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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科”)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

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指导下,围绕智能时代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瞄准人工智能

能力技术生成目标,从实际需求问题出发,打造开放式创新交流平台,汇聚全国科研优势力量,自

２０１９以来,自然科学基金企业联合基金共资助项目６４项,与多家高校建立稳定合作关系,区域聚集

效应的产生.项目研制注重需求与问题牵引,促进了科研院所、学科交叉融合创新,并在智能社会、
军事智能、人工智能自主可控等领域构筑了一系列先发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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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智能化产业的现状

中国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分布不均[１],创新模式

单一,技术与市场未能深度融合[２３],人工智能技术

存在发展边界、定位、概念、路径尚不清晰、缺乏准确

把握商业价值点的人工智能研发模式[４]、智能化发

展的客观规律与现有科研体系不适应[５]、企业自身

尚存在核心算法短板弱项,以及高质量训练数据不

足、训练硬件及平台投入较大、硬件设计与开发能力

欠 缺、系 统 集 成 与 资 源 开 发 资 源 投 入 过 大 等

问题[６８].
为适应人工智能技术的高速发展与不确定性,

需要构筑可持续创新的开放系统,通过开放性的技

术管理、非平衡态的竞争机制、各创新要素自反馈的

非线性作用,促进整体创新能力的不断跃升.

２　中国电科关于企业联合基金的相关做法

２．１　体系布局,成立自然基金企业联合基金

围绕人工智能及其相关产业发展中的紧迫需

求,聚焦人工智能及其相关关键技术领域中的核心

科学问题开展前瞻性基础研究,２０１８年中国电科与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

石晓军　中国电子科 技 集 团 公 司 信 息 科

学研究院院长专项助理,长期从事大型企

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工作,熟悉电子信息

领域的科 技 市 场、科 研 管 理、成 果 转 化 等

政策机制,特别在人工智能领域试点推进

多元化投入过程中及 成 体 系 构 建 中 国 电

科人工智能技术与产 品 体 系 的 实 践 中 积

累了诸多经验,目前已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指导下探索构建

了人工智能企业联合创新生态圈,推进中国电科在智能化水

平分级、视频感知平台、无人蜂群、智能信号处理等方向上取

得了一系列国际国内领先的创新成果.

金博　中国电子科技 集 团 公 司 信 息 科 学

研究院工 程 师,研 究 方 向 为:人 工 智 能 先

进传感、群体智能、博弈对抗等.

委”)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领导

下,发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导向作用,促进知识创

新体系和技术创新体系的融合,推动我国人工智能

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吸引

和集聚全国的优势科研力量.
目前,联合基金已运行３年,共支持项目立项

６４项,中国电科二级成员单位与多家高校建立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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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关系,搭建了开放式的创新交流平台,吸引了包

括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获

得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长江学者、

IEEEFellow数十位优秀人士的加盟;促进了产学

研用的深度融合,成体系突破了人工智能应用领域

一系列科学问题,有效助力集团公司的行业发展.

２．２　需求导向,凝练指南

为切实推进新一代人工智能行动计划,中国电

科成立了人工智能工作指导委员会,对中国电科人

工智能的发展战略、技术路线、阶段实施计划等提出

咨询建议和顶层指导,确保中国电科的新一代人工

智能发展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同向而行.
具体指南需求凝练上采取“创意来自专家、决策

依靠专家、实施交给专家”,赋予专家更大、更灵活的

技术决策权,全面调动中国电科人工智能领域首席

科学家、青年学者和国内人工智能领域知名专家,以
多视角切入,打磨指南需求,并在此基础上,凝聚一

支中国电科人工智能领域优秀青年骨干团队.在项

目的全生命周期参与项目论证、组织实施、评估与验

收等工作.具体做法如下:一是面向全集团征集需

求,并组织集团编制组凝练问题;二是邀请国内人工

智能领域知名专家,根据需求进行修改完善,形成基

础研究项目;三是向中国电科人工智能工作指导委

员会征求建议,并再次向全集团各单位征求建议.

２０１９年以来,征集指南７７８条,共凝练形成指

南１２６条.通过对近两年的自然基金联合基金项目

指南的主题词分析,发现项目指南聚焦智能感知、机
器学习、边缘计算、图谱构建、智能识别、智能控制等

方向,对自然基金联合基金项目指南的高频主题词

(TOP１００)进行共现分析,结果如图１所示.
可以看出,指南分布重点关注知识图谱构建、智

能感知与目标标识、模型构建与智能计算、信号处理

与智能控制、智能识别与特征分析、社交网络与媒体

内容、机器学习与网络模型等七个核心主题,体现出

明显的学科特征,而且基本覆盖了人工智能领域的

关键技术以及行业共性问题.

２．３　揭榜挂帅,打造开放交流平台

中国电科始终以营造开放合作、协同创新的良

好科研环境为宗旨,自２０１９年以来,中国电子科技

集团所属企业作为项目依托单位承担了３项联合基

金项目,占比４．４９％.在已立项项目中,中国电科

集团所属企业作为参与单位的项目比例从２０１９年

的７８．１３％上升到２０２０年９０．６３％.参与比例的提

升表明绝大部分联合基金项目都能与中国电科集团

的实际需求紧密对接,联合基金的设立促进了人工

智能领域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
参与项目合作单位类型看,企业创新发展联合

基金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提供了产学研一体化的

平台,在中国电科集团隶属企业和科研院所之外,参
与联合基金的机构类型涵盖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

图１　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中国电科)项目指南主题词共现图(TOP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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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高校占重要地位,科研机构数量占１３．００％.
科研机构中除中国科学院的各个研究所外,鹏

城实验室和之江实验室也是承担项目的科研机构.

３　资助成效分析

３．１　合作模式初具规模

自２０１９以来,自然基金企业联合基金共资助项

目６４项,从已资助项目的地域性分布来看,北京市

单位是参与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中国电科)的主

阵地,北京市单位共计参与项目申请２１７次(一个项

目包含２个北京市单位记为２次),受资助６１次,明
显高于其他省市区.

项目申请中,北京与安徽(１５项)、与四川(１２
项)、与广东(１２项)、与上海(１０项),四川与陕西(１３
项)、与江苏(１１项)之间的合作申请关系最为紧密,
在图２(a)中呈现出联系紧密的合作网络.

项目资 助 中,北 京 与 安 徽(７ 项)、与 广 东(４
项)、与四川(４项)呈现出较紧密的合作关系,四
川、浙江、陕西、江苏、安徽、上海之间呈现出网状的

合作关系,尤其是四川、陕西与其他省市之间的合作

关系更为紧密,在图２(b)中呈现出联系紧密的合作

网络.
总的来说,跨省市区合作的申请数为２４７项(占

比６６．７６％),跨省市区合作的资助数为５２项(占比

８１．２５％),表明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中国电科)
有效助推了人工智能领域科研人员跨省市区交流与

合作.另外,资助项目的地域分布与合作网络也与

中国电科下属企业的地域分布有关,企业创新发展

联合基金(中国电科)搭建的平台促进了区域聚集效

应的产生,例如:在北京市及河北省的单位有中国电

科电子科学研究院、中国电科信息科学研究院、中国

电科第五十四研究所等,在陕西省及四川省的单位

有中国电科第十研究所、第三十研究所、第二十九研

究所、第二十研究所等,在安徽省、浙江省及江苏省

的单位有中国电科第三十八研究所、第三十六研究

所、第十四研究所、第五十八研究所以及中电海康、
杭州海康威视等.

３．２　相关应用成效

中国电科依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企业创新发展

联合基金的平台,充分汇聚各方创新力量、创新资

源,发挥企业的需求牵引作用,目前已与多家高校及

科研机构建立稳定合作模式,围绕人工智能及其相

关产业发展中的基础问题开展研究,推动我国人工

智能领域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与产业的发展.
项目研制注重需求与问题牵引,促进了科研院

所、学科交叉融合创新,在智能社会、人工智能自主

可控等领域构筑了一系列先发优势.在智能社会领

域,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在智慧城市、智慧司法、
智能安防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示范成果,成为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力量,累计

承担人工智能领域项目合同金额约３１４亿元,２０１９
年人工智能业务的效益贡献率达１３．６５％.其中:

图２　地域合作分布图

注:省市区括号内数字代表所有项目中依托单位及合作单位所在该省市区数量的总和;省市区之间的连线代表项目合

作,连线越粗代表合作的项目数量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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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网络信息体系领域相关合同近３００亿元,依托

新型智慧城市、智能安防、智慧司法、智能制造、智慧

航空、智慧医疗等重点业务,打造新动能、谋划大项

目、构建新生态,形成了全要素资源配置、高效益协

同发展的大智慧产业格局雏形,初步构建起支撑数

字中国、智慧社会建设的产业大平台;在军事智能领

域,牵引军民优势力量协同创新,在侦察情报、指挥

控制、无人作战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核心技术,成为

助力智能化装备发展和新质战斗力生成的关键支

撑;在人工智能自主可控领域,中国电科与部队、高
校、军工研究院、企事业单位等合力推动国产化自主

可控系统和应用的研发,在人工智能专用芯片、自主

算法框架等方面带头示范,为构建国家人工智能自

主安全体系和生态贡献关键力量.此外,新冠疫情

期间,中国电科数据智能相关团队奋战一线,在国内

外疫情分析预测与病毒溯源方面为各级疫情防控指

挥部提供了及时有效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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