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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十届专博会上，作为东道主
的济宁市围绕四大千亿级产业及六个
优势行业和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
新信息四大新兴产业，精心包装，推出
了以县市区为单位的科技成果展。

济宁市政府与清华大学签署了全
面合作协议，双方成立了产学研科技
合作办公室，吸引了一批专家教授到

县市区、企业担任科技顾问，开展技术
指导服务。设立人才招聘市场，吸引海
内外高层次人才携带技术成果来济宁
创新创业，共有104家单位参会，有1251

人达成就业意向，其中博士38人、硕士
266人。

此外，第十届专博会还搭建了科
技投融资服务的平台，成功引入创业

投资、风险投资、担保公司、小额贷款
公司等机构，通过科银企对接活动、资
本高峰论坛，沟通资本市场，传递股市
信息，为金融部门提供高新技术项目，
为科技型企业解决资金制约提供条
件。第十届专博会期间，金融机构向45

个项目发放了贷款，贷款额达到30 . 24

亿元。

会展被誉为城市的窗口，成为主办
城市的一张“特殊名片”。专博会经过多
年的努力，规格逐步提升，规模逐年扩
大，水平显著提高，已经成为山东乃至北
方地区颇具影响力的科技会展品牌。

随着科技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专博会的舞台越搭越大，累计有80多位两
院院士积极参加，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中国科
学院、中国工程院等高等院校、科研单
位，37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科技中介机
构，2000多位专利持有人以及美国、加拿

大、英国、韩国、印度、新加坡等国外人士
参会参展。

此外，包括山东省各市和江苏、河
南、内蒙、黑龙江等20多个省市自治区
的企业负责人、科技人员参会，参会人
次累计达到38 . 6万。

专博会是成果信息交流、技术转
让、产学研合作的重要平台，通过专博
会的平台，济宁本地企业和科研机构
联合研发结出了累累硕果。

中国科学院与太阳纸业联合承担
的“造纸行业搬运机器人系统的开发和
应用”，列入国家“863”计划，开发出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纸卷包装、搬运机器人
系统；山东新风光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先后与清华大学、山东大学、浙江大学
等9家高校、科研单位建立产学研合作关
系，承担了国家“863”计划的子课题“电
磁轴承功率放大器”项目，填补了国内空
白，合作开发的“风力发电并网变流器”

项目符合各项指标要求，承担国家标准
制定；如意科技集团与3位院士和著名高
校联合，不断开发毛纺、棉纺新产品，“如
意纺”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这是
中国纺织行业最高奖；中国农业大学与
山东科龙畜牧公司联合承担的“体细胞
克隆牛”项目，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第一届至第九届专博会，都选在
紧随孔子文化节后举行，并每年举办
一届。从第十届专博会起，开始与国际
孔子文化节错时举办，突出科技主题。
第十届专博会作为错时举办后的首次
专博会，在办会规格和规模方面，都超
过了前九届专博会。

第十届专博会以打造国家级会

展为目标，进一步提升了大会的规
模档次和水平。中国科学院、中国工
程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
学、山东大学等1 0 0多所著名高等院
校、科研单位、1 7 0多家高新技术企
业、科技中介机构和2 0 0多位专利持
有人参会参展。中科院组织了8个分
院、3 8家研究所，收集 3 0 0多项最新

科技成果，1 4 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博
览会。全省1 6个市组团参加专博会，
济宁市各级各部门各企业负责人和
科技人员7 . 5万余人次踊跃参会，对
接洽谈，参会人次较往年增加近一
倍。特别是广大企业踊跃参会，参会
人次占总人数的70%以上，较往届有
了很大提高。

十年磨一剑
前十届专博会亮点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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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窗口，舞台越搭越大

科企对接，研发成果丰硕

寻求破题，规模再创新高

拓展范围，品牌更加闪亮

随着科技和高新

技 术 产 业 的 不 断 发

展，专博会已成为全

国性科技交流盛会，

成为集中展示济宁综

合实力、发展成果、城

市形象的靓丽名片。
2000年以来，专博会已

连续举办了十届，取

得了丰硕成果。前十

届专博会上，共展示

专利高新技术产品1 . 7

万多个，累计签订技

术合同3000余项，引进

国内各类人才1 5 0 8 7

名，聘请国内外高层

次专家3384人次，解决

各类技术难题3300多

个。

电动汽车很受关注。

井下搜救探测机器人。

码垛机器人。

新型索具展区。

火爆的专博会现场(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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