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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孙村村要要建建德德国国风风情情工工业业小小镇镇
2020年要参选国家首批制造业创新中心

按这些规划：打造德国标准的工业小镇

那么，打造智能装备城，入
选国家首批制造业创新中心，
智能装备产业发展中心有哪些
规划和打算呢？高术仁介绍，除
了片区内目前已经基本成形的
ICT产业园外，另外计划用三
年左右的时间在孙村片区建设
德国工业园和物流产业园两个
子园区。

高术仁把德国工业园的建
设定位为，济南对接“中国制造
2025”，建设“智能装备城”战略
的主要着力点。“根据东区现有

产业布局和企业分布，计划将
24号路、世纪大道、26号路、35
号路合围的区域作为德国工业
园的规划发展区，总占地约6平
方公里。按照德国工业4 . 0标
准，代建符合德国企业要求的
高标厂房及配套设施，面向德
资企业‘筑巢引凤’。”高术仁介
绍，德国工业园并非仅仅聚集
德资企业，而是按照德国标准
建高标准要求的厂房及配套设
施，目前该工业园已经开始编
制规划方案。

据了解，在德国工业园的
规划方案里，计划优先进行德
国工业小镇的规划建设。“计划
首先在武将山及其周围的现状
道路和规划道路围合区域推出
约1平方公里的大型土地熟化
项目，优先进行德国工业小镇
的规划建设，引进德国建筑设
计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设计理
念，建设具有德国风情、教育医
疗完备、生活配套齐全、环境优
美、宜业宜居的工业小镇。”

此外，在软环境配套上，德

国工业园的建设还计划从提升
园区人力资源供给能力切入，
与相邻的济南职业学院合作成
立“中德技术实训中心”，按照
德国工业4 . 0标准实施双元制
教育，为工业园培养技术工人。
据了解，目前智能装备产业发
展中心正与西门子公司洽谈，
共同打造国内第一家工业4 . 0
实训示范中心，集展示、体验、
实训、示范等功能于一体，为德
国工业园的招商和运营创建公
共技术服务平台。

有这些措施：

招商软环境，

新三样取代老三样

除了载体建设方面，招商软
环境建设也是实现智能装备城
和国家制造业中心目标的一项
重要工作。

据介绍，为适应国家宏观政
策调整，智能装备产业发展中心
已经着手培育招商软环境资源，
以“产业政策、平台建设和金融
支撑”的新三样代替“土地折价、
税收返还、配套费减免”的老三
样。

在产业政策方面，通过引导
基金、股权投入等资本方式扶持
企业发展，同舟共济，共享成果，
共担风险，已编制完成了《高新
区智能装备产业若干政策》初
稿；平台建设方面，运用大数据、
云计算等先进手段建成高效先
进的制造业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和招商服务平台；金融支撑方
面，与各大银行以及融资租赁公
司等开展合作，建设智能制造业
金融服务体系。

“纸上谈兵容易，但这些规
划及目标的落地和实现，还有
大量工作要做。”高术仁介绍，
其中的一个难点工作就是要盘
活存量土地或厂房资源，给智
能装备城的建设提供更多发展
新空间。

据了解，根据规划，孙村片
区的工业用地比例在30%左右，
除了协调国土部门，不断收储
熟化部分土地外，对一些闲置
土地和低效率用地将进行回收
利用，避免国家资源的浪费。

奔这个目标：国家首批制造业创新中心

“引进交通装备制造、信息
技术制造、新能源制造、高端设
备制造、3D打印和航空航天六
大产业领域中顶级的设计、研
发团队和项目公司，建成省内
智能制造中心，力争2020年进
入国家首批15家制造业创新中
心。”今年年初，高术仁在向高
新区管委会汇报智能装备产业
发展中心工作思路时，立下了
一个五年发展目标。

智能装备产业发展中心是
高新区新成立的七大园区发展

中心之一，其目的就是要在孙
村先进制造业基地的基础上，
在孙村片区建立一个智能装备
城。这也意味着高新区对孙村
片区的产业发展进行了新的定
位，从制造业基地升级到了智
能装备城。

然而，实现这一升级并非
易事，“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
的牌子也不是那么容易拿到。
据高术仁介绍，“国家制造业创
新中心”这块牌子至少有三个
硬性指标：国外制造业500强企

业和细分行业龙头企业的多
寡、片区研发中心的实力强弱、
技术成果转化能力方面的实践
等。

尽管要实现这一目标不容
易，但高术仁认为自己并非只
是夸下海口。在高新区机构改
革前，高术仁担任投资服务局
局长，其服务的企业大都集中
在孙村片区，可以说对孙村片
区的发展情况十分了解。在他
看来，孙村先进制造业基地已
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

孙村片区，东至巨野河、
西至围子山、南至经十东路、
北至工业北路，总面积40多平
方公里。“现在片区内已经形
成了交通装备制造、信息技术
制造、新能源制造、高端装备
制造四大优势产业集群。其
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达到
63家，已经成为济南先进制造
业的聚集区。”高术仁介绍，据
不完全统计，孙村片区每年仅
制造业的GDP贡献就超过200
个亿。

做这些配套：修建串联济新欧的物流园

智能装备产业的发展，也
离不开配套的物流产业发展。
关于孙村片区内正在规划的
物流产业园的建设，高术仁也
有自己的看法。“要以‘服务高
端、点状分布’为规划原则，区
别于综合保税区外向、综合、
大型的物流园区。”高术仁介
绍。

根据初步计划，物流园区
的主址优先选择孙村片区的

东北方向，高术仁介绍，选择
此处的主要原因，一方面该区
域紧靠胶济铁路，可以发挥园
区内胶济铁路专线的作用，从
而对接市政府2016年工作报
告中规划的“济新欧”国际铁
路货运专线；另一方面该区域
临近济南未来的轻轨线路，人
流物流多。据了解，目前普洛
斯物流项目已入区建设，主要
为制造业企业提供高端物流

服务。
在点状分布的其他物流

区域方面，还计划在孙村片区
西部以新华电商物流为依托
规划建设面向电子商务、文化
出版的专业物流园区，在南部
或东部根据产业发展需要再
规划一个物流园区。

此外，作为完善城市功
能，提升城市形象的“点睛之
笔”，孙村片区内还计划规划

建设一个智能装备展览馆或
主题公园，“将引进国内顶尖
设计团队进行规划策划，引进
国内外高端专业机构进行投
资、运营、管理，集展示交易、
展会论坛、科普体验和旅游休
闲功能于一体。通过工业旅游
和文化创意，迅速吸引和带动
资金流、信息流和人流，提升
城市功能和形象。”高术仁介
绍。

承接腾笼换业，

但不打小算盘

除了坚持已落地企业的内生
增长和招大引强的招商工作之
外，承接并优选高新区中心区“腾
笼换业”项目也是一项重要工作。

对于承接腾笼换业项目，高
术仁认为不能“打小算盘”，而是
要对拟迁出高新区中心区的项
目，根据其技术含量、市场前景和
行业匹配度择优吸引落户孙村片
区。

“中心区腾笼换业并不是所
有外迁企业都适合搬到孙村片
区，从效益上来讲，有的搬到济
阳、商河去反而更合适。”高术仁
认为，中心区的腾笼换业不能打
小算盘，不应因企业外迁高新区
而担心税收外逃，而是要从全局
考虑，那些对土地要求高、劳动密
集度大的非高新技术企业，不但
要鼓励外迁，甚至应给予奖励，以
便腾出更多的发展空间，吸引更
高大上的项目落地高新区。

据了解，目前中心区一些比
较优秀的企业项目如费斯托气
动、爱普电气、星辉数控和鲁得贝
车灯等，正在与智能装备产业发
展中心接洽腾笼换业的项目搬迁
工作。

回收闲置用地，

释放发展空间

在济南打造“四个中心”，建设现代泉城的大背景下，高新区吹响了“再次创业”的号角。针对
现有的“五大片区”总体格局和“两城两谷”的产业布局，高新区正在通过一场体制机制改革来激
发新活力。按照大部制改革后，高新区形成了七大发展中心、两大工作组。本报推出《高新访谈》栏
目，倾听各部门当家人畅谈未来工作计划和高新区发展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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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村片区，东至巨野河、西至围子山、南至经十东路、北至
工业北路，总面积40多平方公里。自2005年划归高新区代管后，
孙村片区进入发展快车道，现已成为济南先进制造业的聚集
区，每年制造业的GDP贡献超过200个亿。

如今，孙村片区又将迎来新的定位升级和发展机遇。按照
高新区的产业布局和发展规划，未来三五年里，这里将崛起一
个智能装备城，并有望入选国家首批制造业创新中心。

面对新的定位和发展机遇，孙村片区有哪些发展规划，具
体又将如何实施呢？本报记者专访了高新区智能装备产业发展
中心主任高术仁。

文/片 本报记者 修从涛

孙村片区的产业发展规划及控规正在制定完善中。

高术仁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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