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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平委员： 

  您在省政协第十三届三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加强我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加速推进传统产业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的建议 

  (一)举措及成效 

  在加速人工智能技术产品的应用研发方面。一是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发展，取得多项成果，比如，红旗 EHS9 示范车实现

L4级自动驾驶，通过了北方示范区自动驾驶道路测试并取得吉林省道路测试牌

照；求是光谱开发的人脸识别多光谱检测芯片光谱波段为 450-650nm, 光谱波

段数 8个，图像分辨率达到 1600X1200,完成批量生产测试；开展了下一代高速
智能动车组智能运维技术研究，开发的车载 PHM 单元技术已应用在时速 350 公

里中国标准动车组车辆上。2024 年，按照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加快构建全

省科技创新有组织聚力攻坚机制，统筹全省优势创新资源，加快突破一批制约

我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卡脖子”技术难题，启动“遥感卫星及数据处理应

用”“基础软件和工业软件”2 个聚力攻坚专项，支持“智能轻型超大幅宽高

分辨遥感卫星及数据处理技术”“面向汽车整车及零 部件生产制造的人工智能

低代码开发系统”等 6 个课题，累计投入财政资金 4000 余万元，全力争取在人

工智能领域率先实现技 术突破。二是着力打造创新载体，完善人工智能创新平

台建设。围绕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布局建设了智能科学与工程等 7个省重 点实

验室、汽车智能装备等 15 个省科技创新中心，筑牢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的原创技

术策源地。在加速人工智能科技人才培养方面。省科技厅组织实施高层 次人才

培养、中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团队)培育、青年科技人才 培养项目，2021 年以

来支持人工智能领域人才项目 40 项，累计 投入资金 905 万，支持入选国家高

层次人才计划、我省顶尖科技 创新人才、中青年领军人才，围绕人工智能领域

发展急需的原创 性、前沿性、关键性技术，开展科技攻关。 



  (二)下一 步工作 

  一是持续组织实施人工智能领域科技攻关，推进第二批聚力攻坚专项取得

技术突破，将人工智能领域关键技术列入省科技发展计划予以重点支持，布局

一批重点研发项目。二是优化布局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平台，鼓励高校院所和企

业积极申报省重点实验室和省科技创新中心，梳理研究内容，整合创新资源，
与时俱进、因地制宜开展科技攻关。三是加快健全有利于科技人才脱颖而出的

选拔培养机制，打造高端科技人才储备新路径，打好科技人才抢夺战，造就规

模宏大的青年科技人才队伍。 

  二、关于“加速智能体技术的研发”的建议 

  (一)举措及成效 

  围绕智能体关键技术开展科技攻关。一是在 AI大模型方面，支持省内高校

院所和科技企业承担国家和省里的科研项目。吉林大学联合中国一汽开展了智

能制造领域的研究，攻关制造大脑关键核心技术，采用深度学习、大模型等新
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突破了产品价值链数据服务和协同生产方面的多项关键技

术。东北师范大学在 AI 大模型关键技术研发与行业应用领域，构建“东师教

育大模型”,已试点应用于学校“师范生微格教学训练系统”,提供实时教学行

为反馈。长春理工大学与哈尔滨工业大学联合研发“天工开悟”,该模型集领域

知识驱动问答、多模态问答、生长预测为一体，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的耕种管

收全流程标准化管理。长春工程学院聚焦 AI 大模型技术在影视制作中的应用，

与长影集团合作开发的“魔光循影”制片协同智能体，实现了 AI 大模型技术与

电影制作的深度融合。二是在具身智能方面，2025 年，省科技厅调研了吉林大

学、长春光机所、东北工业集团等省内高校院所和企业，了解了我省具身智能

科技创新现状，并联合省工研院赴上海、深圳、杭州、合肥等地学习先进经

验，组建了吉林省具身智能工作专班，立足我省研发创新、高端制造比较优

势，聚焦具身智能关键核心技术，组织开展科技攻关。 

  (二)下一 步工作 

  省科技厅将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发展，强化智能体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加大对 AI 大模型、具身智能等领域科研项目的支持力度，持续解

决制约我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 “卡脖子”技术难题。 

  三、关于“加速技术成果的落地应用，将创新势能真正转化 为经济成果”

的建议 

  (一)举措及成效 

  一 是加快建设技术要素市场。依托国家技术转移东北中心(吉林省科技大

市场),构建“1+10+N”技术市场服务体系，即 1 个省级市场、10 个市州分市

场、 N 个县市区工作站，搭建“线上 +线下”一体化服务平台，提供成果评
价、供需匹配、融资对接等服务。二是搭建高质量科技成果对接平台。围绕装



备制造、现代农业、医药健康、人参产业、新材料等领域产业发展和企业技术

需求，积极搭建高校院所与企业对接交流平台，在省内组织开展 科技成果转化

市(州)系列路演活动。2024 年，围绕人工智能 领域，面向高校院所和企业征

集、筛选、发布高质量科技成果 15 项，企业技术需求 7 项，为 4户企业技术需

求提供 6次对接服务，畅通高校院所与企业交流合作渠道。 

  (二)下一 步工作 

  省科技厅将积极搭建人工智能领域高层次成果对接平台，发布高质量科技

成果和企业技术需求，举办科技成果转化路演推介 活动，推动高校院所、企
业、金融机构建立交流合作渠道，促进更多科技成果在省内落地转化。 

  

  

  吉林省科学技术厅 

  2025 年 5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