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成都市民营经济发展促进中心
在现代产业发展促进中心的基础上，又加挂
了一块牌子——成都市场景创新促进中心。

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两次提
到“场景”一词，强调“创新和丰富消费场
景，加快数字、绿色、智能等新型消费发
展”“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
用示范行动”。

这块牌子，将成为成都推动新技术应
用推广，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有力抓手。

真实应用场景带来的市场，企业已经
有感知。

“去年以来，成都帮助包括我们在内
的诸多机器人企业对接了许多不同场景，
加快了我们技术验证进程和产品的落
地。通过这些场景对接，我们获得的成都
本地客户就有接近 100 家。”3 月 5 日，在
2025年度机器人产业推进工作会暨成都
市机器人产业协会首次会员大会现场，成
都越凡创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
黄山透露。

中科源码（成都）服务机器人研究院

副总工程师魏伟表示，研究院在仓储等方
面已有落地应用，目前正在和温江区的一
些康养机构进行合作，找准社会需求和痛
点进行研发。

“随着低空经济的深入推进，工业无
人机的应用场景也越来越广泛。”纵横股
份董事长任斌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
露，公司将积极拓展无人机的应用场景，
例如在电力、林草、公安、环保、水利等领
域利用无人机进行更高效、更安全的巡检
和监测工作。

应用场景是新技术、新产品示范推广

应用的市场载体。最伟大的科技创新，终
将回归生产生活本身。

在场景创新促进中心成立后，全市
首批场景需求——2025 四川天府新区
兴隆湖区域 20 个科技创新应用场景已
于 3 月 10 日发布，活动聚焦人工智能、
机器人、低空经济、无人驾驶、智慧交通
5 大领域，发布了 20 个科技创新应用场
景清单。

更多场景的落地，意味着企业将有更
多订单。未来，还将有更多新技术、新产
品在成都“接单”。产业化、商业化演变，
将因一个个真实的场景而加速。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吴喆 刘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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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场景率先落地？

飞行汽车、人形机器人……

“新物种”，
欢迎来成都“上班”
成都市场景创新促进中心成立

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场景”。
比如，生产机器人并不是为了看稀

奇，其落地场景可以是环卫作业、智能巡
检，或是在户外、楼宇进行智能配送等。

比如，推出无人机并不是为了纯炫
技，它可以用于气候监测、文旅娱乐、城市
巡查、医疗救援、耕地保护等场景。

再比如，无人驾驶方面，开通西博城、
天府国际会议中心封闭区域无人驾驶专
线等也是应用场景。

如果把新技术、新产业比喻成一架飞
机，那么应用场景就是起飞的跑道。从0
到1的过程中，场景可以让创新成果走出

“实验室”，让新技术有“用武之地”；从 1
到N的过程中，场景可以让企业提升创新
能力，以此迎来爆发式成长。

就如当下备受关注的宇树科技，其研
发的机器人产品亮相今年央视春晚，展示
了全自动走位变队形、灵巧实现手绢抛掷
与回收的产品性能，随后获得不少买家青

睐，产品实现热销。
对于城市来说，场景则为政府打开了

新的招商育商模式，助推形成新质产业。
国电高科副总经理赫义明曾直言，

“对扎根市场多年的企业而言，他们很多
时候并不缺资金，而是缺产品的应用场
景。”城市要做的，就是要释放“真实的场
景机会”。

今年成都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
5.7%以上的经济增长目标，成都市场景创
新促进中心将成为纽带，为新技术、新产
品找到契合的应用场景，以此助力城市发
展能级再提升。

为什么要设这个中心？

蛇年春节，成都交子大道的科技成果
街头秀上，成都企业沃飞长空研发的飞行
汽车公开亮相。

距离“打飞的”还有多久？沃飞长空
相关负责人介绍，飞行航线是这一场景的
关键，而为尽快落地飞行汽车场景，成都在
去年已经完成城市低空载人出行验证飞
行，打通了城市低空出行航线运作流程，为
未来eVTOL商用模式奠定了基础。“最快
2026年市民就可以体验飞行‘汽车’。”

人工智能、飞行汽车、人形机器人等
“新物种”已经呼之欲出，这些技术如何让
市民生活更美好？成都以城市为试验场，
为场景提供“应用场”。

在顶层设计方面，成都在成都市民营
经济发展促进中心加挂“成都市场景创新
促进中心”牌子，新设立“场景创新部”，形
成了涵盖全市重点产业链、市级行业部
门、市属国有企业、区（市）县的场景创新
工作力量。

在产业端，成都在16条重点产业链组
建了场景工作小组，推动人工智能、集成电
路、新型显示等重点产业链开展场景创新
工作。此外，住建、交通、规自、城管、水务、
卫健、教育、文旅、环保等15个市级部门以
及市属国企也组成了场景工作小组。

不仅“搭场景”，还要为企业“找订
单”。“搭建场景，而不是简单给予企业一
笔订单。”成都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下一步，成都将统筹场景需求收集、
场景机会发布、场景供需对接等活动，为
市场主体涌现出的新技术、新产品开辟更
多全新应用场景，提速产业化进程。

如何推动场景创新？

成都首场场景清单发布活动举行

发布20个科创应用场景

10日，成都首场应
用场景发布活动——

“科创天府·场景赋能”四
川天府新区科技成果应
用场景发布活动在成都
市民营经济发展促进中
心（成都市场景创新促进
中心）举行。聚焦人工智
能、机器人、低空经济、无
人驾驶、智慧交通5大领
域，此次活动发布20个
科技创新应用场景清单。

城市有场景
五类应用场景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

机器人开展环卫作业、智能巡检，智能
接驳车在新区首发首用……记者注意到，
首期场景清单以新区环兴隆湖区域为重
点，通过设备采购租赁、商业化运营、采购
解决方案等合作模式，形成涵盖人工智能、
机器人、低空经济、无人驾驶、智慧交通5
个领域、20 个应用场景，并逐项明确具体
需求、技术标准等重点事项。

其中，在人工智能领域，聚焦以城市科
技感提升市民获得感，推出城市管理、水质
监测、市政绿化3个应用场景；在机器人领
域，聚焦安全与效率的协同兼备，推出智慧
巡防、物流配送、智能清扫等 8 个应用场
景；在低空经济领域，聚焦城市管理的立体
延伸，推出城市巡查、耕地保护、森林防火
等5个应用场景；在无人驾驶方面，聚焦打
造智慧生活先行示范区，推出无人接驳服
务、无人智能游船、无人流动售货车3个应
用场景；在智慧交通方面，聚焦推动全域路
网的效能革命，实施天府大道、梓州大道等

主干道智慧化改造应用场景，通过场景的
打造，让出行更加智能。

“应用场景有利于打通技术成果从实验
室到生产线的‘最后一公里’。”四川天府新区
科学技术局成果处处长聂东表示。

企业得机遇
从应用场景中明确产品发展方向

一系列应用场景的发布，让科创企业、
新型研发机构等创新主体看到了产品快速
走向应用场景的广阔机遇。

“本次发布的清单涉及人工智能、低空
经济等领域，让我们看到许多与企业业务
发展的契合点。”成都明途科技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周波介绍，明途科技近年来在智能
体领域发展迅速，清单的发布，让他们对更
多新技术落地应用充满期待。

在西工大先进动力研究院科技创新部
参会代表张秋彧看来，此次新区以场景赋
能，给场景、给机会，抓住了企业的“痛
点”。“我们研究院的最新成果能在安全监
测领域发挥作用，也与此次清单中的相关
场景‘不谋而合’。”

创新有思路
以场景赋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

作为此次活动的举办地，“成都市场景
创新促进中心”的成立折射出成都以场景
赋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思路。

据了解，将场景创新视为城市推动新
技术应用推广，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有力抓
手，成都市发展改革委统筹推动建立了市

区两级场景创新工作机制，在成都市民营
经济发展促进中心加挂“成都市场景创新
促进中心”牌子，新设立“场景创新部”，组
建专业力量进行实体化办公，并分行业分
领域分区域组建场景工作小组。

这一过程中，成都在16条重点产业链
组建了场景工作小组，推动人工智能、集成
电路、新型显示等重点产业链开展场景创
新工作。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白洋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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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艳玲） 记者10日获
悉，成都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于3月8日取得了新的阶段性成
果——全国首个无需人工干预、无需遥控的自主完成跨空间人
形机器人任务规划推理执行系统正式亮相。这不仅在欧美团
队采用的对算力强依赖的端到端VLA架构之外，验证了新的基
于3DSGs技术路径，更标志着“成都造”在人形机器人“大脑”技
术上的突破。

“当机器人不再需要人类‘手把手’遥控指挥，才是真正的
人形机器人产业化临界点。”成都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研发人
员介绍道，用遥控方式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跑跑跳跳是目前阶
段大众对人形机器人的认知。如何让机器人自主流畅完成任
务是人形机器人产业方向上需要突破的。很多人认为人形机
器人已经无所不能，事实上，“大脑”技术没有实质性突破，人
形机器人就一直停留在遥控层面。如果拥有一个聪明的“大
脑”，一个简单的拿饮料指令发出后，机器人就能自主去厨房
冰箱里拿饮料并进行传递。

与在单一空间里完成任务相比，成都人形机器人创新中
心通过贡嘎机器人实现长视野（Long Horizon）推理规划和自
主学习跨场景任务执行，让机器人的“思考半径”扩大了很
多。长视野推理规划可以让人形机器人自主规划行动路径，
并在执行任务中实时推理——不仅能识别桌椅、门廊等物体，
更能理解“厨房”“卧室”等空间逻辑，甚至预判移动过程中可
能发生的环境变化。这相当于让机器人从“背台词的话剧演
员”进化为“即兴发挥的戏剧大师”。

成都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研发人员表示，将持续聚焦人形机
器人“大脑”的核心技术攻关，随着技术难关不断攻克，人形机器人
将会越来越“聪明”，产品的实用性、行业的产业化将成为可能。

无需人工干预，自主完成跨空间

“成都造”人形机器人
“大脑”取得新突破

在人工智能领
域，聚焦以城市科技
感提升市民获得感，
推出城市管理、水质
监测、市政绿化3个
应用场景

在机器人领域，
聚焦安全与效率的
协同兼备，推出智慧
巡防、物流配送、智
能清扫等 8 个应用
场景

在低空经济领
域，聚焦城市管理
的立体延伸，推出
城市巡查、耕地保
护、森林防火等 5
个应用场景

在 无 人 驾 驶 方
面，聚焦打造智慧生
活先行示范区，推出
无人接驳服务、无人
智能游船、无人流动
售货车3个应用场景

在 智 慧 交 通 方
面，聚焦推动全域路
网的效能革命，实施
天府大道、梓州大道
等主干道智慧化改造
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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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科创生态岛。

四川具身人形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天行者1号”。

沃飞长空推出的“飞行汽车”。

发布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