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工智能大模型是指
使用大规模数据和强大的
计算能力训练出来的“大
参数”模型，这些模型通常
具有高度的通用性和广泛
的适用性，可以应用于自
然语言处理、图像识别、语
音识别等领域。

通过联合高校、科研
机构和企业等开展大模型
研发，挖掘出一批技术先
进、成效显著、可复制推广
的行业级解决方案，可实
现人工智能大模型在我省
重点行业推广应用。《措
施》高位谋划，系统部署，
明确了支持人工智能大模
型发展的政策，包括支持
大模型关键技术攻关、大
模型产业化应用、人工智
能企业发展 3项具体推进
措施——

支持大模型关键技术
攻关。支持高校、科研机
构、企业联合智算中心孵
化通用人工智能大模型，
对于参数量不低于千亿、
典型应用场景不少于 5个

的大模型，给予不超过研发总投入 20%、最高 1000
万元的补贴。支持行业大模型以及通用人工智能其
他路径探索研究，按照不超过项目研发费用的 10%
予以资助，单个项目最高 500万元。

支持大模型产业化应用。鼓励人工智能创新主
体围绕煤炭、电力、医疗、金融、科研等领域需求，使
用算力资源与行业用户联合研发基于大模型的行业
解决方案，对形成商用案例的，优先评定为省级数据
要素示范应用场景，并给予最高 100 万元的一次性
资金奖励。鼓励我省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团体组织
和其他采购实体采购和使用大模型等通用人工智能
产品，加强推广应用，提高数字政府服务能力。

支持人工智能企业发展。对通用及行业大模型
企业，优先匹配算力、数据、场景、资金、场地等要素
资源，对上一年度营业收入超过 500万元的，按照上
一年度营业收入的 1%，给予最高不超过 200万元的
奖励。积极引导社会各领域数据共享开放，推进数
据流通交易平台建设，全方位营造适宜数据标注企
业、算法企业发展的良好数据环境。

人工智能浪潮下，大模型训练、研发对算力需求
呈指数级增长。《措施》还明确了强化电力保障、加强
人才支撑、保障土地供应 3项具体推进措施，旨在系
统性提供关键要素供给和协同匹配，统筹做好算力
和人工智能发展的资源配置，最大限度为产业发展
提供坚实支撑。 （姚毅）

据《山西日报》

资源禀赋独特 政策指向明确 要素保障有力
——《山西省促进先进算力与人工智能融合发展的若干措施》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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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9日，省发改委、省数据局联合发出《关于开展2024年先进算力发展相关政策项目资金申报工作
的通知》，并根据省数字转型发展专项资金要求制定了详细的申报指南。这一政策项目资金申报工作的开
展，标志着我省在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推动数字经济做大做强的工作要求，深入贯彻《山西省促进先
进算力与人工智能融合发展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施》）迈出了重要一步。

《措施》自今年6月 25日正式印发实施以来，即受到业界广泛关注。我省发展先进算力和人工智能有
哪些优势？这项政策主要包含哪些内容？有哪些特点？省发改委、省数据局相关负责人进行了详细介绍。

算力是集信息
计算力、网络运载
力、数据存储力于
一 体 的 新 型 生 产
力，正在成为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驱动力。随着
人工智能等新兴技
术加速迭代，千行
百业对优质算力资
源的需求正在快速
增长。

“打造先进算
力平台和大力发展
人工智能是国家战
略要求、产业发展
需求和行业发展需
要。”省发改委相关
负责人表示，我省
出台《措施》，主要
是为了深入贯彻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关
于发展数字经济的
决策部署，全面落
实省委、省政府关
于推动数字经济做
大 做 强 的 工 作 要
求，抢抓人工智能

产业发展新机遇，充分发挥我省算力资源优
势，实现先进算力与人工智能协同发展，因地
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闯出数字经济创新发
展新路，构筑新发展阶段我省高质量发展的
强劲引擎。

此次出台的《措施》，主要有三个特点：
一是突出系统性。从支持范围看，坚持

全产业链布局，覆盖上游的技术研发、服务器
生产，中游的算力调度、绿色低碳发展，下游
的行业应用等。从支持途径看，坚持奖励补
贴和项目补助两种途径并行，强化扶持力
度。从保障内容看，坚持电力、人才、土地等
关键要素系统性保障，协同发力推进产业发
展。

二是突出可操作性。对标借鉴先进地区
支持算力和人工智能发展举措，结合我省实
际进行嫁接，调整和细化具体要求，增强政策
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力求政策要求可量化、具
体执行可操作。

三是突出山西特色。根据我省智算算力
不足的实际，强化智算中心建设，推动算力资
源结构优化。发挥我省传统能源和绿色能源
富足优势，强化电力供给保障。突出煤炭、电
力等优势行业的算力和大模型应用，以重点
行业示范场景为牵引，推动先进算力和人工
智能产业发展。

发展算力产业，我省有哪些天然优势？
省数据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省资源禀赋得
天独厚，发展算力产业条件优越：毗邻京津
冀，对于金融等时延敏感业务具有显著吸引
力；气候冷凉、地质结构稳定，大部分地区处
于适宜布局数据中心的一、二类地区；丰富的
煤炭资源，而且风、光等绿色资源富集，可为
算力网绿色低碳运行提供可靠的动力支撑。

近年来，我省算
力产业发展基础扎实
稳固，算力规模和算
力 质 量 取 得 显 著 提
升、算力传输通道取
得跨越式进步、算力
全产业链初步建立，
为 我 省 进 一 步 落 实

《措施》打好了坚实的
基础。

《措施》推出包括
支持智算中心建设、
支持云服务发展、支
持边缘算力建设、支
持算力资源高效绿色
发展、支持算力调度
和监测平台建设、支
持自主可控数据中心
建设、支持算力纳入
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
范围、壮大算力产业
链等 8项具体推进措
施，不断优化我省算
力资源结构，提升算
力灵活调度和高效调
配水平，助力全产业
链高质量发展。具体
来看——

支持智算中心建设。对智能算力规模达到
100PFlops（半精度 FP16）以上的新建项目，按平
台软件和硬件设备实际投资的 15%给予补贴，最
高不超过 5000万元，对获得项目贷款的，给予贷
款企业最高 2%的贴息补助，补贴期不超过 2年。

支持云服务发展。鼓励算力企业转变算力
供给方式，大力发展随接随用、按需付费的云服
务业务，对面向企业、科研机构以及个人用户的
云服务收入占比达到 15%以上的算力企业，按
照每个物理机架最高 1000 元，给予总额最高
300万元的一次性补贴。

对基础软硬件实现国产化 90%以上的新
建、改建数据中心，给予最高不超过 500万元的
一次性奖励；加大对算力企业支持力度，按照省
内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扶持政策予以支持……
一系列指向性明确的政策持续筑牢我省算力高
质量发展根基。

聚焦应用需求，打造我省重点行业算力应
用示范场景，实现我省算力资源对内服务和对
外输出。《措施》对支持提高算力应用水平也作
出具体安排，强化政策实效——

制定“算力券”管理办法，建立以“算力券”为
核心的用算结算补贴机制，基于一体化算力调度
和监测平台开展“算力券”申领、发放、兑付等业
务；支持算力企业向省外输出山西高性价比算力
资源，对年度省外算力服务（不含机架租赁）合同
总额达到 2亿元及以上的算力企业，按照省外算
力服务合同总额的2%给予奖励，同一企业年度最
高奖励 1000万元；支持应用本省算力资源，每年
评选 10个优秀算力应用示范场景予以授牌，并按
照不超过关键设备和
系统软件投入的 20%，
给予应用方最高 1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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