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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关于武昌区加快打造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和应用示范高地的建议

代表姓名 肖 松

案 由：

我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将其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战

略层面超前谋划、系统布局。近年来，上海、北京、天津、广州、深圳等地以国家新一

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创建工作为抓手，推

动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初步形成特色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对经济发展

要素和产业资源形成较强的吸引力，人工智能已成为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战略。

当前，湖北省、武汉市均把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摆在突出位置。湖北省

“51020”现代产业体系将人工智能列为重点发展的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之一。武

汉市正深入推进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积极争创国家人工智能

创新应用先导区，深度赋能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武昌区是全国知名科教大区，智力资源密集，学科优势突出，产业特色明

显，创新氛围浓厚，近年来小米公司-武汉大学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华为（武汉）

人工智能创新中心等重大平台先后落户，具备进一步构筑人工智能先发优势、把

握转型赋能战略主动的坚实基础和有利条件。区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未来五年将着力

打造“五个引领区”，其中“科技创新策源示范引领区”居于首位，武昌作为省府

所在地、武汉中心城市重要中心城区，理应把握大势、服务大局、干成大事，抢抓

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构筑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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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议：

1. 研究制定出台《武昌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紧抓光谷科创大走廊建设契机，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旗帜鲜明地提出打造“武

汉市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和应用示范高地”的总体定位，明确四大引领性功能支撑，

即建设全市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策源地、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集聚地、人工智能应用示范

先导地、人工智能发展生态湿地，对未来三到五年的发展目标、重点任务、政策保障等进

行统筹部署，全面支撑武汉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

2. 建设一批人工智能创新联合体。深化“大学+”发展模式，依托武汉大学、

湖北大学、中科院武汉分院、武汉量子技术研究院等重点高校、大院大所的高水平

科研平台，建设一批科研团队、企业、社会、地方政府共同参与的人工智能创新联合

体，开展人工智能前沿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研发部署，重点突破以系统集成、智

能软件、计算服务为代表的产业核心基础能力，构建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合作机制，

力争建成3-5个人工智能关键技术攻关和创新平台，以及一批行业公共服务和

支撑平台。

3. 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场景示范中心。依托华为（武汉）人工智能创新中心等

重大平台，打造开放式、协同式人工智能创新场景示范中心，鼓励相关行业重点企业

及专业机构建立面向特定行业领域、典型应用场景的资源库，支持面向行业的人工

智能产品和解决方案研发与产业化，一方面积极争取武汉市人工智能新技术新产品

新模式在武昌区首发、首试，另一方面结合武昌区产业发展现状，加快人工智能在

金融服务、工程设计、文化旅游、商业商务、北斗产业等领域的深度应用，力争形成10

个以上人工智能特色应用场景，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以及城市运行效率。

4. 布局建设小洪山科学城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带。充分发挥“总部经

济”“楼宇经济”优势，着力提升人工智能产业空间承载能力，以环武汉大学、中科院

武汉分院的科技创新产业带为中心，以中科·武大智谷、小洪山科学城、珞珈山创新港、

政通壹公馆数字经济产业园等为载体，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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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和建设一批人工智能孵化基地、中试基地、加速器以及众创空间，积极争取人工

智能领域重大项目落户，打造融入新型城市形态的人工智能主题楼宇和主题园区，

力争集聚100家左右人工智能高成长性的创新型企业。

5. 建立人工智能招才引才机构。由区政府牵头成立人才集团有限公司，以市

场化方式面向全国招才引智，通过建立武昌区人才库、项目库、需求库，实施精准对

接、动态管理，围绕“三库”大数据打造招才大平台，加速人才引进和项目落地。同时

依托武汉大学国家网络安全学院、武汉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湖北大学人工智能学院、

湖北大学武昌科技成果孵化转化中心等平台资源，充分发挥“院士效应”，深入对接刘

经南、王汉中等院士专家，加大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和项目引进力度，力争引进和培

养1000名以上人工智能高水平研发人才和高素质技能人才，构建多层次、高质量的人才

梯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