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上 海 市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上 海 市 静 安 区 人 民 政 府

文件

沪经信信〔2024〕920 号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协同打造“视听静界”

上海超高清视听产业集聚区行动方案（2025-2028年）》的通知

有关单位：

现将《协同打造“视听静界”上海超高清视听产业集聚区行

动方案（2025-2028 年）》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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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

2024年 12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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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打造“视听静界”上海超高清视听产业集聚区行动方案
（2025-2028 年）

按照《上海市超高清视听产业发展行动方案》总体部署，上

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静安区人民

政府，明确将超高清视听产业纳入市区产业协同机制，强化市区

联动，聚焦静安区新赛道产业，依托中环两翼（市北-大宁），发

挥区域产业优势，共同打造“视听静界”上海超高清视听产业集

聚区，合力推动上海超高清视听产业发展迈向新高度，现形成市

区协同行动方案如下。

一、总体要求

主动服务和融入上海建设“五个中心”、强化“四大功能”重

大战略，紧紧把握全球超高清视听产业发展和变革机遇，充分发

挥静安“云数智链+文化创意+示范应用”特色优势，实施超高清

视听产业“四大工程”，进一步丰富内容供给，加强推广应用，完

善支撑体系，夯实产业核心基础，引进一批产业链主企业，培育

一批技术核心骨干企业，创建一批产业功能平台，落地一批示范

应用场景，全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超高清视听产业集聚区。

二、基本原则

市区联动、区域集聚。充分调动市级资源，推动区域合作，

引领全市超高清视听产业发展。立足静安实际，市区协同推进超

高清视听产业重大项目落地，加快在中环两翼（市北-大宁）形成

分工合理、重点突出、优势互补的产业发展格局。

全链布局、优势引领。强化顶层设计和规划引导，聚焦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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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优势领域和关键薄弱环节，集中资源加快延链、补链、强链，

完善超高清视听产业全链条布局，实现技术、产品和服务等不断

创新，持续做大产业规模。

需求牵引、应用驱动。强化企业经营主体地位，找准超高清

视听消费需求，创新业务模式，培育新市场、新业态、新服务。

以典型场景应用示范为切入点，推进超高清视听与文教娱乐、医

疗卫生等重点行业领域应用融合发展。

开放发展、生态营造。促进国内外优势资源的整合利用，加

强与高校、科研院所、行业组织的业务合作，完善产学研用一体

化协同创新模式，不断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完善政策体系，优

化发展环境，整生态打造超高清视听产业链。

三、发展目标

——产业规模。明确超高清视听产业列入静安区主导产业之

一。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集聚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质企业、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高成长性企业。力争到 2028 年产业规

模突破 1000 亿元，到十五五末产业规模跃升至 2000 亿元。

——创新能力。推动超高清视听产业创新体系建设。市区共

建超高清视听领域垂类大模型、智能内容创制平台和超高清视听

公共服务平台，实现 AI+超高清全面融合发展；引领超高清视听

全链核心技术取得突破；布局视听领域前沿技术，积极参与国内

外相关技术标准制定。

——内容供给。推动各领域超高清视听内容实现规模化供给。

促进影视节目、网络视听、游戏电竞和经典视听等内容的超高清

化，到十五五末，超高清视听内容产出超过 10000 小时，重点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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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8K超高清视听内容储备，成为全国超高清视听内容制作高地。

——产业生态。推动超高清视听产业功能平台建设、终端品

牌培育、行业融合应用、产学研用一体等方面蓬勃发展。培育一

批应用示范项目、示范企业、示范场馆、示范基地，推动超高清

视听技术和产品在智能制造、医疗健康、文教娱乐、社会治理等

领域的规模化应用，构建超高清视听产业发展最优生态。

四、重点工程

（一）超高清视听全链核心技术突破工程

1.推进 AI赋能超高清融合发展。围绕超高清视听编码、图像

处理、智能识别、内容生成和修复等方面，推动 AI大模型赋能超

高清视听领域发展。推动音视频 AI模型研发，打造以用户为导向

的“新质生产力”新范式。市区联动共同建立多模态语料库、云

渲染平台，打造媒体领域新质生产力。

2.提升制播关键技术能力。聚焦“采、编、传、播”制播关

键环节，围绕超高清视听内容服务、集成服务、增值服务等，重

点发展超高清视听采集技术、制作技术、网络传输技术、平台内

容呈现技术，不断提升超高清视听内容制播服务能力。

3.推进超高清视听装备研发与产业化。重点发展行业应用级

8K 摄像机/摄像头模组及整机、超高清传输设备、医用超高清内

窥镜、特种应用相机/摄像机等采集设备，结合“工业上楼”项目，

推动超高清采集、显示、传输等设备的研发及产业化。

4.推动超高清终端技术升级。推进超高清跨屏技术研发，实

现超高清内容大小屏无缝切换。促进智能机顶盒、超高清智能座

舱、智能音箱、超高清投影机等产品规模化发展。发展 8K XR 头

https://www.baidu.com/s?sa=re_dqa_generate&wd=%E5%86%85%E5%AE%B9%E6%9C%8D%E5%8A%A1&rsv_pq=d57e375000753d81&oq=%E8%B6%85%E9%AB%98%E6%B8%85%E4%BA%A7%E4%B8%9A%20%E8%8A%AF%20%E3%80%81%E5%B1%8F%E3%80%81%E7%AB%AF%E3%80%81%E7%B3%BB%E7%BB%9F%E6%8C%87%E4%BB%80%E4%B9%88&rsv_t=48b3kT9yAlwuN0FElxwOQP5E8IfwZ0yf3nRweDkAR2PifYvl71OGx7TaoAc&tn=baidu&ie=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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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设备、智能眼镜等创新产品，引进和培育具有市场认可度的超

高清终端品牌。

5.加快高端芯片技术攻关。推进超高清视听关键领域芯片研

发及产业化。研究布局屏显电源管理芯片、微处理器芯片、音视

频处理芯片、短距无线连接芯片、AI计算芯片、芯片检测、画质

增强 IP等高端芯片技术攻关突破。

（二）超高清视听产业内容提升工程

6.构建内容制播服务体系。依托人工智能、虚拟摄制、5G/6G

等技术加快提升视频内容创制效率，推动 AI赋能超高清视听内容

制播流程智能化。发挥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电影学院等内容制

作优质机构作用，研究 4K/8K 超高清视听内容拍摄与制作技术、

安全播出技术，建设制播服务智能化平台，深化人工智能影像生

成、数字资产库建设、虚拟拍摄制作等领域研究。

7.加快推动数字内容生产。发挥静安区影视电竞产业优势，

以电影、游戏、动漫制作为切入点，逐步扩大到网络视听、微短

剧、体育赛事、综艺节目。推动内容制播机构、网络视听内容平

台、自媒体等主体拍摄和制作 4K/8K 超高清视听内容。对经典视

听资源进行超高清技术修复处理，扩大超高清视听内容储备。

8.丰富超高清内容呈现方式。探索多自由度、高互动性、超

8K光影等沉浸式内容制作，推动设备设施的更新换代和系统升级

改造，在国际节展赛事活动中落地相关应用，打造超高清视听体

验的静安典范。

（三）超高清视听领域多维应用创新工程

9.推动超高清技术在工业领域的应用。推动企业运用超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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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听技术与 5G、AI 等技术进行深度融合，面向目标识别、行为识

别、缺陷检测、质量检测、智能巡检等工业领域场景需求，推动

工业制造可视化与智能化建设。

10.推动超高清技术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应用。发挥静安区医疗

资源优势，推动超高清视听技术在远程医疗、数字化手术、内窥

镜等方面的广泛应用，加强医疗影像识别分析、智能诊断等 AI+

超高清医疗应用。

11.推动超高清技术在文教娱乐领域的应用。推动超高清视听

技术在文化推广、景区直播、在线教育、影视娱乐、体育赛事、

游戏动漫等领域应用。重点发展全息投影、体感交互等技术与演

艺、赛事、活动等的融合，打造文博场馆、演艺空间、商圈载体

等文旅消费新空间。深化文博资源的数字保护与利用，打造元宇

宙博物馆、元宇宙消费空间等特色项目。

12.推动超高清技术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应用。聚焦安防、应急、

交通、城运管理等领域需求，发展基于超高清技术的特征提取、

人脸识别、行为识别、轨迹跟踪、目标分类等人工智能算法，推

进超高清技术在各街道（镇）城市运行管理领域的应用，提高事

前预警、事后处置效率，提升社会治理数字化水平。

13.打造标杆场景应用项目。发挥静安商旅文体展联动优

势，集聚演艺演播、智慧体育、文博场馆、数字展陈、艺术新

零售、文旅新消费等场景项目，打造国际光影节、沉浸式音乐

秀等品牌活动，市区共建新一代演艺演播和文旅体验中心，支

撑文旅元宇宙产业集聚区建设。开展数字大屏和超高清监控应

用试点工作，推动有线电视全 IP 网络示范应用落地。围绕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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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视频分发和智能内容运营等核心需求，打造 IPTV 超高清视听

产业协同创新平台。

14.搭建产业应用创新平台。聚焦行业应用服务、资源共享、

标准研制、测试认证等共性需求，建设超高清视听产业行业服

务平台。发挥静安区云计算、大数据产业优势，提升整合云端

海量计算能力、大量存储资源和灵活网络配置与传输能力，增

强超高清算力供给和调度能力建设。依托高校、科研院所、行

业组织及企业，强化联合研发攻关、内容协同制作，建设超高

清视听产业产学研用融合孵化平台。

（四）超高清视听产业生态优化工程

15.优化产业空间布局。聚焦中环两翼，充分发挥市北、大

宁产业基础优势，建设超高清视听产业孵化器、加速器，推动

两翼联动、产业环节互补，丰富产业功能。市北功能区围绕超

高清视听领域垂类大模型建设、核心元器件关键技术突破等，

进一步引育超高清核心元器件研发、超高清视听大模型开发、

终端产品研发相关企业，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超高清视听技

术创新策源地。大宁功能区围绕超高清视听内容制播体系建设，

进一步引育超高清视听关键领域芯片设计、芯片检测、视音频

采集传感器、内容制播、网络传输、内容平台等相关企业，打

造国际化超高清视听应用创新引领地。

16.完善产业链标准体系。聚焦采集、制作、传输、呈现、

应用等产业链关键环节，完善和应用满足产业发展需求、先进

适用的超高清视听标准体系。加强上海市超高清视听产业联盟

与世界超高清视频产业联盟协同发展，支撑超高清视听相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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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制定与实施，积极推动区域内优

质企业参与国际标准制定。

17.深化产业基金引导撬动功能。充分发挥央视融媒体产业

投资基金牵引作用,引导超高清视听产业相关核心企业落地。探

索发起设立超高清视听产业专项投资基金，聚焦超高清视听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和产业发展，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助力超

高清视听产业延链、补链、强链、扩链，抢占未来产业前沿阵

地。吸引一批优秀产业赛道投资基金和金融机构，赋能超高清

视听产业创新，强化产业协同，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18.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围绕产业发展目标，聚焦产业

链关键环节，市区协同联动，布局一批产业链核心项目，积极

引育一批满足超高清视听产业发展需求、具备引领超高清视听

产业发展的链主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企业技术中

心，发挥企业在全链条创新中的关键作用，推动核心技术创新，

大力培育新质生产力。

19.加快多元化产业人才培养。采取培养和引进相结合的方

式，加强超高清视听产业人才队伍建设，培养一批高层次、复合

型领军人才。鼓励产学研合作，推进上海电影学院、上海温哥华

电影学院、上海戏剧学院等高校布局超高清视听相关学科，引导

职业学校培养产业发展急需的技能型人才。鼓励优质企业、行业

机构等开放人才培养场景，培育多元化超高清视听产业人才队伍。

20.发挥行业组织作用。发挥行业协会、产业联盟等社会团体

组织在生态体系构建、商业模式创新、团体标准制定、行业规范

自律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整合优势资源，强化专业服务，推动全

https://www.baidu.com/s?sa=re_dqa_generate&wd=%E5%A4%AE%E8%A7%86%E8%9E%8D%E5%AA%92%E4%BD%93%E4%BA%A7%E4%B8%9A%E6%8A%95%E8%B5%84%E5%9F%BA%E9%87%91&rsv_pq=fb5bd7e4001e7bd4&oq=%E5%B8%82%E5%8C%97%20%E8%B6%85%E9%AB%98%E6%B8%85%E8%A7%86%E9%A2%91%E4%BA%A7%E4%B8%9A%E7%9A%84%E5%85%B3%E7%B3%BB&rsv_t=0b10vuhb1imGA7SkeaTu/ZMG3CnmLZfDRhYy0LhopuriO1PAvaHu5gmDqRE&tn=baidu&ie=utf-8
https://www.baidu.com/s?sa=re_dqa_generate&wd=%E5%A4%AE%E8%A7%86%E8%9E%8D%E5%AA%92%E4%BD%93%E4%BA%A7%E4%B8%9A%E6%8A%95%E8%B5%84%E5%9F%BA%E9%87%91&rsv_pq=fb5bd7e4001e7bd4&oq=%E5%B8%82%E5%8C%97%20%E8%B6%85%E9%AB%98%E6%B8%85%E8%A7%86%E9%A2%91%E4%BA%A7%E4%B8%9A%E7%9A%84%E5%85%B3%E7%B3%BB&rsv_t=0b10vuhb1imGA7SkeaTu/ZMG3CnmLZfDRhYy0LhopuriO1PAvaHu5gmDqRE&tn=baidu&ie=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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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协同发展。推动超高清视听产业链大小融通对接，拓展超

高清视听产业国际交流合作渠道，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

相结合，促进产业集群化、高质量发展。

21.营造产业发展氛围。举办超高清视听创新创意大赛，面向

全球征集优秀项目，推动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在超高清视听

领域应用发展。搭建高端论坛、娱乐展演、重大项目发布平台，

围绕产业链关键环节，定期举办发布活动。强化应用示范场景宣

传，引导超高清视听内容创作资源和要素聚集。开放区域应用场

景揭榜挂帅，推动产业优质企业、园区基地、高校院所协同创新，

构建全过程创新生态链。

五、保障措施

（一）强化市区协同

建立市区协同推进超高清视听产业工作机制，市经济信息

化委、市文化旅游局和静安区政府主要领导就超高清视听产业

发展情况定期会晤、专题研究。

市经济信息化委、市文化旅游局、静安区相关单位部门组

建专项工作组，定期召开工作会议，协调解决超高清视听产业

集聚区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和推进重要项目落地。市区

协同组建超高清视听专家咨询委员会，为科学决策提供咨询和

建议。

静安区建立区级工作专班，负责推进上海超高清视听产业

集聚区具体建设。充分发挥市北功能区管委会、大宁功能区管

委会开发主体作用，依托静安场景资源优势，招引落地一批超

高清视听产业龙头企业、重点项目，加快形成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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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化政策保障

充分发挥市级产业专项资金撬动作用，落实《静安区关于支

持超高清视听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在超高清视

听产业关键技术突破、产业规模跃升、功能平台打造、应用场景

建设、产业生态完善等方面按规定给予支持。聚焦产业发展需求，

着力破解产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问题，巩固提升先发优势和核

心竞争力，补齐产业发展短板，市区协同引育一批链主企业、骨

干企业和高成长性优质企业，助力上海超高清视听全产业链建设。

（三）强化责任落实

围绕超高清视听产业重点任务，全面落实各单位职责，坚持

任务目标化、目标项目化、项目责任化、责任实效化，推动相关

工作任务落地。健全产业运行监测及统计分析体系，优化提升产

业分类、数据核算、分析研判等统计能力。强化政企联动，完善

企业跟踪服务机制，助推企业升规纳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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