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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路径旧依赖，探索升级新模式

““中中小小微微””构构筑筑山山东东经经济济新新动动能能

文/片 本报记者 马绍栋

新动能如老火车
升级高铁动车组

宏观经济增速放缓、有效
需求不足、订单下滑……在如
今的经济新常态下，不少企业
甚至经济主管部门都有些无所
适从，原来的发展动能减弱了，
新动力在哪里？从中央到地方
一直在提的“新动能”到底是什
么，又该如何全面科学地理解
呢？

对此，山东省中小企业局
局长王兆春举了一个生动的例
子：最早的火车动力是蒸汽机，
这是最传统的老动力，通过煤
燃烧产生蒸汽，蒸汽压力变成
动力，后来随着技术进步出现
了内燃机车，动力实现升级，再
往后就发展到电力机车，动力
大、清洁方便，可以说是伟大的
动力革命。但这还不够，还要在
动力组合上做文章，这就是高
铁动车组。“我们要由多年驾驭
资源初级加工这个重型列车，
由大企业带动这种古老方式，
更多地向依靠智慧和科技创新
建立新型驱动力，组建大企业
带动和中小企业多点驱动的新
型动力组合转变。”

新常态下的新动能一定是
区别于传统动能，从思维方式
到动力组合形式已经发生了质
的变化。就像“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不是单点动，而是多点
动，形成百舸争流、万箭齐发之
势。作为政府来讲，则要努力打
造多动能破土而出，让多点创
新成为发出去的箭，这样才能
形成新的经济动力组合。

威海新北洋正棋机器人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姚庭，是一
个今年刚满30岁的80后，为了
追逐“自主制造机器人‘中国
芯’”的梦想，三年前他毅然放
弃欧洲一家公司的百万年薪职
位，回到威海自主创业。其带领
的年轻团队在与韩国公司竞争
一家半导体企业自动化设备订
单时，用三个月的时间研发出
不良率只有千分之一的国产化
设备，一举击败韩方。如今韩
国、日本两家顶尖机器人配件
企业均表示想把他们的零件装

在正棋机器人身上。
其实像姚庭这样的创业者

非常多，到2015年底，全年新增
中小企业户数26万户，平均每
月新增2万多户。今年上半年，
我省中小微企业继续延续了这
种势头。1-6月份，全省中小企
业增加14 . 4万户，总户数达到
163 . 4万户，继续保持“井喷
式”增长态势。与“创一代”相
比，这批创业者专业背景、知识
储备、发展视野更具优势，选择
切入的行业也更加具有发展潜
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
模式不断涌现，在宏观经济不
景气的形势下，为我省经济发
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从依赖资源“懒”意识
转向创新“勤”意识

大力培育挖掘新动能，对
山东经济而言，具有特殊意义，
更是一种战略选择。

众所周知，山东是资源大
省，工业从资源和农产品加工
以及为农业服务起家，有浓浓
的资源情结。过去的情况是：挖
煤的传下来还是挖煤，炼焦的
传下来还是炼焦，造水泥的传
下来还是造水泥，造化肥的传
下来还是造化肥，还有钢铁、棉
纱、织布等等，向最终市场拓展
或向新兴领域跨界发展的少。

由于资源加工流水作业省
心省力，懒人挣大钱，钢铁企业
形势好的时候每天坐等盈利，
受此影响，彩电、冰箱、空调、汽
车、摩托车以及食品等行业也
是一个产品干到底。尤其是市
场竞争加剧，为拼规模大家一
起改造顶到了天花板，形成了
产能过剩。

“培育新动能，要由依赖资
源的‘懒’意识向依靠创新的

‘勤’意识转变。”王兆春认为，
新常态已经断了“懒”经济的
路。广大企业要勤起来，瞄准市
场动起来，在提高质量和技术
含量上探索路子，突破点就是
要靠人的智慧和创造这个关键
和灵魂。“比方原材料产业，要
在延伸产业链培育新优势上下
功夫，开辟新空间。上游满了，
就要走下游的路子。”

寿光市台头镇防水材料产
业正是走的这样的路子。作为全

国最大的新型防水材料生产基
地，台头镇拥有新型防水材料及
相关配套企业近200家，产销量
占全国三分之一。总结梳理其产
业发展轨迹可以发现：曾经一度
靠拼规模、资源起家，也因污染、
质量低劣而遭遇产业阵痛，继而
奋起直追，依靠持续创新、转型
完成了产业的华丽升级。

其间，该镇在全国率先淘
汰油毡和沥青复合胎柔性防水
卷材等落后产能和低端产品，
在房地产最热时，就已经开始
引导企业进行高铁防水技术研
究，当下台头镇又盯上了最热
门的海绵城市、城市管廊等国
家大型工程和新兴市场，重点
发展弹性体改性沥青、高分子
防水材料、环保型防水涂料等
新型材料，始终走在行业前列。
有成绩单为证，2015年主营业
务收入、利润同比增幅均在
20%以上；今年一季度营收、利
税、利润则逆势增长 1 0 % 、
18%、15%。

同样选择提前转型的临朐
铝型材产业也尝到了甜头。最
开始做以铝合金门窗为代表的
建筑型材，但这种没技术产量
的产品只会把产业带进“死胡
同”。为此，在综合考量铝加工
产业链特点后，临朐选择引导
企业向下游附加值更高的工业
材、装饰材转变，两者产品占比
已经提高到30%，抗风险能力
和盈利能力大大提升。

从等靠望“慢”意识
转向时不我待“紧”步骤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
头万木春。在新常态下，一批传
统企业再按原来的发展模式和
套路已经搞不下去了，同样的，
也有一批企业彻底认清了形
势，意识到原来那种等政策、等
经济周期回暖的路子已到尽
头，要变就要脱胎换骨地大变，
系统化开展大转型，于是新动
能便应运而生。

“企业要由等待观望的
‘慢’意识向时不我待的‘紧快’
意识转变”。王兆春告诉记者，
新常态是一个时期，不是一年
半载。不管GDP增速是6%还是
7%，快也快不了多少，这是新
常态大局势。谁适应得好，适应

得快，谁就会早一天走出困惑
和烦恼。政府要用好倒逼机制，
增强广大企业经营者的紧迫
感，不要再等一等，看一看，扛
一扛。要动员企业丢掉幻想，面
对现实，查找短板，积极作为，
抖起精神，推动第二次创业。

王兆春举例说，济南山大
路科技市场曾经红极一时，可
如今面临互联网冲击、房租上
涨等压力，催逼经营者转变盈
利方式，变身为淘宝、电商培训
一条街，悄然之中完成了变革。

“企业是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组
合。场地、厂房、设备、工人、原
料、资金……都必须跟市场需
求结合起来，必须有跟时代结
合的技术、产品乃至思维，形势
变化了，市场不是那个市场，环
境不是那个环境，要素组合就
要重新调整。”

作为制造类企业，用人成
本是绕不开的坎儿。在如今经
济下行压力冲击下，现有生产
要素的重组、优化就成为必不
可少的变革环节。在山橡防水
车间，从德国引进的智能机器
人正按照程序设定，进行抓举、
自动缠绕膜、放入传送轨道等
工序，包装好的防水卷材直接
进入自动仓储系统。而等到发
货时，只要输入想要什么产品，
自动扫码出货，不用人工去找。
通过这种仓储智能化管理，至
少省掉一半人工操作。

在泰安的机械加工产业集
群，山东鑫福源机械锻压有限
公司采用进口机械手，不用人
工换件，可以实现不间断加工。
一个齿轮的生产时长从原来平
均1-2个小时，缩短到现在的6
分钟！效率大大提升。

培育新动能要实现要素革
命，企业要在全新的平台上重
新审视、自觉改进组合要素、对
接市场找需求、调整优化资源，
寻找新的业态形式。具体说来
就是根据市场变化的要求，把
不适合市场的要素拿掉，把缺
少的要素补上。缺创新补创新，
缺服务补服务，缺信息补信息，
实现“多领域的集成”，催生新
产品、新业态、新模式。

中小微企业机会
在“小而美”“小而活”

中小企业是新动能主体。
新形势下搞大批量的思维要转
变为针对市场需求，开发个性
化、专业化、智能化、高端化的
产品，瞄向专精特新，走多元发
展的路子。

例如在短缺经济时代，每
个人就那么几件屈指可数的衣
服，可如今家里的衣服成堆，清
洗、储存变成一个最常见的难
题，这时候就需要更专业化的
洗衣服务，自然就能催生出一
个新的行业。培育新动能同样
如此，要大胆创新，改造、引领
新的市场需求，这也是供给侧
改革的题中要义。

“企业要由亦步亦趋的
‘跟’意识向勇立潮头的‘领’意
识转变。”王兆春表示，新常态
下，原来波浪式大潮式批量化
的需求已经发生变化，且装备
好，资源多、资金雄厚的大企业
已经把这些订单拿走，而日益
增长的多品种、小需求、个性化
需求则是大企业难以服务到位
的领域，这恰恰是中小微企业生
存、生长的广阔蓝海。尤其是消
费类的小产品需求多种多样，只
能由市场化的中小企业来解决。

日照市岚山区中楼镇是鲁
东南著名的“塑胶加工之乡”，
全镇现有塑胶加工业户2000余
家，从业人员2万余人。这其中
很多加工户都是家庭作坊式的

“小微企业”，可“星星之火”却
能燎原，且创新能力一点不弱。
在一家以硅胶为主要原材料的
加工业户产品展厅，仅仅是水
杯套、水杯垫这一类产品，不同
的颜色、规格、形状就看得人眼
花缭乱，粗略数数也得有上百
个品种以上！如此个性、多元化
的需求，在这家小微企业这里
却是驾轻就熟、弹性生产。

记者了解到，作为新动能
主体，广大中小微企业以其

“专、精、特、新”的工匠精神为
解决个性化、多元化需求提供
了重要支撑。目前全省中小企
业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72
户，占全省的51 . 4%，拥有省级
以上技术中心1012户，占全省
的82 . 5%，拥有省级专精特新
企业1383个，拥有省市级“一企
一技术”企业4446个，中小企业
技术创新项目占全省总量的
78 . 7%。

在年初的两会上，李克强
总理指出，当前我国发展正处
于新旧动能迭代更替的关键时
期，必须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
发展新经济。就经济大省山东
来说，在这一波经济大转型背
景下，又该如何摆脱旧有的路
径依赖，探索出自己的新路子？

一年来，针对这些问题，齐
鲁晚报联合山东省中小企业局
启动“新经济·新动能”系列专
题报道，旨在阐明新旧动能转
换接续的逻辑，为政府和企业
培育发展新动能提供启发，为
山东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借鉴。

新经济·新动能
主办：山东省中小企业局·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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