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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郑州市城市运行管
理中心建设，构建“一网统
管”一体化运行中枢，强化数
据贯通，各开发区、区县（市）
结合各自“一网统管”目标制
定基础数据分类目录，充分
发挥数据赋能、信息调度、趋
势研判、综合指挥、应急处置
等作用，构建高效运转的城
市治理协调服务中心。依
法、合规、有序向人工智能企
业和研发机构开放共享交
通、教育、医疗、旅游等重点

领域数据信息。
围绕智能网联汽车、智

能终端、智能传感器等新
产品的推广应用，探索建
立数据共享交换监管制
度、建立健全数据安全防
护机制和体系，确保数据
资源安全高效可信应用。
加大对人工智能领域数据
滥用、算法陷阱、侵犯个人
隐私、违背道德伦理等行
为的惩戒力度。

保障措施方面，我市还

将设立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专
项资金，重点支持人工智能
产业的基础研究、关键共性
技术攻关、场景应用示范
等。探索设立市人工智能产
业投资基金，吸引社会资本
参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加
大对人工智能领域领军人才
和创新团队的支持力度，实
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
配政策，开展赋予科研人员
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
权试点。

郑州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试验区”实施方案发布

3年内投入3000辆自动驾驶汽车

打造100个智能工厂（车间），推动上云企业超3万
家，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和相关产业规模分别超过300亿
元和2000亿元……记者昨日从市政府获悉，《郑州国家
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实施方案》发布。

《实施方案》明确，以人工智能应用为牵引，深入开展
人工智能在物流、制造、农业以及城市管理领域的场景应
用，推动人工智能关键技术攻关和产品研发，培育人工智
能创新企业，壮大智能传感器、智能网联汽车等产业集
群，探索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新路径新机制，引领带动
郑州都市圈人工智能联动发展。

到2025年，重点领域示范应用取得明显实效，人工智
能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人工智能产业形成规模效应，人工智
能核心产业和相关产业规模分别超过300亿元和2000亿
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初步建立，人工智能创新能力、产业
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深度融合等方面达到国内一流水平，
推动人工智能成为城市转型发展的重要引领力量。
郑报全媒体记者 赵文静/文 马健/图

以建设国家物流枢纽为
目标，深化人工智能技术在
物流行业广泛应用。打造智
能物流应用场景，在郑州国
际陆港、经开综合保税区、新
郑综合保税区等区域，开展
货物智能调度、智能订仓、智
能预警等应用。建设一批智
慧物流园区，支持人工智能
技术、5G技术等在物流园区
提质升级中的运用。

以打造先进制造业高
地为目标，深化人工智能技
术在研发设计、生产运营、
运维服务、供应链管理等方
面的应用。打造智能制造
应用场景，依托汽车、装备、
电子电器、食品等行业龙头
企业开展智能制造试点，通

过试点示范，建设打造 100
个智能工厂（车间），推动上
云企业超3万家。

以引领汽车和交通产
业数字化转型为目标，依托
自动驾驶重点企业，在中原
科技城、郑州经开区、郑州
高新区、中牟县等重点区
域，开展“5G智能网联微公
交、公交、乘用车、无人环
卫+车路协同”应用示范，3
年内投入 3000辆自动驾驶
汽车，面向全开放复杂交通
流，逐步实现商业化运营。
形成新郑机场到郑州东站、
北龙湖、智慧岛等重点片区
多向连通，与地铁无缝接驳
的“主干线—支线—微循
环”智能出行系统。

打造一批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实施人工智能研发专
项，支持重点高校院所和创
新龙头企业，加强大数据智
能、跨媒体感知计算、人机
混合智能、区块链、自动驾
驶、智能装备成套系统等关
键技术研究，凝练实施一流
人工智能课题，建立自然语
音识别、图像识别创新平
台，培育壮大一批人工智能
新型研发机构，建设一批人
工智能创新平台。

创新人才引育机制。
统筹利用省、市高端人才计
划，引进培育20个人工智能
高层次领军人才团队。支
持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河
南农业大学等重点高校院
所完善人工智能学科体系，

开设人工智能相关专业。
加强人工智能与其他学科
专业教育的交叉融合，不断
提升人才培育精准度和产
业适配度，培养人工智能相
关专业本科以上人才3万名
以上。

构建开放合作机制。
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开展人工智能领域科技人
文交流、技术转移等合作行
动。鼓励行业头部企业、国
内外知名机构等在郑设立
人工智能研发机构、开放式
创新平台、专业孵化载体、
人才培训中心等。支持本
地企业在海外设立人工智
能研发中心、离岸孵化器、
技术转移中心等分支机构。

实施人工智能标杆企业
培育工程，着眼细分领域，突
出技术创新，加快发展一批
人工智能高成长性重点企
业，培育 30家人工智能创新
标杆企业，形成 5~10家在国
内人工智能领域具有影响力
的一流创新主体。

壮大智能传感器产业。
重点发展环境传感器、智能
终端传感器和汽车传感器，
打造中国（郑州）智能传感

谷，建成国际一流的智能传
感器产业基地，打造超 1000
亿级智能传感器产业集群。

培育智能网联汽车产
业。重点发展智能网联汽车
整车产品和关键技术，形成
较为完整的智能网联汽车产
业链，建成全国一流的智能
网联汽车基地，打造 2000亿
级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集群。

提升智能终端产业。提
升高端手机产能，推动智能

手机产业加快向高端化、品
牌化发展，积极发展新型智
能终端产品，打造 6000亿级
智能终端产业集群。

发展智能装备产业。重
点发展智能盾构及工程装
备、智能综采设备、智能矿
山运输设备，推动人工智能
军民融合成果转化应用，开
发智慧农业相关设备，打造
超 1000亿级智能装备产业
集群。

完善网络基础设施和算
力基础设施。积极参与国家
“东数西算”工程，建设国家
算力枢纽节点。加快建成5G
基站 6万个以上，5G网络实
现行政村全覆盖。推动“全
光网郑州”全面升级，实现互
联网出口带宽达 2300G 以
上，构建郑州“米”字形通信

网络枢纽。提升国家超算郑
州中心算力，搭建深度学习
人工智能计算集群，构建人
工智能开放计算服务平台。

建设中原大数据中心项
目、河南省信息中心迁建项
目（二期）工程国家政务外网
灾备中心项目、中国移动（河
南郑州）数据中心项目、中国

联通中原数据基地三期工程
项目等，提升数据存储能力，
数据中心机架达 12万架以
上。依托政务信息共享交换
平台和公共数据资源开放平
台，聚焦交通、医疗、教育、文
旅、环保等数据基础好的民
生领域，建设面向人工智能
的公共数据资源库。

完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

提升人工智能创新能力

壮大人工智能产业集群

提升人工智能治理水平

河南土生土长的城市管养机器人“上岗”，市民被这个长相新奇的机器人吸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