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4 日，人们在中国

移动展位了解 AI 赋能智慧

工厂。

当日 ，2024 世界人 工

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

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

幕。 本届大会的主题是“以

共商促共享 以善治促善

智”， 主要包含会议论坛、

展览展示、评奖赛事、智能

体验 4 个板块， 涵盖 AI 伦

理治理、大模型、数据、算

力、 科学智能、 新型工业

化、自动驾驶、投融资、教

育与人才等重点议题，全

面体现 AI 向善、 国际合

作、共治共享的价值导向。

王翔 摄

2024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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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影局：

影片赴境外参加电影节前

须履行备案

据国家电影局网站消息，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广播影视节（展）及节目

交流活动管理规定》， 国家支持国产影片参加境

外电影节（展）。 摄制完成的电影取得电影公映许

可证后，方可参加电影节（展）。拟参加境外电影节

（展）的，送展法人、其他组织应当在该境外电影节

（展）举办前，将相关材料报电影主管部门备案。

备案遵循属地原则， 影片在立项的省级电

影主管部门备案。 在国家电影局直接立项的影

片，向国家电影局备案。

备案主体应在节

(

展

)

举办二十个工作日前

报送备案材料： 加盖申请单位公章的备案申请

(

包括：电影节展名称中英文、时间、地点，电影

出品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

、 影片公映许可证

复印件。

短片参加境外电影节展参照执行， 由境内

第一出品单位或送展法人向国家电影局备案。

（中新）

多部门：

推进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

全链条整治行动

应急管理部负责人

7

月

4

日表示， 要坚持

疏堵结合， 扎实推进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

条整治行动。

近年来，全国电动自行车火灾呈多发、频发

的趋势， 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带来了较大损

失。 在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当日召开的全

国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暨全国电动自行车安

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调度推进会议上， 工业

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市场监

管总局、 国家消防救援局负责人对本行业系统

整治工作作了部署。

应急管理部负责人说，要严把生产销售关，

加快推进停放充电设施建设， 严厉打击非法改

装，加快建立报废回收体系，加强安全常识宣传

普及和群众教育引导，推动整治行动走深走实。

当前全国已全面进入暑期汛期， 安全形势

依然严峻复杂。 该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要坚决防

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要突出暑期汛期特点，严密

防控高危行业领域安全风险。 （周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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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加快完善

人工智能产业标准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

革委、国家标准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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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国家

人工智能产业综合标准化体系建设指南

(2024

版

)

》

(

以下简称《建设指南》

)

， 提出坚持创新驱

动，优化产业科技创新与标准化联动机制，加快

人工智能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研究， 推动先进适

用的科技创新成果高效转化成标准。

根据《建设指南》，到

2026

年，我国标准与

产业科技创新的联动水平将进一步提升， 新制

定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50

项以上，引领人工智

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标准体系加快形成。 同时，

开展标准宣贯和实施推广的企业超过

1000

家，

标准服务企业创新发展的成效更加凸显。 参与

制定国际标准

20

项以上，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全

球化发展。

《建设指南》明确，将坚持企业主体、市场导

向，面向行业应用需求，强化创新成果迭代和应

用场景构建，协同推进人工智能与重点行业融

合应用 。 此外，将加强人工智能全产业链标

准化工作协同 ，加强跨行业、跨领域标准化技

术组织的协作， 打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标

准化模式。 （王群）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

7 月 2 日至 4 日在广西南宁举办的第二十六届中国科协年会上，与会院士专家、知

名企业家和政府部门负责人等围绕“培育新质生产力 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主题，

共话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创新，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

强化创新引领培育发展动能

———专家共话科技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

为高质量发展

提供高质量科技供给

氮化镓激光器芯片、真三轴六

面顶液压机填补国内空白，世界最

大跨径拱桥天峨龙滩特大桥建成

通车……笔者从会上了解到，近年

来， 广西大力实施科技“尖峰”行

动，一批含金量高 、贡献值大的科

技成果竞相涌现，有力支撑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

“原创性的科学研究和科学创

新， 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至 关 重

要 。 ” 中 国 科 学 院 院 士 薛 其 坤

说 ，从“0 到 1 ”的突破到拓展研

究 、再到应用的过程 ，能 够 推 动

人才培养，催生科学发现 ，使社会

受益。

多位与会专家指出，面向新质

生产力的科技创新，正呈现出多学

科交叉融合的趋势。

“下一代纤维发展将基 于 材

料、电子、信息、机械、生物等学科

领域的技术突破与交叉融合，以超

性能、智能化、绿色化为特征，对传

统产业起到高渗透性、 颠覆性、变

革性的提升效果。 ”中国科学院院

士朱美芳说。

本届年会上， 中国科协发布了

具有前沿性、引领性、创新性、战略

性的 10 个前沿科学问题 、10 个工

程技术难题和 10 个产业技术问

题，涉及人工智能、新能源、高端装

备、生命科学等领域。

“2024 年度重大问题难题评选

发布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新质生产

力，将引领科技工作者更加聚焦科

技前沿 、更加注重原创攻关，实现

更多科学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和科技成果转化。 ”中国科协副主

席、中国工程院院士向巧说。

以科技创新

驱动产业创新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

融合，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

要途径。

广西贵港市的一座水稻农场

内，由无人驾驶插秧机 、无人驾驶

水直播机耕种的水稻长势喜人。 农

民只需坐在电脑前动动手指，就能

对农场的运行情况“了如指掌”。

这是华南农业大学罗锡文院士

团队打造的水稻无人农场，可实现水

稻生产耕、种、管、收全程无人作业。

“今年我们已经在全国 15 个省

份建了 30 多个无人农场， 水稻产

量和效率较人工种植有明显提升，

人不下田就能种好地。 ”罗锡文说，

无人农场突破了数字化感知、智能

化决策 、精准化作业、集约化管理

四大关键技术，将是未来农业现代

化的发展方向。

科技创新不仅推动传统产业向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也催

生出更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成为产业创新的重要推动力量。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白春礼看

来，从核聚变有望解决人类能源问

题，到深海技术为深海资源开发提

供可能，植根于前沿科技突破的未

来产业正展现出重塑经济发展的

巨大潜力。

“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的生产

力 ，只有和垂直行业、重点场景深

度融合，才能为产业升级提供新路

径 、创造新价值 ，为数智生活提供

新应用、带来新体验。 ”中国联通董

事长陈忠岳说，企业推动人工智能

与产业深度融合， 已形成了 30 多

个具备职业技能的行业大模型，赋

能城市治理、经济运用 、新型消费

和工业制造等领域。

强化新质生产力

发展的人才支撑

功以才成， 业由才广。 本届年

会上，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

一体改革成为与会院士专家热议

的话题。

“我们对学生的培养理念 ，是

‘基础要宽、厚、实，专业要精、新、

活’。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校长包信和说，面向新质

生产力发展的研究方向，往往是复

合的交叉领域，学生更需要打牢数

理化等学科基础，同时在专业领域

选择上自由发展，才能较好适应人

工智能等未来产业发展。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 是推动创

新创造的生力军。 桂林电子科技大

学教授陈雪认为，企业不能只坐等

专家“送技术”， 还要强化造血意

识，培养一批“带不走”“留得住”的

本土技术人才，才能真正提升核心

竞争力。

激发科技人员创新积极性，离

不开体制机制改革。 率先成立教育

科技人才综合改革专项小组，首推

科技计划项目申报常态制，健全完

善科技奖励 、收入分配 、成果赋权

等激励制度……近年来，广西着力

涵养创新生态，全面营造“近者悦、

远者来”的人才发展环境。

中国科协主席万钢说，科协组

织要持续推动培育科技领军人才

和创新团队 ， 大力弘扬科学家精

神 ，提升全民科学文化素质 ，壮大

高素质新型劳动群体，为新质生产

力发展和科技强国建设提供丰富

的智力支撑。

（温竞华 李欢 农冠斌）

图片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