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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产业蓬
勃发展

“云上智城”这一理念，首次出现在
珠海市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报告
提出，加快建设“云上智城”，引导社会
资本参与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为未来产
业在珠海布局提供强有力支撑。

随后，在4月召开的中共珠海市委
九届七次全会上，再次明确要坚持实
体经济为本、创新为要，打造“云上智
城”，率先以应用场景开发开放系统推
进产业化规模化发展。

具体而言，珠海致力建设全国首个
全市统一、面向未来产业、赋能实体经
济科技创新的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在
更为详细的“路线图”中，珠海则提出
了打造“算力洼地”、开放全域场景、全
年力争落地20家以上垂直和场景大模

型企业、搭建“云上产业科技超市”等
具体举措，初步勾勒出一座“云上智
城”的未来模样。

“云上智城”加快建设的背后，是我
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产业蓬勃
发展的态势。历经多年培育，珠海已
初步形成包含基础软硬件支撑、智能
设备制造、智能服务和智能应用场景
的人工智能全产业链条，2023年全市
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共有规上企业 96
家、营收超220亿元，上下游相关企业
超300家。

今年以来，珠海大力推动产业创
新、科技创新、应用场景创新“三新”深
度融合，瞄准人形机器人、RISC-V开
源生态、“云上智城”等产业发展新风口
精准发力。上半年，全市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营收增速为28.2%，增速珠三
角第二，比全省平均增速高出13.5个百

分点；全市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营收大
幅增长433.4%，增速全省第一。

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副秘书长、
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王健兵认为：“广东具备发展人工智能
的区位优势，而珠海建设‘云上智城’，
正是朝着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方向
建设规划，未来可期。”

加快夯实算力、数据、城市云脑
三大“数字底座”

算力、数据、城市云脑，被称为“云
上智城”建设的三大“数字底座”。

算力充分供给，是人工智能产业发
展的基础。早在2021年，中国信息通
信研究院发表的《中国算力发展指数
白皮书》显示，在算力中每投入1元，平
均将带动3元至4元经济产出。

根据谋划，珠海将快速推进1500P

（1P 约等于每秒 1000 万亿次的计算速
度）以上多路径、多生态的本地智能算
力建设。通过构建“本地算力+云计算”
算力体系和多方战略协同模式，打造国
内发达地区最高性价比的“算力洼地”。

数据要素市场化方面，我市已有多
个数据服务产品上架广州、深圳数据
交易所。其中，香洲区携手深圳数据
交易所，上架全国首个“政所直连”公
共数据产品，完成“新型定价模式+数
字人民币交付”全国第一单；乘木科技
的“城市部件三维模型（植被）”数据产
品完成交易，列入企业的无形资产，获
得银行授信200万元，成为全国首单数
据资产入表融资案例。

在城市云脑方面，珠海将基于大模
型打造感知全面、研判精准、决策高效
的城市云脑，聚焦产业发展、社会治
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实现城市运行要
素数字化呈现、事件智能化管理、风险
智慧化预防。

“云上产业科技超市”同样是一个
新提法。“要实现全国乃至全球科技
成果在‘云上智城’市场化流通、低成
本交易、高效率应用。”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负责人表示，将着力推动珠海成
为国内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最为便捷、
创新成本最低、创新效率最高的城市
之一。

据了解，“云上产业科技超市”已完
成商业层、运营层、技术层3个层面框
架构建。其中，在商业层面，我市将联
合华为、百度、智谱、商汤等AI头部企
业，以及多家行业智库，搭建国内人工
智能领域最权威的服务平台。

探索打造一批“大模型”创新应
用场景

近日，香洲区在珠海规划科创中心
举行“模数空间”启用仪式——作为珠
海首个大模型应用高地，“模数空间”
集技术研发、模型应用、数据交易、算
力服务、展示交流为一体，目前已引入
大模型36个，入驻项目超20家，计划
打造垂类行业应用超100个，为千业百
行赋能。

打造“云上智城”，推进“人工智

能+”行动，关键在于如何探索打造一批
示范性强、带动性广的创新应用场景。

今年5月，无界方舟发布了珠海首
个本土自研AI大模型方舟模型Ark-
Model；8月，国内领先的“营销SaaS+
移动营销”专业服务商东信时代打造
的全国首个营销垂域大模型及解决方
案在珠海发布。

以更多应用场景开发、开放催动产
业创新，完善产业生态，珠海因地制宜
亮出一张张“新名片”——

在制造业领域，方正科技联合华
为，以国产化核心工业软件为抓手构
建数字化生产场景，实现物流数字化
管理、设备参数自动化采集、产品图谱
智能化检测，生产效率提升30%以上；

在电力行业，远光软件电力行业大
模型产品“远光智言”在经营指标管
理、决策分析、业务管理等方面打造匹
配电力行业特色的智能应用场景，目
前已在多家大型央企集团部署上线，
月调用量达300万。

“通过数字孪生可视化技术，能‘一
屏尽览’园区人、企、事、物等数据，实
现统筹全局管理效能。”华发智慧园区
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得到了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及广东省首批实验室之
一的季华实验室等知名高校与科研机
构的认可。

如何把珠海打造成为中国知名“模
都”？一方面，全市今年力争落地20家
以上垂直和场景大模型企业；另一方
面，也将通过“算力券”向企业提供低
成本、高效率、按需供给的普惠算力，
支持关键技术攻关和大模型研发应
用，定期发布城市应用场景清单，催化
人工智能大模型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
合和协同发展。

“瞄准推动‘云上智城’建设，我们
将进一步强化人工智能产品、服务供
给和应用，重点围绕‘算力、算法、数
据’夯实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底座，强化
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引领、应用示范、制
度供给和人才集聚，加快发展人工智
能等新质生产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
注入新动能。”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
人表示。

用好“关键一招”注入发展新动能
珠海加快推动“云上智城”建设

从启用全市首个大模
型应用高地“模数空间”，到
推动“数字化、智能化、绿色
化、产业化”新型住宅产品
体系建设；从瞄准打造国内
发达地区最高性价比的“算
力洼地”，到着手搭建“云上
产业科技超市”……今年以
来，珠海加快推动“云上智
城”建设，为人工智能大模
型产业发展积势蓄能。

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
以5G、人工智能、大模型、
生成式AI为代表的新一代
信息技术，是技术竞争最为
激烈的赛道之一。

“云上智城”正在成为
珠海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
创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的“破题之举”，也是珠海在
未来产业布局、城市竞合格
局中争先进位的“关键一
招”。

采写：本报记者 钟 夏
摄影：本报记者 吴长赋

布局低空经济新赛道

当前，珠海积极抢抓低空经济产
业密集创新和高速增长的战略机遇，
初步构建了低空立体交通网络体系，
推动形成了低空经济产业集聚效应和
创新生态，促进珠海低空经济高质量
发展。

从物流运输到观光旅游，低空经
济的应用场景在珠海加速落地。今年
4月 30日，深圳至珠海的首条低空短
途运输航线正式开通，乘客可搭乘直
升机从深圳南头直升机场往返珠海九
洲机场，通行时间由原先两小时缩短
至20分钟。今年7月30日上午，一架
亿航 VT24L 无人驾驶物流航空器从
唐家港公共物流基地升空，将当天的
党报党刊送达珠海桂山岛，这标志着
全国首条海岛公共物流无人机配送航
线首飞成功。

珠海在顶层设计层面加大政策扶

持。2023年12月，中共珠海市委九届
六次全会首次提出打造“天空之城”的
战略目标。2024年 4月，中共珠海市
委九届七次全会再次提出大力发展低
空经济，率先以应用场景开发开放系
统推进产业化规模化发展。今年6月
12日，珠海市政府印发了《珠海市支
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明确了支持重大项目落户及增资扩
产、适航取证、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降
低试飞成本、支持会展活动等具体措
施。这些政策不仅为低空经济企业提
供了资金、技术、市场等多方面的支
持，还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进一步
激发了企业的创新活力。

面对低空经济的广阔前景，珠海
全力推动低空经济产业的快速发展。
今年上半年，作为我市低空经济产业
重镇，高新区低空经济产业关联企业
已达49家，1月至7月产值为18.49亿
元，同比增长14.6%，展现出强劲的增

长势头。
为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高新

区在全市率先成立了低空经济产业发
展委员会，通过组建专业团队、明确职
责分工，为低空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
组织保障。同时，结合高新区产业基
础和地理优势，制定了10条有针对性
的扶持措施，并进一步优化完善，为低
空经济的长远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指导
和保障。

引导产业要素“聚沙成塔”

低空经济涵盖了低空飞行器制
造、低空运营服务、低空基础设施建设
和低空飞行保障等多个板块，具体应
用于居民消费和工业生产等场景之
中。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低空经济产
业发展，不仅要依托技术创新与政策
支持，还要完善基础设施保障，引导产
业要素“聚沙成塔”。

珠海金湾区集聚了较为完整的通

用航空产业链，涵盖飞机制造、维修服
务等领域，中航通飞、摩天宇等航空制
造企业，在飞机整机制造、航空发动机
维修、航空配套产品等技术方面拥有
显著的优势。

在斗门区，以富山二围为起步区，
目前正围绕莲洲机场周边规划建设
约 1000 亩大小的低空经济产业园。
在无人机制造上、中游领域，斗门集
聚了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无
人机电池）、正川（珠海）科技有限公
司（无人机外壳制造）等一批先进制
造业企业。

高新区依托港湾5号产业新空间，
为低空经济企业提供8万平方米研发
设计空间和10万平方米高标准生产制
造厂房，打造低空经济产业基地，建成
低空飞行测试基地，为无人机及其他低
空飞行器提供了专业的测试环境，促进
了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此外，高新区
还成立了低空经济产业联盟，汇集了
51家相关企业，协助推进了低空监测
运营管控平台系统建设，为低空运营提
供了实时空域情报和安全保障。

今年5月初，由市国资委组建的珠
海市低空产业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正式
亮相，目前经市政府批准，该公司作为
委管企业进行管理。接下来，该公司
将统筹全市低空产业投资建设和运营
管理，为珠海打造集政策引领、市场运
作、产业完备体系为一体的低空经济
产业开发管控一级平台，以国企担当
引领低空经济更好发展。

企业创新势头迅猛

产业发展势头迅猛，产业生态日
趋完善，珠海正成为低空经济“热土”，
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本土企业脱颖
而出，成为推动低空经济发展的重要
力量。

落户香洲区的珠海安擎科技有限
公司，围绕自主飞行的自主决策、人机
交互和网络能力，构建了一系列自主
知识产权的技术，并在业内实现多个

“率先”，如今已然成为无人机交通管
理领域的先锋企业。

位于珠海高新区的纳睿雷达是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凭

借其自主研发的小型双极化有源相
控阵雷达技术，近年来在低空目标探
测和天气预警等领域声名鹊起。该
雷达拥有全天候、大范围超视距探测
等独特优势，成为低空“空联网”的
主要基础设施之一。纳睿雷达营销
中心总经理杨毅仁表示，低空经济市
场前景广阔，纳睿雷达将持续创新技
术与产品，助力珠海低空经济基础设
施建设。

珠海览众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是国
内具有自主研发实力的无人机制造
新锐企业，其核心产品“旋蜂”系列微
型共轴双旋翼直升机极大地拓宽了
无人机的应用场景。览众科技创始
人董霞坦言，珠海高新区在低空经济
政策制定方面走在了前面，为企业提
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更为企业搭
建平台，促进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
作，推动产学研一体化发展。据董霞
透露，目前与其公司相关的供应链企
业也有意进驻珠海，进一步壮大低空
经济产业链。

低空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促进
了产业自身的升级和集聚，还深刻改
变了城市的生产生活方式。依托企业
技术创新，低空经济应用场景正在进
一步拓展，为城市智慧管理及居民生
活带来了诸多便利。

在高新区，目前已有12项城市智
慧管理应用项目落地，涵盖巡视巡查、
应急救援等多个领域。无人机等低空
飞行器在城市管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它们可以高效地完成高空
拍摄、环境监测、交通疏导等任务，为
城市管理者提供了更加精准、高效的
决策依据。

此外，珠海启用了新型住宅项目
试点无人机入户，打造城市无人机智
能配送示范场景。未来，随着低空物
流网络的逐步完善，无人机配送将成
为城市物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
人们带来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珠
海还在积极探索低空经济在旅游观
光、应急救援等领域的应用。这些应
用场景的拓展，不仅丰富了低空经济
的内涵，更为珠海城市发展注入了新
的活力。

竞逐“空中蓝海”激发产业新活力
珠海加速构建低空经济产业布局

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低空经

济不仅代表了科技与产业

的深度融合，更是区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

当前，珠海正加大政策保

障力度、强化基础设施建

设、拓展应用场景、深化产

业布局，进一步激发低空

经济产业活力，加快打造

“天空之城”。

采写：本报记者 张伟宁 宋雪梅
摄影：本报记者 钟 凡

珠海市大数据中心（资料图片）。

珠海万山海洋开发试验区无人驾驶航空器低空飞行展示现场（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