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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际际朋朋友友圈圈
济济南南为为啥啥青青睐睐德德国国
不一味追求资金投入，更想要的是项目和技术

本报记者 刘雅菲
见习记者 刘晓

同德国公司合作
很多企业亲密接触

21日下午5时许，济南易
恒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
志忠刚刚送走了自己的德国
客人，对这家全国汽车行业自
动化设备龙头企业而言，这是
值得纪念的一天。当天上午，
他们针对一项独特的技术与
德国HFA公司签订了合作协
议，目的是帮助企业在龙头的
基础上再向前迈进一步。

“这是我们第一次同德国
企业合作。”王志忠说，这只是
一个开始，接下来他们还计划
在德国设立一个研发中心，接
触世界最前沿的技术，同自己
一些世界领先技术结合起来，
让产品更加稳定可靠，也更加
高端。“我们的目标是走向国
外的高端汽车市场。”

这几年同德国企业开始
亲密接触的济南公司不止济
南易恒技术有限公司这一家，
山东山大华天软件有限公司
总经理杨超英就把自己的产
品卖到了德国。交谈中，他拿
出手机，向记者演示了手机中
一款珠宝设计软件。在软件
中，钻石的大小、颜色、价格可
以私人定制，一端连接珠宝
商，一端连接用户。“我们现在
已经有产品在德国通过代理
商销售，德国的客商对这款软
件非常感兴趣，认为可以拿到
德国直接推广。”

除了这两种方式，济南和
德国之间的合作还有更多的
可能。“近期我们园区就有一
家企业兼并了德国的一家公
司，把对方的项目和技术直接
拿来为我所用。”高新区智能
装备产业发展中心主任高术
仁说。

德国企业也感受到了济
南的热情，把投资、项目、技术
通过各种途径带到济南。2016年
4月，在济的德资企业只有26家，
一年多时间，这一数字就增加到
了40多家。不仅是数量上有提
升，在增加的企业当中，还有像
西门子、费斯托等全球知名公
司，实现了量和质齐升。

可以预见，这种合作在接
下来还会更多，因为不管是济
南的企业还是德国的客人，对
交流合作始终保持着期待。这
一点可以从多个方面得到证
实，最直观的就是从2015年
起，济南连续三年召开中德中
小企业合作交流大会，参会人
数始终在700人以上，参会的
企业也在逐年增多。

对接德国“工业4 . 0”
提升济南智造水平

企业希望同德方合作，获
得更大的发展。对于济南来
说，同样如此。

王志忠所在的公司成立
于1996年，那时济南的工业已经
不像上世纪90年代之前那般强
大，后来由于发展步伐较慢，济
南的工业一度成为全市经济发
展的短板。这种短板影响济南经
济的健康发展，同样拖慢了企业
的步伐。“对于我们企业来说，要
想更好地发展，还需要一些集聚
效应。”王志忠说，由于济南没

有相关配套企业，他们很多配
件需要从南方采购，无论在成
本上还是效率上，和同行竞争
都缺少优势。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
“济南经济要想有一个持久的
发展，还是要发展制造业、实
体经济。”济南大学绿色发展
研究院院长张伟说。因此，提
振实体经济，是济南面临的最
大课题，济南在努力的同时也
一直在寻找一个机遇。

2015年10月，机遇来了。中
德两国宣布，将推进“中国制造
2025”和德国“工业4 . 0”战略对
接。其中，“中国制造2025”提出
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而德国“工业4.0”旨在提升制造
业的智能化水平。随后，济南也
提出要把德国作为招商引资的
重点，并且把积极对接德国

“工业4 . 0”，大力引进德国中
小企业写入了十一次党代会
报告。

为什么是德国？在山东社
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
卫国看来，从国家层面上来
说，在整个中国的发展史上，
和德国的渊源最深。此外，“我
们和德国的工业合作基础正
好互补，就产业梯度而言，我

们和韩国没有太大的距离，和
日本相比，我们在很多领域也
都超过了它，但是和德国相
比，在工业制造尤其是精密制
造方面，德国可以说走在世界
前列。我们国家把智能制造列
入国家发展战略，如果选择制
造强国来学习，首选就是德
国。”

在这一背景下，济南与德
国的关系更近一步。济南和德
国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更久以
前。“济南的第一家西餐厅、第
一家外资银行都是由德国人
开办的。”济南投资促进局局
长张军说。同时，“我们的产业
和德国的主导产业契合度非
常高。”济南市高新区管委会
副主任白秋生表示。

“我们和德国就像是没有
血缘关系的‘血缘关系’。”在
和德国企业打交道的时候，王
志忠有这么一个明显的感觉。

“很多人看到我们的产品都会
问，你们这个是不是模仿的德
国风格？”王志忠表示，他们的
产品并没有仿照哪个国家的
风格，后来他们总结了一下，每
个国家的产品都有自己的特点，
日系的产品一般小巧玲珑，而德
国的则是粗狂敦实。“人们有这

样的疑问，和咱们山东人的特点
有关系，山东人崇尚结实耐用，
稳定可靠，而这一点在德国的产
品上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李传茂看来，德国人对
中国人非常友好，也十分开
放，这也成为双方能够顺利合
作的基础。“我们去日本工厂
参观的时候，他们的一些设
备、工艺都要遮蔽起来，而德
国人很热情，不仅把自己的加
工工艺介绍给我们，如果我们
需要配件，他们还会主动把配
件供应商的电话留给我们。”

济南动手早又快
为企业赢得更多机会

有了机会，下手要快。
“对德国企业而言，中国

的市场是巨大的，也是他们十
分羡慕的。”杨超英说。德国企
业也想找到一个途径，和中国
的企业取得联系。“对于大多
数的德国企业而言，他们有很
多好的项目，但是到了中国人
生地不熟。”王志忠表示，德国
人比较认真，不会“吃着盆里
的看着锅里的”，因此，谁先和
他们接触并熟悉起来，最终取
得他们的信任，谁的希望就最
大。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济
南在这一方面动手比较早。

之所以有如此迅速的行
动，是因为在济南，对接德国

“工业4 . 0”不仅是一句口号，
而是落到了实实在在的行动
中，加快布局、走在前列，这是
济南在对接德国“工业4 . 0”上
给自己提出的要求。

“在发展实体经济方面，
我们曾经批评过济南，但提出

‘四个中心’建设以后，无论是
在对接新旧动能转换，还是和
德国搞跨国合作，还是胶济铁

路沿线的布局，都走在全省的
前列。”看着济南近期的种种
努力，张卫国给予了肯定。

在张卫国看来，在“中国
制造2025”里面出现很多关于
智能制造导向的产业发展，在
这一方面，济南已经有了不错
的基础。“济南数控二机床是走
在全国前列的一面红旗，浪潮是
智能制造方面的领头羊，还有济
南量子工程产业在全国也是走
在前列。济钢搬迁以后，济南在
制造业的换代升级上，在保证绿
色制造和智能制造协同发展上
也走在全省、全国的前列。”所
以，他认为，济南下一步通过对
接德国“工业4 . 0”，还存在着
巨大的发展空间。

在对德合作的过程中，双
方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对此，
王志忠表示，“我们和德国的合
作是一种平等的、互惠互利的关
系，签约之后也并不像是签了一
个销售大单或者签了一份投资
协议的那种感觉，而是对企业将
来的发展多了一份憧憬。”

对于济南而言，“德国的
资金并不是我们追求的重点，
我们需要的是更高层次的合
作，通过德方的项目和技术来
提高我们自己的水平，最终打
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标准，使
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引导者。”
高术仁说。

也正因如此，济南在合作
中不断地根据自身发展需求
对内容进行着调整。在21日的
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上，除了招
商引资项目，还出现了招才引
智项目，将招商引资与招才引
智深度融合，摸索出了一条

“以项目带人才”的新路子，将
项目带动作用贯穿人才引进、
培养、服务全过程，从根本上
提升济南的实体经济水平。

10月20日，第三届中德（济南）中小企业合作交流大会举行。三届合作交流会大大推动了对德对欧招商引资，这是济南市在““中
国制造2025”对接德国“工业4 . 0”的国家战略下率先跨步的一个缩影。

在发展的新征程中，济南提出打造“四个中心”，建设现代泉城，加快提升新旧动能转换，力求通过变道换向实现产业业振兴。在
这一过程中，济南为何会选择德国作为亲密的合作对象？在对德合作、寻求发展的道路上，济南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了怎样的成
果，又有哪些需要努力的地方？即日起，本报推出“济南为何青睐德国”系列报道，对济南和德国的合作现实状况进行行深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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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技术合作协议，这是济南企业与德国公司合作的主要目的。 受访者供图

“我们认识了好几个做配件的德国客商，还认识了
上海的一位德商协会会长。”21日，中德（济南）中小企
业合作交流大会刚刚落下帷幕，第一次参会的济南杰
迪机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传茂细数自己在这次会
议上的收获。

这次会议只是济南和德国众多交流平台中的一
个。近年来，济南和德国日益亲密。在国际朋友圈中，济
南为什么青睐德国？在这种密切的沟通合作中，济南的
实体经济发展能够受益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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