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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我国在“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出以国家战略性需要为导向

推进创新体系优化组合，聚焦人工智能等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

室，优化提升创新基地。山东省也提出围绕数字化领域，优化重组省重点

实验室，加大省级技术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等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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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力度，实现平台升级优化。本文基于“人工智能赋能山东省高质量发

展路径研究”智库课题，从数量、类型、层级、分布、领域等方面对山东

省人工智能创新平台资源现状进行描述性分析，发现开源平台发展相对滞

后、产业融合程度不够、人才供需结构失衡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整合

优化山东省人工智能创新平台资源的对策建议。 

 

一、山东省人工智能创新平台资源现状 

1、从平台数量上看，自 1999 年以来，山东省人工智能创新平台呈现

不断上升的发展趋势，目前共有 87 个（见图 1）1。2019 年 5 月，山东

省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全国首个“人工智能+”省级政府文件——《关于

大力推进“现代优势产业集群 + 人工智能”的指导意见》，山东省人工智

能创新平台得到迅速发展，逐渐从概念走向落地，多层次、系统化的平台

体系基本形成。 

 

图 1  1999-2020 年山东省人工智能创新平台立项数量变化趋势 

2、从平台类型上看，山东省人工智能创新平台以研发平台、实验室、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应用服务平台为主，其中研发平台 25 个，占比 29%；

实验室 20 个，占比 23%，重点实验室有 6 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5 个，

占比 17%；应用服务平台 7 个，占比 8%（见图 2）。山东省人工智能创新

                                                     
1本报告中的数据均来源于行业协会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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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台体系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成为加速新旧动能改造

和新动能培育的重要载体。 

 

图 2 山东省人工智能创新平台类型 

3、从平台层级上看，以省级平台（36 个）和市级平台（32 个）为主，

占比 78.2%，国家级平台有 6 个，占比 6.9%，山东省人工智能创新平台

成为加速带动区域产业提质增效的有力支撑。在区域分布上，主要集中在

济南、青岛、威海，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对其他地市平台发展的支持力度，

完善多层次平台体系，整合地方平台创新资源与行业需求，为地方经济发

展与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新的动力（见图 3）。 

 
图 3 山东省人工智能创新平台空间分布 

4、从平台领域上看，山东省人工智能创新平台目前主要聚焦在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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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海洋、机器人、智能农业、智能医疗、大数据等

领域（见图 4），专业型和特色型平台不断涌现，成为技术突破的重要抓

手。同时注重与传统产业如制造业的融合发展，加速形成了一批“平台+

行业”优质解决方案，提高行业整体资源配置效率，平台行业赋能水平不

断提升。 

 

图 4 山东省人工智能创新平台领域分布情况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核心技术积累不足，开源平台发展相对滞后。 

山东省人工智能创新平台发展的基础支撑产业薄弱，前沿基础理论和

算法仍有很大的突破空间，同时软件应用投入不足，缺乏以需求牵引供给

的发展环境，影响了平台核心技术的持续迭代和功能演进。同时人工智能

开源社区和技术创新生态布局相对滞后，缺少开源开放的平台，目前仅有

一个浪潮开放创新平台，关于人工智能的研发活动、标准、知识产权、产

业的推进存在低水平的重复，难以实现原始创新成果的共享，技术平台建

设力度有待加强。 

2、产业融合程度不够，资源整合能力不足。 

目前山东省人工智能创新平台与产业融合主要集中在制造业，融合领

域较为单一，融合的普遍性较差，与产业融合的深度不够，需要进一步挖

掘潜力，深入研究与传统产业之间的融合模式，加速培育网络化协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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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定制、按需制造、共享制造等新模式新业态，实现行业企业的创新发

展。同时资源整合能力不足，需要继续加强融合社会各要素的能力，进一

步从底层释放人工智能的巨大潜力，让社会总体要素的集约性价值得到更

充分的发挥。 

3、人才培养难度大，人才供需结构失衡。 

人工智能创新平台的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高水平的人才

队伍，开发者需要具备集模型算法沉淀、平台二次开发等于一体的综合能

力，目前我省入门级人工智能人才比较丰富，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才稀

缺、高水平人才匮乏，亟需建设完备的人工智能人才体系。我省拥有人工

智能学科及专业的高校仅有 24 所，人工智能方向的毕业生数量远远不能

满足社会需求，相关专业课程开设得很少，课程内容缺乏“交叉”倾斜，

人才培养时间长、难度大。同时也存在留人难的问题，有经验的开发人员

流动性比较大，加剧了复合型人才的结构性短缺，难以为平台建设及应用

推广提供有效支撑。 

三、对策建议 

1、构建开源开放的人工智能开发平台，统筹创新资源 

发展关键核心技术，需要以开源开放的方式构建人工智能发展的生态，

开源共享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和共性技术有助于人工智能技术整体水平的

提升，需要抓紧布局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源开放平台，尽快构建人工智能关

键核心技术体系。首先，要以开放的心态促建开放的生态，不能急功近利，

要把目光放长远，从思想上鼓励科研人员将各类通用软件和技术平台开源

开放，促进产学研用各创新主体共创共享，建立和谐的共同发展的人工智

能生态，有效布局人工智能全产业链，抢占产业制高点。其次，通过政策

投入相关配套资源，在环境营造、资金扶持等方面予以帮助和支持，充分

利用已有资金、基地等存量资源，统筹配置各类创新资源，发挥好财政投

入、政策激励的引导作用和市场配置资源的主导作用，鼓励各大企业、科

研院所等发展人工智能开发平台。再次，以问题为导向，主攻关键核心技

术，加快建立新一代人工智能关键共性技术体系，全面增强人工智能科技

创新能力，着力防范人工智能时代“空心化”风险，系统布局并重点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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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领域的“新核高基”，重视人工智能技术标准的建设、产品性能

与系统安全的测试，确保人工智能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2、加快融合创新，推动平台规模化推广和迭代创新。 

持续完善人工智能创新平台标准体系，开展关键标准研制及应用推广，

引导各地市政府、龙头企业和平台服务商协同推进平台建设与应用。完善

融合发展政策体系，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平台产融结合创新发展，鼓励社会

资本参与平台建设，将人工智能创新平台作为融合发展的突破口和着力点。

充分发挥联盟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营造产业发展良好氛围。持续深化跨

行业跨领域综合平台和特点鲜明的区域型、特色型、专业性平台建设。加

快推进人工智能创新平台示范区建设，促进平台在垂直行业和重点区域的

规模化应用和迭代创新，打造一批辐射带动能力强劲的人工智能创新平台

发展高地。强化前瞻布局，加快“平台+新技术”融合创新发展，加快制

定人工智能创新平台技术产业图谱，围绕平台发展关键短板环节推动工程

化攻关。聚焦“平台+5G”“平台+区块链”“平台+AR/VR”等技术融合趋

势开展试点示范遴选，加快培育一批平台创新解决方案和一批高价值 APP，

提升平台产品及服务供给能力。 

3、培养聚集人工智能高端人才，打通人才链产业链。 

当前山东省人工智能创新平台仍处于技术冲刺和应用摸索阶段，部分

技术和产业体系尚不成熟，在这个阶段尤其需要能够推动技术突破和创造

性应用的高端人才。加强人才储备和梯队建设，特别是加快引进全球顶尖

专家和青年精英，打造人工智能人才高地。支持打造人工智能人才实训基

地，培养具有发展潜力的人工智能领军人才，开展多层次人才培训、宣传

推广和应用实践，培育人工智能复合型人才。通过重大研发任务、基地项

目和科教平台建设，广泛汇聚全球人工智能高端人才。同时，开辟专门渠

道，实行特殊政策，加快推动人工智能海外高端人才的精准引进。 

 

供稿人： 崔英英 白全民 季小妹 

单  位：山东省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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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未经许可，不得转载。如需转载，请与山东省科技发展战略所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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