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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广州市促进人工智能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行动方案（2024—2026年）》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随着《广州市人工智能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21—2023 年）》（以下简称《三年行动计划》）实施到期

以及国家、各省市支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新政策的陆续出台，对

人工智能产业工作提出了很多新的要求，为适应人工智能发展新

形势，持续加强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和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我局拟

对 2021年印发的《三年行动计划》进行修改，现起草了《广州

市促进人工智能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6 年）

（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三年行动方案》）。

二、起草过程

我局积极学习借鉴兄弟省市优秀政策经验，全面听取相关主

管部门和人工智能企业、高校院所、行业协会等单位意见，修改

完善《三年行动方案》条款内容。

三、起草的必要性

为整合全市优势资源，集中要素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全链条、

全方位高质量发展，2021年 9月 30日，我局印发了《三年行动

计划》，经过三年的贯彻落实，对我市人工智能产业工作推动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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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现已面临政策到期，经过对《三年行动计划》进行评估，人

工智能产业链已在企业培育、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生态体系建

设、产业规范化发展、产业赋能作用等多个方面取得一定成效，

也发现面临政策针对性、精准度、引导力不足等诸多问题。

四、政策内容

《三年行动方案》共四章二十项措施，主要内容为：

第一章，总体目标。围绕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

试验区和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把人工智能产业作为发

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深入推进产业“固链、补链、强链、

延链”，聚焦“造车健城”四条优势赛道，拓展推动人工智能赋

能千行百业，布局 1个城市算力协同调度平台，建设 10个人工

智能特色园区，开展 100 个人工智能典型场景应用示范，培育

1000 家人工智能重点企业，构建应用驱动、技术引领、产业协

同、生态培育“四位一体”发展格局，推动广州人工智能高质量

发展和全方位各领域高水平应用，将广州建设成为人工智能活力

城市。

第二章，与《三年行动计划》不同之处在于，之前主要是围

绕人工智能“固链”“强链”“补链”“稳链”四个方面开展有

关工作，这次《三年行动方案》主要是从人工智能产业全链条要

素出发，主要围绕算力供给、技术攻关、产业集聚、应用场景、

数据要素以及创新环境等六大方面提出二十条工作举措。

（一）加强算力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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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优化智算布局和扩大智能规模。针对算力不足，提出要

优化算力布局，建设广州智算统一调度运营平台，实现异构算力

环境统一管理、运营；要加快打造广州智算集群，对新增单体智

能算力规模 500P以上且符合相关要求的建设项目，通过贷款贴

息方式最高给予 1000万元支持。二是鼓励企业采购算力。每年

发放最高不超过 1亿元的算力券，支持工业和软件信息服务企业

租用非关联方的智能算力资源（不包括存储、网络、安全等其他

服务），在工业、政务、医疗、金融、教育、能源、交通等领域

开展行业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和应用，每家企业每年支持金额最

高不超过 300万元。

（二）增强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能力。

一是加强关键核心创新能力建设。实施市校（院）企联合资

助基础研究计划，支持开展人工智能领域基础研究。开展人工智

能技术创新攻关，鼓励产业链链主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提

出影响和制约产业链安全和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项目，组织实施

一批重大科技项目。二是建设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支持人工

智能企事业单位建设开源平台、开源社区、代码托管及开发测试

平台等，对符合条件的项目按不超过项目总投入的 30%，给予最

高不超过 1000万元的事后奖励。支持人工智能相关概念验证中

心建设，对符合条件的概念验证中心择优进行立项并根据运行成

效予以后补助最高不超过 200万元。三是支持大模型垂直领域应

用。鼓励推动大模型应用，对已备案大模型具有 5个以上市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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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案例且完成合同额超过 1000 万元的工业和软件信息服务企

业，给予最高 150万元奖励。

（三）提升产业集聚水平。

一是开展试验区建设。依据《中共广州市委 广州市人民政

府关于推进广州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

意见》，推动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广东省实验室（广州）、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等创新集群建设。二是支持海珠区建设人

工智能大模型应用示范区。市和海珠区按照 1:1比例共同出资，

每年总支持金额不超过 3.1亿元，支持示范区打造广州市人工智

能发展主阵地和政策高地。三是加强人工智能企业梯度培育。建

立一批重点企业培育库，支持人工智能企业积极申报高企，争取

企业上规补助、小巨人补助、上市奖励，发布一批隐形冠军、独

角兽、人工智能百强等榜单企业。

（四）持续加快场景创新应用。

一是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实施培育“四化”赋能平台，

鼓励金融、商务、工业、交通等行业企业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对现

有设备进行更新，对生产、服务和管理方式进行升级，加快推进

低空智能融合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和创建国家生物医药产业领域

人工智能应用示范基地。二是开展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对接和示

范。遴选 1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典型案例，对在广州成功落地

并实现市场化的应用场景，根据示范成效，分领域、分批次开展

支持，每年遴选不超过 10个企业最高支持 100万元，打造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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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杆性的示范项目。

（五）强化数据要素供给。

一是谋划建设人工智能数据训练基地。对通过数据管理能力

成熟度评估模型（DCMM）三级以上的企业，给予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的奖励。二是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强化公共数据开

放，支持各行业数据开发者、企业、个人进行数据资源开发利用。

三是推动建设数据要素集聚发展区。以海珠区为试点探索构建数

据经纪人能力成熟度模型，促进数据经纪行业健康发展。

（六）打造人工智能创新环境。

围绕鼓励产业标准制定、支持人工智能领域系列赛事、强化

科技金融支撑作用、强化产业链精准招商、建设高水平人才等 5

个方面开展产业链创新环境打造。

第三章，从组织、投入、开放、监管等四个领域提出相应的

保障措施。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市级人工智能产业链“链长

制”工作专班，统筹各项工作实施。二是强化多元投入保障。构

建财政、企业、社会资本等多元化、多渠道的经费保障体系。三

是加大开放力度。与港澳协同开展项目合作、人才培养等。四是

加强人工智能监管。引导人工智能相关企业和组织健康发展。

第四章，附则。对《三年行动方案》与市级、区级其他相关

政策的关系，以及《三年行动方案》实施有效期限进行规范与界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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