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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 造 大 模 型 赛 道 新 引 擎塑 造 大 模 型 赛 道 新 引 擎
——上海市徐汇区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调查

本报记者 李治国 唐一路

近段时间以来，“模速空间”成为人工智能领

域的热词。这个词汇源自上海市徐汇区的一个大

模型创新生态社区。最近，各地前去参观学习的

人络绎不绝，工作人员应接不暇。人们不禁好奇

地询问：“模速空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空间？

在上海市徐汇区委书记曹立强看来，作为人

工智能产业的集聚地，徐汇区要努力打造高质量

发展的强劲增长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规划布

局科创街区，建设一批高质量孵化器，打造“科创

绣带”品牌，高水平建设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模

速空间”，进一步激活科创动能。

目前，“模速空间”里的科创企业发展情况如

何？这里孕育着哪些新质生产力？未来的科创

之路怎么走？近日，记者就此展开采访调查。

打造科创载体

走进上海“模速空间”创新生态社区，便会被

颇具现代感的建筑所吸引。这里距离黄浦江滨

江岸线仅几百米，沿路可见休闲漫步的行人，更

多的是脚步匆匆的白领。方圆一公里内，坐落着

腾讯、阿里、微软等科技巨头，以及商汤科技、无

问芯穹、蜜度蜜巢等 AI 大模型初创公司，更有上

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等科研机构。

近年来，上海徐汇区与中国科学院上海分

院、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展开联动，建设高

品质的科创企业载体以及一批高质量孵化器，进

而打造徐汇滨江“科创绣带”品牌。2023 年以来，

徐汇区积极推动大模型产业发展和应用赋能，推

出全国首个、上海唯一的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

“模速空间”，目前已帮助 15 家企业通过国家网

信办大模型备案。

徐汇区委常委、副区长俞林伟告诉记者，“依

托 6 个百万平方米的产业组团，徐汇滨江着力打

造‘模速空间’创新生态社区，努力集聚上千款行

业应用，培育万亿元级产业集群。我们已建成首

期 2 万平方米的高品质办公载体，为入驻企业提

供专业服务，打造高质量孵化空间”。

走进“模速空间”社区一楼大厅，墙上的屏幕

实时显示着算力供应商的算力池资源分配和运

行情况。自“模速空间”揭牌以来，首批算力调

度、开放数据、评测服务、金融服务、综合服务等

功能平台已进驻并开展服务。“模速空间”运营

方、上海大模型生态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海慈

表示，“模速空间”为入驻企业搭建起算力调度平

台，对接 9 家供应商，全力保障大模型企业算力

“可用、够用、好用”。

记者了解到，在“模速空间”，上海电信提供

“一跳入算”服务，通过万兆全光网联接，支持一

毫秒接入上海临港智算中心；商汤科技为徐汇区

提供算力支持，服务智象未来、蜜度蜜巢等企业；

火山引擎“方舟平台”子公司落户上海徐汇区，在

算力及生态层面与徐汇区开展合作。

科创载体的搭建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大空

间。据了解，“模速空间”为入驻企业提供语料、

人才、资本等支撑，通过搭建开放数据平台，让更

多创新主体在同一物理空间高频互动、深度交

流、有效对接，推动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发展。“模

速空间”依托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开源数据平台

OpenDataLab，协同大模型语料数据联盟，为入驻

企业提供大规模、多模态、高质量的开放数据服

务。此外，还策划举办“数说新语”“寻数计划”

“解数 Talk”等系列活动，持续扩大数据合作朋

友圈。

“高质量孵化器的建设，离不开专有投资基

金的支持。我们引入了 40 余家投资机构，搭建

起‘模速空间’金融服务平台。”陈海慈说。目前，

徐汇资本、奇绩创坛、临方投资、游族投资等已入

驻“模速空间”常态化办公，为科创企业提供全过

程综合金融服务。入驻投资机构在管基金规模

约 8000 亿元，累计对接服务大模型企业 43 家。

除了金融方面的支持，合规指导与贴心服务

也必不可少。“模速空间”联合上海市委网信办设

立大模型合规指导服务中心，为企业开展合规指

导，举办算法备案培训、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

理暂行办法解读及合规要点培训、大模型发展与

安全培训沙龙等，支持大模型企业全生命周期健

康发展。

为帮助入驻企业抢抓大模型发展机遇，“模

速空间”联合上海市及徐汇区多个部门，为企业

提供市场、税务、法治等专属服务。例如，开设模

速科创大讲堂，邀请技术专家与企业共同探讨产

业发展趋势，寻求合作机会；依托毗邻“模速空

间”的税源管理所，打造“五分钟涉税缴费服务

圈”；设立司法服务联络点，促进涉企矛盾调处和

就地化解；搭建检察服务平台，加强对大模型数

据权益、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科创企业的发展，还得益于“模速空间”汇聚

整条产业链的空间格局。

在“模速空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上下

楼就是上下游。这里聚集了大模型底层技术、应

用研发、场景设计、算力支持、产品营销等同一产

业链不同环节的企业，科创人员能快速找到人、

对接资源、获取服务。“我们的很多服务对象就在

这栋楼里，到隔壁办公室走一走、问一问，或者参

与孵化器组织的活动，就能了解到行业最新动

态。”开放传神创始人张家庆说。

做优创新生态

激活科创潜能，人才是第一资源。自 2017

年起，上海就率先布局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吸引

国内外科创人才，培育科创企业。大量人才的加

入和企业聚集，也让上海在人工智能这条赛道上

一马当先。

“2017 年，商汤科技看好徐汇区人工智能产

业发展态势和人才聚集优势，选择在这里落地。

多年来，商汤科技充分享受到多轮扶持政策，涵

盖科研创新、人才引进等方方面面。”商汤科技联

合创始人杨帆表示。

在创新生态社区的不断滋养下，商汤科技得

以全力发展，持续深耕大模型产业领域，加速高效

率、低成本、规模化的 AI 创新和落地。商汤科技

还与徐汇区达成合作，成为“模速空间”的算力合

作伙伴，先期提供 1000P 的专属算力供“模速空

间”使用，服务科创企业，助力产业生态不断优化。

通用人工智能科技公司 MiniMax 合伙人魏

伟说，“初创企业往往缺乏对行业相关政策的了

解，企业发展面临不小的风险和挑战。徐汇区工

作人员多次通过走访，了解我们的困难和诉求，

出台了一系列产业政策，帮助企业走出困境。随

着业务快速发展，公司在人才招募、申报企业资

质和政府项目、公司信息变更等方面都有迫切需

求，徐汇区为我们配置了专业团队，提供企业咨

询等服务，大大提高了创新效率”。

科创企业同样致力于人才的招募和培养，与

政府部门共同发力构建人才生态圈，形成共生、

共融的人才创新生态群落。“我们为员工创造良

好的研发氛围，提供一定的自由发挥空间，并最

大程度降低员工生活方面的顾虑。还会为新员

工提供‘专属导师’，让他们尽快成长。”星环科技

首席营销官谭彬表示，人才的持续加盟，为星环

科技的发展增添助力。作为基础软件供应商，近

年来公司也在加大大模型领域的投入，形成了大

数据+AI 基础设施的产品格局，拥有多项专利技

术，产品已在十几个行业应用落地，拥有超过

1400 家终端用户。

在徐汇区，科创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

助力人才生态圈不断扩大。九州未来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章津楠说，“我们和上海交

通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通

过开源的方式进行合作，公司会参与其大模型研

究项目，同时通过软件开源的方式，让高校和科

研机构参与软件迭代，使开源软件不断优化”。

高校力量的加入，能够把最前沿的科研成果

融入产业，推动徐汇区大模型产业不断向纵深发

展。中工互联集团首席科学家、复旦大学计算机

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张奇表示，“我在复旦大学有

自己的实验室，公司产品的创新研发，很多是在

我的实验室进行。研发完成后，由公司生产产品

并检验科研成果，这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我

们可以从中发现用户核心诉求，不断更新迭代产

品，最终实现落地上市”。

尽管来自企业和高校的人才不断集

聚，但面对大模型产业的快速发展，

创新人才稀缺、招聘难度大等问

题依然突出。去年 11 月，徐汇

区发布了 AI 人才全球招募计划，今年 3 月，徐汇

区联合上海市级部门和高校、科研院所、人才企

业，在“模速空间”打造上海西岸国际人才港，举

办“汇聚未来”招才引智校园行系列活动，多举措

吸引海内外专业人才。

“要持续将资源向有潜力的大模型创业团队

倾斜，继续精细做好差异化的算力和数据供给，

深度打造大模型产业生态，培育适合创新和企业

成长的土壤。”陈海慈表示。

赋能产业发展

“模速空间”在徐汇滨江并非个例，众多创新

载体与周边产业形成了完整的产业生态，共同赋

能新质生产力培育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沿着徐汇滨江岸线漫步，可以看到各种充满

艺术感的建筑，企业、金融机构、商业中心有序分

布，与黄浦江交相辉映。2022 年，上海市徐汇区

出台《徐汇滨江地区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到

2035 年全面建成国际大都市卓越水岸，重点服务

培育高端产业，打造人工智能、艺术传媒、科技金

融和生命健康四大产业集聚新高地。目前，这片

沃土已成为“上海 2035”城市总体规划中高品质

中央活动区核心功能的重要承载区。

从 2008 年起，徐汇滨江累计动迁逾 170 家

企业，收储约 400 公顷土地，推动城市形态和产

业功能更新再造，实现“工业锈带”向“生活秀

带”“科创绣带”转变。徐汇发挥成片开发、系统

建设、整体品牌优势，在滨江地区形成西岸传媒

港、西岸数字谷、西岸金融城、西岸热力秀场、西

岸生命蓝湾和西岸数智中心 6 个产业组团，加

快推动重量级项目、高能级平台、标杆性企业集

聚落地。

卓越水岸的建设，离不开产业基础的

夯实。“徐汇区持续打好产业桩

基，推动数字经济、生命健

康 、文 化 创 意 、科 创 金

融产业加快迈向‘千

亿 元 级 ’，前 瞻 布

局未来智能、未

来健康、未来能

源 、未 来 材 料

产业，聚焦先进制造业试点‘工业上楼’，加快培

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曹立强表示。

发展人工智能产业，打造科技智慧新高地，

是徐汇区建设卓越水岸的重要抓手。

“以黄浦江沿岸地区为核心，徐汇区启动了

上海首个人工智能集聚区的建设，并发起了首届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努力建设世界级通用人工智

能创新策源地、垂类大模型产业集聚地。”俞林伟

表示。2019 年，徐汇区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入选全

国首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2021 年上海人工智

能实验室落户徐汇，2023 科创大会、2024 中国具

身智能大会相继在徐汇滨江举办，更是推动了相

关产业的发展。

近年来，徐汇区逐步构建起人工智能产业的

先发优势。在西岸打造 AI 自主创新策源地，汇

聚 上 海 人 工 智 能 实 验 室 、上 海 科 学 智 能 研 究

院、浦芯研究院、期智研究院等科研机构，推进

从 基 础 理 论 到 产 业 应 用 全 过 程 创 新 ；打 造 AI

引领产业集聚地，汇聚相关企业 900 余家，形成

从基础、技术、产品到应用全栈产业链；打造 AI

智慧赋能示范地，相继推出人工智能医疗院地

合作、人工智能场景建设项目，在经济、生活、

治理数字化转型中全场景赋能；打造 AI 发展生

态承载地，推出“西岸智塔”等标杆载体，汇聚高

端人才、行业组织、产业资本构建全生态平台，

打响全球化品牌。近 5 年人工智能总产出年均

增长超 30%，高速迈向“十四五”期末千亿元产值

目标。

成绩的背后，是不遗余力的投入。对于入驻

徐汇滨江的大模型企业，徐汇区完善支持政策，

直面企业关切，增强了产业发展的支撑力。

2022 年，《关于进一步推动徐汇区人工智能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扶持意见》出台，紧扣徐汇区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现状与“十四五”高质量发展

规划，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成长提出 11 个重点

支持领域；2023 年，出台《徐汇区关于支持人工智

能大模型发展的若干意见（试行）》，直面大模型

产业关切，在算法、算力、数据、应用、治理等方面

提出 15 条具体措施，其中围绕解决大模型算力

瓶颈，开设首期大模型算力补贴项目，单个项目

最高可支持 1000 万元。

此外，为了破解大模型商业落地难题，徐汇

区以基础研究引领应用探索、以应用需求倒逼技

术突破，发布“AI 大模型+”场景需求与解决方案

征集，计划后续分领域组织开展应用场景供需对

接活动，择期发布“揭榜挂帅”及场景补贴。同

时，徐汇区积极对接重要场景需求方，支持企业

参与行业级大模型应用试验。

接下来，徐汇区将把打造大模型生态集聚和

创新应用高地，作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重中之

重，发挥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的“头雁效应”、拉

动发展的“乘数效应”，加快构建新质生产力，为

徐汇区乃至上海市未来发展赋能助力。

随着“模速空间”在上海徐汇区的崛起，

人工智能领域再次被注入了新的活力。这

一创新生态社区不仅成为 AI 大模型赛道火

爆的缩影，更展现了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所需

的全方位生态环境。

AI 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需要上下游产

业链的紧密配合。在“模速空间”，可以清晰

地看到：算力供应商、大模型软件企业、科研

机构、金融机构等形成了高效的合作网络。

这种产业链的集聚效应，不仅加速了技术的

迭代升级，也为 AI 企业提供了从研发到市场

应用的全方位支持。

AI 产业的壮大还需要更多的发展空间

和耐心。高品质的科创载体和孵化器，丰富

的应用场景试验田，都为 AI 创新发展提供了

广阔的空间。徐汇滨江的长期规划和持续

投入，显示出对 AI 产业发展的深远考虑和坚

定决心。此外，耐心也很关键。科技创新往

往需要时间的沉淀，不能急于求成。徐汇滨

江“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正是对 AI 产业耐心

培育的诠释。

当然，任何技术的发展，最终都要落到

实际应用中去。AI 大模型的价值，只有在具

体的应用场景中才能得到充分体现。徐汇

滨江通过打造“科创绣带”，为 AI 技术提供了

丰富的应用场景，这无疑会加速技术的商业

化和市场化进程。同时，通过与各行业的深

度合作，AI 技术也能不断迭代升级，更好服

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需要一个完整的

生态环境，从上下游产业链的完善到发展空

间的拓展，再到对应用场景的不断探索，每

个环节都关系着产业发展的成效。只有不

断做优产业创新生态，保持耐心和定力持续

投入，才能让 AI 更好地为我所用，更好地为

生产生活赋能。

十 年 磨 一 剑
李治国

飞速发展的大模型技术正在重塑千行百业，为人们带来了更广阔的想象空间，人工智能与行

业、场景的深度融合备受期待。上海市徐汇区较早开始布局 AI 赛道，探索建设大模型创新生态社

区，不断提升创新研发能力，并借助科创企业的集聚效应，打造人工智能产业高地，为构建 AI

产业生态提供了一个良好范例。

上海“模速空间”创新生态社区外景。 （资料图片）

商汤科技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机房内，工作人员对服务器集群进行联

合调试。 （资料图片） 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王薇薇王薇薇 刘辛未刘辛未 美美 编编 高高 妍妍

俯瞰上海徐汇滨江岸线。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