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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不断深化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和规律的认识，更加强调

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宣告“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高

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一系列

重大决策部署，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自觉行动，高质量发展成为主旋律。近年来，我国科

技创新成果丰硕，创新驱动发展成效日益显现；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平衡性明显增强；改革开放全面深化，发

展动力活力竞相迸发；绿色低碳转型成效显著，发展方式转变步伐加快，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2023 年 7 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黑

龙江、浙江、广西等地考察调研时，提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

新质生产力。2023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

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

治变革的终极原因。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

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

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

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是国民经济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领域。当前，新

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呈现有机融合、系统创新的发展态势，深度融入经济社会民生各领域、全过程，推动信

息文明向纵深演进，也为新质生产力的构建提供重要支撑，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

数据作为语言、符号、文字之后新的信息载体，能够系统融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不断提升土

地、劳动、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发挥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面向全社会海量、多维

数据的深度运用，亟待打造支撑数据感知、传送、存储、处理等全环节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关键平台和解决方

案，促进数据跨行业、跨区域、跨机构的安全高效流通，推动数据从资源向资产和资本的转变。二是算力成为

新的基础能源。工业文明时代，能量实现了从煤炭、石油等“一次能源”向电力等“二次能源”的演进，进入信息文

明时代，算力可以视为信息能量一体化形成的“三次能源”。当前，全社会各领域对于算力的共性需求呈现爆发式

增长，预计未来五年全球算力总规模的年均增速将超过 50%。三是人工智能成为新的生产工具。近期，以 AI 大

模型为代表的通用人工智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通过对近乎全量知识的汇聚和积淀，形成逼近人类的理解表达、

逻辑推理能力。AI 正由助力千行百业提质增效的辅助手段，升级成为支撑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能

力，加速“+AI”向“AI+”转变。

近年来，山东纵深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在超算互联、画质芯片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取得一批标志性成果，

7 个集群入选全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居全国首位；2023 年“四新”经济投资增长 11.1%，占全部投资的 57.1%，

新质生产力成为促进全省经济增长的稳定器。2023 年 12 月，山东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加快实施“十大工程”推

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推动全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全面扩量提质，到 2025 年

年底，全省信息技术产业营收突破 2.2 万亿元，年均增长 10% 以上；在集成电路、高端软件、人工智能等核心

领域突破一批关键共性技术，努力打造全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重要集聚区、融合应用引领示范区和技术创新

发展新高地。总的来看，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山东省培育新质生产力仍面临基础研发投入不足，科技成果

转化机制不健全、人才质量和结构不匹配、资源整合能力不强等问题和障碍。新质生产力培育对研发体系、人

才梯队、中介组织、风险投资、信息渠道等高端要素有较高要求。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

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亟待打破思维定势、摸清产业现状、

找准突破方向，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山东发展实践。

在山东省网信领域软科学项目重点课题资助支持下，本报告聚焦山东省信息领域新质生产力产业现状和发

展需求，形成《山东省信息领域新质生产力产业现状研究》，旨在摸清发展基础，梳理相关政策，提出政策建议

及具体实施路径，支撑山东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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