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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封满楼 通讯员 肖玲玲

近日，2023中国产业园区&商办“金梧桐奖”获
奖名单公布，青岛高新区4家产业园区榜上有名，占
青岛市80%，彰显出青岛高新区产业园区的影响力
和吸引力。

打造高品质产业园区，是优化双创生态、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近年来，青岛高新区
通过构建“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特色产业
园”的全链条孵化模式，努力栽好“金梧桐”，引来

“金凤凰”，以高水平、高能级的科创平台培育“创新
种子”长成“参天大树”。

打造全链条孵化“金梧桐”

连续4年获评“金梧桐”，青岛市工业技术研究
院（以下简称“市工研院”）探索形成“超前孵化体
系-产品工程化体系-全链条孵化体系-企业赋能
体系”的成果育成孵化模式，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
孵化-产业化，引进培育了大批高科技人才项目，累
计孵化高科技初创企业500余家，培育高新技术企
业近百家、估值过亿元企业近30家，园区累计实现
产值超百亿元。

成立于2019年的华晟智能自动化装备有限公
司是市工研院重点培育的企业。日前，该企业顺利
完成近亿元B轮融资。至此，市工研院培育的企业
中已有4家完成亿元级融资。

近年来，市工研院持续优化科技金融服务工
作，通过构建“科技孵化+创业培训+科技金融”的
创新孵化业务体系，致力于为科技企业提供全方位
的金融服务支持，帮助企业疏解融资困境，累计帮
助企业获得股权投资超13亿元、获得银行信贷近3
亿元，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作为行业领先的国家级专业孵化器，北科建青
岛蓝色生物医药产业园已连续三届蝉联“中国产业
园区&商办“金梧桐奖”——综合实力10强”，这是
对园区产业聚集、服务赋能、圈层交互、科技化运营
等综合实力的高度认可。

“我们在青岛蓝色生物医药产业园发展多年，

目前取得很多成就。”康立泰生物医药（青岛）有限
公司总经理王建刚表示，产业园对于企业而言不仅
是一个承载其发展的平台，更为企业提供了人才交
流的机会以及不错的商机。眼下，康立泰生物医药
自主研发的1类新药“重组人白介素12注射液”已
进入二期临床阶段，预计2026年上市。在新药研发
过程中，高新区各部门主动服务，帮助企业获批山
东省重点研发计划立项，获得省财政扶持资金940
余万元支持。“这笔资金对我们公司的融资和今后
市场开拓有很大的帮助。”王建刚表示，由于新药研
发的周期长、费用高，这笔资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企业资金压力。

124类事项“不出园 秒帮办”

聚焦企业需求，优化服务无止境。日前，青岛
蓝色生物医药产业园新一轮小微企业危险废物集
中转运顺利完成。“之前我们都是自己处理危废，每
吨价格在1万元左右，现在集中处理，每吨价格降低
了一半。”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青岛
分公司生产管理人员韩景雯表示。

据悉，为解决小微企业在危险废物管理方面遇
到的贮存难、成本高等难题，青岛高新区在产业园
区试点开展小微企业危险废物统一管理，将过去企
业自行管理的危险废物，转变为由园区牵头，与危
废处置、运输单位合作，定期上门对企业危废进行
转运处理，并通过打造智慧化系统，实现产废入库、
转移处置等各环节全程“零人工”作业。“我们为企
业免费提供了智慧电子秤、标签打印机，同时定制
化开发了APP终端，实现了危废转运过程中的称
重、数据录入和标签打印一键完成。”青岛蓝色生物
医药产业园运营总监杨金宁表示。

欧陆分析检测技术服务（青岛）有限公司是一
家第三方检测公司，“我们公司涉及的危废种类比
较多，光靠企业自身力量很难管理好。”该公司安全
管理员赵泽表示，统一处理后极大缓解了公司管理
压力，而且处理流程更规范。

在政务服务方面，青岛高新区也充分发挥产业
园区载体优势，搭建政企联动桥梁，在全市率先布
局打造“10分钟”政务服务圈，目前已累计启用5家
园区“一站式”服务大厅和10家政务服务帮办中心，
为产业园区上千家企业提供124类高频事项“不出
园、秒帮办”服务，企业办事更加便利。

支撑“世界影响力园区”建设

栽好“金梧桐”，聚集“金凤凰”。立菲医疗器
械创新园将体外诊断医疗器械智能制造作为核心
产业，已吸引40多家上下游企业入驻。其中，青岛
惠安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是一家可以提供技术研
发、转让、咨询等服务的生物医药技术研发商，受
场地限制等原因，技术成果转化困难。在入驻立
菲医疗器械创新园后，企业将产品生产工作委托
给园区，不但缩短了相关资质审核的漫长周期，生
产成本也大大降低。“工艺的改进、设备的组装和
发货都委托给园区进行，我们不需要安排太多工
作人员，可以降低20%至30%的成本。”该公司总经
理刘传兴说。

此外，立菲医疗器械创新园还搭建起专业净化

车间和公共研发实验平台，以满足企业不同生产需
求，并成立术研发、临床注册等服务。“搭建起上游
的供应商体系，通过集中采购来降低成本，开放给
我们的合作伙伴。”山东立菲生物产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黄宁表示，他们还将进一步拓展国际客户，引
入更好的技术和创新产品并实现本土化，服务中国
医疗市场。

产业园区是区域经济发展、产业调整升级的
重要空间载体。聚焦科技创业孵化育成体系建
设和高成长性创新型企业培育，青岛高新区将各
类科创平台作为孵育科技型中小企业、推动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和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重要
载体。2022年以来累计引进载体类项目300余
个、盘活载体28.2万平方米，现有国家级孵化载
体17家，投入运营载体230万平方米，在孵项目
突破2500个。

下一步，青岛高新区将继续积极引导和推动
优质资本、技术、人才等资源要素向产业园集聚，
打造更多运营模式新颖、公共服务完善、特色优势
明显、产业布局合理的高质量产业园，为建设成为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高科技园区”提供有力的平台
支撑。

青岛高新区：栽好“金梧桐”聚集“金凤凰”

（上接A1版）
山东省“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了“支持烟台建

设中国海工北方总部”的任务要求，烟台未来还有
很大的想象空间。

回头再看2019年。
五年时间，航空新城从无到有，大量的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烟台海工企业及其配套企业参与其中，
过去几十年积累的完善的海工装备研发、设计、制
造、运营能力，确保了首次海上发射机遇来临时，烟
台有能力成功抢抓机遇，从单纯保障发射任务，到
发展出全产业链商业航天高科技产业集群。

这是海阳之路，也是海洋之路。

青岛海工升级之路怎么走

青岛同烟台一样，海洋区位优势明显，海洋资
源丰富，海湾、港口、海岸线条件优良。同处于日
本、韩国和中国构筑的世界造船业“金三角”的中心
位置，这一区域汇集了世界80%的船舶建造能力。

2022年，青岛15个主要海洋产业中，80%的产
业规模位居全省前列。其中，海洋船舶、海工装备
制造、海洋旅游、海洋交通运输、海水淡化与综合利
用、海洋工程建筑6个产业规模居全省第一。

也就是说，在海洋船舶和海工装备制造领域，
青岛的产业规模要超过烟台，位居全省第一。

2022年，烟台海洋生产总值突破2300亿元，海
工装备产业实现产值263亿元。青岛海洋生产总值
为5014.4亿元，西海岸新区船舶海工产业年产值突
破300亿元。

作为海洋强市，青岛同样被委以“核心引领”重
任。《规划》指出，“着力推动以青岛海西湾为核心的
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产业集群提档升级，进一步聚
集国内外海洋装备领域优势创新资源，强化产业链
上下游协作，积极开展试点示范，打造全球领先的
综合性海洋装备创新基地。”

对比《规划》可以看出，烟台的定位是全球海工
装备名城，更偏重海洋油气资源开发装备。而青岛
的定位是综合性海洋装备创新基地，更偏重船舶与
海洋工程装备总装建造。

在青岛承担此重任的地方，就是国家规划建设
的三大造船基地之一、位于胶州湾南口西海岸的青
岛海西湾船舶与海洋工程产业基地。

这里是中国船舶集团国内重要的制造基地，中
石油系统全国唯一、中海油系统全国最大的海工装
备基地。

穿过胶州湾海底隧道进入西海岸新区，右手边
塔吊林立，一片繁忙。基地内集聚了北船重工、中
船柴、海油工程、海西重机等船舶制造与海洋工程
企业以及各类配套企业50余家。基地内形成了以
造船为龙头、船舶配套和技术研发同步发展的船舶
产业集群。

青岛的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总装建造离不开
龙头企业北船重工，北船重工的成长史，也是青岛
海工装备产业发展的缩影。

北船重工可以追溯到德国人1899年创办的修

船所，修船一直是其强项，在北海船厂时期，修船
业务打入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同时企业也
在尝试其他非船舶海工项目的开发，参与过南极
中山站、长城站的建造，为胜利油田打造海上石油
钻井平台，直到搬迁至海西湾后，大踏步向造船业
迈进。

北船重工常务副总经理刘杰在接受采访时透
露，北船重工的传统优势产业是大型船舶建造维
修，目前超大型矿砂船业绩位居全球第一，大型散
货船市场占有率世界领先。

全球首艘 10万吨级智慧渔业大型养殖工
船——“国信1号”就是由北船重工建造，创造了
养殖渔船单船吨位和养殖规模最大、单舱水体量
最高、具备高度自动化和信息化的首个10万吨级
全封闭可游弋式大型养殖平台等多项国内外纪
录。动力系统，则是同在基地的海西电气参与研
发制造。

从北船重工的发展升级历程可以看出，青岛的
海洋产业与制造业基础雄厚关系紧密，但强项是在
船舶建造维修。

海工装备产业链较为复杂，各环节的价值增值
分配比率从高到低依次为研发设计、高端装备生产
加工、工程装备服务、基础部件生产加工、原材料生
产加工环节。

位于产业链上游的研发设计是整个海工装备
产业链中技术含量最高的环节。因为海工装备产
品往往针对用户的特定需求进行研发设计，不能规
模化生产，该环节的创造能力最高、附加值最大、在
整个链条上的利润也最丰厚。

在近期一篇第一作者署名为孟庆胜（青岛市海
洋发展局局长）的论文《青岛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
系的若干思考》里，作者在论述青岛海洋产业发展
中存在的短板时指出，青岛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较
慢，如海工装备EPCI链条结构（设计、采购、建造、
安装）中，中海油青岛海工仍以C端建造环节为主，
与烟台中集来福士具有EPC三个环节相比，还缺少
价值链条高端的设计和采购环节。

局长指出的问题，一针见血，青岛海工的优势
与不足，尽在其中。

论文也给出了提升研发设计能力的方案，“推
动中国船舶重工集团船舶设计研究中心尽快落地，
补齐船舶海工研发设计短板。依托中国船舶海洋
装备研究院、中船710、712、725所、哈尔滨工程大学
青岛创新发展基地等机构，争取国家、省级重点研
发计划，创新技术、集聚人才……”

不过，这也不只是青岛的问题。从全国来看，
我国海工装备在全球处于第二梯队，从海工产业链
来看，我国相对具有优势的就是总装建造环节，总
装建造能力和新加坡相当，但在海工装备（尤其是
高端海工装备）的设计、配套、总包、关键技术等方
面存在差距。

历史上，新加坡是世界修船中心，其海洋平台
经历了修理、改装、建造的三个历程，逐渐积累经验
发展至今。青岛等大部分地区走的路，与新加坡是
基本相同的。

埋头建造，只能成为行业苦力。高端建造，也
只是别人的高级苦力。我们向来在需要下力气的
地方能做到行业第一、世界第一，但竞争的优势在
于不但能动手，还要能动脑。

过去业界把中国的造船工业比喻为船壳工业，
虽然有大量海外订单，从数据上看兴旺发达，但关
键零部件本地化率还不够高，导致营业收入大，但
利润总额低的现象。

中国船舶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23年1—9月，
全国74家重点监测船舶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909.6亿元，利润总额127.8亿元。

一方面，在劳动力成本、制造成本的主导下，造
船业经历了从欧美到日韩再到中国的产业转移，中
国成为最大造船国家。

根据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数据，2022年我国
造船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3年居世界第一；在全球
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2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
列世界第一。

另一方面，造船业尚处于产业链中游，总装
建造厂尚不具备成为链主企业的关键环节。体
量进入第一方阵，质量上距欧美、韩国、新加坡还
有差距。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突破设计等环节存在的
短板，提升设计自主权，设计自主权决定了国产化
率，决定了如何分配供应商，有助于大幅降低成本，
提升议价能力。

诞生“国信1号”的海西湾造修船基地，在2017
年诞生了全球首座半潜式深海渔业养殖装备

“OceanFarm 1”（海洋渔场1号），由中船重工武船
集团建造，挪威萨玛尔集团设计研发。

当时，我们只充当了一个建造者的角色，整体
设计、核心技术、最高的附加值都掌握在外国海工
企业手中。

重温2018年6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烟
台中集来福士时的指示：“基础的、核心的东西是
讨不来买不来的，要靠我们自力更生、自主创新
来实现。”

中集来福士的可燃冰平台“蓝鲸系列”从基础
设计到建造、交付都由中集来福士完成。

然而，“蓝鲸1号”问世并不顺利。研发之初，平
台钻井系统完全由外方掌控，成本占到工程总投资
40%左右，意味着要花费近3亿美元从国外采购钻
井系统。来福士与外方谈判十几天，仅磨来180万
美元的“优惠”。

从“来图加工、来料加工”的建造商，到高端海
工装备EPC总包服务商，中集来福士用了10年时
间，冲进全球海工行业第一梯队。

青岛海工升级之路，就是学习先进，实现更高
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青岛在设计“国信1号”的时候，倒逼创新，将整
体的设计、核心技术掌握在青岛的海工企业手里，
已经形成30多项自主知识产权，突破了船载舱养、
水体交换、减摇制荡、减振降噪、清污防腐、智能集
控六大关键技术。项目累计形成系列技术成果60
余项，申请专利保护40余项。

现在，30万吨级超大型“国信4号”已启动功能
论证和总体设计，从海工装备制造产业升级的角度
来说，其重要意义已经超越了养殖本身。

携手合作，赚世界的钱

2022年，山东船舶与海工装备制造完工量
264.3万载重吨，在全国位居第五。第一大省是江
苏，造船完工量为325艘、1743.3万载重吨，占全国
份额的46%、世界市场份额的21.8%。

江苏已经连续十四年位居全国首位，其80%左
右的船舶海工制造企业，都聚集在苏中三城：南通、
泰州、扬州，三地合作打造世界级“通泰扬海工装备
和高技术船舶产业集群”。

长三角海工聚集区和渤海湾海工聚集区是中
国目前形成的两大海工重镇。其中江苏省遥遥领
先，值得山东学习。

《规划》指出，到2025年，山东全省造船完工量、
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要保持在全国的10%以
上，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产业规模保持在全国前三
位。全力打造山东半岛高端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
产业聚集区，打响“山东海工”品牌。

青岛、烟台，再加上威海，三大船舶与海洋工程
装备制造基地产值占全省的80%以上。

站在全省的角度看，山东要争先，就代表了青
岛、烟台、威海要合作争先。从各项数据来看，通泰
扬地区是青烟威地区的学习对标对象。

从青岛、烟台的代表企业来看，两地也走了两
条不同的海工之路，船舶海工与装备海工，应是互
补而非竞争关系。

在海工装备领域，总装是一个全球合作的概
念，分工有利于产业发展。自己门门第一，是不现
实的目标。

“通泰扬”船舶海工集群通过差异化竞争，形
成了南通的海工装备、豪华邮轮，泰州的大型油船
和集装箱船，扬州的大型散货船和滚装船等特色
基地。

山东船舶与海工制造产业主体发展仍处在装
备仿制与跟跑阶段，需要克服科技创新能力不足、
产业结构层次不高、地方配套衔接不畅等问题。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我们
目前可以说做到了“登东山而小鲁”，那么下一步的
目标是突破欧美国家对核心海工技术的封锁以及
新加坡和韩国对高端项目的激烈竞争，才是“登泰
山而小天下”。

海工装备不仅涉及海洋资源的开发，更关系到
国家对未来海洋空间和话语权的争夺，已经不是单
纯的商业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全球发展海工都是
国家意志的体现。我们做出多大的成绩，就代表中
国在全球海工领域掌握多少话语权。

“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中国作为
一个超大型工业化国家，海洋装备产业是强国大
业。开发海洋、经略海洋，青岛烟台，当挑重担，扬
帆满舵，奋楫远航！

华晟智能自动化装备有限公司日前顺利完成近亿元B轮融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