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发布 2025 年上海市“通用人工智能大模型”基础研究

专项指南（第一批）的通知

发布日期：2025-04-30

各有关单位：

为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更好发挥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的科技创新

平台作用，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联合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发布 2025 年上海市“通用人工

智能大模型”基础研究专项指南（第一批）。

一、征集范围

专题一、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和技术

方向 1：具身自主学习算法研究

研究目标：面向具身场景中的自主进化需求，实现机器人对环境的自主探索和新技能自

学习方法，可通过自主进化完成深层次决策与复杂任务执行，并具备泛化能力。

研究内容：研究面向深层次自主决策和执行的具身智能算法；研究可提升泛化能力的迁

移学习和强化学习融合算法；构建具身场景中基于持续交互数据的大规模强化学习与自主学

习框架。

执行期限：2025 年 7 月 1日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

经费额度：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 2个项目，每项资助额度（一期）为 50 万元。

申报主体要求：本市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方向 2：模型自主演进与多模型协同演化技术研究

研究目标：针对大模型在动态环境中的适应能力弱的问题，实现模型在动态环境中的自

主演进和多模型的协同演化能力。

研究内容：研究通过持续学习、知识更新与环境反馈实现模型演进的算法；研究通过多

模型动态交互与协同合作实现个体能力与系统整体能力增强的算法。

执行期限：2025 年 7 月 1日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

经费额度：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 2个项目，每项资助额度（一期）为 50 万元。

申报主体要求：本市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方向 3：科学任务场景的大模型推理能力增强技术研究

研究目标：针对现有大模型推理能力和泛化性不足的问题，面向科学场景突破现有大模

型推理算法的性能边界与适用范围并开展验证。

研究内容：研究可提升大模型推理能力并增强泛化性的通用反馈奖励机制；研究提升大

模型反思与回溯能力的算法；在至少 1种科学任务场景中完成算法验证。

执行期限：2025 年 7 月 1日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

经费额度：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 2个项目，每项资助额度（一期）为 50 万元。

申报主体要求：本市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方向 4：大模型智能体复杂任务长程规划技术研究

研究目标：针对大模型智能体在执行长程任务中存在的规划能力不足和信息丢失等问题，

提升智能体在长程复杂任务中的规划、决策和执行能力，推动智能体实现更高层次的自主性。

研究内容：研究基于强化学习的智能体长程规划基础理论与方法；构建适用于长程任务

的奖励与状态转移函数以实现泛化性和鲁棒性的增强；在至少 1 种通用任务或专用场景中实

现算法验证。



执行期限：2025 年 7 月 1日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

经费额度：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 2个项目，每项资助额度（一期）为 50 万元。

申报主体要求：本市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方向 5：可溯源的大模型网络架构与算法研究

研究目标：针对大语言模型知识溯源与可解释性不足的问题，构建可溯源的创新网络架

构与算法体系，实现生成内容的精准溯源。

研究内容：研究显式知识关联的预训练框架构建技术；研究通过外部记忆体改进现有网

络结构以实现对复杂知识关系的可解释建模技术；在至少 1 种通用任务或专用场景中验证端

到端溯源能力。

执行期限：2025 年 7 月 1日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

经费额度：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 2个项目，每项资助额度（一期）为 50 万元。

申报主体要求：本市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方向 6：大模型训练的数据智力密度提升算法研究

研究目标：针对大模型训练中数据质量不高而影响模型训练效果的问题，实现低质量数

据的智力密度进行提升并在模型训练中加以效果验证。

研究内容：研究可精细化评估数据智力密度的方法；构建可规模化提升数据智力密度的

算法；在至少 1种通用任务或专用场景中实现算法验证。

执行期限：2025 年 7 月 1日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

经费额度：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 2个项目，每项资助额度（一期）为 50 万元。

申报主体要求：本市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方向 7：力-位混合决策控制驱动的通用操作算法研究

研究目标：针对复杂多变操作场景中纯位控的精度与适应性不足的问题，构建融合视觉

-触觉等多模态感知的力-位混合控制通用策略及其训练算法，提升机器人对精细操作任务的

高精度、鲁棒与泛化执行能力。

研究内容：研究视觉、触觉等多模态信息的高效融合机制与物理常识引导的混合决策模

型架构；研究基于强化学习、监督学习及其混合策略的力-位协同控制的高效训练算法。

执行期限：2025 年 7 月 1日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

经费额度：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 2个项目，每项资助额度（一期）为 50 万元。

申报主体要求：本市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方向 8：通用高效的视频理解方法研究

研究目标：针对长视频理解中模型复杂度高，深层理解能力不足等问题，实现通用、高

效且可拓展的视频理解基础模型。

研究内容：研究可理解长视频时空关联特性的高效视频理解基础模型；研究设计具备记

忆与多智能体协同演化能力的多模态长视频理解框架。

执行期限：2025 年 7 月 1日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

经费额度：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 2个项目，每项资助额度（一期）为 50 万元。

申报主体要求：本市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方向 9：多模态生成内容鉴定技术研究

研究目标：面向 AI 生成内容带来的安全风险，提升对多模态生成内容的稳定识别和生

成模型可追溯能力。

研究内容：研究具备泛化性和对抗环境下增强识别稳定性的生成内容鉴伪技术；研究可

有效追溯生成模型的内容溯源技术体系。

执行期限：2025 年 7 月 1日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

经费额度：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 2个项目，每项资助额度（一期）为 50 万元。



申报主体要求：本市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专题二、创新管理机制研究与评估

方向 1：面向“通用人工智能大模型基础研究专项”的创新管理机制设计与实施成效评

估方法研究

研究目标：针对本专项的实施部署中的创新机制设计，形成高质量的成效评估报告和创

新管理机制建议。

研究内容：调研人工智能基础研究领域的科研管理机制与创新方法；通过问卷、调研、

访谈等形式对专项的创新管理情况开展实施效果分析并形成研究报告；提出科学评价模型与

优化举措建议。

执行期限：2025 年 7 月 1日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

经费额度：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 3 个项目，每项资助额度（一期）不超过 25 万元。

申报主体要求：本市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二、立项及后续管理说明

通过评审获得立项的项目在任务书签订阶段，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将与申请团队进行磋

商，对项目成果形式、考核指标、评测方式进行约定，如经磋商无法达成共识的项目将视作

放弃立项。

本指南采取阶梯追加支持方式，评估结果为优秀的项目可获得追加第二期项目支持资格，

每个方向限 1 个项目可获得追加资格，评估方法和要求在任务书签订阶段约定。其中专题一

的二期项目经费为定额 100 万元，专题二的二期项目经费为定额 25 万元。

三、申报要求

除满足前述相应条件外，还须遵循以下要求：

1.项目申报单位应当是注册在本市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具有组织项目实施的相应能力。

2.对于申请人在以往市级财政资金或其他机构（如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资助

项目基础上提出的新项目，应明确阐述二者的异同、继承与发展关系。

3.所有申报单位和项目参与人应遵守科研诚信管理要求，项目负责人应承诺所提交材料

真实性，申报单位应当对申请人的申请资格负责，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核，

不得提交有涉密内容的项目申请。

4.申报项目若提出回避专家申请的，须在提交项目申报书的同时，提交申报单位出具的

公函，提出回避专家名单与理由。

5.所有申报单位和项目参与人应遵守科技伦理准则。拟开展的科技活动应进行科技伦理

风险评估，涉及科技部《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试行）》（国科发监〔2023〕167 号）第二条

所列范围科技活动的，应按要求进行科技伦理审查并提供相应的科技伦理审查批准材料。

6.项目经费预算编制应当真实、合理，符合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基础研究专项经费管理

有关要求。

7.各研究方向同一单位限报 1项。

四、申报方式

1.项目申报采取纸质材料申报方式，申报单位填写项目申报书（附件 1），并于受理时

间内将申报书纸质材料与电子材料（即纸质材料扫描件，须确保与纸质材料内容、签章一致）

送达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上海市徐汇区龙文路 129 号国际传媒港 L1 楼），受理地点不接

收以邮寄或快递方式送达的材料。纸质材料采用 A4 纸双面打印，一式五份，须签字盖章齐

全。使用普通纸质材料作封面，不采用胶圈、文件夹等带有突出棱边的装订方式。

2.项目申报时间

项目申报时间为即日起至 2025 年 5 月 22 日。



3.项目受理时间

项目受理时间为 2025 年 5 月 19 日至 2025 年 5 月 23 日，每个工作日 9:30～16:30。

五、评审方式

评审方式另行通知。

六、咨询电话

联系人：马老师、董老师 联系电话：021-61609878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5 年 4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