，会将元宇宙产业的轮廓越描越清晰。

“在漕河泾开发区，遍地都是聚焦新赛道的

科创企业。”魔珐（上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联合

创始人谭宏冰的办公地点离趣加不远，他打趣

道，这里的同行多、朋友多，做起事来也更容易。

魔珐科技是最早在元宇宙中“吃螃蟹”的科

技公司之一，早在 2018 年就提前布局了虚拟人

产 业 ，2019 年 10 月 成 功 打 造 了 超 写 实 虚 拟 人

Ada，这在当时的中国乃至世界均没有先例和参

考。随后，国风虚拟偶像翎_Ling、中金财富数字

员工 Jinn 等虚拟人都成了魔珐科技的代表作。

“元宇宙最终会将个人、企业在虚拟世界中建立

映射，虚拟人和虚拟内容制作构成了元宇宙产业

发展的重要支柱。”谭宏冰告诉记者，扎根虚拟人

赛道，他没有动摇过。

提前布局持续深耕，使得我国的虚拟人技术

与发达国家处在同一起跑线，魔珐科技创始人柴

金祥的经历就是证明。他在图形学及 AI 领域有

近 20 年的潜心研究，曾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了

中国大陆学者第一篇 SIGGRAPH（图形学世界

最顶级期刊）论文。如今，他的公司也率先步入

商业化进程，正在为各行各业提供虚拟人打造、

虚拟内容生产及虚拟人运营服务的全栈式虚拟

人解决方案，并借助自研的工业化产线“虚拟内

容智能云平台”，加速元宇宙内容规模化。熬过

了技术积累的寂寞，迎接柴金祥和谭宏冰的是广

阔的商用市场。

龙头带动拓展创新空间

不论是深耕“今天”，还是布局“明天”，意图

抢占新赛道的徐汇科创产业在不断发展中都面

临扩容问题，在激发存量潜力的同时，更要拓展

新空间，增加新容量。徐汇将目光锁定在滨江

地区。

作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摇篮之一，徐汇滨

江地区曾集聚了龙华机场、上海铁路南浦站、上

海水泥厂等众多民族工业。而今，长约 11.4 公里

的“W”形西岸岸线上规划建设了传媒港、数字

谷、金融城、热力秀场等“一港一谷一城一场一湾

一心”核心载体，徐汇滨江正在勾画一条充满生

机的“科创绣带”，这也是徐汇区科创产业全力拓

展的新空间。

漫步在充满艺术气息的徐汇滨江龙腾大道

上，艳阳下的黄浦江婉若游龙，融入西岸江景的

是星罗棋布的美术馆以及占地 120 万平方米的

西岸数字谷⋯⋯2020 年，随着西岸智塔（东塔）投

入使用，流线型的建筑裙房像凤凰展翅一般托起

“双子楼”。浦江之滨不仅有了新的科创地标和

打卡地，也正在形成凝聚创新要素的龙头引领

力量。

西岸智塔通过汇聚一批顶尖人工智能企业

和研究机构，目前已经形成集政、产、学、研、用于

一体的“雨林型”创新生态体系。如今的智塔里，

浦江实验室、期智研究院、树图区块链等全球顶

尖科研机构以及一批龙头企业、国际学术联盟纷

纷入驻，让西岸智塔初步建成了集总部办公、国

际交流、应用展示、研发转化于一体的高质量数

字经济楼宇，每平方米产值超过 1 万元。

西岸智塔（东塔）的高楼层是世界顶级研发

机构汇集的区域，40 楼至 41 楼是华人唯一图灵

奖得主姚期智院士的上海期智研究院，紧挨着的

39 楼是姚院士在清华“姚班”的得意弟子龙凡创

办的上海树图区块链研究院，这个平均年龄只有

30 岁左右的“天才科学家团队”是上海市政府重

点引进的科创主体，在他们的努力下，全球领先

的区块链技术在智塔里诞生。

“目前，树图 Conflux 公有链的速度是比特币

系统性能的 428 倍，以太坊系统的 75 倍。2.0 系

统发布后地址数量已超 1000 万用户，日处理交

易为 30 万笔至 50 万笔，已经成为超越比特币、以

太坊的全球第三代区块链公有链。”上海树图区

块链研究院行政副院长王瑜表示，该研究院的核

心技术是有着“从 0 到 1”原创性的公有链技术，

一举突破区块链的性能瓶颈问题。

树图研究院正在主导制定的国际标准《区块

链系统应用接口规范》已于 2021 年 2 月在 IEEE

会议审议通过，按照常规将于两年内按程序完成

初稿和试行，之后正式生效。龙凡作为 IEEE 标

准委高级会员，担任该标准编制组的主席。他表

示，区块链技术作为一种新兴的信息处理技术，

行业的发展还远未成熟，在行业规范和技术标准

的很多方面仍是一片空白，因此谁能填补这片空

白，主导区块链行业国际标准的制定，谁便能掌

握更多话语权，获得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

高点的先机。

“区块链不可篡改”的特点可有效解决信任

问题。王瑜介绍，目前，树图区块链正在金融、民

生、消费等众多领域探索应用，当下正在与徐汇

区合作，计划搭建“房屋租赁服务平台”。通过区

块链技术赋能的租赁平台，能让参与方的所有信

息记录成为其信用背书，解决房源真实性求证

难、多中介租赁确权难等多重痛点。

西岸智塔中的创新策源能力不仅在研发机

构中凸显，企业的科技转化应用能力更为强劲。

作为联影集团旗下主攻人工智能方向的上海联

影智能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近年来一系列重大的

科创成果均在这座智塔里孕育。

73.4 秒完成盆腔成像，88 秒完成颅脑成像，

94.8 秒完成腰椎成像，全身各部位完整序列成像

均可在 100 秒内完成，联影智能推出的全球首款

“秒级”磁共振加速技术——ACS 智能光梭成像，

一举将人体全身各部位完整序列成像时间从数

十分钟缩短到百秒内，磁共振扫描由此跨入“秒

级”成像时代。

“我们融合了迄今为止所有主流磁共振成像

加速技术，并带来了颠覆性革命，把原本物理上

不可能突破的事情变成了现实。”联影智能联席

CEO 周翔告诉记者，长期以来，全球医疗影像领

域以 GPS（GE、飞利浦、西门子）三分天下，但随

着联影在人工智能方面的重大突破，如今已经变

成 GSU（GE、西门子、联影）的竞争格局。他们的

目标不仅是要在技术规模上做到全球领先，还要

通过技术赋能中国医疗事业发展，因而，联影智

能科研平台应运而生。

“通过平台我们把算力和模块算法送到医院，

医院再利用掌握的数据和知识开展科研，最终形

成技术平台的共享协同、共创转化。”从周翔在实

践中的经验来看，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技术赋能、

渗透、下沉到医疗诊断领域的步伐已经走在世界

前列。他相信，在科创环境越来越好的今天，在国

内庞大的应用场景和市场空间加持下，聚焦专注

的科创企业将能跑出更大的发展加速度。

位于上海徐汇区的西岸智塔位于上海徐汇区的西岸智塔““双子楼双子楼”。”。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李 景景摄摄

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一角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一角。。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基于联影智能技术生成人体器官组织及基于联影智能技术生成人体器官组织及

病症的三维模型病症的三维模型。。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李 景景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