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mail:ouli@pdtimes.com.cn 责任编辑/欧莉 美编/黄辰毅 2020.7.7

ECONOMY 经济

3

浦东已发放480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AI项目
涉及50余个AI及关联项目 新一轮专项资金即将启动

■本报记者 杨珍莹

2020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进入倒

计时，作为东道主，浦东是上海人工

智能产业重点集聚区，在人工智能

企业集聚、应用部署、科技研发、生

态搭建方面均有良好基础优势。同

时，作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浦东也有更好条件突破制约人工智

能发展的制度因素和瓶颈问题。

记者日前从浦东新区科技与经

济委员会获悉，自 2019年浦东新区

启动了《浦东新区科技发展基金产

学研专项资金（人工智能）》等产业

政策以来，已直接支持50多个人工

智能及关联领域项目，支持经费约

4800万元，构建以政产学研用等多

方参与的跨行业、跨区域、多维度的

协作平台。

政府提供渠道与
平台 让应用场景落地

在去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举

行前夕，上海发布的首批 12 个人

工智能试点应用场景中，浦东的

张江人工智能岛和临港科技城双

双入选。随后 7 月份，上海第二

批人工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发榜，

共有 28 个场景脱颖而出，其中 6
个来自浦东，包括世博地区、东海

大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上海儿

童医学中心、上海市质子重离子

医院、普洛斯智慧物流园区，并对

应 AI+综合、AI+交通、AI+金融、

AI+ 医疗、AI+ 园区等不同的场

景。

依托海量数据和巨大应用规模

的优势，以市场为主导驱动技术突

破和产业升级，已成为浦东人工智

能发展的重点路径。

在位于浦东的上海市第七人

民医院内，医院与企业深度合作项

目——全场景医疗服务机器人系统

已率先在住院药房内试运行，ABB
两台机器人合作无间地完成抓取药

盒、拣选等动作。

医疗机器人在大类上属于服务

机器人类别，是指用于医疗场景下

的医疗或辅助医疗的机器人，是一

种智能型服务机器人。

据了解，医疗机器人在应用场

景落地方面，往往面临“两难”：对企

业而言，技术落地，需要在医院场景

反复试验，才能挖掘核心需求；对医

院来说，有知识储备和创意，也有急

需解放医护劳动力的需求，但困于

无法自己实现。

而七院智慧药房项目的快速落

地，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副院长高

晓燕表示，这得益于政府搭台，让企

业和医院各得所需。

去年 10月，上海市第七人民医

院与ABB公司达成深度合作意向，

共同研发智能医疗服务机器人。该

项目也纳入了 2019年《浦东新区科

技发展基金产学研专项资金（人工

智能）》等产业政策扶持中。

据悉，随着项目的不断深化，

七院内针对门诊药房和静脉配置

中心的 ABB 服务机器人也将陆续

上线。

新一轮产学研专
项资金即将启动

浦东科经委方面透露，2020年

《浦东新区科技发展基金产学研专

项资金（人工智能）》也即将启动。

专项资金将推动人工智能创新技术

突破，加快人工智能关键技术转化

应用，积极布局重点领域产品创新，

促进技术集成与商业模式创新，打

造共性基础平台，积极培育人工智

能新兴业态，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

浦东科经委主任唐石青表示，

浦东电子信息产业是科技创新发展

重要引擎，占到浦东经济产值四分

之一。人工智能产业把电子信息产

业和物联网、“云”等新技术整合起

来。“浦东人工智能产业呈现两头赋

能、两头延伸的特点。一方面人工

智能拉动相关算力、算法、集成电路

产业；另一方面，人工智能赋能下游

传统制造业，为未来应用场景提供

想象。”他说。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人工

智能正深刻影响社会生活、改变世

界，但其在引发巨大变革的同时，

也带来了诸多风险，人工智能该如

何健康发展？

记者从昨日举行的 2020 世界

人工智能大会治理论坛媒体通气

会上获悉，在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将

成立“上海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

新发展试验区专家咨询委员会治

理工作组”，并发布“协同落实人工

智能治理原则的行动建议”（上海

AI 治理协同行动 9 条），共同发展

“负责任的人工智能”。

去年 6月 17日，国家新一代人

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新一

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

责任的人工智能》，提出了人工智

能治理的框架和行动指南。这是

我国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

展，加强人工智能法律、伦理、社会

问题研究，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全球

治理的一项重要成果。

“负责任”一直是世界人工智

能大会治理论坛的主题。上海市

科学学研究所科技与社会研究室

主任王迎春认为，“负责任”涵盖了

人工智能的基础研发层到应用层，

更应成为贯穿人工智能发展的一

条主线。“本届治理论坛将探讨‘技

术+制度’双轮驱动的治理综合解

决方案，探寻人工智能治理新模

式。”王迎春说。

昨日的通气会还透露，治理论

坛将于 7 月 10 日 13 点在线上播

出，30名全球相关领域有影响力的

科学家、企业家、政府人士和国际

组织专家将组成超强嘉宾阵容，以

各种形式演讲和分享前沿观点。

其中国际嘉宾近20位，汇聚了图灵

奖获得者 John Hopcroft，可信人工

智能的倡导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积

丰，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国家

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主

任薛澜，旷视科技联合创始人兼首

席执行官印奇，联合国人工智能和

机器人中心主任 Irakli Beridze，上海

市科学学研究所所长石谦等。

本报讯（记者 黄静）临港地区110千伏博艺数字孪生变

电站日前正式投入运行。这是国网上海浦东供电公司首次

实现实体变电站与数字孪生站同步建设、同步移交。

“孪生”的两个变电站，一个是存在于现实中的实体变电

站，负责实际供配电，一个则存在于数字和虚拟世界之中，对

实体变电站的运行状况实时监控，及时发现潜在的故障，从

而做到及时修理，防患于未然。

今年4月27日，上海市政府在《上海市推进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行动方案》中提及“探索建设数字孪生城市”。浦东供电

公司积极响应，全力推动数字技术与传统电网深度融合发

展，提出了“数字孪生变电站”建设方案，并把位于临港地区

的110千伏博艺站作为首个试点项目。

得益于数字孪生技术，在该变电站能够随时查看设备状

态、关键状态量、遥信遥测数据以及环境数据等重要信息，甚

至是试验报告也可随时读取。随着系统投运，变电站不仅能

在设备出现异常情况时主动缩短传感器的采样周期，实现

“双向互动”“循环复诊”，还能利用人工智能分析等技术，对

动态数据及历史数据进行研判分析，实时诊断、分析和告知

设备的健康状态及异常发展趋势，输出差异化、精细化的检

修策略，由预防性检修转向预测性检修。

更“智慧”的是，变电站内还加装了“主动防御系统”，通

过感应系统对风险区域和风险作业进行分级、主动提醒，对

人员误入危险施工区域等情况进行报警。

据悉，浦东供电公司下一步将以点带面逐步拓展数字孪

生系统的支撑范围，比如站外排管、电缆、架空线等设备也可

纳入其中，打造一个数字孪生的能源互联网。

助力可持续发展的人工智能

上海将发布AI治理协同行动9条

浦东首座110千伏
数字孪生变电站投入运行

位于临港的110千伏数字孪生变电站日前正式投运，工

作人员为其保驾护航。 □浦东供电公司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