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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海 市 经 济 和 信 息 化 委 员 会 
上 海 市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上 海 市 科 学 技 术 委 员 会 
中共上海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上 海 市 财 政 局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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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国家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的战略部署，落实

《上海市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条例》，推动上海大模型创新

发展，营造通用人工智能创新生态，加快打造世界级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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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经市领导同意，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发展改革委、

市科委、市委网信办、市财政局联合制定了《上海市推动人工

智能大模型创新发展若干措施（2023-2025 年）》，现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中共上海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上   海   市   财   政   局 

 

2023 年 10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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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国家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的战略部署，落实《上

海市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条例》，推动本市大规模预训练模型

（以下简称“大模型”）创新发展，构建开放安全创新生态，加快

打造人工智能世界级产业集群，制定以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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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施大模型创新扶持计划。支持引进高水平创新企业，支

持本市创新主体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模型，鼓励形成数据飞

轮，加速模型迭代，对取得重大成果的予以专项奖励。支持本市

相关主体开展通用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科学智能、具身智能、城

市大模型等前沿研究，研发下一代模型架构和训练方法。在战略

性新兴产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科技重大专项等市级专项中重点

支持大模型创新。 

2.建立大模型测试评估中心。聚焦性能、安全、伦理、适配

等方面，建设国家级大模型测试验证与协同创新中心，并鼓励大

模型创新企业依托中心开展相关测试评估。支持本市相关主体主

导或参与国家大模型相关标准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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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施大模型智能算力加速计划。打造市级智能算力统筹调

度平台，构建规模化先进算力调度和供给能力。对符合条件的智

算中心，在能耗指标等方面予以绿色通道优先支持；加快临港、

金山、松江等重点智算产业集聚区建设。加强市区联动，对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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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前在沪完成智能算力部署并纳入统筹、接受调度的算力建设

主体，经评估给予适当额度的部署奖励；对租用纳入本市统筹调

度的算力进行大模型研发的本市主体，经评估按算力集群规模和

成果水平给予最高 10%的租用补贴。建设市域极速智能算力承载

网，实现市域智能算力中心间 100 Gb/S 以上高速直连和毫秒级

时延。 

4.构建智能芯片软硬协同生态。面向大模型研发和应用，支

持本市智能芯片企业开展规模化应用和验证。支持打造智能芯片

软硬适配体系，降低企业适配成本。在沪建设智能芯片和软硬件

适配测评中心。将符合条件的软硬适配相关产品纳入首批次、首

版次的支持范围。 

5.语料数据资源共建共享。组建大模型语料数据联盟，鼓励

多元主体共同推动高水平语料数据要素建设。建立语料数据知识

产权保护框架，充分利用区块链等技术，深化以贡献为导向的激

励机制和评估认证机制。依托上海数据交易所建立语料数据交易

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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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实施大模型示范应用推进计划。重点支持在智能制造、生

物医药、集成电路、智能化教育教学、科技金融、设计创意、自

动驾驶、机器人、数字政府等领域构建示范应用场景，打造标杆

性大模型产品和服务。推动大模型赋能产业互联网平台应用。将

符合条件的大模型应用纳入人工智能示范应用清单和创新产品推

荐目录。支持本市国有企事业单位开放大模型应用场景，优先采

用经测试评估的大模型产品和服务。 

7.推进科学智能大模型应用。支持相关主体建设科学智能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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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心、算法创新基地等平台，协调算力资源和科研数据集，推动

科学智能大模型在生命科学、工程计算、气象等领域应用，打造

科学研究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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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打造企业、人才集聚的大模型创新高地。鼓励浦东新区、

徐汇区等建立大模型生态集聚区，聚焦大模型研发和产业化加大

支持力度；鼓励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探索大模型相关国际交流合作。

优先推荐大模型创新重点人才纳入国家和本市相关高层次人才计

划，重点支持大模型相关紧缺技能人才落户。组织企业、高校、

科研机构联合培养跨学科大模型人才。 

9.推进大模型应用生态建设。打造开源大模型行业应用创新

生态空间，支持大模型开源社区和协作平台建设，引进培育大模

型相关初创团队，加强行业大模型在垂直领域的深度应用，构建

开放协同产业生态。 

10.建立常态化服务机制。对由大模型驱动的具有舆论属性或

社会动员能力的互联网信息服务，开展常态化联系服务，加强合

规指导，推动相关主体按照规定履行安全评估、算法备案等相关

程序。在相关集聚区内，探索创新监管机制。 

11.加大投入力度。全方位推动大模型及相关领域发展，

进一步做强人工智能产业基金，更好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加大

对本市人工智能产业的资源投入力度。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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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11月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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