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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目 标 ， 集 中 政 策 资 源 固 “ 基 ” 、 壮 “ 腰 ” 、 强 “ 龙

头”，重点引进一批主营业务突出、核心竞争力强、辐

射带动作用强的领军企业；[10]加强“小升规”企业、高

新技术企业培育力度，建立高成长企业发展的阶梯推进

机制；着力扶持一批在人工智能领域有特色、有能力、

有前景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推动骨干企业与配套

企业的协作体系，带动“专精特新”企业发展。

2、优化产业配套设施

依托云时代国家超级计算机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

低成本智能算力资源，以及算法、工具集、模型库、适

配认证等方面的支持和保障，赋能生态伙伴开展联合创

新。实施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扶持计划，培育一批各具特

色的人工智能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3、强化政策支持力度

因 地 制 宜 开 展 人 工 智 能 企 业 定 向 招 商 ， 出 台 专 项

政策引进一批、扶持一批、培育一批智能企业，对新引

进且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政策支持。建立专业化智能龙

头企业库，做好重大项目谋划储备工作。选树一批智能

企业重点项目，在用地、用能、资金等方面开辟绿色通

道，加大要素保障力度。[11]谋划建立健全涵盖财政、税

费、金融等多方面促进智能龙头企业发展的政策体系，

优化培育专业化智能龙头企业的奖补政策。[12]对本地智

能龙头企业实行普惠性优惠政策“免申即享”，推动税

费优惠政策直达快享，增强市场主体信心。

（二）发挥龙头企业覆盖面优势，实现智能产业稳

定发展

1、发挥企业“以大带小”引领作用

积 极 发 挥 龙 头 企 业 作 用 ， 制 定 龙 头 企 业 对 产 业 链

节点企业投资的政策引导，鼓励龙头企业以生态位视角

促进本领域产业链延伸，实现产业链稳定发展。[13]遴选

电子信息、软件、算力算法等有条件的企业，采取省、

市、区联合培育方式，分类培育一批智能龙头骨干企业，

着力培育太原重工轨道交通、潞安化机成为世界一流专业

领军示范企业。鼓励龙头企业积极投资本领域相关的“专

精特新”在晋企业、基础研发项目，给予被投企业资金

和管理支持，推动智能产业在山西成链、成网。

2、畅通企业资源共享发展渠道

龙头企业带动链上企业找到自身生态位，积极与产

业链上的其他企业进行高水平合作和技术共享，实现龙

头企业与整个产业链的共赢共生，争创在细分领域具有

核心技术的“小巨人”。龙头企业通过应用牵引、环节

联动的创新模式，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承接国家相

关重大专项，服务国家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持续打造

具有自主核心技术和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龙头，全面推动

专业化智能企业高质量发展。

3、推动企业主体区域协同创新

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探索在北京、上海、广

东等先进地区组建智能产业研发机构，靠前就近学习智

能重点企业先进技术，集聚利用异地创新要素，[14]破解

本土企业高端人才缺乏、研发能力不足等难题。持续深

化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企合作”，

建立省际创新成果转移统筹协调机制、重大承接项目促

进服务机制等，搭建企业间研究成果转化基地和产业转

移促进平台。加强与中部、沿黄及周边省份在智能企业

发展上的互补合作，推动企业主体高端化、智能化、绿

色化发展。

（三）强化“算力+场景”优势供给，打破企业孤岛

协同发展

1、拓宽数据资源汇聚范围

发挥国家超级计算太原中心集约化、绿色化、规模

化的优势，降低算力使用成本和门槛，提升跨网、跨企

业、跨地区数据传输速率，吸引汇聚全国数据资源。发

挥数据安全保障能力，保障数据安全自由调度，将数据

汇聚范围从政府数据向公共数据、企业数据等各领域拓

展，形成覆盖政务、企业、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数据资

源全集。

2、深化数据资源价值探索

以实际应用需求为导向，探索建立多样化的数据开

发利用机制。支持山西云时代等本地龙头企业率先开展

国内先进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

在实体经济领域的应用，建设具有山西特色的公共数智

化服务平台。依托已建成的先进计算中心，对接航天欧

华、文物数字化等先进计算应用企业，挖掘数据资源商

用、民用、政用价值，推动数据商品化、服务化，大力

发展专业化、个性化数据服务，促进数据、技术、场景

深度融合。对具有经济和社会价值、允许加工利用的政

务数据和公共数据，通过数据开放、特许开发、授权应

用等方式，鼓励更多社会力量进行增值开发利用。

（四）建立产业创新性技术平台，赋能链上企业融

合发展

1、打造科技创新高地

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专业化智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支撑，采取“揭榜挂帅”制、赛马制等组织方式，

加大人工智能领域关键应用场景方面创新力度，[15]推动

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等科研院所组建智能化领域高

水平科研团队，对接企业需求，解决企业技术难题。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