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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耕田”
魏桥将分公司开到德国

滨州，“正在争当中国‘产学
研’创新‘试验田’”。

这是7月12日《滨州日报》头
版头条标题。魏桥，当仁不让成为

“试验田”的主角。
2022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上，

魏桥凭借637亿美元年营收大步
向前迈进83位，排名第199位，在
山东上榜企业中位列第二。

对于经济总量2872亿元的滨
州来说，魏桥“再造一个新魏桥”
之路，与其能级跃升的梦想紧紧
缠绕在一起。

魏桥锁定轻量化趋势，往价
值链高端走；滨州以魏桥为龙头，
以其他86家企业为骨干，打造高
端铝材制造产业集群，不光对区
域经济形成强力支撑，打造滨州
世界级铝业基地也成为“黄河战
略”下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地标”。

2019年，总投资17亿元的魏
桥轻量化基地建设启动，以发展
轻量化铝新材料在新能源汽车中
的应用为核心，打造中国最大汽
车轻量化研发制造基地。

这是一个巨大的产业跨越，
如同当年南山铝业给波音提供航
空铝板，西王特钢进入高铁用钢
行业一样，要跨越重重门槛。

魏桥国科（滨州）研究院、渤
海先进技术研究院这两大研发平
台接连成立。前者吸纳38家省内
涉铝企业组建山东省高端铝制造
与应用创新共同体，带动企业研
发投入超过1 . 2亿元。

庞大的研发体系凸显“换道
赛车”的难度，但“双碳”战略下，
这个新赛道前景诱人。

魏桥轻量化基地造出的车
身、底盘、底盘传动部件，较传统
产品分别减重40%、30%、50%以
上，初步测算每年可助力减碳34
万吨以上。2021年10月19日，魏桥
轻量化基地的首台全铝车身下
线，惊动业界，北汽、吉利、奇瑞、
蔚来、理想等多家车企前来见证。

但要真正形成产业大爆发，
必须在市场大规模应用。被追捧
的“全铝车身”，目前只有蔚来和
特斯拉这两个新能源汽车品牌正
在使用。

依托邹平年产800万吨氧化
铝、314 . 5万吨电解铝的产能优
势，能否形成一个轻量化铝新材
料的研发、装备制造全球产业中
心？在邹平铝谷大厦，在渤海先进
技术研究院，洋溢着这样的产业
雄心。

滨州市政府的信息显示，
2021年1-11月份，滨州轻量化铝
新材料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实现营
业收入4176亿元。

不过，一个瞄准“国家级”的
产业集群形成，需要二三十年沉
淀。一系列“国字号”实验室和研
发平台落地，创新体系的建立，在
这场竞跑中起决定性因素。

2020年12月，山东省先进铝
基材料与技术重点实验室筹建，
联合中科院金属所，苏州大学汽
车轻量化产业联盟等单位建设立
项7个汽车轻量化研发项目，投入
研发经费1 . 1亿元，首批购置实
验室仪器设备就花了1674 . 8万
元。

截至2021年，滨州国家级平
台载体达32家，省级以上科创(人
才)平台351家。

但这远远不够。
2020年5月，魏桥在德国杜塞

尔多夫成立分公司，以此为据点
同亚琛工大、巴登-符腾堡州轻
量化局、弗劳恩霍夫制造技术和
应用材料研究所等机构建立合
作。亚琛工大铝工程中心专门从
事铝材料科学以及铝在建筑、汽
车行业的应用等领域研究；巴登
-符腾堡州轻量化发展局建立了
全球最大轻量化行业网络平台，

300多个研究机构和2200多家公
司参与平台互动；弗劳恩霍夫制
造技术和应用材料研究所，是欧
洲在黏合剂技术、表面技术、成型
和功能材料领域最重要的独立研
究机构之一。

魏桥与这些大学和新型研发
机构的合作再次证明，要想成为
全球产业标杆，必须汇集全球顶
级资源，进行全球产业链的协同
创新，这是成为“全球铝产业磁
场”的命门所在。

菏泽探路
新模式新研发机构“出圈”

今年5月，菏泽市委书记张新
文在《瞭望》上发表《菏泽探索经
济治理引领产业转型新路径》一
文。张新文写到，探索经济治理新
路径，才有可能在各种短板和要
素短缺的制约下获得突破。

短短3年，菏泽生物医药产业
获得裂变式发展，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搭平台聚集科创资源。菏泽
在北京、上海、苏州三处生物医药
产业发达城市建离岸创新平台。
北京离岸创新中心经过一年多建
设，已有药效评价平台等多个团
队入驻。创新中心利用北京人才
科技临床等优势资源，引进高端
优质项目与急需人才。

在新药研发成果转化“最后
一公里”，菏泽以本土企业睿鹰集
团为龙头，政府和企业共同投资
建成全球第一条医药全产业链智
能制造共享平台。北京、苏州等地
的创新团队可以拿着研发成果到
这个平台孵化，通过股权投资成
为合伙人，只需要付租赁费，就可
以共享中试车间、生产设备、药品
检测实验室，不需要再重资产投
入厂房和生产线。

这种“我只需要你的大脑，剩
下的我全包”的模式，将新药创新
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周期压
缩90%以上，节约2/3的成本。睿
鹰集团有关负责人透露，目前已
建成离岸研发CRO公司7个、柔
性引进人才300余人，按照这一模
式运作落地产品近百个、注册合
伙公司20余家。这个新药创新“梦
工厂”正在吸引中国乃至全球顶
尖研发资源在菏泽汇集。

创新驱动下，这种“投资主体
多元化、管理制度现代化、运行机
制市场化”的新型研发模式和研
发机构在全国蓬勃发展。此次调
研中，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王修林
表示，这些新型研发服务机构的
出现，将创新链、生产链、应用链
深度融合在一起，充分体现了当
下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展
要素深度融合的特点。

目前困境
既缺平台也缺人才

高端研发平台和人才的缺
乏，是沿黄城市发展新兴产业普
遍面临的“卡脖子”难题。

以菏泽为例，截至目前，国家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国家重
点实验室在菏泽还是空白，省级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仅有22家，省
级企业重点实验室只有1家，菏泽
学院是菏泽唯一一所本科高校。

2021年，滨州规上工业利润
609亿元，位列全省第一，今年规
上工业营收有望突破万亿大关，
但滨州至今没有一所理工类本科
大学。

滨州对于大学的渴望，就像
1983年的深圳。时任深圳市委书
记梁湘说，“我们就是当掉裤子，
也要建深圳大学”，点出了当时的
深圳对于人才的极度渴求。

2019年，滨州首次提出筹建
渤海科技大学，后改名为滨州理
工大学（筹）。今年6月传出消息，
这个由魏桥国科牵头，规划引入
中国科学院大学教育资源的大学
今年将开始招生。

滨州理工大学预计投资40亿
元。魏桥创业董事长张波曾表示，
大学建成后，魏桥每年将向学校
捐赠5亿元，持续20年投入资金
100亿元。

创新体系的搭建非常烧钱。
2021年，滨州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比重达3 . 36%，为山东第一。
这个数据与名列江苏第一、全国
第五的苏州只差0 . 44个百分点，
但滨州GDP总量不到3000亿，实
际研发投入总量上不占优势。

赛迪发布的《黄河流域工业
高质量发展白皮书（2021年）》
显示，整个黄河流域研发经费
投入规模和强度与长江流域比
差距较大。

更紧迫的是，从科研前瞻
性引领、成果的市场效应来判
断，当下科创平台的比拼已经
从“数量追赶”到了“质量超越”
阶段。大量新型研发机构“出
圈”，意味着竞争风向又发生转
变，这对于基础本就薄弱的沿黄
城市更是双重压力。

如何破局
“兄弟”要找“共同话题”

滨州和菏泽这两座城市竞
逐“风口产业”，这意味着在资
源要素上和其他城市面临激烈
竞争。

山东沿黄九市中，济南、济
宁、菏泽、滨州都将生物医药作为
重点产业打造。而高端化工、新材
料产业则是济南、济宁、滨州、菏
泽、枣庄、东营圈定的重点产业。

要么单打独斗，要么抱团取
暖。

菏泽和滨州创新资源不足的
共性问题，折射出省内创新要素
流动不畅的现实，而要素资源流
通不畅，是整个黄河流域产业竞

争力不强的根源性问题。
此次调研中，滨州市政府有

关部门人士呼吁，滨州原始创新
基础薄弱，高端要素资源匮乏，亟
待与省会经济圈、胶东经济圈协
同共享。

今年2月发布的《山东省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
划》中提到，要优化提升“一群两
心三圈”布局，共建黄河流域合作
发展平台。这点明当前格局下，

“抱圈建群”，从一体化发展中获
取增长红利，已经成为区域经济
博弈的新赛点。

济泰、济淄、济德同城化成为
省会经济圈重点推动的内容，这
是济南未来完成量级跃升的主战
场。同样，济南作为省会城市吸引
全国乃至全球高端科创资源聚集
能力最强，济南市综合科技创新
水平指数连续四年居全省第一，
这是济南的优势，更是省会经济
圈小伙伴借力之处。

正在建设的齐鲁科创大走
廊，被定位为山东省科技创新
的策源地、成果转化主平台、争
创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主阵
地，一系列的大科学装置、新型
研发机构、国家重点实验室、产
业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在
这里落地。

这个“走廊”虽然身在济南，
但作为山东省科技创新策源地，
如何连线成片，破除行政壁垒，使
得高端科创资源在区域内形成自
由流动之势，和地方产业高效、精
准对接？

在推动一体化发展时，淄博
展现了省会都市圈GDP增速最
快城市的冲劲，今年5月率先出台
加快推动济淄同城化科创大走廊
先行区建设意见，全面对接齐鲁
科创大走廊的先行区。

济南汇聚的高端科创资源
中，中科院系是重要力量。目前中
科院落地济南的机构达15家。济
南起步区与中科院多院所合作。
与此同时，中科系与菏泽、滨州的
产学研合作也非常活跃。2019年，
魏桥创业与中国科学院大学、中
信信托三方共建魏桥国科研究
院，强化了与中科院理化所、材料
所、半导体所、金属所等13家中科
系院所的联系。2011年至今，中科
院已与滨州39家企事业单位建立
合作关系。

那么，在中科院这个高端平
台上，山东“兄弟们”能否找到“共
同话题”，把中科院这个创新要素
用足用好？

滨州和菏泽急需高端科创资
源支撑的追问，将黄河战略下山
东“一群两心三圈”如何一体化发
展推到亟待落实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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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战略”的破局点在哪儿？近日，记者随山东省政协“统筹区域协
调发展，推动黄河流域产业转型升级”专题调研团队赴滨州、菏泽调研。

这两座城市的产业更新之路，面临黄河流域城市发展的典型困局。
他们锁定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赛道，全力搭建创新体系，急需高端科创
资源硬核支撑，也将“黄河战略”下山东“一群两心三圈”一体化发展推到
亟待落实层面。

1

2

3

4

·黄河战略 山东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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