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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专项行动，健全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培育并推

广新型的服务模式，如网络协同、个性化定制等。

二是督促制造企业快速实现数字化转型，培育一批

批数字化新型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等，从而形成企

业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新格局。

三是加快培育数字经济服务平台建设，推进数字产

业园建设和企业培育，强化数据智能应用，以万物智联

为突破口，通过多种建设与合作形式，实现特色数字产

业园的建设和布局优化。

四是积极拓展数字化产业链，提高农业和服务业中

数字经济的渗透率，保证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持

续性和均衡性。

（二）强化数字核心技术储备

一 是 尽 可 能 突 显 新 型 举 国 体 制 的 优 势 ， 以 集 成 电

路 、 基 础 软 件 等 关 键 领 域 为 中 心 ， 尽 快 弥 补 基 础 零 部

件、关键基础材料等方面在产业链条上的缺陷。

二 是 深 化 科 技 体 制 改 革 ， 一 方 面 ， 科 研 成 果 可 以

市场化的应用研究以及部分基础研究领域，健全“以市

场激励为导向的高效管理体制机制”，强调企业的主体

地位，将生产、教育与科研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加快构

建科技成果市场化的技术创新体系的步伐。加快要素市

场化改革的发展进程，在科技研发阶段要充分调动企业

资金投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强调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

性 ， 保 障 企 业 在 技 术 创 新 阶 段 也 可 以 获 取 到 合 理 的 市

场 收 益 。 另 一 方 面 ， 构 建 “ 让 科 研 人 员 舒 心 的 科 研 生

态”，切实解决好科研人员所面临的与切身利益相关的

问 题 ， 如 生 活 保 障 、 子 女 入 学 、 老 人 赡 养 及 配 套 医 疗

等，让科研人员无后顾之忧。

（三）加快培育跨界复合高端人才

突出适应数字经济需求的专业人才的核心地位，构

建并优化多层次的人才引进政策制度体系。结合实际，

发挥各平台和渠道的重要作用，加大招商力度，吸引相

关企业在域内落户，同时以项目建设为推手，加大人才

引进力度，为相关行业的发展提供丰富的人才支持。探

索新型政产学研跨界人才，加大和相关高校及科研机构

之间合作力度，构建起创新性的人才培养和交流模式。

支持开展混班学习交流机制，根据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

融合发展的实际需求，引入混班学习的交流机制，优化

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效率和质量。

（四）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一是加大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投入力度。增加

光纤网络、IPV6、5G网络等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推动

其向商业化的方向发展，并大力建设大数据网络中心、智

能计算中心等，提升实体经济各个产业中所涉及海量数据

的综合分析能力，包括采集、存储、处理、计算等。

二 是 建 立 网 络 协 作 平 台 。 积 极 鼓 励 核 心 企 业 尤 其

是具有产业链带动作用的龙头企业，搭建网络化协作平

台，让其上下游企业快速地完成数字化转型，从而使产

业链更上一层楼，加快传统产业向服务化转型的进程。

培育一批具有引领作用的数字经济企业，通过建立数码

虚拟产业园等，加强企业间的协作能力，达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将数字经济视为一种新型的发展业态，快速构

建数字供应链，使得企业间的订单、产能和渠道高效协

同，形成合力，实现共赢。

三 是 创 建 世 界 一 流 水 平 的 智 慧 政 府 服 务 。 通 过 对

“互联网+政务服务”“5G+数字政府”的深入研究，实

现“一网通办”的新突破，完善数字营商环境，从而提

升政务服务水平。

四是制定符合数字经济发展需要的数字监管制度。

推动数字安全立法的出台，完善数据开放共享、知识产

权保护、安全保障等法律法规，对数据的产权归属进行

界定，对数据使用规则加以规范，保障数据的安全性。

五 是 持 续 推 进 “ 上 云 、 用 数 、 赋 智 ” 的 普 惠 式 服

务 ， 努 力 打 破 信 息 孤 岛 的 局 面 ， 确 保 数 据 资 源 开 放 共

享；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格

局，从而使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提升数字化转

型升级的服务供给能力，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将其最

大潜能充分地激发出来，实现实体经济飞速发展，为济

南未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地注入新鲜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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