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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科创中心，高新区勇挑重担

55到到1100年年培培育育44个个千千亿亿产产业业集集群群

“高新区是先进制造
业发展的主阵地。”前不
久，在济南市委召开的十
届八次全会上，省委常
委、济南市委书记王文涛
在谈及济南高新区发展
时这样定位。这也说明了
高新区在济南打造科技
创新中心发展目标中，有
着比其他区县更多的优
势和责任。打造科技创新
中心，高新区有哪些优
势，又在做哪些工作？近
日，记者专访了济南高新
区党工委书记马玉星。

本报记者 修从涛

高新区浪潮华光科研平
台上，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科
研测试。 徐波 摄

金谷、药谷、创新城、智慧谷……

高新区埋头打造科技创新载体

斯凯孚济南工厂的仓库
里，每天都会有出厂的轴承直
接拉进中国重汽桥箱公司的车
桥生产线上。经过进一步组装
生产后，最终从重汽的济南卡
车工厂出厂，销往海内外。建厂
不到3年，斯凯孚济南工厂今年
将产值定为1 . 5个亿。

像斯凯孚这样的制造业企
业，在济南高新区孙村制造业
基地还有不少。根据济南市的

要求，高新区要成为全市高新
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发展的
主阵地，外向型经济、世界500
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战场。

对此，马玉星表示，目前，
高新区正在围绕济南市“打造
四个中心，建设现代泉城”的发
展目标，主动与“互联网+”行动
和“中国制造2025”相对接，找准
最具发展潜力、最有发展希望
的产业重点支持，通过现有载

体不断引进和发展高端高质高
效产业，以集群化、规模化为发
展路径，提升产业发展的层次
和规模。

对于打造科技创新中心，
高新区有较大优势。马玉星介
绍，打造科技创新中心首先要
有载体，除了孙村制造业基地
外，高新区还有不少支撑科技
创新的载体。“这几年以来，高
新区一直在埋头打造载体，汉

峪金谷、济南药谷、创新城、智
慧谷……无论是打造千亿的产
业集群也好，还是招商引资也
好，没有载体的承载，将来肯定
受限制。”

根据设计的发展目标，马玉
星介绍，高新区将力争利用5到10
年的时间，加快发展电子信息、生
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业、现代服
务业四大产业，培育4个过千亿元
的创新型产业集群。

通信测试、医药平台、智慧研发……

搭建平台为科技创新保驾护航

载体可以让科技创新企业
落户，而要实施科技创新，还要
有各种搞科技创新的“科研实验
室”，各类技术平台就像大实验
室。

“与其他先进高新区相比，
济南高新区的公共服务平台做
得不错，除了超算中心、量子通
讯等大技术平台，我们现在也在
打造医药平台，还有最近同德国
3S合作的工业4 . 0智慧研发平

台。”马玉星认为，技术平台建设
是推动科技创新的有力保障。

今年年初，由人工智能学会
发起主办的全国首个智能机器
人创新联盟成立，联盟将与高新
区共同打造智能机器人与数字
化装备科技园，为济南乃至山东
的科技创新谋划一个智慧制造
新未来。目前，园区建设已经在
庄科片区开始筹备。

为推动智慧制造产业的发

展，前不久，济南高新区计划投
资1 . 2亿打造的“山东省机器人
与智能装备”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可行性方案通过了专家论证。据
介绍，平台建成后，将成为CIIIC
里继软件与信息服务、集成电路
设计、数字媒体技术、通信测试、
量子通信研发、卫星通信研发、
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物联网嵌
入式系统研发等八大技术支撑
平台之后，第九个供园区企业使

用的技术研发服务平台。
5月21日，赛伯乐投资集团

与济南高新区、济南市经信委
签署了三方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赛伯乐投资集团将投资10
亿基金，合力打造济南市机器
人与智慧制造产业，尽快形成
科研平台+科研团队+产业化
基地+产业投资基金的全产业
链配套支撑环境，共推智慧制造
产业发展。

海右计划、5150、泰山学者、千人计划

全球引智体系形成创新人才洼地

除了载体和平台，人才是支
撑科技创新的关键。马玉星认
为，一个地方真正的竞争，体现
的是科技，实质是人才，高新区
一直在提升人才聚集能力。

为进一步延揽全球高端人
才，提升区域竞争实力，高新区相
继出台了《济南高新区高层次人
才扶持计划实施办法》、《济南高
新区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关于对海内外高

层次人才创新创业给予扶持的意
见》等一系列文件，构建起国家

“千人计划”、山东省“泰山学者”、
济南市“5150人才计划”、高新区

“海右人才计划”四位一体的人才
扶持体系。

今年5月初，济南高新区“海
右人才计划”启动全球招才引智
计划，对入选该计划的人才，给予
创新创业团队最高500万元、创业
人才最高100万元、创新人才最高

50万元的扶持资金，还可以享受
减免办公场所租金、融资贴息和
专家公寓实物配租等优惠政策。

据了解，截至目前，高新区共
有国家千人计划专家29人，泰山学
者海外特聘专家56人，济南市5150
引才计划319人，高新区海右人才
计划342人。“整个齐鲁人才特区建
设，无论是千人计划，还是海外特
聘专家，还是5150人才计划，济南
高新区在全省首当其冲。在这一

个方面，要进一步下大工夫，提升
它的聚集能力。”马玉星表示。

人才集聚带来的是科技创
新成果。据统计，2014年，济南高
新区全年申请专利4796件，万人
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为117件，
高出济南市万人拥有14件的水
平。在1万多家企业中，高新技术
企业222家，完成高新技术产业
产值629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
比重达到了66 . 9%。

商事改革、机制创新、产城融合……

软环境服务依然在路上

即使有了载体承载、平台
支撑和人才集聚优势，要想扛
起科技创新中心的牌子，也还
有很多工作要做，软环境建设
就是重中之重。

据了解，在软环境服务方
面，目前高新区已经实现了在
济南高新区登记注册的所有企
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由工
商、国税、地税、质监四部门执
行的行政审批和政府服务项目

“零收费”。同时，通过商事登记

改革，进一步简化企业登记手
续。此外，高新区还在努力建设
全省行政审批事项最少、行政
效率最高、行政服务成本最低
的“三最园区”。

“但这些还不够。”马玉星
坦言，与全国先进国家级高新
区相比，济南高新区发展规模
不够大、大企业不够多、产业集
群聚集度不够高。他认为，高新
区不能简单和外地比拼政策，
应该比拼政府服务理念，比拼

符合国际惯例的商务环境。
为此，马玉星介绍，下一

步，高新区将调整创新创业政
策，重点向初创期企业、向高成
长性企业倾斜，进一步完善科
技金融体系，加快吸引民间资
本、风险投资、天使投资等，支
持初创期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
等；同时，创新开展融资租赁、
科技保险、知识产权质押贷款、
互联网股权众筹等科技金融新
业态服务，促进各类资金向科

技型中小企业汇集。并采取市
场化的模式，推进创客空间等
新型孵化器遍地开花。

“科技创新不是孤立的，产
业发展与城市建设是互相融合
的，在新的发展阶段，需要进一
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改变过
去传统的工作方式方法。”马玉
星表示，高新区目前正在开展
三次创业，正在以创新驱动，推
进产城融合，让发展环境同样
成为科技创新的核心竞争力。

高新区企业中特高压电
击实验中模拟雷电电击仪
器。本报记者 修从涛 摄

高新区一企业正在对机
械设备进行科研创新。

王世翔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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