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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创新示范区内六家高新区今年搭建公共网络平台

““六六兄兄弟弟””联联手手创创新新引引领领转转型型升升级级

本报记者 范佳 宋立山

做好顶层设计
今年全面推进

去年4月，国务院的一纸
批复为我省转型升级送来重大
利好消息，该批复正式同意山
东依托济南、青岛、淄博、潍坊、
烟台、威海6个国家高新区建
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这六个“兄弟”并肩携手，
将会为大家呈现出怎样的一个
自主创新示范区？省委、省政府
印发的《关于加快山东半岛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发展的
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
可见端倪，意见明确，“以蓝
色经济引领转型升级的自主
创新示范区”为战略定位，重
点打造“四区一中心”。即：构
建全球海洋科技创新中心，
打造体制机制创新先行区、
经济转型升级样板区、创新创
业生态示范区、开放创新的引
领区。

“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的蓬
勃发展，各地成立的高新区不
少，但是像山东这样，六个‘兄
弟’齐心协力打造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的情况却不多见。”省
人大代表、山东大学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院院长赵国群认为，
示范区通过打造区域性科技创
新平台，将为山东经济转型升
级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

意见中提到，到2020年，
示范区研发经费支出占地区生
产总值的比重达到3%左右，科
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到65%左右，高新技术产业产
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
重达到75%左右。

省科技厅园区处相关人士
告诉记者，2017年既是打基础
又是全面推进的一年，当务之
急是做好顶层设计，包括整体
规划和各市的实施方案，以及
绩效评价的标准、体系、统计等
基础工作。

不搞重复建设
找准定位、错位发展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市也
早已跃跃欲试，为自创区建设
作了大量基础性工作。省政协
委员、济南市科技局局长吕建
涛透露，济南高新区此次主要
是将电子信息这块纳入自创
区，而不是整个高新区。2017
年要在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
加强体制机制完善创新，探索
实施新政策，扶持创新企业，提
高成果转化能力。

省政协委员、浪潮集团执
行总裁、首席技术官王柏华表
示，建设自创区，政府部门要进
一步完善科技服务体系，不断
优化示范区创新创业生态。

青岛市高新区相关人士介
绍，该区创新园区运营模式，对

“规划、建设、融资、评估、运营、
服务”６项环节进行流程再造，
掐掉中间、专注两端，管委会专
注“产业战略研究和产业组织、
提供公共服务”，由管理者向公
共资源与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转
型。按照规划，青岛市高新区将
加快壮大软件与信息技术、高
端智能制造、蓝色生物医药、海
工装备研发、节能技术与新材
料等五大产业。

淄博市高新区建设了生物
医药、先进陶瓷、功能玻璃３个
国家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地，
潍坊市高新区正加快打造动力
装备、光电、ＶＲ／ＡＲ三个千
亿级产业集群，烟台市高新区
则主打生物医药与健康、先进
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现代服
务业等特色主导产业，威海市
正全力壮大医疗器械及医药、
电子信息、时尚设计制造、新材

料及制品、智能装备五大产业
集群。

“主流产业，大家都会去
争，市场规律使然。但是也要注
意，各高新区要在此基础上发
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发展特色
产业，实现协同互补。”赵国群
认为，建设自创区，要分别给六
个“兄弟”找准定位，实现各高
新区错位发展、特色发展，不能
千篇一律，搞重复建设。

科技成果转化
政府要注重建资本平台

在王柏华看来，自创区不
是简单的物理性结合，而是要
搭建一个跨地域、跨领域的协
调创新平台，发生激励创新的
化学反应。比如说潍坊的潍柴，
生产拖拉机、重型机械发动机
全国有名，与互联网研发企业
合作，传统机械与现代电子行
业、互联网行业可能会碰撞出
火花，创新研发出引领市场和
潮流的新产品。

作为长期从事科研的学者
型代表，赵国群特别提到了科
技成果转化的问题，“以高校为
例，学科门类比较齐全，以研发
能力见长，自创区的产业布局
更为广泛，能够为科研成果转
化提供更多可选择的平台，减
少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洽谈合
作的成本。”

我省出台的意见中也强
调，建立科技成果转化补偿机
制。建立省级科技成果转化贷

款风险补偿机制，引导合作银
行发放用于转化省级以上科技
成果转化项目库中科技成果的
贷款，并按照贷款的一定比例
给予合作银行风险补偿。设立省
级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
基金，对中小微企业知识产权质
押贷款形成的呆账给予补偿。

王柏华认为，成果转化补
偿对企业有很好的激励作用，
但是毕竟不能成为主导机制，从
长远来看，政府部门要更加注重
搭建资本平台，引导创新型利用
资本市场，通过创新基金和风险
投资，用市场的方式解决成果
转化的风险与回报问题。

省政协委员、济南市科技
局局长吕建涛透露，济南将建
立一系列大型平台，比如山东
省政府、济南市政府和中科院
三家联合建立了中科院的协同
创新中心，可能下一步中科院
大量的研究成果要在济南高新
区转移转化，现在协议正在商
讨。“很快，今年上半年应该就
会签署合作。”

上有高规格领导小组
下有轮流式联席会议

“要推动科技创新，就必须
体制机制创新先行，不能戴着
沉重的镣铐跳舞。”王柏华认
为，一是上级政府要给自创区
充分的自主权和决策权，二是
各高新区要进一步完善公共服
务机制，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创
新环境。

我省出台的意见也强调，
省直有关部门及各相关市政府
要明确管理权限下放清单，最
大限度地下放审批权限。建立
示范区与省直部门和单位直通
车制度，允许示范区在项目申
报、财政补助等方面实行直接
申报。推进示范区内国家高新
区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开展相
对集中行政许可权试点，探索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新机制。

同时，要完善灵活实用的
选人用人机制。赋予示范区内
各国家高新区在机构设置、编
制使用、人员聘任等方面的自
主权。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建立绩效薪酬分配机制。在这
点上，潍坊高新区已经在创新
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出台《潍坊
高新区公务雇员管理暂行办
法》，实行公务雇员职级制管理
制度，参照事业单位同类人员
建立薪酬体系，与同等性质的
劳动者实行相同的劳动报酬分
配办法。

除了单个高新区内部的体
制机制创新，六个“兄弟”之间
的协调也尤为重要。省科技厅
园区处有关人士告诉记者，从
机构上，省政府已经成立高规
格领导小组，各市成立相应机
构，来统一沟通协调；从技术
上，目前正在推进建设一个公
共网络平台，通过平台实现六
个区信息、人才等互通共享。此
外，可能还将成立六家高新区
的定期联席会议，各地轮流主
持，实现互通共享。

“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如今山东就有这样的六个“兄弟”，他们
分别是济南、青岛、淄博、潍坊、烟台、威海的6个国家高新区，在转型
升级的关键时期，他们将强强联合，打造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这六个“兄弟”将打出怎样的“组合拳”？又将为我省打造出怎
样的“试验田”？本报记者采访了参加省两会的科技界人士、企业家
和知名学者，为自创区描绘愿景的同时，也提出了他们的建议。

■2017山东省两会专题报道

济南云计算中心。（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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