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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虚拟现实与行业应用融合发展行动计划（2023-2027年）

为加快构建虚拟现实技术创新和融合应用发展生态，推进虚拟现实产业高质量发展，根据工业和信息化
部等五部门《虚拟现实与行业应用融合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6年）》文件精神，结合我省实际情况，
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習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10大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数字经济创
新提质“一号发展工程”决策部署，以“创新驱动、场景牵引、重点突破、生态融合”为主要路径，以
终端、内容和应用为产业发展主攻方向，加快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和科研院所协同联动，实现我省虚
拟现实产业由单点突破向生态构建转变，努力打造全国虚拟现实技术创新高地、产业发展高地和融合应
用高地，有力支撑制造强国、网络强国、文化强国和数字中国建设。

（二）发展目标

到2027年，我省虚拟现实及相关产业规模超过1000亿元，全产业链供给能力大幅提升，与千行百业融合
应用不断深化，培育若干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骨干企业，打造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创新示范应用场景，
成为推动我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能。

——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在实时渲染、立体显示、人机交互、高性能计算等关键核心技术领域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新增相关专利1000项以上，主导或参与国家、行业标准10项以上，基本形成产学研用深度融
合的虚拟现实创新体系。

——产业快速集聚发展。培育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骨干企业10家以上、“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00
家以上、相关软硬件产品1000项以上，打造若干虚拟现实产业园区，初步建成较为完善的虚拟现实产业



链供应链生态体系。

——融合应用不断深化。在工业生产、教育培训、文化旅游、电子商务、体育健康、智慧城市、竞技娱
乐等领域应用成效显著，形成创新示范应用场景30个以上、融合应用案例100个以上，推动虚拟现实相关
技术和产品实现规模化、特色化有机融合应用。

二、重点任务

（一）推进创新链产业链融合1.开展关键核心技术协同攻关。支持骨干企业联合高校、科研机构，共建
虚拟现实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制造业（产业/技术）创新中心，围绕场景建模、高保真实时渲染
、实时动作捕捉、实时定位跟踪、多模态触觉再现、近眼显示等关键核心技术，每年组织实施一批重大
科技项目，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支持虚拟现实技术攻关和标准研制同步提升，抢占
行业话语权。（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经信厅、省教育厅，列第1位的为牵头单位，下
同）2.加强融合应用技术创新。以需求和应用场景为结合点，推进虚拟现实与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
算、5G、数字孪生、區塊鏈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创新，组织实施一批跨产业链、面向特定场景、具有
市场潜力的融合应用研发和产业化项目。支持重点科研成果向下游应用企业转移转化，持续提升虚拟现
实产品的技术成熟度和规模化应用水平。（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经信厅、省教育厅
）

专栏1：关键核心技术融合
创新工程
近眼显示。强化高性能光波
导、Micro-LED、可变焦显
示、光场显示等前沿技术预
研和专利储备，推动近眼显
示向高分辨率、低延时、广
视角、可变焦面、轻薄小型
化等方向发展。

渲染计算。攻关8K分辨率
、120Hz帧率及以上的云端
渲染、注视点渲染、异构渲
染、混合渲染、深度学习渲
染等前沿渲染技术。加快新
一代图形接口、渲染专用硬
加速芯片等产品研发及产业
化，推动虚拟现实渲染计算
由算力堆叠的粗放式向端云
协同、软硬耦合的精细化渲
染方向发展。

感知交互。加强手势交互、
沉浸声场、眼球追踪、虚拟
移动、语音交互、触感反馈
、姿态识别等交互技术的探
索和验证，重点推动鲁棒性
强、毫米级精確度和准确度
的由内向外追踪定位技术开
发，提高视觉、听觉、触觉
等多感通道的一致性体验。



加大面向虚拟现实特定应用
场景的图像识别理解、三维
扫描重建等感知研发储备，
推动感知交互向高精度、自
然化、移动化、多通道、低
功耗等方向发展。

内容生产。支持全视角10K
分辨率以上、六自由度、全
景声麦克风、高性能拼接缝
合、多面体投影等影音采集
、编辑与播放技术研发，探
索虚拟化身、光场拍摄、3
D扫描等技术在虚拟现实领
域的应用，加大跨平台内容
分发webXR、虚拟现实专用
OS等重点领域研发储备，
实现开发引擎、软件、外设
与头显平台间的通用性和一
致性。

网络传输。探索网联式云化
虚拟现实技术路径，发展具
备架构简化、智能管道、按
需组播、网络隔离等功能的
5G无线网络传输技术及适
配终端。研究面向VR业务
的端到端网络传输运维与Q
oE评估体系，加快边缘计
算、主动拥塞控制、高质量
低延时的视场角传输开发应
用，开展基于机器学习的V
R业务自动化运维。
（二）提升产业核心竞争优势3.加速软硬件产品迭代升级。编制发布浙江省虚拟现实产品清单、企业清
单、创新清单、创新示范应用场景和融合应用案例等“五张清单”。开展虚拟现实软硬件产品供需对接
，推进行业应用和市场拓展，加速软硬件产品迭代升级。支持关键核心零部件企业、软件企业、内容开
发者和应用单位开展产业链协作，加快软硬件产品持续迭代和优化升级，打造一批優秀产品和服务解决
方案。（责任单位：省经信厅、省发展改革委）4.加强数字内容供给。立足我省丰富的互联网应用场景
，支持企业开展虚拟现实内容制作，围绕工业生产、教育培训、文化旅游、电子商务、体育健康、智慧
城市、竞技娱乐等重点领域，丰富虚拟现实内容供给，推动现有数字内容向虚拟现实内容的移植和转化
，不断满足虚拟现实2C、2B端市场需求。（责任单位：省委宣传部、省经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体
育局、省广播电视局）

专栏2：全产业链条供
给提升工程
关键器件。支持30PPD
单眼角分辨率、100Hz
以上刷新率、毫秒级响
应时间的新型显示器及
配套驱动芯片的研发与



量产，推动硅基OLED
等虚拟现实专用显示屏
的初步应用，加速衍射
光波导、自由曲面及Pa
ncake折反式等轻薄化
光学器件的研发及产业
化。

终端外设。重点围绕终
端与外设产品的技术研
发、系统集成及中试孵
化，聚焦面向5G的一
体化、分体式、车载式
等多形态VR/AR云化终
端产品研发，鼓励终端
整合轻薄化光学方案，
加速由内向外追踪定位
系统、六自由度头显终
端与手柄等交互外设的
迭代优化，强化面向虚
拟现实场景的眼球追踪
、语音识别、手势识别
、姿态识别等多通道交
互设备产业化速度。

平台及工具软件。加快
虚拟现实底层工具软件
研发，前瞻布局虚拟现
实专用操作系统、底层
开发引擎。聚焦3D建
模、动作捕捉、感知交
互、渲染处理、内容编
辑等领域，加快研发自
主可控的技术美术工具
、内容生产软件、物理
模拟及渲染引擎，打造
基于5G云平台环境下
高效、易用、跨平台的
底层工具软件体系，搭
建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
的开源共创平台。

内容制作工具。重点聚
焦采集系统方面，强化
光学动作捕捉系统、三
维扫描、全景采集等新
型音视频采集工具的研
发和市场拓展，实现虚
实融合与实时互动的光
学动补内容生产模式。
加快兼顾效率及精度的



三维扫描解决方案研发
，开发兼容性内容制作
和导入工具，挖掘各行
业存量内容资产和专用
内容。

专用信息基础设施。面
向视频内容、图形渲染
、空间计算、大空间场
景建模等虚拟现实特色
业务需求，发展面向全
省的共享共用算力中心
、内容存储分发平台，
强化云服务部署和能力
组建，加快构建开放包
容、立体感知、全域协
同、精準判断和持续迭
代的“云网边端”一体
化数字底座。
（三）打造企业梯度培育体系5.支持骨干企业强引领。引导骨干企业依托虚拟现实核心技术及产品，建
立开放创新平台和资源整合平台，打造产业链上下游共同体和创新联合体，引领虚拟现实产业创新发展
。积极招引国内外虚拟现实龍頭企业在浙江落地区域总部、研发中心，不断提升虚拟现实产业能级。（
责任单位：省经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省科技厅）6.助力优质企业快成长。建立重点骨干企
业培育库，加快培育一批行业结合度高、竞争力强的虚拟现实“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加大政府和国企采购力度，以开放场景激活企业主体发展活力。（责任单位：省
经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商务厅、省广电局、省体育局、省
国资委）（四）构建产业集聚发展平台7.优化产业梯度发展空间。结合数字经济产业园、数字楼宇等建
设，加快产业集聚，打造一批特色化、專業化的虚拟现实/元宇宙产业园区。建设一批面向虚拟现实产业
的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构建虚拟现实产业创新创业生态。（责任单位：省经信厅、省科技厅）8
.建设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建立一批虚拟现实共性应用技术支撑平台，强化技术研发、成果转化、检测认
证、知识产权服务。打造一批虚拟现实/元宇宙体验中心，加快典型应用场景和案例展示、優秀产品和解
决方案推广。发挥浙江省元宇宙产业协会、浙江省虚拟现实产业联盟等行业协会作用，建立虚拟现实行
业应用供需对接平台，提升产业服务能力。（责任单位：省经信厅、省科技厅、省市场监管局）（五）
开放建设典型应用场景9.助力智能制造升级。依托工业互联网、产业大脑等平台，加强虚拟现实技术集
成，开发3D可视化可交互的数字空间、工业机理模型、知识图谱等功能模块，全面提升工业企业生产制
造智能化水平。结合未来工厂、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等建设，探索打造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智能化
车间和虚拟工厂试点示范。（责任单位：省经信厅）

专栏3：虚拟智造场景建设
工程
VR+辅助设计。充分利用3
D可视化、虚拟仿真、图形
计算等技术，推动工业制
造各环节数据和模型的联
动贯通，打造多部门协同
、模拟仿真的设计模式，
弥合前端设计与后端制造
间的断点裂隙，构建企业
内部虚实交融的共创共享
空间。



VR+装配运维。加快3D投
射、手势控制等虚拟现实
技术应用，探索工业产品
的虚拟结构展示、虚拟装
配训练、虚拟装配线校检
等新模式，搭建装配环节
“视-听-触”沉浸式体验闭
环。推进虚拟现实技术在
未来工厂、智能工厂（数
字化车间）试点示范，加
快产品智能装配校检、虚
拟装配等应用宣传和推广
。

VR+远程协作。推进AR眼
镜、交互感知设备等终端
设备在生产制造远程协作
环节深度应用，推动远程
专家支持、远程维修、作
业监督和实景考察等场景
应用落地，探索一对一、
一对多、多对多等协作模
式，打造一批3D可视化维
修手册、专家知识库、多
源信息调用等功能模块。

VR+仿真实训。加快触觉
力反馈、手势控制、姿态
控制等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打造“可视、可触、可
控”的沉浸式实训模式，
解决工业实训中存在难还
原、高成本、难操作等瓶
颈，实现实训由“以装备
设施为中心”向“以员工
体验为中心”的转变。

VR+营销展示。以用户体
验为中心，推进虚拟现实
技术在市场营销中的应用
，提升产品营销的互动性
、个性化和差异性体验，
探索3D可视化展示、AR说
明书、线上交互式数字产
品体验等新型营销模式。
10.打造新型消费场景。发挥我省平台经济和消费市场优势，面向教育培训、文化旅游、电子商务、体育
健康、竞技娱乐、智慧城市、办公会展等领域，重点打造视频游戏、K12课程、企业培训、远程医疗、智
慧亚运等特色应用场景试点，提升消费产品的互动性和社交性，增强用户沉浸式体验。（责任单位：省
商务厅、省教育厅、省卫生健康委、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市场监管局、省体育局等按职能分工负责）



专栏4：新型消费场景建设
工程
VR+智慧商圈。引导各地
探索打造沉浸化、数字化
运营的“全息街区”样板
，建设可实时更新、多人
共享的虚拟现实体验场景
，打造一批覆盖互动社交
、室内导航、互动游戏、
商家营销等个性化的生活
信息服务。

VR+电子商务。推进VR技
术与电子商务、家装及空
间设计、服装设计、物流
运输、商业展示等新型消
费领域的融合，推广虚拟
试衣、虚拟看房等新型体
验模式，推进用户深度参
与产品个性化定制和设计
开发，带动全省商贸创新
发展。

VR+教育培训。推进VR技
术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
、特殊教育等领域的应用
，聚焦实验性、演示性课
程构建虚拟教室、虚拟教
研室、虚拟实验室、AR书
籍等教育教学环境，打造
虚拟现实实训基地，推动
科普、培训、教学、科研
的融合发展。

VR+医疗健康。推进VR技
术在医疗培训、手术模拟
、脑机接口、手术规划及
导航、远程协作手术等领
域的应用，提升医疗服务
的智能化水平。加快VR技
术在心理辅导、康复护理
等环节的应用，辅助传统
治疗手段。推进VR技术在
健康养老、在线诊疗、虚
拟探视等场景的应用。

VR+文化旅游。加快在影
视、新闻、广告、演艺、
展会、数字艺术等新业态
拓展VR应用，打造VR展览
馆、VR博物馆、VR艺术馆



、VR舞台等，推动虚拟现
实在音乐、短视频等“短
内容”中率先突围。发挥
我省红色旅游、古村古镇
、运动休闲等旅游资源优
势，打造“VR+旅游”样
板工程。加快购物、娱乐
、饮食、住宿等出行要素
与虚拟旅游的融合，推进
虚拟导游、AR地图导航、
虚拟订房等应用服务，打
造空间数字化。

VR+竞技娱乐。结合杭州
亚运会、中国电竞产业大
会等重大活动，谋划VR竞
技大赛，加速VR电竞项目
、VR电竞体验馆布局，支
持VR游戏和竞技项目推广
应用，重点拓展运动、射
击、赛车、益智等领域，
增强实时交互体验。
11.布局智慧城市场景应用。推动数字孪生、地理信息系统、城市信息模型、虚拟感知交互等技术集成应
用，赋能城市大脑，构建可视化城市管理数字空间。布局数字孪生城市基础设施，推动VR运维巡检、异
地检修、监管预警等新模式支撑城市重大基础设施运行工作。赋能城市服务和多元化生活场景，提升厘
米级空间计算、多场景用户实时交互能力，创新虚实共生、高效便捷的个性化智慧生活服务。（责任单
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省建设厅、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

专栏5：智慧城市
场景建设工程
VR+智慧园区。推
动3D可视化、虚
拟感知、虚拟互
动、数字孪生、
物联网等技术赋
能园区生产和管
理，实现园区全
要素互联互通，
探索园区线上空
间、虚拟工厂、
能耗预警等新场
景，打造一批智
能互动、3D可视
化、实时调控、
高效运营的VR/AR
智慧园区试点示
范。

VR+智慧交通。推
动AR技术在城市



交通和智能网联
汽车领域的深度
应用，升级智慧
交通感知设备，
推动“自然环境
、车、路、人、
设备”多要素协
同，挖掘交通安
全教育、驾驶培
训、AR智能导航
、AR人流预警、
路况巡检、可视
化交通指引、智
能停车、站内导
航等虚拟现实场
景，打造多维可
视化智能交通网
络。

VR+未来社区。探
索VR技术在未来
社区服务、治理
有关应用场景的
融合应用，打造
“VR+基础设施”
“VR+社区治理”
“VR+社区服务”
“VR+微生活”等
功能模块，提升
社区的互动性和
便捷性，搭建虚
拟与现实深度交
互的社区服务空
间。

VR+政务服务。推
动虚拟现实在政
务服务领域的融
合应用，探索打
造“线上线下”
结合的VR政务服
务体系，线上构
建场景式、对话
式交互的服务导
航，线下借助智
能机器人提供咨
询互助服务，不
断提升政务服务
的便利化和智能
化水平。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统筹联动。发挥省数字经济发展领导小组作用，统筹全省虚拟现实与行业应用融合发展的重
大决策和工作部署。加强虚拟现实与行业应用融合相关部门的协同联动，制定虚拟现实产业年度工作推
进计划，强化任务分解落实。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出台虚拟现实产业专项政策，优化虚拟现实产业发展布
局。（责任单位：省数字经济发展领导小组）

（二）加大政策扶持。统筹产业发展财政政策，支持虚拟现实相关企业培育、技术创新和场景建设。发
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基金作用，引导社会资金和金融资本支持虚拟现实产业创新发展，强化信贷支持
和综合金融服务供给。（责任单位：省经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国家金
融监督管理总局浙江监管局）

（三）加快人才引育。加强各级各类人才计划对虚拟现实产业的支持力度，多元化引进虚拟现实急需人
才团队。支持高校加强虚拟现实交叉学科專業建设，设置虚拟现实相关课程，校企合作培育一批專業人
才。（责任单位：省委人才办、省教育厅、省人力社會保險厅）

（四）加强宣传推广。开展推进虚拟现实与各行各业“双进”活动，推进虚拟现实優秀产品和典型案例
“进地方”“进企业”“入园区”。打造虚拟现实主题体验馆、展览馆、智慧商圈、文化街区等，全方
位提升用户体验。发挥世界互联网大会、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等作用，组织虚拟现实相关会议论坛、产
品展览展示、技术产业科普等活动，提升虚拟现实产业发展影响力。（责任单位：省经信厅、省委宣传
部、省建设厅、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广电局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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