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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相关委、办、局，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关于促进本市生产性互联网服务平台高质量发

展的若干意见》《上海市促进产业互联网平台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

（2023-2025 年）》，推动区块链、大模型等前沿技术与平台深度

融合，我们联合制定了《推动区块链、大模型技术赋能生产性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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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服务平台发展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

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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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上 海 市 商 务 委 员 会 

2023 年 10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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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关于促进本市生产性互联网服务平台高质量发

展的若干意见》《上海市促进产业互联网平台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

（2023-2025 年）》，推动区块链、大模型等前沿技术赋能生产性

互联网服务平台高质量发展，制定本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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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支持生产性互联网服务平台高质量发展、浦江数链城市

数字基础设施体系工程、开源大模型行业应用创新生态空间等重

点工作，推动区块链、大模型赋能各类平台发展。 

按照跨链开放、应用牵引、普及带动的思路，鼓励平台上下

游节点上链用链，实现数据互认互信、信息溯源追踪、设备安全

互连。按照积极稳妥、需求导向、安全可靠的原则，鼓励平台以

通用大模型为基础，结合垂直行业数据进行微调训练，落地垂直

行业领域大模型应用。 

支持已经开展应用的平台继续夯实场景基础，优化功能配置，

鼓励各类平台借鉴成熟经验，探索更多应用场景。力争到2025 年，

打造20个左右的市级标杆示范应用场景，广泛带动一批平台应用

前沿技术，形成“前沿技术平台先行”的创新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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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快区块链技术赋能平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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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打造区块链公共基础服务平台。推动链联盟管理、业务链

管理、后台管理、合约管理、运维管理、统计分析等区块链即服

务功能模块研发部署，提供高效易用、场景化、集约化的基础服

务，降低业务方使用区块链的技术难度和成本；建设监管服务、

分布式身份认证服务以及数据服务等通用服务模块，支撑区块链

创新应用。 

2.打造区块链跨链公共服务平台。在公证人、中继链、哈希

锁定等领域开展技术攻关，研发覆盖不同类型共识机制、智能合

约编辑运行、账本存储标准、密码算法、身份认证与管理、软硬

件协同等跨链公共服务平台，支撑区块链BaaS 平台及规模化行业

应用场景打造，实现全市范围内区块链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推

动异构链链上价值可信流转。 

（二）推动大模型技术赋能平台发展 

3.夯实通用大模型基础能力。支持本市创新主体打造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通用大模型。实施智能算力加速计划，加快大模型算

力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大模型语料数据联盟持续开源高质量数据

集，赋能大模型企业加速模型迭代。建设大模型测试评估与协同

创新中心，推动大模型产业健康发展。 

4.提高行业大模型赋能平台水平。打造生产性互联网服务平

台领域行业大模型，加强大模型在工业品交易、创意设计、专家

知识管理、人力资源等各环节的深度应用。研发大模型部署工具

链，加快大模型在生产性互联网服务平台领域的规模化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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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化区块链技术应用场景建设 

5.推动交易数据链条流通互信。在钢铁、有色、化工、能源

等领域，支持平台企业运用区块链技术，上链存证交易订单快照、

质保书、电子合同、电子签章、电子提货单等相关中心节点数据，

建立串联原厂认证、交易履历、物流仓储履历、政府监管的可信

机制，有效实现产品信息和交易信息溯源追踪。力争到2025 年，

实现上链数据千万条规模。 

6.优化碳足迹管理综合服务体系。建立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制

造业碳排放管理平台，实现对碳数据登记、计算、审查以及 EPD

（环境产品声明）报告输出等环节的追踪溯源，服务钢铁、有色、

建材、化工、电池、纺织、新能源等产业，有效提升企业碳数据

在核查环节中的可靠性。 

7.构建供应链生产协同管理平台。聚焦集成电路生产协同，

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链接关键材料供应商、零部件生产商、整

机生产服务商，构建从核心企业到供应商设备信息的穿透式追溯

管理应用体系，提升“链主”带动半导体产业的发展能力，打造

一批应用示范标杆。 

8.创新“平台+供应链金融”发展模式。围绕钢铁、化工、有

色金属、物流仓储等行业，鼓励平台与银行、保理等金融机构联

合探索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质押融资业务，推动平台链接仓库、上

游原材料供应链、下游采购商等节点，依托链上交易存证、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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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单、应收账款信息，定制开发专属供应链金融产品，有效赋能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四）推进大模型技术应用场景建设 

9.打造全产业链智能选品服务能力。围绕工业品采购需求，

结合轴承转动部件、工业泵阀、紧固件等产品语料数据，为平台

上下游客户打造智能选品专家，帮助通用型工业品企业提升供需

匹配准确度达 90%左右。围绕电子元器件采购，结合电子元件存

储器、微控制器等相关语料数据打造智能选型工具，力争到2025

年，实现百万个智能撮合订单。围绕产品检测分析需求，搭建服

务新材料及化学品、农产品、化妆品等行业的智能选购专家，发

布100款左右的智能检测分析解决方案。 

10.强化生产环节智能预警保障服务。在设备生产过程中，运

用大模型技术定制化开发智能报警、设备健康管理、智能诊断和

智能预测模型，结合机械部件运行数据、掉停机故障数据、法律

法规、行业标准等语料，提升企业危险预警、异常监测等安全预

警能力。在时尚纺织品生产过程中，运用大模型技术快速拓展布

料识别样本库，提升边织边检效率和产品良率。 

11.加大智能营销产品开发力度。开发基于重点产业垂直服务

平台、工业品数字服务平台的数字营销模型，结合营销方案、产

品使用手册、产品技术手册、广告设计图样等有效语料数据，为

企业采购、产品销售、海外获客提供一批智能营销解决方案，提

升产品市场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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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提升交互式智能客服服务满意度。在工业品、集成电路、

化工检测等领域，集成PC网站端、APP、微博、电子邮件等信息

功能，打造为产业链上下游服务的全媒体在线客服、智能语音机

器人系统，结合历史客服数据、问答数据、线上咨询数据等语料

数据，实现对客户询问的人性化、智能化理解，辅助商业数据分

析，拓宽获客渠道，力争实现秒级自动理解响应和全天候在线智

能客服服务。 

13.提高企业人才智能招聘水平。开展人才招聘领域模型研

究，通过分析简历知识图谱、行业、企业、年龄、薪酬水平等数

据，生成人才、岗位匹配、员工离职意向、人才选育等画像，为

企业提供批量简历筛选、智能简历解析、智能标签设置和智能人

岗匹配等服务，力争企业人才招聘成本平均降低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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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健全工作机制。市经济信息化委牵头统筹前沿技术赋

能平台总体工作，各部门各区分级管理、共同推进场景建设。每

年适时发布场景征集通知，打造市级标杆示范应用场景。各单位

要明确具体负责人及联络人，加大走访调研力度，适时召开工作

推进会协调解决相关问题。鼓励各区因地制宜打造区级标杆应用

场景。 

（二）优化产业生态。结合“浦江数链”工程、大模型应用

创新生态建设，发动企业积极参与区块链跨链互通、重大场景“揭

榜挂帅”、语料数据生态圈打造等。鼓励国企央企等积极开放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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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形成数据飞轮。支持行业协会联合头部企业、行业专家等

开展交流活动，举办前沿技术应用创新大赛。 

（三）强化政策保障。通过市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商务高

质量发展等专项资金，对标杆性企业、应用场景进行支持或奖励。

建设开源大模型行业应用创新生态空间，对入驻的企业和团队给

予相应支持。将生产性互联网服务平台领域的大模型相关应用及

解决方案纳入人工智能示范应用清单。对符合条件的专业人才予

以政策支持。鼓励各区出台配套支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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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 市发展改革委、市科委。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10月3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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