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构建地方特色人工智能产业培育方法论

宋涛  甲子光年智库院长

2023
地方政府培育人工智能产业的策略建议

2023 . 08



CONTENTS

目 录

Part  01 抓住新时代的五大历史机遇期绘蓝图

Part  02 紧贴五大高质量发展之道谋布局

Part  03 构建区域特色AI产业培育方法论

Part  04 地方政府培育AI产业四项具体举措



1.1 抓住新时代的五大历史机遇期绘蓝图：历史进程的机遇

中国社会发展历程正在从全面小康向基本实现现代化转变，我们亟需定义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现代化进程刚刚完成从第三阶段向第四阶段的过渡

第一阶段

1978-1990

解决温饱问题 人民生活总体小

康

全面建成小康 基本实现现代化 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强国

第二阶段

1991-2000

第三阶段

2001-2020

第四阶段

2021-2035

第五阶段

2036-2050

“我国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2021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桂林考察时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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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抓住新时代的五大历史机遇期绘蓝图：产业升级的机遇

从经济发展的动力引擎看：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产业集群的胜利

 形成拆不散，压不垮，难复制的科技产业体系

“顶层设计有导向” “地方有配套” “小巨人成为隐形冠军” “产业集群的胜出”“生态互通结盟制胜”

重大任务和重点工程

“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

建设泛在智联的数字基础设施体系

建立高效利用的数据要素资源体系

构建释放数字生产力的创新发展体系

培育先进安全的数字产业体系

构建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体系

构筑共建共治共享的数字社会治理体系

打造协同高效的数字政府服务体系

构建普惠便捷的数字民生保障体系

拓展互利共赢的数字领域国际合作体系

建立健全规范有序的数字化发展治理体系

推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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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应用，实施“上云用数赋智”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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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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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抓住新时代的五大历史机遇期绘蓝图：产业集群化的机遇

产业集群化发展是构建产业共同体的中国模式

基础
设施

基础
软件

平台

企业
应用

底层
硬件

解决
方案

集成电路

芯片 元器件

固件

内存 板卡 网卡

网络

通信设备 网络设备

存储 计算

数据中心 存储设备 整机 超算设备

操作系统 虚拟化
桌面
虚拟化

中间件
服务器
虚拟化

云管理
平台 服务器 交易 消息

服务器
操作系统

PC
操作系统

嵌入式
操作系统

手机
操作系统

数据平台 技术平台

应用开发

云服务平台

技术支撑 集成服务 公有云 私有云 混合云

应用软件 工业软件
设计

办公套件

生产调度 管理 流式 版式 电子签章ERP 财税 ……CRM

智慧城市

智能制造 人工智能

物联网

智能网联

5G 工业互联

数据要素 军工

政府

……

金融 安全

软件

硬件

身份管理

权限管理

终端安全

数据安全

网络安全

硬件安全

安全设备

…… ……

数据采集 数据存储 数据应用数据处理



1.4 抓住新时代的五大历史机遇期绘蓝图：新一代数字技术革命的机遇

新一代互联网与通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带来新一轮技术革命

图：全球互联网技术发展历程梳理

全球互联网发展迈入Web3.0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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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I能力进化曲线

七大AI能力的融合正在推动AI逼近人工智能的重要目标之一：通用人
工智能



1.5 抓住新时代的五大历史机遇期绘蓝图：生产力进化的机遇

以ChatGPT为代表的AIGC工具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生产效率出现了第二次脑力效率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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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抓住新时代的五大历史机遇期绘蓝图：生产力进化的机遇

企业拥抱数字化与智能化，实现生产力的二次进化

智能新世代：信能比大于300，是判断新老AI的分水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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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

 信能比，反映单位能源所能驾驭的信息量。信能比通过单位时间内产生/传输/使用/存储的信息量除以单位时间内所消耗的能源量计算得出，反映
单位能源所能调用的信息量水平的高低。

 信能比可以体现数据智能技术的先进性和能源效率的高效性：它能够反映整个社会数字化、智能化水平的高低；它能体现能源体系的可持续发展
能力；它能反映生产力的高低和生产效率的提升；它能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先进性、创新性、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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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紧贴五大高质量发展之道谋布局：中国特色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敢于定义自己的模式，定义中国特色的生态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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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紧贴五大高质量发展之道谋布局：走出国门

用中国特色的产业集群构建助推内外双循环格局形成，输出向全球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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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紧贴五大高质量发展之道谋布局：原生评价标准

专精特新企业评价标准将会更注重中国市场的原生特色，政策的比重会比较突出

 既然是要构建中国式的内外循环新发展格局，就需要再专精特新领域构建一套中国独有的评价体系，评价指标体系会更注重生态伙伴、商业模式、
产品技术、政策价值等中国市场的原生性指标的评价，定义中国特色的市场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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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紧贴五大高质量发展之道谋布局：数字化转型

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之路，政府需鼓励企业紧跟时代步伐，实现数据要素驱动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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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紧贴五大高质量发展之道谋布局：智能化转型

智能新世代已来，政府要抓住生产力进化的机遇，鼓励企业实现由数据驱动向智能驱动转型

发展阶段>

数字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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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高部门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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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流程信息化，解决业务场

景问题

• 产业级数字化需求，

实现产业上下游的数

字化

• 生态级数智化需求，打造

数智生态体系，并将所有

业务数智化

2025年及以后

数据
要素化

• 数据真正成为企业的生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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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要素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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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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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宇宙

• ……

图：中国企业数智化建设演进历程

+∞



CONTENTS

目 录

Part  01 抓住新时代的五大历史机遇期绘蓝图

Part  02 紧贴五大高质量发展之道谋布局

Part  03 构建区域特色AI产业培育方法论

Part  04 地方政府培育AI产业四项具体举措



3.1 构建区域特色AI产业培育方法论：关键角色梳理

 在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体系中主要包括五个核心角色，分别是供给方、需求方、学研方、投资方和政府方。

明确产业培育的五大关键角色：政府、产业、学研、用户和个人

政府
方

供给
方

学研
方

投资
方

国
家
级

地
方
政
府
级

产
业
侧

服
务
侧

学
研
层
面

投
资
机
构

需求
方

企
业
用
户

个
人
用
户

供给方，主要包括产业侧和服
务侧两类。产业侧主要以提供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产品/服
务的厂商为主，包括新一代人
工智能产业链中的算法、数据、
算力等各类厂商，服务侧则包
括产业协会、联盟、园区等。

需求方，则包含企业用户和个
人用户。企业用户是指有新一
代AI产品使用需求的企业，个
人用户则是指有新一代AI产品
使用需求的个人消费者。相比
于之前的人工智能产品服务，
新一代人工智能产品开始直接
面向普通消费者，从而催生了
强大的传播速度、数据收集能
力和迭代能力。

学研方，主要是学术研
究层面的机构，例如大
学研究机构、企业研究
机构、事业单位科研机
构等，以及相关科研成
果转化服务机构。

投资方，主要是指以
投资新一代人工智能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为
主投方向的投资机构。

政府方，主要包括国家级政府
机构和地方政府机构。



3.2 构建区域特色AI产业培育方法论：梳理区域产业链布局

 从AGI产业链核心角色的对应关系来看，政府方更注重在AI安全层、能源层和算力层的布局与推动；供给方更注重算力层、平台层、基础模型层、中间层等环节；
需求方更注重应用层的落地使用场景；学研方则主要聚焦在平台层、基础模型层和中间层方面的技术研发；投资方则是关注整个产业链不同环节的优势初创企业。

 这说明，AGI产业链中不同核心角色所关注的产业链环节不同，侧重的产业布局也不同。只有不同角色共同发展，才能保证AGI产业带来整体的提升。

培育AI产业需明确AIGC产业链核心角色与关键环节，基于核心角色进行全产业链布局

算力层

算法层

AI芯片及处理器

平台层

AIDC智算中心 AI传感器

模型生产 训练平台 数据平台 数据采集 数据清洗 数据标注 数据合成
数据鉴真
数据溯源

基础层 NLP大模型 CV大模型 多模态大模型 ……

中间层 金融+文本 医疗+图像 航天+3D ……零售+多模态

应用层 智能客服 聊天机器人 元宇宙 搜索引擎数字人 教育等垂直场景 ……

音/视频大模型

图1：AIGC产业链及其核心角色聚焦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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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构建区域特色AI产业培育方法论：产业培育实施步骤

基于各区域市场特点与产业优势制定具体的实施策略，建立完整的产业培育方法论

图：培育中国特色区域产业的实施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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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构建区域特色AI产业培育方法论：确立政府核心职责

关键角色在实施路径中的责任环节具有侧重点，明确地方政府在产业培育中核心职责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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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构建区域特色AI产业培育方法论：细化具体落实措施

注重发挥区域特色，打造特色产业集群，发挥产业链集聚效应与区域协同效应

实施路径重点关注环节 产业链布局重点关注环节

市场培育：地方政府需根据中央定调和政策指
导制定符合当地产业特色的发展规划，并出台
产业扶持政策、落地措施，制定未来执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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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底层技术研发，通过给予人才、知识产权保
护、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政策和制度支持，搭
建产学研用特色的现代科技服务体系。

基础设施：地方政府可根据国家对新型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规划出台符合当地特点的基础设施
发展政策，在人才、土地、税金、产业扶持等
方面给出政策， 构建以智算中心为代表的基
础设施为特色的产业园，通过招商引进，打造
数字基础设施产业集群。

资本介入：地方政府可根据当地产业特色设立
专项扶持基金，鼓励引进符合当地产业特色的
企业入驻，并逐步建立完整的产业链集群。

产业链环节注重能源层、算力层和应用层的区域发展规划、
产业园布局、招商引进和政策支持，并做好安全合规相关管
理与支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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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类新兴技术成熟度-影响力分布图



4.2 加强实体经济中卡脖子领域布局

 在中美科技竞争的宏观背景之下，各地区域发展和招商引进重点都会落实强链补链战略布局，向突破“卡脖子”环节倾斜。因此，区域规划发展
工作也需要对当下“卡脖子”重点领域进行布局，通过分析可以看出芯片、操作系统、中间件、工业软件等领域落后全球水平较多，属于重点突
破方向。

要抓住具有突破“卡脖子”意义的强链补链环节，尤其是赋能实体经济先进制造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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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国信创领域相关技术水平与全球技术水平的差距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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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大引强型重点服务区间创新孵化型重点服务区间

4.3 发挥产业+投资的牵引作用：全生命周期投促孵化模式

基于地方产业基金构建针对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生命周期投促孵化模式

 以产业基金为抓手，构建出具有地方区域特色的人工智能产业全生命周期投促孵化模式。

– 基于招大引强战略指引，聚焦成长期末期、成熟期的企业进行重点招商，以投资促引进模式，吸引企业入驻；

– 针对人工智能类的科技新兴企业，聚焦幼稚期和成长期的早期，以投资孵化的风投模式，形成地方区域特色的科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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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配置

供应链金融

图：全生命周期投促孵化模式



4.4 构建现代科技服务平台

发挥现代科技服务优势，助力构建现代产业服务体系，打造地方特色科技服务平台

图：现代科技服务平台的全链路服务能力体系

运营科技服务链>

服务范围>

主要职责> 市场运营服务金融相关服务产品相关服务技术相关服务人力服务 组织相关服务

人才 技术 产品 资金 组织

上游 中游 下游产业链>

人力资源服务 共性技术服务

技术转移服务

技术转移服务

知识产权服务

科技金融服务 企业基础服务

产业组织服务

产业组织服务

科技咨询服务

知识产权服务 创业孵化服务 科技大数据服务共性技术服务

科技咨询服务

科技大数据服务

创业孵化服务

科技服务链共有六大环节，但现阶段科技服务企业的服务范围多数聚焦在组织层面和资金层面，但是在人才、技术、产品和运营层面的布局不足。
现代科技服务体系需要搭建覆盖六大环节的全流程平台型科技服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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