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9月 日
邮发代号33-28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35-0059

福建日报报业集团主办 海峡都市报社出版 今日8版

星期二 农历八月十二
26

新 海 都 · 新 平 台 · 新 产 业

智 慧 海 都

智 慧 海 都
968880

社址：福州市华林路84号 邮编：350003 广告许可证：闽工商204 本埠年订价396元 建议零售价1.5元责编／郭寿权 美编／建隆 校对／李达 第9576期

措施从推广典型应用
场景、人才引进和培养等方
面出台具体举措，为我省人
工智能产业发展营造良好
环境。

“人工智能技术重在落
地应用，通过应用带动产业
发展，政府、事业单位要率
先探索应用。”郭学军表示。

为此，我省将实施“智
赋百景”行动，建立人工智能
技术应用场景项目库，评选

发布百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
场景，每个给予 50 万元奖
励；持续用好数字中国建设
峰会等国家级平台，每年遴
选一批重点行业领域典型应
用场景，集中发布宣传推广。

伴随着人工智能产业
规模持续壮大，行业人才供
需不平衡的问题也愈发凸
显。

措施一方面鼓励“引
进”，提出将符合相关条件

的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团
队）作为省级高层次人才以
及产业领军团队、省引才

“百人计划”等省级人才计
划（项目）的重点对象认定
和支持；鼓励各地出台政
策，解决人工智能领军人才
（团队）的资源配套和家庭
生活保障等问题。

另一方面立足“培育”，
提出强化人工智能学科建
设，鼓励校企联合共建产业

学院，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
发展；支持企业、劳动者参
与人工智能相关职业技能
培训，符合条件的按规定享
受补贴政策。

“为应对扑面而来的人
工智能新浪潮，福建将抢抓
发展机遇，充分集聚省内软
件、数字化、芯片等相关行
业现有资源，争做国内人工
智能领域‘排头兵’，重塑福
建竞争力。”郭学军表示。

争做人工智能领域“排头兵”
我省出台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十条措施，在福厦泉规模化集约化

建设人工智能计算中心

第十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榕开幕
《满江红》《白塔之光》《流浪地球2》等20部国内外佳片角逐

“金丝路奖”，甄子丹担任评委会主席

“近年来，我省充分发
挥福州、厦门两个软件特
色名城的示范引领作用，
通过‘名企、名会、名品、名
园’建设推动人工智能产
业发展。目前，全省人工
智能产业规模约 200亿元，
年均保持两位数高速增
长。”省工信厅副厅长郭学
军介绍，“但跟国内优势地
区相比，福建的人工智能
产业仍存在缺龙头企业、
缺大算力支撑、缺典型应
用场景、缺专业技术人才
等问题。”

此次出台的十条措施
便 着 眼 于 补 短 板 、促 发
展。其中，围绕“缺大算力
支撑”，措施提出以提升算
力基础支撑产业生态建
设，以普惠算力降低人工
智能企业研发成本。

目前，福建已建成省
超算中心和省人工智能计
算中心，但这仍不能满足
产业快速发展的需求。为
了进一步布局、提升算力
基础设施，措施提出在福
州、厦门、泉州规模化、集
约化建设人工智能计算中
心；支持新建（含扩容升

级）100P 以上人工智能算
力项目申报列入省重点技
改项目库，按规定享受最
长 3年、年化 2%贴息补助；
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人工
智能基础设施项目申报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

在提供普惠算力服务
方面，措施支持人工智能
企业进行自然语言、多模
态认知等超大规模智能模
型开发训练，采取先用后
补的形式，对符合条件的
人工智能企业购买算力服
务年度总额达到 30 万元
（含）以上的，按照当年实
际服务费第一年50%，第二
年 40%，第三年 30%，每年
给予最高50万元补助。

在推动数据开放应用
方面，措施提出完善公共数
据资源开放机制，依法依规
向人工智能企业开放重点
领域数据，以充分挖掘公共
数据的商业价值；鼓励企业
或机构将用于人工智能相
关研发的高质量数据集接
入省公共数据统一开放平
台或省大数据交易平台；支
持省大数据交易所探索新
型数据交易范式等。

N福建日报 海都记者 罗丹凌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福建省促进人工智能产业
发展十条措施》，从支持算力基础建设、关键技术攻关、典
型场景培育等方面出台十条措施，旨在推动人工智能与
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助力福建打造东南人工智能产业创
新高地。

措施明确，在福州、厦门、泉州规模化、集约化建设人
工智能计算中心，将符合条件的新建人工智能算力项目
列入省重点技改项目库，按规定享受最长3年、年化2%贴
息补助。支持龙头企业联合高校院所实施人工智能科技
重大项目，最高给予800万元补助；支持人工智能领域技
术创新重点攻关及产业化项目，最高给予300万元补助。
支持福州、厦门、泉州三大省级人工智能产业园建设，加
快培育一批国家级、省级人工智能产业集群。每年各安
排不低于100万元支持福州、泉州开展人工智能企业专场
招商活动。对获评国家创新应用先导区或国家新一代人
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的地区，给予1000万元奖励。

以大算力支撑产业大发展

记者在会上了解到，目
前我省已经涌现出瑞芯微、
云知芯、瑞为技术、帝视科
技、渊亭科技等一批人工智
能领域特色企业，集聚在福
州、厦门、泉州等地。

“尽管福建企业在人
工智能芯片、算法、数据、
场景等细分领域具备一定
优势，但对标世界顶尖水
平，在算力、算法、数据层
面还有许多关键技术及核
心问题亟待突破和解决。”

省人工智能协会会长陆阳
表示。

因此，政策围绕“技术
创新”提出若干具体措施
——

聚焦智能机器人、大
数据分析、计算机与三维
视觉、元宇宙与数字孪生
等领域，支持龙头企业联
合省内外一流高校院所实
施一批省级人工智能科技
重大项目，最高给予项目
承担单位800万元补助；

支持符合条件的区域
主体布局建设人工智能领
域产业技术研发公共服务
平台，并享受相应平台补
助政策；

围绕新型机器学习、
自然语言理解、新型人机
交互、智能控制与决策等
重点领域，加快发展国产
化自主可控产品服务，每
年实施一批人工智能领域
技术创新重点攻关及产业
化项目，按照项目总投入

的 40%给予最高 300 万元
补助；

……
在此基础上，措施提

出，政府部门要每年评选
一批创新能力强、研发投
入大、市场占有率高的人
工智能领域“领雁”软件企
业，每家给予最高 50 万元
奖励；每年评选一批人工
智能软硬件优质产品，对
获评产品给予每个 30万元
奖励。

为产业营造良好“软环境”

以技术创新促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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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滨海新城的福建人工智能计算中心

福州将发放
1500万元购车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