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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山东东智智造造 多多““云云””才才能能转转晴晴
我省首创“云服务券”，三年助20万家企业上云

本报记者 高寒

自建系统要230万
接受云服务仅一两万

“我们这家企业是做网
络订餐业务的，每天上午1 0
时到下午2时订单爆满，服务
器要是跟不上，就会掉单、卡
壳。一旦影响了用户体验，会
对企业造成很大损失。”山东
乙丁网络公司董事长关海祥
说，如果搭建自己的系统，一是
花费巨大，更重要的是资源浪
费。“下午2时到第二天上午10
时的订单非常少，系统其实是
浪费的。这样一来，我们反倒成
了重资产运营模式。”关海祥
说。这就凸显了企业上云的
重要作用。

目前乙丁网络成为中国联
通云服务的客户，每年只需缴
纳几万元服务费用，便可以
利用联通高质量的服务器。

所谓企业上云，其实
就是指企业通过高速互
联网络，便捷地获取云
服务商提供的计算、存
储、软件、数据等服务，
对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降低信息化建设成本、促

进共享经济发展、加快新旧
动能转换，具有重要意义。

山东乐速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已经在浪潮成功上云，
总经理孙京龙算了一笔实在
账：他们公司在上云前 ,曾经
规划过自建系统。保守估计，
自建系统每年开销也要2 3 0
万元以上，而即使托管,也需
要自配服务器。每年的折旧费
用加上托管费用、安全费用,每
台服务器每年就要吃掉4万至6
万元。这两条道路,对于乐速这
样的中小企业来说,负担都不
轻。而选择上云,他们的支出仅
为每年一两万元,而且人力成
本为零。

企业上云有啥用
资源共享辅助创新

“俺这种制造业，上云有什
么用？”会议现场，一位来自临
沂的制造业经理问道。他表示，
他们公司和所谓IT沾边的东
西，就是一个内部办公网络，所
有的订单、客户资料都储存在
老板的移动硬盘中。而关于IT
的投入，也只是一台服务器、一

个用于降温的空调和一个运维
人员。因此，企业经理对上云一
直不热心。

“其实这位经理的观念
还停留在传统思维上，真正
转型成功的制造业企业，是
不会把客户资料简单地放在
U盘里的，不会什么数据都不
产生。很多企业用的是先进
的生产线，每生产一件产品，
都会有数据产生，每做一笔
生意，都会有资料入库。制造
业上云用处很大，但对于低
端制造业，或者说不想往高
端发展的制造业，却会觉得
用不上。”会议现场，专家表
示上云之后还能减少一点成
本。“连支撑内部办公网络的
电脑和人员的开支都省了。”

浪潮集团云服务产品部总
经理颜亮表示，企业上云，在信
息安全方面也会更有保障。“就
如同把钱放在银行中，虽然不
在自己手中，但银行有更加专
业的保护措施，比攥在自己手
里还安全。”不仅如此，企业上
云后，还能利用云平台提供的
共享资源进行创新。“就像存钱
还能拿利息一样！”

上云服务
将成新办企业标配

在会场上，一位济南互联
网企业经理表示，他们不上
云，主要是担心信息安全问
题。“不是说技术领域，而是
云服务平台主动对数据‘做手
脚’。”他认为，目前从事云服
务商的除了浪潮、三大运营商
外，还有很多互联网企业。

“互联网企业流行跨界，不少
巨头下面都有垂直领域的业
务。一旦我们的一些信息被他
们掌握，他们或是自己使用，
或是和其他企业达成交易，我
们找谁去？”

对此，华为云业务部副部
长陈栋则做了保证。“上不碰
业务，下不碰数据，云服务平
台要明确自己的业务边界。”
他表示，仅对于华为来说，他
们 首 先 能 做 到 只 做 平 台 服
务，不做拓展业务，不和企业
抢饭碗。另一方面，他们坚称
自己也是制造业，不会过多
涉足“互联网+”，不会打数据
的主意。

同时，针对目前全省“工业
入园”行动，以及各地越来越多
的创意园区、孵化器等，山东联

通政企客户事业部总经理亓健
也表示，云服务平台可以主动
参与类似建设。“越来越多的园
区强调拎包入住，就是说不仅
厂房、办公室齐全，连软件、系
统也都已经配备好。这样一来，
很多企业的成立之日，就是他
们的上云之日。”

目前，浪潮、华为、联通、
移动、电信、山东云科技、好
品海智等云服务提供者组成
了 山 东 省 企 业 上 云 服 务 联
盟。山东还自己创立了专门
面向工业企业的云服务平台
山东工业云。

企业主动上云
政府财政补贴

根据会议公布的数据，目
前就全省范围来看，上云企业
仅有2万家左右，而在美国，已
经有97%的企业实现了上云。
在国内，目前浙江在企业上云
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今年 4
月，浙江政府曾发布计划，旨
在新增10万家上云企业。4月
份至今，浙江已新增8万家上
云企业。在与会者看来，浙江
企业上云之路，其实很值得山
东借鉴。

山东是制造业大省，轻工、
化工、机械等七大产业拥有规
模以上企业36000多家，此外还
有不计其数的小微企业。浪潮
集团颜亮介绍，随着时代的
发展，制造业再也不能重复
按照图加工这种模式。例如
山东临工集团就将财务供应
链、生产制造、营销管理等业
务系统上云，各种数据进行
汇总，极大节约了管理成本。
而杭州中策橡胶的上云之路
则更加深入，通过对每一块
橡胶进行分析，使得科研人
员能找出最合理的“配方”，
稳定了产品性能。据了解，上
云能使得合格率上升3%以上。

为 了 促 使 企 业 主 动 上
云，山东省这次也创造性地
推出了“云服务券”政策。即
对于上云费用，建立“上云企
业出一点、云服务商让一点、
各级财政补一点”的联合激
励机制。同时坚持“总额控
制、先上后补、先到先补、补
完为止”的原则。云服务券主
要面向我省新旧动能转换十
大 重 点 产 业 和《 中 国 制 造
2025山东行动纲要》确定的
“10+10”产业的中小微企业。

本报济南10月13日讯（记
者 张玉岩） 13日，在2017山
东省管企业与中科院院属单位
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上，山
东国资系统与中科院院属企业
签署了7项战略合作协议。土壤
修复研究院、激光产业园等重
大项目在山东实现落地。院企
合作，探索股权合作模式，成为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种重
要探索。

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德州市政府共建士壤修复产
业技术研究院，以此为起点，
推动产业化示范基地、土壤修

复公司等产业化合作发展。而
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
究所、济宁市政府，则在鲁抗
医药建设生物技术产业化试
验平台，打造开放式、国际化
的工业生物技术成果汇聚和
转化基地。以此为起点，推动
菌种改良、红景天苷等生物制
品的产业化合作。

“环境治理和药剂都是土
壤修复产业中很重要的一环。”
华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振峰说。而在医药方面，华鲁
集团旗下有两个上市公司，在
成果转化、市场开拓、技术研发

和人才培育上都有较好基础，
中科院的合作正是看中了公司
的基础，实现优势互补。“拿土
壤修复来说，德州市面临着老
城区改造，城市建设用地的土
壤修复，另外，德州是山东农
业种植的重要区域，农耕用地
土壤修复也是巨大的市场。”
杨振峰介绍。这两大产业都是
聚焦“四新”经济，瞄准了产业
需求。

除华鲁集团两个项目落
地之外，国惠基金与山东能源
重装集团合作，引入央企、员
工持股新设项目公司，在新泰

市合资设立激光器产业项目，
首期投资1亿元，建设形成10
亿元级别规模的激光产业园
区。“这个项目利用了西安中
科中美公司在激光器方面的
研发优势，山东能源重装集团
的市场资源优势，国惠基金在
资金和资本运作方面的优势，
将聚焦大功率光纤激光器或
半导体激光器的研发、生产与
服务，在金属激光切割、焊
接、熔覆等应用领域创新合
作。”山东国惠投资有限公司董
事长于少明说。

另外，兖矿集团有限公司、

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签署全
面合作备忘录。山东能源集团
济南泰星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签署技术开发合作意向书。中
科院自动化研究所、兖矿集团
东华重工有限公司签署合作意
向书。

记者观察到，此次山东省
管国企与中科院的合作，探索
了新的合作模式，多家省管国
企都在往股权合作、建立混合
所有制企业方向使劲。而这种
合作模式更加有利于调动院企
合作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省管国企与中科院战略合作

土土壤壤修修复复、、激激光光等等重重大大项项目目落落地地山山东东

这年头开门办企业，最让企业主头疼的事情不
是具体业务，而是搭建企业信息系统。买设备、编程
序、做网络，还要后期运维。为了减少企业特别是小
微企业在这方面的负担，山东省一直在推进企业上
云计划。

10月13日上午，山东省企业上云启动大会在济
南召开。会上提出，计划利用三年时间，推动山东全
省上云企业达到20万家，“企业上云”的信息化投入
每年超过30亿元，节约信息化建设成本每年超过60
亿元。同时，山东还首创“云服务券”财政补贴政策，
建立“上云企业出一点、云服务商让一点、各级财政
补一点”联合激励机制。

10月13日上午，山东省企业上云启动大会在济南召开。（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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