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制背景

本规划是

我省“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落实省委、省政府建设科技强省、交通强省的具体举措

基本原则

1. 坚持统筹谋划和重点突破

3. 坚持立足当前和谋划长远

2. 坚持战略协同和融合发展

4. 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主体

发展目标

我省交通运输科技研发水平和智慧交通技术水平位于全国前列;
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和应用取得新进展，行业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高，行业科
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持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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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础设施领域

       围绕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更耐久”“更安
全”“更智能”“更绿色”的要求，重点突出在
公路工程、水运工程、轨道工程、铁路工程、机
场建设工程等领域关键技术研发。

重点领域研发方向

2. 运输服务领域
       围绕采集数字化、传输网络化和应用智能化，
以提升运输服务效率、提高运输服务品质、降低运
输服务成本为目的，重点提升运输服务技术水平，
突破智慧出行服务、智慧货运服务、多式联运等关
键技术，实现信息化、智能化与运输服务的高度融
合，打造全省衔接紧密、转换顺畅的客货运服务体
系。

3. 智慧交通领域

       围绕加快建设智慧交通系统，加快推动5G、北斗导
航、车路协同、物联网、大数据等前沿技术与交通运输深
度融合，全面推进智慧公路、智慧港航、智慧机场、智慧
轨道交通等领域前沿关键技术应用研发，加强交通运输大
数据开发应用，充分运用大数据支撑全省智慧交通建设。

4. 安全应急领域

       围绕提高全省路网风险管控技术水平、提升交通基础设施的安全监测水平、加快交
通应急救援保障技术及装备研发水平等方面，开展系列关键技术及装备研发，加强全省
交通运输领域安全应急方面的研究，持续保障全省对内对外重要通道的安全畅通。

5. 节能环保领域

      围绕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绿色发展理念，加
快构建科技创新支撑体系，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实现
“双碳”目标的支撑和引领作用，积极推动与“双碳”
相关的科技创新和工程建设，推广应用减污降碳技术，
在关键、核心、重大的技术发展方向上开展攻关。

6.管理与决策支持领域

重点领域研发方向

       1
      2
      3
      4
5
6
        7

保障措施

l 加强组织领导

l 强化政策支持

l 完善创新体系

l 强化创新服务

       围绕推进交通强省建设任务要求，加强交通运输改革发展重大战略、政策法规、体制
机制、信用体系和文化建设等制度体系建设，加快交通运输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山东省交通运输科技创新“十四五”发展规划

l 强化工作措施

       坚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各级根据发展目标，明确各部门责任分工和任务
措施，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加强与科技等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共同解决
交通科技创新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协同推进重大事项。

       切实加强科技管理，通过抓一批平台建设，完善科技创新平台布局；抓一批
科研机构，强化交通重点领域创新团队和学科建设；抓一批重点项目，形成引领
全国的突破性成果；抓一批成果推广，强化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积极争取国家和省级科技资源支持，加大公益性、基础性和重大共性关键
技术研发投入力度。鼓励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投入主体，拓宽科技创新融资渠
道，积极争取科技信贷、科技保险等支持，吸纳社会资金投向交通运输科技研
发。支持企业建设人才引进平台，集聚海内外高端人才和创新团队，推动企业
成为选才、引才、用才的主体。落实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相关政策，提高科研
人员成果转化收益比例，突出市场评价，激发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
造性。

       围绕国家和省重大发展战略，凝练交通运输发展重大需求，深度整合行业
内智力资源，利用国内外科技资源，促进跨行业、跨部门、跨区域资源整合、
协同创新，强化对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产业发展的全链条创新设
计和一体化组织实施。加强与财政、发改、科技等有关部门的协调联动，强化
部门间合作，形成科技创新工作合力。

       鼓励企业、科研机构和社团组织成立交通运输科技创新服务机构，积极发展
专业化、国际化、高端化的技术创新服务机构，支持发展科技咨询、成果转移转
化、知识产权、科技信息和科学普及服务，完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全面提升行
业科技服务水平。加快推进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省
级行业创新服务体系建设，为企业等创新主体提供高效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