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枣庄高新区，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精密结构件项目

施工现场，18栋单体建筑每天都在“长高”，一批龙头

项目延链铺展，带动“煤城”蝶变“锂电之都”；胶东

半岛的绵长海岸线上，青烟威携手竞逐海工装备，“设

计—配套—总装”的全产业链优势加速形成，一艘艘

“山东造”从这里扬帆远航……

  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强调，山

东在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新质生产

力、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大有可为。一年来，山东以

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在推进产业体系现代化

上先行先试，努力在“大有可为”的征程上“大有作

为”：26个省级以上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抢占制高点，

商业航天、人形机器人、新能源电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制胜新赛道，高质量发展迸发强劲动能。

  买毛衫、看火箭，这两件听起来毫不相干的事，却是山东
一个滨海小城同时拥有的特色名片。
  在位于海阳碧城工业园区的壹线衣制衣车间，一体成型的
全电脑横编机有序运转，从“吃”进一根纱到交付一件成衣，
最快一个小时即可完成。毛衫是海阳市有着50余年历史的特色
产业，如今数字技术牵动着这个传统产业从劳动密集转向智能
制造，九成以上产品远销海外。
  10余公里之外的东方航天港，九天行歌（山东）航天科技
有限公司正加快轻量化复合材料产品研发，较传统铝合金材料
有望减重30%，由此可有效提升火箭运载能力，满足更多样化
的发射需求。
  从前端火箭生产制造到下游空天信息应用服务，在海阳已
形成“集团化”作战局面。5月19日，谷神星一号海遥五运载
火箭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在黄海海域将4颗低轨数
据采集卫星发射升空，至此已有93颗卫星在山东被成功送入轨
道。“目前我们已突破20余项核心技术，构建起海上发射产业
闭环。不久的将来，在沙滩上喝着啤酒看火箭发射，会是普通
人接触航天科技前沿成果的日常。”东方航天港（山东）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张志国说。

  “老手艺”更吃香，新赛道上也“出圈”，这般传统产
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协同共进的场面，正在山东不少地方
上演。过去一年，山东紧盯市场需求与科技发展趋势，推进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聚焦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集群化实施
先进制造业攻坚行动，现代产业体系“四梁八柱”更加稳固。
  “优”的基础夯实。山东滚动推进“万项技改、万企转型”，去
年6570个省级优选储备工业领域设备更新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4418亿元，今年一季度1500个技改项目开工1311个，完成投资1440
亿元，投资完成率达到27%。高端化工、智能家电、工业母机、轨
道交通、海工装备、农机装备、高端铝材等规模走在全国前列。
  “新”的动能积蓄。山东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
备、新能源新材料等全链条发展，完善无人机产业链“1+N”
图谱清单，壮大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协调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
长机制，济南量子科技、青岛深海空天、烟台商业航天等
“长”出一批创新“名品”和应用“名景”。
  数据显示，一季度山东电子、化学原料、汽车、农副食
品、金属制品5个行业增加值保持两位数增长，化学纤维、食
品制造、电气机械等行业也保持较高增速……山东制造业多业
支撑格局加快形成。

毛衫出海火箭上天 滨海小城藏着产业升级密码

  今年3月，一台产自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的氢燃料电
池发电设备跨越大半个地球，到达南极秦岭科考站。
  极地环境恶劣，氢电耦合的供能系统适应性更强，在攻克
了快速冷启动、高效转化等技术难题后，这一由国氢科技自主
研发的120千瓦“氢腾”燃料电池系统，作为科考站多能互补
微电网的核心部件，开启服务于极端场景应用的新征程。
  实际上，氢能产业的发展，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就能清晰感
知：在济南，40辆氢能重卡和22辆氢能环卫车服务于城市建设
与环保清洁；在青岛港，从氢能集卡到全球首创氢动力轨道吊
等，“中国氢港”的整体轮廓日渐成形；在青银高速高密服务
区，餐厅、超市的供电与供暖均源自氢能等可再生能源……
  氢能产业链长，各环节存在较高技术壁垒。山东一批企业
聚焦氢能产业链上下游强化技术攻关，政府则从项目审批、科
技研发、示范运营补贴等方面提供便利条件，并拓展氢能综合
示范应用场景。氢能产业“轻装上阵”，逐步成为经济发展新
增长点。
  科技创新是塑造经济实力版图的决定性力量。山东推进创

新链、人才链、教育链、资金链与产业链深度交融，锚定高端
前沿技术引入全球创新资源，围绕实体经济需求加速从0到1、
到10再到100的接力跨越。省级科技经费连续六年保持高强度
投入，2024年达到145 . 2亿元；“山东好成果”涵盖基础研究、
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现代海洋等多个领域。
  “企业最了解产业的痛点堵点，最知道市场需求。要让企
业真正成为科技创新的‘出题人’‘答题人’和‘阅卷
人’。”省科技厅厅长孙海生说。山东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
联合体，企业牵头实施省重大科技项目比例、依托企业建设省
级以上科技创新平台比例保持80%以上，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机
构设置比例、新产品销售收入占营收比重分居全国第二和第
三位。
  12英寸碳化硅衬底、超大尺寸铌酸锂晶体全球首发；亚洲
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生产装置“海葵一号”交付运营；潍柴柴
油机热效率第四次刷新世界纪录……过去一年，山东产业版图
新增多个科技创新引航坐标，今年一季度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
业增加值增长13 . 3%。

企业政府共答题 山东产业版图再添科创引航坐标

  一根鱼竿能有多大的威力？
  100斤的蓝鳍金枪鱼、3吨重的汽车，或是一个加速壮大的
特色优势产业，这3个答案都是正解——— 在威海，由一张张碳
纤维浸润料经裁布、贴布、烫芯、卷管等工艺加工而成的钓
竿，是渔具产业的拳头产品，一家企业一年就能卖出25万支。
就在今年，体育用品被山东纳入省级重点产业链，乘着政策东
风，当地钓具产业链主企业威海光威户外装备有限公司正联合
中国文教体育用品协会钓具专委会、哈工大（威海）及中国电
信等加快推进“钓具产业大脑”建设应用。
  “钓具产业涵盖竿、轮、饵、线等细分领域，以中小企业
为主，普遍存在设备自动化率低、跨领域协作壁垒高等痛点。
我们想通过搭建这个平台，有效“链”接起区域内的配套企
业，发挥规模效应和集群效应。”4月底召开的山东体育用品
产业链专题会上，光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邓向阳分享了
新进展、新想法。
  这样的政企交流专题会是山东“链长制”工作机制中的常态

化会议。2024年，山东19条标志性产业链规上企业数量超3 . 6万
家，实现营收近11万亿元，均占全省的90%以上。
  产业链就像一条长龙，任何一个环节“掉了链”，区域竞
争舞台上就会落下风。来看青岛仪器仪表集群如何“扭紧”链
条：瞄准仪器仪表产品研发验证周期相对较长的问题，青岛创
盛仪器仪表产业园构建起从基础器械到高端精密仪器研发再到
封装检测全流程生态体系，集聚行业优质企业42家，年产值近
5亿元；中小微企业、创客群体在研发过程中有很多“缺
项”，青岛专门设立科学仪器共享服务平台，发布科学仪器共
享资源及检验测试服务项目资源，推动全市大型科学仪器开放
共享……2024年12月，包括青岛仪器仪表在内，山东新增3个
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总数达到6个。
  作为全国工业版图的重要一极，山东着眼国家战略需求因
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创优塑强共生共赢的产业生态，主力
军求新求变，生力军厚积薄发，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
产业体系加速形成。

一根鱼竿拉动一个产业 制造大省“链”出钢筋铁骨

  □ 本报记者 付玉婷

  5 月 15 日 13 时 30 分，威海经济技术开发
区东浦湾，一艘墨绿色的大船从船厂船台缓缓
滑入黄海，进入下水调试阶段。
  这艘14600吨多用途重吊船是建设海上风
电场的重要装备，搭载两台各800吨重吊机，
联吊达1600吨，受港口环境、设备限制少，能
在复杂条件下“自主”卸货。
  “大约半年后，这艘船将交付德国船
东。另外还有一艘28000吨的多用途船也已进
入设计阶段。除采用LNG双燃料动力，可运
载二类核废料，应用二甲板还能实现货舱空
间的灵活调整，对焊接技术要求很高。”威
海芜船船舶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秦利明告诉
记者。
  2024年5月，以高端化学品船舶、绿色新
能源船舶等为“拳头产品”的芜湖造船厂（威
海）绿色海工科技产业基地项目正式投产，今
年是基地的第一个完整生产周期。“黑灯”工
厂里，动态视觉和薄板激光复合焊技术带动实
现人机高度协同，智能中控系统自行调配厂内
资源，自动化率高达80%，预计全年可开工12
条新船。
  从安徽芜湖到1000公里外的山东威海，这
家内河船厂翻开了自己“由江入海”的新篇
章。“除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最看重的是
威海打造的海工装备产业集群。”芜船项目负
责人表示。而随着芜船的到来，从事船体分段
制造和涂装服务的企业新船海工也实现“卡位
入链”：今年初，相关项目已顺利落地，与芜
船项目仅5分钟车程，“出门即是配套商”。
  再将目光投向浙江宁波东南海域的国电象
山海上风电场。
  海上风电设备发出的电能靠一根根埋在海
底的电缆输送，而这条“海底高速”想要结实
耐用，铺设技术很关键。“山东造”在这个领
域同样冲在一线：配备了1100匹大马力高压水
下电机的深海铺缆机器人，可一边行进，一边
用高压水流将泥沙冲开3米多的深沟完成电缆
铺设。
  “开沟深度、宽度相比之前都有大幅提
升，这样就能更好地防止远洋船舶的锚链或者
海洋生物对电缆表面造成破坏。”山东未来机
器人有限公司研发组组长刘凯翔介绍，由政府
部门牵线，企业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协同攻关，
最终填补了国内这一领域机器人空白。
  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领域市场前景广阔。
当前，一批企业的科技创新成果正快速转化为
市场热销产品。但另一方面，这个产业技术先
导性强、产业关联度大，其自主可控与创新发
展程度将直接影响制造强国、海洋强国、交通
强国等重大战略的实施。
  从引强催新完善就近配套，到做大创新合
作“朋友圈”，山东加快打造竞争力强的现代
船舶海工产业体系。去年，青烟威船舶与海洋
工程装备集群晋升先进制造“国家队”，全年
三地船舶海工企业实现总产值581亿元、主营
业务收入610 . 4亿元，拿下全省九成以上份
额。数据显示，集群已拥有北海造船、中集来
福士等总装建造及配套规上企业235家，培育
国家级单项冠军、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80
家，汇集山东海运、中国船级社青岛分社等上
下游企业超600家，形成集研发设计、原材
料、建造、配套、服务等于一体，船厂、船东
协同共赢的产业集群。
  “山东造”加速起航背后，是山东主动服
务国家制造业重点产业链建设，加力打造优势
链条，做优产业生态的努力。2024年，山东有
青烟威船舶与海工装备、青岛仪器仪表、潍临
日智能农机装备3个集群入选国家级先进制造
业集群，总数达到6个；新认定省级先进制造
业集群10个，总数达到20个。

出了船厂五分钟

就能找到配套商

  工业是技术创新的主战场，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最关键的
领域。作为全国唯一一个拥有全部41个工业大类的省份，山东
工业规模体量庞大、产业体系完备，具备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的良好基础和有利条件。山东基于雄厚的传统产业根基因地制
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十五五”时期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矢志不移推进新旧动能转换，确保了山东工业经济发展结
构向优，由此形成一片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沃土”。山东持续
淘汰落后动能，推进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技术工艺水平、市场竞争力已今非昔比。目前，钢铁、石化等
重点行业先进产能占比超过40%，“两高”行业达到能效标杆
水平的产能比例突破35%；前八批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名单
中，山东以237家企业总量位居全国第一。瞄准培育新动能，

山东着眼国家战略需求，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加快战略性新兴产
业培育，目前千亿元级集群达到10个，带动上下游配套及关联企
业超过2万家。这些新兴产业成为山东工业经济新的增长点。
  山东高度重视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联动发展，这是其建设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途径，也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开辟出更广
阔的市场空间。其中，传统汽车产业与新能源产业耦合，推动重
卡之城潍坊有了氢能新名片；新材料产业的发展，促成纺织大市
滨州重塑产业价值，产业韧性进一步增强；济南、青岛传统制造
优势明显，如今在机器人产业方面强化产业集聚，塑造机器人
产业新高地……传统产业为新兴产业提供丰富的应用场景，新
兴产业赋能提升传统产业，山东工业经济发展正朝着更先进、
更完备、更安全的道路前行。  （□记者 付玉婷 整理）

传统产业沃土里，新质生产力拔节生长
□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丁毅

培
新﹃
链
﹄群 
现
代
化
产
业
体
系
筋
强
骨
壮

22 22002255年年55月月2233日日  星星期期五五  责责任任编编辑辑  黄黄露露玲玲  纪纪伟伟  

  山东打造现代船舶海工产业体系，培育青烟威船舶与海工装备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图为在青岛完工交付的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生产装置“海葵一号”。（□资料图）

专家点评

核心提示

  □ 本报记者 付玉婷
一线故事

 噪新培育 2 0 0家省级

“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

集群发展

产业升级

 噪山东数字经济总量占

GDP比重超过49%，核心

产 业 增 加 值 占 比 突 破

9 . 5%

 噪累计培育国家中小企

业特色产业集群23家，总

量稳居全国首位

科技创新

 噪2024年实施企业技术

创新项目3220项，突破

一批“卡脖子”问题

 噪2024年3个集群入选

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总数达到6个

 噪今年一季度，1500个

技改项目开工1311个，

完成投资1440亿元，投

资完成率达27%

 噪今年一季度，规模以

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

长13 .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