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中小企业局推荐：培育发展新动能的八个途径

新新动动能能助助力力山山东东中中小小企企业业腾腾飞飞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经济发展必然会有新旧动能迭代更替的过程，当传统动能由强变弱时，需要要新动能异军突

起和传统动能转型，形成新的“双引擎”，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跃上新台阶。他在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希希望山东在保持经济中高
速发展上挑大梁、在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上勇攻坚、在解决重点民生问题上作表率。

事实上，中小企业作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主体，在新旧动能转换接续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山东也早已经率先行动动。山东省中小
企业局局长王兆春表示，我省中小企业正确认识新常态、全面适应新常态，积极引领新常态，倾力打造新动能，已经探探索总结出八大新动能
模式和路径，并且已编纂《培育新动能引领新常态——— 山东中小企业创新发展转型升级之路》，收录了我省22个行业、144个企业的典型案
例，必将持续引领中小企业巩固“稳”的基础、积蓄“进”的力量，开拓“新”的境界。

在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的
大前提下，山东激发全社会的
创业热情、创新激情，2016年
山东中小企业继续保持“井
喷”增长态势，当年新增企业
41万户，全年达到190万户，位
居全国第三位。值得注意的
是，全省中小企业达到第一个
100万户用了30多年，而培育
第二个100万户，仅仅用了3年
多。企业数量的大幅增加，大

大增强了经济活力和创新能
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
税源，同时也印证了一个不争
的事实：广大中小企业正构筑
起山东经济的新动能！

打造创业辅导基地，不断
批量复制孵化中小微企业成
为“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在
山东最具代表性的实践形式。
青岛橡胶谷小微企业双创基地
通过建立全生命周期创业孵化

服务体系，形成“研发+孵化+产
业+风险投资”的孵化模式,为企
业提供线上线下一站式服务平
台。汇集了国内外136所高校、
68家国际与国家级研究机构、
410家检测机构、200多家技术
转移机构及知识产权服务机
构、1200多名来自各行业的专
家带头人等资源。目前，已入
驻小微企业138家，从业人员
2341人。

1 创业孵化激发新动能

伴随着环保红线越收越
紧、能源资源约束越来越突出，
绿色产业成为新的发展亮点，
山东中小企业顺势而为，在节
能环保、绿色发展方面迅速启
动，成为不可或缺的新产业。

山东梅开再生资源开发
有限公司大力构建资源回收
体系，在省内主要再生资源集
散地建立分支机构14个，回收
网点800余处，搭建再生资源
一体化循环经济模式。2016年
企业回收利用废旧物资105万
吨，节约66万吨标准煤、30万
吨有色金属矿石、减少工业垃

圾产生量400万吨，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来自德州的景津环保股
份有限公司通过研发压滤领
域关键技术，迅速发展成为
一家品牌辐射作用大的综合
服务商，其技术达到国际领先
水平，连续十四年全球产销量
第一，产品销往123个国家和
地区，国内市场占有率始终在
50%以上。尤其是公司在市政
污泥处理、工业污泥循环再利
用等领域取得了世界性的技
术突破，实现了污泥的减量
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利用。

经济新常态给中小企业
带来全方位、系统性考验，推
动管理体制和经营方式的变
革，促进企业由家族型向制度
型转变，理清了责任利益，焕
发了生机活力。

山东宇虹新颜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借助资本市场东风，
积极实施中小企业规范化改
制，2012年5月在齐鲁股权托管
交易中心挂牌，2014年11月公
司转到“新三板”，法人治理结
构更加完善，并成功融资2000
余万元，股本从最初的50 . 8万

元到现在的2324万元，一个无
名家庭作坊已成为行业瞩目的
隐形冠军。

内部机制的创新同样重
要。韩都衣舍电子商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强化商业模式创
新，独创以“大后台+小前端”
产品小组为核心的单品全程
运营体系，每个小组独立核
算、独立经营，在最小的业务
单元上实现了“责、权、利”的
相对统一。同时通过大数据支
撑，可以实现响应爆款服装的
生产需求。

秉承传统、坚持规矩、精
益卓越是中小企业成长之路。
“工匠精神”是一种精神，更

是一种态度，最终体现为一种
意志，是对工作、对产品、对责
任忘我投入、无私奉献、追求极
致的精神和意志。在拥有雄厚
制造业基础的山东，工匠精神
已经内化为企业文化动力外
化为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制
造能力和管理能力，凝聚成鲁
企引领新常态、打造新动能的
核心竞争力。

在海阳方圆集团，董事

局主席高秀把“工匠精神”的
培育融入企业生产、经营、管
理的全过程，并亲自提笔创
作歌曲《我是工匠》，制作了

《我是工匠》专题片，把精雕
细琢、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

“工匠精神”打造成了一代代
方圆人的行为特质。

四十多年来，方圆集团
始终坚持把产品做细做精做
优，目前集团各种建设机械
新产品层出不穷，平均每年
都有20个以上新产品上市，
新产品产值率达30%以上。

中小企业新动能有了“山东模式”

编后：

烟台大丰轴瓦有限责任公司
是一家典型的中小企业，可它在
业界的影响却一点也不“中小”。
公司是目前国内唯一能够同时生
产船舶、商用车、乘用车、工程机
械和铁路机车等全系列轴瓦的行
业龙头企业，在国Ⅳ、国Ⅴ产品市
场的占有率超过20%，在船舶动力
市场的占有率近50%！

做到这一点，得益于公司
15年来心无旁骛，一直专注于
高端发动机轴瓦的国产化配

套，已累计创造26项国家专利
和30余项企业专有技术。位于
聊城市的乖宝宠物食品集团同
样如此，成立十年来精准聚焦
宠物食品这一细分行业，国际
联动、优化组合，拥有中、美、泰
三个研发和生产基地，国际联
动、优化组合，用四年时间打造
成宠物零食第一品牌，获批了
120多个专利。，在美国、加拿大、
日本等十多个国家拓开了市场。

王兆春表示，中小企业技

术创新，讲求剑走偏锋，在专、
特上下功夫，在全省中小企业
开展“一企一技术”活动，练就
独家绝活已经成为我省中小企
业培育新动能的主流方式，目
前全省中小企业拥有国家级企
业技术中心72户，省级“一起一
技术”研发中心和创新企业1990
家，省级以上技术中心1012户，
省级专精特新企业2205家。一批
创新活跃、后劲十足的科技小巨
人成为新动能的强大支撑。

传统变压器制造业产品
生产周期长、产品次品率高，极
大影响了变压器制造企业的生
产效率和利润，如何破解这一困
局？山东达驰电气有限公司通过
建立产品、制造、管理及质量模
型，将配电变压器生产全过程
数据导入企业信息系统，建立
完备的高中压节能配电变压器
制造执行系统，实现配电变压
器生产流程安全可控的自动

化、智能化制造。
达驰电气通过这种智能

化敏捷生产模式，整体生产
效率提高了20%，产品不良率
降低了10%，整体产品研制周
期缩短了20%以上；通过建设
运营精细化项目，企业运营成
本降低了20%。

智能制造让传统制造“有头
脑、会思考”，实现浴火重生，既
是趋势，也是培养新动能的主要

模式。针对我国化肥行业传统制
造过程存在的生产管理效率低、
农化服务模式不完善等问题，金
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互联网+”方式改造化肥生
产、流通环节，运用大数据、物联
网等新方式建立化肥智能生产
与服务体系，建立了“互联网+智
能制造+精准配送+一站式服务”
的产业链协同发展模式，实现
了产业链互联互通。

随着互联网与经济社会各
领域融合发展，打破传统封闭、
分割条件下落生产方式、思维方
式和发展方式，新产业、新业态
正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片新蓝天。

烟台国家级电子商务产
业园致力于打造保姆式服务
与数据性支撑的一站式公共
服务平台，累计开展B2C、跨
境、传统企业升级转型、电商
平台运营管理等培训50余场

次，培训电商从业人员3700余
人。一个园区吸引了43家优质电
商企业入驻办公，并有30家虚拟
注册企业享受园区的政策扶持
与服务，储备在谈各类电商企业
150余家，园区年营业额近60亿
元，从业人员2000人。

潍坊恩源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以B4C商业模式为核心，
打造的城域互联网+平台———
源网，重点筛选和挖掘区域具

备大范围竞争力且具有地方
代表性、市场接受程度高、产
品品质高的企业，开通源网平
台，利用线上线下多种方式面向
企业进行推送。同时，建设高端
食品电子商务总部基地，汇聚本
地特色产业和全球高端食品企
业，打造食品产业升级及拓展市
场的新平台。仅2015年就实现交
易额达6 . 2亿元，服务企业和个
人会员920万。

产业发展如何由过去企业
原始积累成长，转变为社会资
源整合式发展，让中小企业发
展有良好的产业生态，集聚发
展显示出独特的额裂变效应。
产业集聚发展对于中小企业发
挥区域品牌效应，延长产业链
条，缩短采购半径，压缩生产
成本，提升行业整体竞争实
力，实现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山东，
2016年全省年销售收入过百亿

元的产业集群超过230个，产业
集群、特色产业镇已经成为经
济发展新动能。

滕州市就是一个受益于集
群发展的典型例证。鲁南地区
经济欠发达，而滕州却凭借中
小机床、现代玻璃、新能源、
木门、童车童床5个重点产业
集群和4个省级特色产业镇，
一跃成为县域经济领跑者。其
中煤化工、机械机床产业2016
年主营收入已分别达到570亿

元、660亿元，机床产值数控化
率已达到45%，中小钻铣床产
量占到全国的80%以上。产业
集群已经成为滕州名副其实的
经济新动能。

今年3月3日，全省产业集
群升级年正式启动，山东将在
区域品牌培育、智慧集群培育、
高端人才培训等六大领域开展
专项行动，旨在全面提升现有集
群，并努力培育一大批高端高质
高效的千亿级产业集群。

本报记者 马绍栋

2 专精特优创领新动能

3 智能制造造就新动能

4 拓展业态引领新动能

5 聚集升级凝结新动能

6 绿色发展再造新动能

7 制度机制增强新动能

8 工匠精益铸牢新动能

近年来，针对经济新常态的严峻挑战，如何积蓄力
量，突破瓶颈，实现新发展，是摆在广大中小企业和主管
部门面前的难题。山东省中小企业以变应变，努力适应新
变化、新环境，借助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加快了企业创
新发展、转型升级步伐。

“适应新常态，要有新思维，要抓新机遇，要有新作
为，要有新发展。”王兆春表示，企业经营者要有对市场机
会的敏感辨识和精准把握能力，寻找出适合的生产方式
和商业模式，把新常态作为新平台、新环境，努力培育新
的增长点和发展动力。

省中小企业局及时发掘典型、总结经验，加强对中小
企业工作的有效指导，梳理提炼出培育新动能的八个途
径，这也意味着培育新动能有了“山东模式”。

4月6日，全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转型升级工作会议
在济南召开，全面推广这些经验典型。

齐鲁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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