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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山航 S07

“企业上云”在山
东全面开花

推动“互联网+”
向“云+”时代迈进

去年6月份，济南市人民
政府印发了《济南市“企业上
云”行动计划(2017-2019)

》，要求加快新旧动能接续
转换，完成互联网+向云+的转
变，并制定了总体建设目标和
建设任务。 计划中提到到
2019年，全市要新增上云企业
突破10000家，培育国内领先
的云平台服务商2-3家，行业
云应用平台3-5个，云应用服
务商70家，并围绕重点行业筛
选试点企业进行点对点扶持，
打造上云标杆企业，发挥示范
作用。

去年10月，山东省发布了
《山东省实行“云服务券”财政
补贴助推“企业上云”实施方
案(2017-2020年)》，通过创新
性的“云服务券”扶持山东企
业上云，制定了总体目标和建
设任务，在山东各市召开了

“云行齐鲁”企业上云政策系
列宣讲会，利用政府和民间行
业协会、组织等机构，普及上
云政策，提高上云认识，极大
地调动了上云企业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企业上云”如星火
燎原之势在全省全面开花。这
些政策的印发为云计算行业
在山东的下一步发展奠定了
政策基础，可谓注入一剂强心

剂。

济南孵化器市场
面临转型阵痛

开创探索“智慧
云+”孵化器新模式

“济南孵化器市场即将进
入饱和期，单纯做二房东的孵
化器1 . 0模式几年前早已落
伍, ,未来几年迅速面临重新
洗牌的格局。” 开创企业上
云服务孵化基地副总经理陈
振表示，济南孵化器行业起步
较早，但是发展较晚，且行业
独角兽不多，随着当前新旧动
能功能转换政策的变化，行业
将加速进入转型、合并甚至倒
闭的阵痛期,迫切需要向新的
运营模式、新的方向转变。

另外，济南孵化器市场的
一个显著地特征是各区孵化
器市场分布和发展的不平衡。
高新区作为济南科研发展的
先行区和政策倾向性较强的
实验区，孵化器发展较早，科
技研发、软件IT、互联网行业
集聚，规模效应较好，因此孵
化器行业比较有优势，也更集
中，发展层次更高。

而其他区尤其是槐荫区，
产业基础较为薄弱，孵化器和
众创空间数量较少，质量和水
平较低，发展层次还偏初级阶
段，而垂直领域的科技类专业
型孵化器几乎空白。不过随着
近几年西客站片区的崛起和
长清创新谷的发展建设，未来

济南西部将有较大的上升空
间,产业格局有望重塑。开创
企业上云服务孵化基地选址
在槐荫区西客站片区内，也正
是看中这一未来的巨大的发
展机会和市场潜力。

“我们将采取投资+孵化
的模式，结合创业的各类特
点，与处于不同阶段的在孵企
业签订孵化协议，通过提供不
同程度的资金补贴以及专业
的孵化服务，在入孵之初与企
业约定期权，通过这种形式与
企业共同发展，与企业共同打
造科技创业孵化的硬件平台、
增值服务的软件平台、风险投
资的资本运作平台‘’。陈振表
示，孵化基地将整合云服务商
的资源，构建“智慧云+”生态
型的运营模式，为更多的企业
打包进行服务，降低企业上云
的成本，这也是我们在垂直领
域建设专业型孵化器的目标，
是与普通孵化器区别开的一
大亮点和特色。

据了解，基地将利用西客
站片区的区位优势，对接京
沪，在省城西部形成一个互联
网产业集群，全面助力济南新
旧动能转换工作，形成槐荫区
经济发展的一个亮点。目前，
开创集团设立的烟台开创互
联网科技孵化园，已经成长为
国家级的众创空间，在这方面
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技术优势。

目前基地选址在济南报
业大厦A+B座5层，加上B座20

层，三层总计4500多个平方
(加露台功能区约5000平米)，
含开放式工位和封闭式办公
室，配套建有多媒体公共会议
室、展厅、路演大厅等多功能
空间，提供公用打印机、传真、
咖啡果饮、员工餐厅等公用基
础设施，满足企业日常运营需
求，搭建资源共享的综合服务
平台。除了专业的配套服务，
孵化基地还会在人才引进和
资金支持上提供帮助，引进各
个行业专业服务机构，给企业
提供基础的工商税务咨询、金
融、法律事务、政策申报、人才
引进等方面的咨询服务，对入
驻企业给予基础服务配套完
善，减少入驻成本。

据悉，当前基地正在紧锣
密鼓的招商和筹备中，计划在
今年6月份左右装修完毕并启
动正式运营。第一批初始会员
已经招募完毕，第二批正在火
热招募中。

招募令：

开创企业上云服务孵化
基地，打造济南首家智慧云+
特色产业孵化基地，筑巢引
凤，与您开创未来，期待您的
入驻！

地址：槐荫区腊山河西路
与日照路交界口 济南报业
大厦内

联系方式：18765817993
联系人：陈振

云计算服务即云服务 ,指可以
拿来作为服务、提供使用的云计算
产品,通过云计算提供按需分配、可
计量的一种 IT 服务模式。对于中
小企业来说，使用云计算服务能够
降低投资和运营成本，简化应用部
署和管理，应用系统和基础设施灵
活适应，特别是可以不用考虑基础
设施，而将关注重点聚焦在自身用
户的需求满足上。中国企业对云服
务的前景和趋势纷纷表示看好，企
业间竞争将逐步转向产业生态系统
之间的竞争。

2018年，中国云计算行业已经
走过了萌芽期、市场培育期，进入快
速发展阶段。市场预测，到2020 年
中国云服务行业仍将保持35 . 9%的
高增速，成为投资争抢的焦点之一。
我国已将云计算作为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的重要领域之一，2017年4月
工信部发布《云计算发展三年行动
计划(2017-2019)》，提出到2019年我
国云计算产业规模将达到4300亿
元，云计算服务能力达到国际新进
水平，云计算在制造、政务等领域的
应用水平显著提高，涌现2-3年在
全球云计算市场中具有加大份额的
领军企业；国家“十二五”、“十三五”
规划都明确提出将云计算作为未来
科技发展的重要领域，近几年支持
云计算发展的相关政策密集出台。
其中在北京、上海、成都等30多个省
市相继推出了各有侧重的云计算产
业规划，云计算产业布局正在形成，
产业发展明显加快，未来具有巨大
的市场潜力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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