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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上海人工智能示范应用清单（2023）

为贯彻落实《上海市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条例》，引导行业

资源聚焦，形成一批具有典型性、创新性的示范应用场景，打通

人工智能产业链上下游，推动引领性应用探索形成“新风口”，深

化应用规模化落地形成“核爆点”，促进发展大型综合性应用场景，

制定本清单。

一、总体考虑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近

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到，要重视通用人工智能发展。上海

积极落实总书记交办的任务，将人工智能作为着力发展的三大先

导产业之一，加快建设人工智能“上海高地”，在安全合规前提下，

通过分层分类的示范应用清单引导资源聚焦，以引领性应用展现

前沿技术探索、有潜在发展空间的应用场景，以深化应用展现已

落地、可规模化推广的应用场景，以大型综合应用展现多种先进

技术产品融合的应用场景。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加快打

造人工智能世界级产业集群。

——赋能经济应用。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推动虚

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围绕“2+（3+6）+（4+5）”产业

体系，构建一批新的增长引擎。

——赋能生活应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满

足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打造智能便捷的数字化公共服务体系。

——赋能城市治理应用。加快数字治理体系的底层构建，使

城市运行生命体征系统更加完善、更具效率，打造科学化、精细

化、智能化的超大城市“数治”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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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示范应用清单

（一）引领性应用

1.人工智能大模型

应用一：基于大模型的行业应用

在制造业、金融、医疗、教育、产业互联网、社交、内容等

领域，充分发挥通用大规模预训练模型的内在能力、工具能力、

感知能力、工具流程能力与自然语言交互能力，通过预训练、微

调、场景内学习和对齐等方式，优化搜索引擎、AI 对话机器人、

辅助写作、市场消费、图像生成与编辑、视频生成与编辑、自动

驾驶等各类应用。

2.智能机器人

应用二：具身智能机器人

将具身模型与智能机器人相结合，赋予智能机器人多模态环

境交互感知和自主学习训练能力，实现多模态指示下的复杂任务

自主规划、决策和执行，拓展智能机器人在制造装配、农业采摘、

物流分拣、家庭服务、医疗保健、搜索救援等场景中的应用。聚

焦人形机器人，在工业生产、消防应急、安全防护、农业采摘、

家庭陪护、物流巡检等场景，通过环境感知、运动控制、深度学

习、大模型、仿生、集成制造等技术融合，提升人形机器人感知

和理解环境的能力，辅助或代替人类执行复杂任务。

3.科学智能

应用三：基于科学智能的产业应用

基于 AI for Science 研究范式，研发脑机接口等智能医疗器

械，通过脑电 AI 大模型分析等，探索在瘫痪、癫痫、抑郁等疾病

诊疗中的临床应用。构建高效的人工智能药物研发平台，识别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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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靶点并生成具有特定属性分子结构的候选药物。探索 AI for

Science 赋能分子动力学模拟、材料成分分布预测、微观结构多

尺度特征研究等材料设计应用场景，推动加速新材料研发及生产

工艺优化。

（二）深化应用

1.工业制造领域

应用四：工业智能

在典型工业领域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物流供应链等产业链

各个环节，基于各类智能化工业软件、智能机器人、环境感知终

端等，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展创成式设计、工业仿真、设备远程

运维、物流供应链优化、产品全生命周期追溯等，大幅提高研发

设计效率，改善产品制造质量，降低产品运行成本和资源消耗。

应用五：智能车间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打造智能车间。集成具备智能机器人、智

能数控装备的智能化生产线，实现智能订单管理、智能排班排产、

智能生产控制、智能质量控制、智能设备管理等应用。基于人工

智能技术，生成能耗优化策略，并将该策略反馈作用至生产过程，

降低单位产品能耗，节省能源成本，减少碳排放。以计算机视觉

算法为核心，结合工业互联网、工控技术，实现从场景数据获取、

数据汇聚、智能分析、风险判断，到防控措施响应的安全管理闭

环，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

应用六：缺陷检测

利用计算机视觉、模式分析等算法，在生产管理重点领域通

过分析产品图像或视频来识别缺陷，如裂纹、瑕疵、变形等，追

溯缺陷成因，提升表面缺陷信息准确性，提升质检效率。基于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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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监测与缺陷识别历史数据分析和模式分析，开发缺陷预测模型，

助力制造企业采取预防措施，降低缺陷率，提高产品质量。

2.金融领域

应用七：智能风控

利用联邦学习、隐私计算、知识图谱、自然语言处理等人工

智能技术，构建风险评估模型和风控模式，针对信贷风控、反欺

诈、反洗钱、保险理赔、交易监控等场景，提供身份核验、风险

发现、材料审核等全流程智能化服务。

应用八：智能营销

通过分类、聚类等智能算法建立客户细分模型与客户准入评

估模型，充分分析客户信息，并应用数字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

相关技术，自动或辅助生成营销内容，实现智能获客、精准营销、

客户标签画像、智能差异化定价、渠道时机分析。

3.物流供应链领域

应用九：港口智能作业

运用自动驾驶等技术完成特定场景下的智能重卡等无人驾

驶装备与机械设备的智能交互，打通从智能汽车、车队管理、物

流调度到港口作业的全业务链集成。

融合大模型、大数据与物联网等技术，实现公路、水路、铁路、

港口、船公司信息系统对接和数据共享，推进多式联运“一单制”，

推动各类单证电子化，实现运输全程可监测、可追溯，不断完善

货物装载、交接、安全管理、支付结算等物流产业链运作规则。

4.能源领域

应用十：全自动巡检

基于无人机与维修机器人，利用计算机视觉等人工智能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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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实现自主航路规划、机器视觉定位、全自动巡检分析等功能，

对风电叶片、电力输电线、配电设备等关键部件使用机器人全自

动快速维修，大幅提升巡检精度和维修效率。

应用十一：智能运维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变电站等关键设备的智能检测、诊断

和预测，及时发现、检测和解决故障，保障安全运行和规范操作，

提高可靠性和运行效率，降低运行成本。

5.教育领域

应用十二：个性化学习辅导

通过知识图谱与自适应推荐引擎等技术，基于学生历史学习

和行为数据，实现学生能力测试、记忆曲线与遗忘规律分析、自

动组卷推题、逐步引导式教学、知识点掌握推测、联系行为分析

等，精准推荐个性化学习资源，提高学习效率和效果。

6.健康与养老领域

应用十三：智能养老

通过网络化综合智能控制和管理等方式，基于智能物联打造

行为监测、康复理疗、健康照护的智能化设施设备和相关智能感

知终端，助力适老和助残的服务提供。

7.医疗领域

应用十四：智能预问诊

利用深度学习、虚拟现实等技术，根据患者提供的病史、症

状描述和个人基本信息，推送建议就诊相关科室、专病、专家的

信息和线上挂号链接，帮助患者精准就医，实现预检分诊。

应用十五：智能辅助诊断

通过计算机视觉、AI 三维重建等技术，对病理、眼底镜、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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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内镜等检查中生成的医疗影像进行快速阅片和智能辅助诊

断，大幅缩短阅片时间，减少微小病灶的漏诊误诊，辅助医生提

高诊断准确率。

应用十六：智能诊后管理

基于临床文本数据、影像数据、波形数据、生物组学数据等

多模态数据，结合可穿戴设备等智能终端进行融合分析，为患者

制定个性化康复计划。通过智能问答机器人，提供就医流程、检

查注意事项、疾病知识等资讯，以及常见药查询和药师监管下的

智能用药指导。

8.文娱领域

应用十七：虚拟主播

通过计算机视觉、语音合成、自然语言处理、图形渲染、三

维建模等技术，在安全合规的前提下，生成声音自然、口型准确、

动作流畅的虚拟人物，或经本人授权后打造数字人分身，在新闻

播报、综艺科教、电商购物、社交、娱乐等领域，实现节目主持、

虚实互动、直播带货、虚拟偶像、品牌代言等功能，促进在线新

经济发展。

9.城市治理领域

应用十八：城市大客流预警

实现全时全域的信息采集和结构化数据汇聚，自动分析视频

监控资源，对“三场一站”、大型演出、热门景点景区等关键监控

区域的客流量实时监测，并结合三维地理信息、神经辐射场等技

术进行人群沙盘重建，提前预警并形成各级联动的应急处理预案。

（三）大型综合应用

应用十九：大型交通枢纽综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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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型区域场景中，综合运用智能感知、认知、决策技术，提供

车路协同、智慧交管、停车资源管理、指挥调度等一体化解决方

案，提升城市级交通智慧化运行管理。在机场、货运码头等大型

交通枢纽综合运用自动驾驶大模型等相关技术，实现大客流精准

研判预警、极端天气感知防控、治安监管全覆盖、智能指挥调度

等，提升大型交通枢纽的智慧化能级。

应用二十：大型会展中心综合应用

在大型会展中心综合运用数字孪生、数字人、智能机器人等

相关技术，实现虚实交互联动指挥；打造多功能机器人数字孪生

集群和群智机器人调度平台，建设高效人机协同展馆运营保障体

系；打造元宇宙虚实交互体验，提升场馆娱乐功能。

应用二十一：大型地标性景区综合应用

在城市建筑、景观河岸等地标性景区，综合运用数字孪生、

神经辐射场三维重建、大模型等相关技术，建设超大型全场景多

维度智能空间，实现重点活动现场虚实映射；实时分析地标性景

区运营数据，实现智能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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