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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山西省数字产业培优壮大 2023年行动计划

为深入贯彻落实《山西省推进数字经济全面发展实施方

案（2022-2025年）》，进一步推动制造业振兴“229”工程，

培育壮大数字产业，促进数实融合、数智赋能，做强做优做

大数字经济和核心产业，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数

字经济发展新高地，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

政府关于推进数字经济全面发展战略部署，大力实施制造业

振兴“229”工程，培优壮大数字产业，突出产业链和专业镇数

字化赋能，聚焦山西综改示范区和太忻一体化经济区“两区”

先行，着力开展“6+4”数字产业培优壮大专项行动，推动

六大重点工程，强化四大支撑保障，加快数实融合、数智赋

能，推进数字产业集聚发展，打造数字经济新引擎，做强做

优做大数字经济，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二、工作目标

以市场主体为核心，初步构建特色品牌突出、产业力量

集聚、区域竞争优势明显、要素保障有力、政策体系完善、

创新资源高效配置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展生态体系。培优

引进一批数字企业，落地一批数字产业重大项目，创建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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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园区试点示范，打造一批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区。建

立数字经济产业监测评估指标体系，开展产业发展动态跟踪

监测及态势分析。2023年，力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增

速预期达到 15%，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

到 4.8%，新培育 1-3户国家大数据产业发展试点示范企业。

三、重点任务

（一）核心产业培育壮大工程

1.做强做大电子信息产业。大力支持半导体及集成电路

产业发展，推进碳化硅、大硅片、LED 芯片、Mini/Micro LED

封装、晶圆检测设备等半导体关键技术和产品突破，加快相

关项目落地实施，打造第三代半导体产业链。做大光伏制造

产业，围绕“多晶硅-硅片-电池-组件-辅材-设备”链条，加

强龙头企业培育，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提升高效硅晶电池及

组件规模化量产能力，促进多晶硅、硅片、光伏玻璃、专用

装备等配套产业加快发展。培育新型储能电池产业，建设一

批带动性强的重大项目，做强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隔膜材

料等优势产品，鼓励发展锂离子电池、钠离子电池、全矾液

流电池等新型储能电池，促进产业链协同配套。

2.加快发展软件产业。加大《山西省新时期促进集成电

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山西省推进数

字经济全面发展实施方案（2022-2025 年）》等扶持软件产

业发展政策宣讲力度，及时兑现有关政策，充分发挥政策对

软件产业发展的促进激励作用；鼓励和引导山西软件园、清

控创新基地、中北软件园等软件企业较为集中的园区加快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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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指导和支持能源、环保、智慧城市等具有一定比较优势

的软件产品做优做强，推荐参评国家级优秀软件产品、解决

方案，不断拓展国内外市场，扩大在相关行业的影响力。

鼓励山西综改示范区、各地市加大软件企业招商引资工

作力度，吸引软件百强企业、行业龙头、初创企业在我省落

地；组织鼓励企业参加软博会等行业展会，提升软件企业同

期产品的知名度；加强行业运行调度分析，确保行业运行在

合理区间，推动企业应入统尽入统。

3.发展壮大大数据和信创产业。支持信创整机定制化试

产、批量化测试、规模化量产和产业化应用。构建“CPU-

操作系统-基础软件-整机制造-配套外设-应用集成”等为主要

环节的产业链。组织开展 2023 年山西省信息技术应用创新

领域行业应用试点项目遴选工作，重点在教育、医疗、能源、

交通、金融、制造、通信等领域推广信创应用试点。培育大

数据全产业链，持续扩大我省在存储计算等数字基础设施领

域发展优势，引进培育定制化服务器、高密度存储设备等上

游产业发展，牵引带动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化服务提质增

效。引导百度标注基地发挥产业集聚和龙头带动作用，不断

提升数据标注发展水平，鼓励各级产业载体构建标注产业服

务体系，建设数据标注服务体系和技术平台，助力数据标注

产业持续集聚。

（二）数字基础设施巩固提升工程

1.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进 5G 基站建设，按照省

政府关于“加快 5G基站建设，将十四五建设任务提前到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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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完成”的目标要求，组织省内运营商 2023年新建 5G基

站 2.5万个，全省 5G基站累计达到 9.21万个。促进 5G融合

应用，推进 5G 相关融合应用试点示范建设。加快工业互联

网标识解析体系应用推广，支持省内企业申报工业互联网行

业型、综合型标识解析二级节点，加快二级节点应用推广。

2.推动数据中心升级改造。支持数据中心服务模式创新，

加快推进新建数据中心项目落地实施，鼓励数据中心企业积

极开展 AI 算力服务，由数据存储过渡到算力供给，形成以

高性能、智能计算中心为引领的算力支撑体系。推动绿色数

据中心创建、运维和改造，加强数据中心能耗监测管理。选

树新型数据中心典型示范，引导、带动全省数据中心绿色低

碳发展。

（三）数字产业集聚发展工程

1.打造数字产业园区和集聚区。在全省部署开展省级数

字经济园区培育建设工作，做好数字园区培育、认定、服务、

考核等配套工作。出台集聚区建设指引，制定集聚区评定程

序和规范，开展数字产业集聚区认定工作。开展“一市一品

牌”数字产业谋划布局行动，组织各市、综改区开展数字产

业品牌建设，深度挖掘各地发展优势，明确数字产业发展重

心。

2.突出“两区”数字产业引领。鼓励山西综改示范区数

据流量生态园拓展流量业务、推广数据流量产品，扩大数据

流量产业规模和业务市场，构建“数据要素+流量变现+场景

应用+数据生态”的数据流量全栈闭环体系。引导太忻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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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重点打造数据流量谷，促进流量型数字经济发展壮大，助

力“两区”打造成数字转型的先行区。

3.专项开展市场主体引育工作。积极引入产业主体，分

行业建立意向引进企业目录，各级主管部门协同开展系列产

业链招商、生态主体招商、优势产业和品牌推介活动，培育

和引进数字产业龙头、平台服务企业、行业数字化需求分析、

应用场景研发等企业载体，构建和完善涵盖数字产品制造、

数字产品服务、数字技术应用、数据要素驱动主要门类的数

字经济核心产业市场主体基础库。促进落地企业项目投资，

从融合应用示范、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市场拓展、人才引进

等方面支持企业投资项目。

（四）数实融合赋能工程

1.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深入推进两化融合贯标，持

续提升企业两化融合意识，引导企业加大工业网络、生产设

备、控制系统等信息化改造。推进冶金、装备、化工等领域

龙头企业加快建设企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生产管控一

体化。推动龙头企业通过工业互联网向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开

放能力和共享资源，通过资源出租、服务提供、产融结合等

方式，带动中小企业开展应用创新。

2.打造“链”“镇”数字化样本。聚焦重点产业链，建

立“链长+链主”的工作推进体系，支持“链主”企业、重

点企业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行业生态一条链、数据

协同一张网、应用服务一平台”，把重点产业链打造成数字

转型的主链条。引导数字服务类、平台类等具备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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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输出能力的企业、行业组织、服务机构等积极对接重点

专业镇数字化转型需求，提供个性化精准化数字化转型诊断

咨询等服务。引导专业镇实施数字化改造项目，加快数字化

进程。遴选专业镇重点骨干企业典型数字化应用场景，向专

业镇企业和本行业领域进行复制推广，构建“一镇一景”，

把专业镇打造成数智赋能的主战场。

3.深入实施智能制造。构建智能制造产业发展生态，推

动制造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迈进，立足产业基础和

优势，在重点领域创新应用智能制造新模式。积极推动智能

制造项目建设，评选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和标杆项目，支

持企业推进生产装备的数控化、智能化改造。培育发展智能

制造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评选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优秀供应

商。积极利用社会中介技术服务组织及机构，对规上工业企

业开展智能制造诊断服务活动，支持企业加强合作与交流。

建立智能制造标准体系框架，指导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及

相关标准立项工作。

4.拓展数字化融合应用场景。分行业、分领域遴选出年

度具有典型示范价值的场景和优秀案例，推动数字化应用标

杆化、场景化发展。深化大数据产业发展试点示范、5G融

合应用试点示范、新型信息消费示范、智能制造试点示范等

建设，推动实施一批产业基础好、带动性强、成效显著的数

字化融合应用示范项目和应用场景。做好典型场景和试点示

范项目的产品推广和经验分享工作，搭建产业交流互动平

台。重点推进数字政府、数字矿山、智能运维、智慧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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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环保、智慧农业、智慧教育等领域数字融合应用创新。

5.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步伐。加大“专精特新”企

业培育力度，构建中小企业数字化支持体系，培育服务平台，

遴选和推广一批“用得起、用得上、用得好、能用出效益”

的优质数字化服务产品，构建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体系。培

育支持一批熟悉中小企业特别是“专精特新”企业需求的服

务平台。

（五）数据要素价值提升工程

1.开展数据要素市场化机制探索。开展数据要素价值化

试点工作，制定《山西省数据市场体系建设 2023 年行动计

划》，聚焦数据目录梳理、数据价值释放、数据交易场所设

立、数据安全保障、数据要素发展协同工作机制等重点问题，

积极推动数据要素化体制机制探索，积极开展数据价值化应

用试点。

2.深化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DCMM）试点。持续提

升市场主体数据要素管理能力和数据要素意识，持续完善数

据管理组织、程序和制度，充分发挥数据在促进企业向信息

化、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方面的价值。积极推动各级主管部

门开展数据管理国家标准宣贯，做好政策解读、案例分享、

业务培训等相关工作，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企业做好 DCMM 标

准评估实施工作。

3.推动搭建数据类公共服务平台。构建标注产业服务资

源目录，围绕标注业务、数据资源交易需求推动建设数据标

注服务平台，助力产业持续集聚，进一步探索数据登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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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评估、数据交易等方面的市场化机制体系建设。

（六）工业数据安全能力强化工程

1. 提高工业企业数据安全防护能力。持续推动工业企业

做好网络和数据安全防护相关工作，不断夯实工业企业网络

安全和数据安全防护基础。动态调整工业领域数据安全风险

防控重点企业地方名录，推动重点企业重要数据和核心数据

目录编制，督促重点企业开展数据安全风险排查和防护工

作。组织开展工业企业网络和数据安全教育培训及应急演

练，持续提升工业企业网络和数据安全意识，确保工业企业

网络和数据安全。

2. 加快工业互联网网络安全体系建设。持续开展联网工

业企业网络安全分类分级管理工作，推动 20 余户联网工业

企业对接省级工业互联网安全态势感知平台，提升我省工业

互联网安全态势感知能力，加快形成上下联动、政企协同的

工业互联网网络安全监测体系。

四、保障措施

1.加强行业监测调度。配合统计部门建立完善数字经济

核心产业统计体系，按照“应统尽统”原则完善行业数据报

送机制，引导符合条件的企业积极上规入统。开展指标体系

建设，引入国家级支撑机构，开展数字产业发展指标、监测、

考核等体系研究。研究建立数字产业调度监测机制，分地市、

分行业领域对数字产业发展进行分析研究，定期对重点数字

经济企业的运行、经营和投资等情况进行跟踪监测、分析预

警，为行业发展路径、区域产业布局、企业发展方向提供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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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分析和对策建议。

2.组织产业对接交流。加强与国家信创行业协会、中关

村联盟、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等行业组织合作，发挥省内行

业组织作用，通过座谈、调研、联合发布等模式增进行业企

业之间的交流。以入企服务为契机，及时发现和协调解决企

业发展难题。举办产业链、专业镇数字化供需对接交流活动，

推广数字化成功经验，促进产业合作。

3.强化政策资金支持。用足用好省级技术改造资金、数

字经济发展专项资金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电价优惠等支持

政策，实现覆盖数字领域企业创新研发、主体培育、人才培

育、融合应用、市场拓展等多维度的政策支持，提升企业竞

争力。鼓励各地主管部门制定属地支持政策，围绕数字转型

咨询诊断、企业数字化基础改造、提升数据管理基础能力、

数字融合项目建设等方面给予专项支持。

4.活动赋能产业提升。组织企业参加晋阳湖峰会、软博

会、“绽放杯”5G 应用征集大赛等重大行业活动，宣传我省

数字产业发展的新做法、新优势、新成效，搭建产业对接平

台、提高数字人才素养、招引数字项目落地，进一步提升我

省数字企业和产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