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科技部关于支持建设新一代人工智能
示范应用场景的通知
国科发规〔2022〕228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科技厅（委、局），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科技局：

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应用，助力稳经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

点，根据国务院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按照科技

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场景创新以人工智能高水平应

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现启动支持建设新一代人

工智能示范应用场景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

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充分发挥人工智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

作用，围绕构建全链条、全过程的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生态，支持

一批基础较好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加强研发上下游配合与新技

术集成，打造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型示范应用场景。

首批支持建设十个示范应用场景。

二、首批示范应用场景

（一）智慧农场。针对水稻、玉米、小麦、棉花等农作物生

产过程，聚焦“耕、种、管、收”等关键作业环节，运用面向群

体智能自主无人作业的农业智能化装备等关键技术，构建农田土



壤变化自适应感知、农机行为控制、群体实时协作、智慧农场大

脑等规模化作业典型场景，实现农业种植和管理集约化、少人化、

精准化。

（二）智能港口。针对港口大型码头泊位、岸桥管理以及堆

场、配载调度等关键业务环节，运用智能化码头机械、数字孪生

集成生产时空管控系统等关键技术，开展船舶自动配载、自动作

业路径及泊位计划优化、水平运输车辆及新型轨道交通设备的协

同调度、智能堆场选位等场景应用，形成覆盖码头运作、运行监

测与设备健康管理的智能化解决方案，打造世界一流水平的超大

型智能港口。

（三）智能矿山。针对我国矿山高质量安全发展需求，聚焦

井工矿和露天矿，运用人工智能、5G 通信、基础软件等新一代

自主可控信息技术，建成井工矿“数字网联、无人操作、智能巡

视、远程干预”的常态化运行示范采掘工作面，开展露天矿矿车

无人驾驶、铲运装协同自主作业示范应用，通过智能化技术减人

换人，全面提升我国矿山行业本质安全水平。

（四）智能工厂。针对流程制造业、离散制造业工厂中生产

调度、参数控制、设备健康管理等关键业务环节，综合运用工厂

数字孪生、智能控制、优化决策等技术，在生产过程智能决策、

柔性化制造、大型设备能耗优化、设备智能诊断与维护等方面形

成具有行业特色、可复制推广的智能工厂解决方案，在化工、钢

铁、电力、装备制造等重点行业进行示范应用。

（五）智慧家居。针对未来家庭生活中家电、饮食、陪护、

健康管理等个性化、智能化需求，运用云侧智能决策和主动服务、



场景引擎和自适应感知等关键技术，加强主动提醒、智能推荐、

健康管理、智慧零操作等综合示范应用，推动实现从单品智能到

全屋智能、从被动控制到主动学习、各类智慧产品兼容发展的全

屋一体化智控覆盖。

（六）智能教育。针对青少年教育中“备、教、练、测、管”

等关键环节，运用学习认知状态感知、无感知异地授课的智慧学

习和智慧教室等关键技术，构建虚实融合与跨平台支撑的智能教

育基础环境，重点面向欠发达地区中小学，支持开展智能教育示

范应用，提升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助力乡村振兴和国家教育数

字化战略实施。

（七）自动驾驶。针对自动驾驶从特定道路向常规道路进一

步拓展需求，运用车端与路端传感器融合的高准确环境感知与超

视距信息共享、车路云一体化的协同决策与控制等关键技术，开

展交叉路口、环岛、匝道等复杂行车条件下自动驾驶场景示范应

用，推动高速公路无人物流、高级别自动驾驶汽车、智能网联公

交车、自主代客泊车等场景发展。

（八）智能诊疗。针对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等诊疗需求，

基于医疗领域数据库知识库的规模化构建、大规模医疗人工智能

模型训练等智能医疗基础设施，运用人工智能可循证诊疗决策医

疗关键技术，建立人工智能赋能医疗服务新模式。重点面向县级

医院，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

（九）智慧法院。针对诉讼服务、审判执行、司法管理等法

院业务领域，运用非结构化文本语义理解、裁判说理分析推理、

风险智能识别等关键技术，加强庭审笔录自动生成、类案智能推



送、全案由智能量裁辅助、裁判文书全自动生成、案件卷宗自适

应巡查、自动化审判质效评价与监督等智能化场景的应用示范，

有效化解案多人少矛盾，促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

（十）智能供应链。针对智能仓储、智能配送、冷链运输等

关键环节，运用人机交互、物流机械臂控制、反向定制、需求预

测与售后追踪等关键技术，优化场景驱动的智能供应链算法，构

建智能、高效、协同的供应链体系，推进智能物流与供应链技术

规模化落地应用，提升产品库存周转效率，降低物流成本。

三、组织实施

科技部以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成果为主要基础，以国家新一代

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为主要依托，充分发挥国家新一代人工

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企业作用，遴选一批支持建设的示范应用场景。

各地方科技厅（委、局）、试验区向科技部推荐拟支持建设

的示范应用场景，科技部经审核评估后，确定是否支持，并对建

设达标的场景进行宣传推广。



附件 2

省科技厅关于转发《科技部关于支持建设新一代
人工智能示范应用场景的通知》的通知

各市、州、直管市科技局，各有关单位：

近日，科技部印发《关于支持建设新一代人工智能示范应用

场景的通知》（国科发规〔2022〕228 号），首批将支持建设智慧

农场、智能港口、智能矿山、智能工厂、智慧家居、智能教育、

自动驾驶、智能诊疗、智慧法院、智能供应链等十个示范应用场

景。现将该通知转发给你们，请广泛动员组织有建设需求的单位

认真填写《新一代人工智能示范应用场景征集表》（见附件），于

9 月 15 日前将征集表盖章扫描版和电子版发送至邮箱 fengxx＠

hbstd.gov.cn。省科技厅将根据征集情况，择优向科技部推荐。

联系人：省科技厅战略规划处 冯星星

联系电话：027－87135885

湖北省科技厅

2022 年 8 月 18 日



附件 3

新一代人工智能示范应用场景征集表

申报单位（盖章）：

场景名称

建设单位

联系方式

所属领域

智慧农场 智能港口 智能矿山 智能工厂 智慧家居

智能教育 自动驾驶 智能诊疗 智慧法院 智能供应

链

场
景
概
况

（场景的描述、投资、效益等情况，500 字以内）

真实性承诺

我单位承诺以上申报材料真实可靠，并对内容真实性承担法律责

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 4

新一代人工智能示范应用场景
相关说明材料

一、应用场景项目的重要性

包括所属行业基本情况，人工智能技术重点解决的行业

问题、痛点、难点。

二、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性

包括场景中使用的人工智能算法、模型等，可进一步延

伸至数据类型（双精度、单精度、半精度、混合精度或整型

精度等），对底层硬件性能要求（支持的路数，吞吐量，延

时要求等），是否适配国产人工智能芯片和人工智能框架（华

为昇思、百度飞桨等）等。重点突出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点和

场景中的应用创新情况。

三、经济和社会效益

应用场景投入使用后社会经济效益分析，可与使用人工

智能技术前进行对比，包括但不限于问题解决情况、效益提

升、节能降耗、服务改善、管理优化、产品升级等方面的成

效。

四、场景推广应用市场前景分析

包括当前市场规模、市场增长率、国内外技术和产业发

展趋势等。



五、场景相关证明材料

（本部分应首先列出证明材料清单，并将证明材料按清

单顺序排列）

（一）申报单位基本材料

各申报单位的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

（二）申报单位实力相关证明材料

包括体现各申报单位在申报领域的资质和相关荣誉的

证明材料，如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技术中心等资质，

荣获的国家级/省部级奖项等；体现项目在申报领域技术水

平的证明材料，如已授权的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已发布

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等；申报单位在申报方向的资源及应

用服务能力证明材料，如具备或可提供的相关设备和系统的

种类、名称、数量等情况；或是与相关单位合作证明材料，

以及同类项目和案例的应用证明材料。在证明材料前，应以

文字或表格形式对相关证明材料的总体情况进行概括性说

明。



新一代人工智能示范应用场景
申报诚信承诺书

本单位已知晓《市科技局关于组织申报科技部新一代人

工智能示范应用场景的通知》及其附件中的申报要求。本单

位郑重承诺：本单位严格履行法人负责制，已就所提交材料

内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核，所报送的所有信息及材料

均真实、准确、合规。如有不实之处，或违反相关规定，本

单位愿意接受武汉市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等相关规定的处理。

特此承诺。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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