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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大大产产业业四四年年后后全全达达““千千亿亿””级级
济南出台振兴计划，增创实体经济发展新优势

本报记者 刘雅菲

争取每年新增国家级
创新平台3家以上

对于这十大产业，济南已明
确发展目标：到 2020 年，十大产
业全部具备千亿级产业发展能
力，其中大数据与新一代信息技
术产业达到五千亿级，智能制造
与高端装备产业达到两千亿级。
十大产业整体规模更加壮大、创
新能力更加突出、服务体系更加
完善、空间布局更加优化、品牌
效应更加明显，十大产业成为济
南实现率先发展的领跑产业、拉
动经济增长的龙头产业、加快转
型升级的核心产业、推进自主创
新的示范产业，以十大产业为主
导，具有济南特色的现代产业体

系基本形成。
其中，骨干企业方面，到

2020年，十大产业主营业务收入
（营业收入）过千亿元的企业在
济南要达到2家，过百亿元的达
到20家以上，“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达到300家以上，基本形
成以龙头骨干企业为核心、大中
小企业紧密配合、专业分工与协
作完善的产业组织体系。济南还
将建设高水平创新平台，争取每
年新增国家工程（重点）实验室、
企业技术中心等国家级创新平
台3家以上，省级创新平台20家
以上；2020年国家级、省级工业
设计中心达到12家以上。

促进“互联网+”
向十大产业渗透融合

不仅是规模增长，济南还要

促进质量标准升级。实施品牌质
量提升工程，积极争创中国质量
奖、省长质量奖。争取每年新增
国家、行业标准 5 项以上，鼓励
企业主导或参与更多国际标准
的制订、修订。

济南的十大千亿产业将按
照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原则
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深化体制

机制改革，强化企业主体地位。
企业要想保持领先，创新

是最有力的助推器，产业发展
亦是如此。为此，济南要坚持高
端高质高效发展方向，大力发
展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和新
业态，提升产业创新能力。突出
产业发展先导、前沿和优势领
域，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
快对接德国工业4 . 0，引领制

造业向智能化、高端化迈进。
此外，济南还将促进“平台

+”、“互联网+”等新模式向十大
产业领域渗透融合。积极推进军
民融合，推动军民科技协同创
新、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并且加快
调整优化产业布局，进一步整合
提升各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功能，
推进服务业集聚区建设，为十大
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平台支撑。

到2020年，济南大数据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将达到五千亿级。(资料片) 本报航拍记者 刘军 张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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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是强市之基，产业兴济南兴，产业强济南强。”这句话点
出产业对济南的重要性。为把济南重点产业做大，增创实体经济发
展新优势，日前，济南市正式印发《十大千亿产业振兴计划》，确定
集中突破发展大数据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与高端装备、量
子科技、生物医药、先进材料、产业金融、现代物流、医疗康养、文化
旅游、科技服务十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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