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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沪科〔2023〕157 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元宇宙”关键技术攻关 

行动方案（2023—2025 年）》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上海市“元宇宙”关键技术攻关行动

方案（2023—2025 年）》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推进落实。 

特此通知。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3 年 6 月 13 日 

（此件主动公开） 

上海市科委办公室                      2023 年 6 月 13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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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元宇宙”关键技术攻关行动方案 

（2023-2025 年） 

 

“元宇宙”是未来虚拟世界与现实社会相交互的重要平台。

为贯彻落实《上海市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十四

五”规划》和《上海市培育“元宇宙”新赛道行动方案（2022-2025

年）》，加快推动“元宇宙”领域关键技术攻关突破，特制定本

行动方案。 

一、总体思路和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市委、市政府有关“元宇宙”的决策部署，

坚持使命导向、策源驱动、重点突破、赋能发展，以沉浸式技术

与 Web3 技术为两大主攻方向，以自主创新和开放协同为推进路

径，着力提升“元宇宙”领域科技自立自强能力。到 2025 年，

前沿优势领域相关科学问题研究取得重要突破，原始性创新成果

持续涌现；聚焦技术优势和必争领域掌握一批关键技术，底层技

术支撑能力持续提升；以重点场景需求为牵引，加快“元宇宙”

技术体系化突破；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形成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元宇宙”创新集群，保障创新链、产业链、供

应链安全和韧性，为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提

供有力支撑。 

——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取得重要进展。人工智能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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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AIGC）、空间计算、智能编码、高性能低功耗微显示、

多模传感、Web3 网络操作系统、跨尺度采集重建、脑机接口等

战略前沿与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围绕智能终端、内容制作、

云平台等形成 30 项以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核心技术与产品，推

进“元宇宙”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向高端迈进。 

——先进应用技术体系加快构建。形成一批技术创新和服

务平台，有效推进协同创新和成果转化。面向城市经济、生活、

治理的数字化转型等重要应用需求，打造高水平关键技术试验验

证场景，形成全链条技术供给能力，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元

宇宙”技术体系。 

——“元宇宙”创新生态不断完善。高质量孵化器、投融

资服务、高水平研发机构、科技型骨干企业、创新团队等要素集

聚，“元宇宙”监管技术和治理水准不断提升，开放包容、充满

活力、健康有序的创新生态加速形成。 

二、主攻方向 

针对“元宇宙”沉浸式、开放式、永续实时、以人为中心等

跨界复合的技术特性，围绕“元宇宙”内容、存算、传输和终端

等技术层面，结合国内外产业发展情况和本市研发基础，聚焦沉

浸式技术、Web3 技术两大主攻方向，在沉浸影音、沉浸计算、

新型显示、感知交互与区块链等关键技术领域打造新高地。 

主攻方向一：沉浸式技术 

围绕沉浸影音和沉浸计算领域，重点布局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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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GC）、跨尺度采集重建、空间计算、智能编码等关键技术

攻关，降低场景构建成本、提升“元宇宙”内容制作灵活度，并

在引擎技术等方面取得新进展。围绕新型显示和感知交互领域，

重点布局近眼显示、多模传感等技术和终端设备研发，带动本市

芯片、零部件与算法技术研发应用，深化内容与硬件联动，抢占

“元宇宙”关键入口。 

主攻方向二：Web3 技术 

面向“元宇宙”去中心化/多中心化的组织规则，围绕区块

链领域，重点布局 Web3 网络操作系统等技术研发，构建高性能、

可扩展和安全可控的新型区块链体系架构，为“元宇宙”应用提

供中立、可信的信息处理平台。 

三、开展沉浸影音技术布局 

面向“元宇宙”海量沉浸影音内容生产的需求，基于 AI 赋

能虚实融合的技术路线，重点布局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

跨尺度采集重建、数字人生成与驱动、虚拟空间三维引擎等关键

技术研发，实现超写实“元宇宙”沉浸影音内容的自动化、低成

本生产，支撑“元宇宙”内容创作生态建设。 

（一）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技术 

研究人工智能通用生成模型、多模态协同生成、内容可控生

成等技术，构建低成本、高效率的沉浸影音内容生成体系，实现

敏感生成信息可控和可识别。到 2025 年，实现文本、图像、音

乐、视频和三维模型等多模态内容间的关联对齐与互生成，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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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模态沉浸影音内容的高逼真、高效率和可控生成，实现内容智

能生成过程中的敏感信息规避能力。 

（二）跨尺度采集重建技术 

研究跨尺度多传感器融合采集、大尺度和高动态的神经辐射

场建模生成等技术，形成自主可控的跨尺度采集重建技术体系。

到 2025 年，构建包括激光雷达、光场阵列、梯度光阵列等多模

态协同采集系统；形成城市（大）、室内（中）、静态物体（小）

等多尺度场景的高精度、分钟级建模能力，生成新视角的图像分

辨率、渲染速度和图像精度等核心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三）数字人生成与驱动技术 

研究人脸、表情与动作的高逼真重构、自动绑定、实时驱动

等技术，建设光学动作捕捉相机系统，集表情、动作、语音一体

化的数字人智能生成系统。到 2025 年，形成人体和刚体运动的

高精度定位与智能分析系统，定位追踪精度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实现虚拟人高精度建模与绑定，重建精度达到亚毫米级，支持智

能绑定，表情基数量与面部 4D 数据采集速度均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形成人工智能驱动能力，支持基于文字、音频、视频等多模

态的表情和动作驱动。 

（四）虚拟空间三维引擎技术 

研究跨平台、端云协同架构，突破多线程同异步加载均衡、

多线程粒子计算、多核 CPU 资源调度等技术，实现低成本、低

带宽设备上的高频数据渲染。到 2025 年，渲染效率和功耗等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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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位于国内先进水平。 

四、加快沉浸计算技术研发突破 

围绕“元宇宙”虚实融合的沉浸体验技术要求，基于端云协

同的沉浸式计算技术路线，重点布局空间计算、智能编码、分布

式渲染分发等关键技术研发，提升“元宇宙”内容计算和分发效

率。 

 

 

（二）智能编码技术 

研究高效结构表达三维空间不规则网格数据、多源媒体同步

关联和网元协同处理、存算网一体处理芯片等技术，形成 6 自由

度（6DoF）数据高效压缩编码方法、跨网同步封装协议和全新

媒体处理器结构。研究基于人工智能辅助的视觉视频特征编码和

沉浸式视频压缩编码技术，构建虚实融合的新型编解码模型。到

2025 年，在重建几何质量峰值信噪比（PSNR）70dB、属性质量

40dB 条件下，密集 6DoF 点云达到 250 倍压缩率，实现跨网分

发精准

（一）空间计算技术

研究毫米级视觉定位服务、高性能同步定位与地图创建

（SLAM）、多场景大规模用户实时交互等技术，推动“元宇宙”

数字交互信息与现实环境的无缝实时嵌入，提升虚实融合数字空

间运营服务能力。到 2025 年，实现各类室内外场景下的高精度

定位，百平方米级小场景定位精度达到毫米级，十万平方米级大

场景定位精度达到厘米级。

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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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布式渲染分发技术 

研究面向云原生的渲染优化技术、云端渲染内容的音视频数

据高实时高质量调度算法。到 2025 年，算力基础设施满足“元

宇宙”沉浸式应用需求，实现可弹性扩展、支持混合渲染的云原

生系统，4K 高清媒体流推送时延和交互时延进一步降低；提供

多层级服务，显著提升异构业务下的服务可靠性和资源利用率。 

五、开展新型显示关键技术布局 

面向“元宇宙”内容呈现方面的高清晰、深度沉浸等发展趋

势和需求，重点布局高性能低功耗微显示器件、高亮度轻量化光

学模组、全息和光场显示等关键技术攻关，抢占“元宇宙”关键

入口高地，推动近眼显示、裸眼全息等新型显示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高性能低功耗微显示技术 

研究数字驱动和注视点渲染、感显算一体化集成系统架构、

像素结构设计等技术。到 2025 年，硅基 OLED 显示模组及自主

驱动芯片、硅基 Micro-LED 显示模组和自主驱动芯片、Fast-LCD

显示器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高亮度、广色域、低功耗的微显示

单目分辨率达到 4K 以上。 

（二）高亮度轻量化光学模组 

研究面向近眼显示的几何光波导技术，突破针对消费级光学

玻璃的分子键合工艺，研发二维扩瞳几何光波导镜片及其显示模

组，推进消费级几何光波导镜片及其显示模组的量产化。到 2025

年，视场角、镜目距、眼动范围、入眼亮度、透光率、光学畸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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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支撑小型化轻量级产品实现量产。 

（三）全息和光场显示技术 

研究大角度高信息量全息 3D 光波调制、超精密微纳制造、

光场实时渲染、全息图大数据实时生成算法等技术，研制全息

3D 波前调制器件、3D 视频处理芯片和光场裸眼 3D 显示模组，

实现高沉浸感全息显示和大视角多视点光场显示。到 2025 年，

光场裸眼 3D 光学器件贴合精度达到亚微米级，视场角、视觉分

辨率、显示帧率、全息图像的空间带宽积和散斑噪声对比度、光

场显示的视点数等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六、加强感知交互技术突破 

面向“元宇宙”自然交互中长时间、高响应与多样性的需求，

重点布局低功耗交互算法、多模传感、手势与眼动追踪、脑机接

口等关键软硬件技术研发，实现自然环境下的视觉、听觉、触觉、

体态等多模态信息感知交互。 

（一）多模传感技术 

研究微型距离传感、深度视觉传感、低功耗压电声学/柔性

纤维/织物皮肤/高精度微机电惯性等状态传感和轻量级交互算法

等技术，助推国产芯片、国产零部件在终端应用。到 2025 年，

微距计算、注视点渲染、多模式无盲区人机交互、传感密度、压

强分辨率、零偏精度等关键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支撑距

离、视觉、声音、压力和惯性等高性能低功耗传感器量产。 

（二）手势与眼动追踪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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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高性能、低功耗、高鲁棒性的手势与眼动追踪等技术，

助推“元宇宙”人机交互向自然化、情景化与智能化方向演进。

到 2025 年，识别类型数量、追踪延时、手指追踪精度与眼动追

踪精度等关键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高精度、多种类、

低延迟的手势识别和眼动追踪。 

（三）脑机接口技术 

开展多学科交叉的理论和技术研究，构建面向“元宇宙”的

虚实融合脑机接口体系，研究脑机接口神经界面、神经融合芯片、

柔性电极、神经信号编码与解码技术等前沿技术，研发面向“元

宇宙”的新型超低功耗脑机交互硬件系统和原型产品。 

七、开展区块链技术研发布局 

面向“元宇宙”去中心化/多中心化的组织规则，基于异构

多链融合技术路线，重点布局 Web3 网络操作系统、区块链数字

身份、分布式可信存储、可信计算芯片等支撑技术和数字监管技

术研发，构建高性能、可扩展和安全可控的新型区块链体系架构，

形成承载大规模“元宇宙”创新应用的基础设施。 

（一）Web3 网络操作系统 

研究区块链系统抽象、资源管理与调度模型，突破底层区块

链系统的适配与封装、链上数据资源解析与定位、跨链互操作等

技术，完善区块链数据标准、系统应用接口标准和跨链互操作标

准，形成跨区块链系统的 Web3 网络操作系统。研发适配多种异

构底层区块链系统（包括主流公有链和联盟链）的应用开发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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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和工具链，支持通过统一接口实现底层异构区块链系统访问、

数字身份内容管理、跨链应用数据迁移等功能。 

（二）数字身份管理技术 

研究自主可控低成本区块链数字身份 SIM 卡芯片、身份认

证和权限管理、虚实身份映射绑定等技术，开发安全便捷的区块

链数字身份管理终端，支持国密算法（SM 系列）等主流密码算

法、新型的抗量子/门限/可聚合数字签名算法、BIP32/44 等账户

派生协议，以硬件安全技术保护私钥生成、存储、数字签名的安

全性。支持区块链账户的实名认证，构建“元宇宙”数字身份与

现实世界身份绑定的数字身份体系。 

（三）分布式可信存储技术 

研究区块链动态数据分片存储等技术，支持通过智能合约访

问数据、链上高效验证数据有效性，单链系统存储空间可随共识

节点数量线性扩展。 

（四）可信计算芯片技术 

突破可信执行环境、密码学算法（零知识证明、同态加密等）

加速芯片等软硬件关键技术，开发自主可控的可信计算芯片，计

算性能和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八、加快创新平台和场景建设 

围绕“元宇宙”技术创新、试验验证和生态构建，建设一批

技术创新和服务平台，打造关键技术试验验证场景，加快国产技

术创新和应用，促进“元宇宙”企业培育和集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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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创新支撑平台 

依托第三方机构、行业龙头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打造“元

宇宙”关键技术创新平台和创新公共服务平台，持续优化“元宇

宙”技术突破、应用创新和产业发展支撑环境。建设“元宇宙”

可信技术监管支撑平台，支撑相关监管政策研究和治理体系建

设。 

（二）技术试验验证场景 

依托本市资源优势及特色，面向城市经济、生活、治理的数

字化转型等重要应用需求，鼓励本市“元宇宙”技术创新企业与

行业应用需求方协同发展，打造文化旅游、工业制造等高水平技

术试验验证场景，支持技术实验验证与优化迭代，推动形成一批

具有竞争力的解决方案，加快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九、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组建“元宇宙”关键技术攻关工作小组，加强顶层设计和统

筹协调，市区联动，确保重点任务落实。建立专家组，持续深入

跟踪国内外动态，组织开展技术交流，分析研判战略趋势，有效

支撑战略决策。 

（二）实施有组织科研攻关 

面向重大前沿科学问题，探索政府长周期科研支持方式，鼓

励社会力量投入，进一步激发基础研究活力。面向重大场景应用

需求，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打造创新联合体，开展重大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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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重大战略产品、重大试验验证研究。探索“揭榜挂帅”、

里程碑管理、赛马制等机制，加快创新成果的应用。 

（三）完善创业孵化和金融服务 

鼓励园区、高质量孵化器为“元宇宙”企业提供高水平技术

筛选、知识产权运营、创新链及产业链资源链接等服务，畅通“发

现-转化-孵化-产业化”链条。加强投孵联动，撬动和引导“耐

心资本”流向“元宇宙”高质量科技成果、种子期、初创期以及

高成长科技企业。加大科技金融产品供给，引导银行、保险、担

保等金融机构加大与高质量孵化器的合作力度，围绕“元宇宙”

“早、小、硬”企业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促进一批创新企业登

陆科创板。 

（四）强化人才引育 

立足全球视野，用好本市人才支持措施，引聚一批“元宇宙”

人才。引导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加大青年“元宇宙”人才培

养力度，支持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支持符合条件的本市高

校聚焦重点产业领域自主设置相关二级学科或交叉学科，构建行

业企业与高校共同参与、覆盖专业硕士与专业博士的人才培养模

式，培养紧缺急需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