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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中国石化工业联合会园区工委会发布“2018中国化
工园区30强”名单，山东以4家园区的上榜规模摘下“探花”桂冠。

作为中国的化工大省，山东在化工企业、园区数量上雄踞全国
前列，在质量上也不落下风。不过，层层光环并不能让化工园区们
高枕无忧。今年6月以来，多地迎来中央环保督察组的重点督察，
环保风暴之下，山东的化工园区们，究竟该如何在新旧动能转换中

“涅槃重生”？

本报记者 王延斌

据统计，山东的炼油、轮胎、氯碱、化肥等产业规

模均居全国首位，特别是炼化行业，仅地方炼化产能

就达 1.3 亿吨，占据全国地炼近 70%的产能。截至

2016 年底，山东化企进入全国化工 500 强名单的已

有 104 家，占总数的 20%。由此，山东也坐稳了“全

国第一化工大省”的宝座。

科技日报记者走访发现，“通过科技创新帮助化

工园区保持生机与活力”，正是山东的四大化工园区

在历次榜单中保持常青的一致选择。

此次在化工园区榜单中排名前五强的淄博齐鲁

化学工业区是山东省与中石化的合作项目，园区依

托特大型化企齐鲁石化，吸引了美国伊士曼公司、英

国 BOC 公司、德国朗盛集团等诸多世界化工巨头，

以高起点、高技术、高效益为标签。

国内瓶盖的年产量在 10 亿—50 亿只，而“茂金

属聚乙烯”非常适合瓶盖的生产，去年，齐鲁石化

完成的“茂金属催化剂气相聚乙烯技术”，打破了

国外对我国茂金属催化剂及其工艺的技术垄断。

凭借一系列核心技术的突破，再加上企业龙头的

带动、雄厚的产业基础，4 家化工园区的脱颖而出

也就顺理成章。

不过，在山东为数众多的化工企业、园区中，类

似核心技术的突破仍以“点”为主，并没有在面上形

成“燎原之势”——比起小部分注重高科技的“样本

式”园区、企业，大多数化企和园区仍停留在“散乱

差”阶段，这也直接导致了环保风暴下的“关闭潮”。

稳坐宝座

科技创新助园区脱颖而出

去年 12月底，中央环保督察组向山东反馈督查

意见提出，“山东省化工行业无序发展问题突出，大

量项目违规建设，环境污染和风险十分突出。”

更清晰而残酷的事实是：在该省 9500余家化企

中，规模以下企业占到了63%；上万家化企中，2/3的化

企对行业的总贡献率只有可怜的3%。

为解决积弊，山东“断臂求生”，以短痛换取长远

发展：他们减掉了一部分规模特别小的企业，特别是

设在农村、社区里面的小厂、小作坊，一旦查实，一律

关停。几个月前，山东一度在 4个月内关闭了近 600

大浪淘沙

技术先进程度是重中之重

作为首批进驻东营港经济开发区化工园区的企

业，亚通石化曾被当地民众称为“污染大家伙”。

在“环保决定生死存亡”的形势下，亚通决定换

个活法——这些年来，企业通过投巨资强化环保管

控，使各项环保指标均优于园区标准。没想到，治污

竟然换来了好生意，如今的亚通产销两旺，发展势头

良好。该公司安全环保部部长刘豹不禁感叹，“如今

我们连睡觉都踏实了。”

昌邑滨海（下营）经济开发区现有68家化工企业，

安全是园区的首要大事。“在整个园区中，污水、危废处

理，VOCs在线监控，地下水水质监测井等环保项目和

设施构成了完备的环保体系。”该园区安全生产与环保

监督办副主任徐述兴介绍。

在生死抉择面前，变被动为主动，是亚通石化和昌邑

滨海经开区的共同选择。事实上，他们的自觉也源于全

省层面的部署。四个月前，山东省颁布的《山东省新旧动

能转换重大工程实施规划》明确规定：推动现有化工园区

提质升级，提升园区承载力，推动各类优质资源要素向园

区集聚，促进产业集群上规模、上特色、上水平。

在这样的指挥棒下，山东的化工园区正出现新

改观。例如东营就把高端石化基地建设作为新旧动

能转换的一号工程，举全市之力推进建设。

随着“环保风暴”的不断升级，如何有效解决防治

园区污染和发展经济之间的矛盾，找出经济发展与生

态环境之间的平衡点将考验着当政者的智慧。而高端

高质的发展路径，无疑正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方法。

生死抉择

高端高质成唯一选择

■聚 焦

七 月 的 珠 海 ，鲜 花 烂 漫 。 站 在“ 创 新

高 地 ”珠 海 这 片 沃 土 上 ，一 股 创 新 之 风 迎

面而来。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成为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

目标，科技创新，正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中以企

业间经贸交流与合作日渐升温，逐步驶入“快

车道”。

7 月 2 日，由珠海华发集团和以色列英飞

尼迪集团承办的第四届中以科技创新投资大

会如期举行，到会人数 5000 人次，超过 2000

家来自中以两国的高新技术企业代表参会，

中以合作向深度和广度迈进。

高端对话
“创新国度”邂逅“创新高地”

以“创新之国”闻名的以色列，面积不足

2.5万平方公里，全国人口仅 800多万，却拥有

近 4万名科学家。

是什么成就了以色列的创新奇迹？以色

列迦南投资（Canaan Partners）的合伙人埃胡

德·礼维的话回答了这一问题：“我们没有自

然资源，没有淡水，没有土壤，没有安全，没有

资产，只有创业者。”积极的创新政策、世界先

进的研究机构以及对知识产权的重视及保

护，在以色列，一整套成熟的系统为创业公司

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以

及中以“创新全面伙伴关系”的建立，中以两

国科技创新投资合作愈演愈烈，不少以色列

企业纷纷“寻金”中国。

而作为较早设立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的

珠海，位于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地带，即将通过

港珠澳大桥与香港、澳门路桥相连，坐拥海陆

空立体化交通体系的珠海，可以更加便捷高

效的对接港澳乃至全球的创新资源，吸引国

内外高端要素逐渐向珠海靠拢。2018 年，深

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吹响“二次创业”

号角的珠海“大招”频发，出政策、引企业、育

人才，加快聚拢全球高端科技创新资源，为广

东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贡献珠海力量。

当“创新国度”以色列邂逅“创新高地”珠

海，领先的科技不断碰撞出火花，创新合作或

将成为驱动中以关系全面升级的新动力。

2017 年 6 月，第三届中以科技创新投资

大会落户珠海，成功促进一大批中以重点项

目签约落地。如今，一年过去，第三届大会开

幕式上正式启动的中以创新投资基金筹备工

作有序推进，项目储备工作加紧推进中，投资

项目预计将于年内落地。

作为第三届大会签约的 13 个重点项目

之一的中以加速器产业园项目，由华发集团

和以色列英飞尼迪集团联合打造，位于珠海

高新区智慧产业园内，占地面积 7.4 万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约 22 万平方米，总投资约 20

亿。昨日开幕的第四届中以科技创新投资大

会上，该项目举行了开工仪式，预计 2018 年

底完成基础工程，2020 年竣工。项目建成后

将以推动以色列先进技术在珠海落地生根为

重点，优选在国外已经形成产品或建立成熟

商业模式的项目，在加速园内实现实体落地

和产业化，为珠海实体经济发展培育更多创

新主体。

引领创新
科技创新助力珠海“二次创业”

今年是珠海“二次创业”的启动之年，站

在新的历史起点，第四届中以科技创新投资

大会再次落户珠海，承接上届大会的丰厚成

果和品牌影响力，以技术、资本、市场等多重

领域更深入的创新合作，推动珠海与以色列

之间科技与经贸交流迈向新高度，以科技创

新助力珠海“二次创业”，开创珠海特区发展

新局面。

“为筹备这次科技创新投资大会，我们除

了日程的精心设计之外，还有配套的考察投

资，以及非常适合珠海经济发展五场分论

坛。”珠海市相关领导介绍，这五个论坛分别

是智能制造 2025、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知识

产权、智慧城市，与会的知名企业家和嘉宾围

绕这五个主题进行了探讨合作，并做前瞻性

的研究。

大咖云集是本届大会的一大亮点之一。

据组委会介绍，来自中以两国超过 2000 家科

技创新企业，其中不乏 IBM、阿里巴巴、埃森

哲、格力电器等知名企业以及秒针科技、海康

威视、中航通飞、华大基因、富士康科技集团

医疗健康事业群等信息科技、智慧城市、先进

制造、生命科学领域的领先企业，以及 IDG资

本、弘晖资本、洪泰基金、睿盟希资本等知名

投资机构，知名经济学家许小年、格力电器董

事长兼总裁董明珠、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刘

松、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前所长姚余栋

等重量级嘉宾，围绕中以两国间的科技创新

合作、创新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话题碰

撞观点，分享智慧。

国防和商业市场的全球领导者 IAI、染料

太阳能电池的全球领导者 3GSolar 等来自生

命科学、农业科技、移动通信、互联网及金融

科技领域的超过 150 家以色列先进科技企业

亮相大会，在企业路演和 B2B 环节和中国的

企业、投资机构进行了直接交流和沟通，让与

会嘉宾现场近距离感受来自“创新国度”的科

技创新成果。

作为大会的“王牌环节”，B2B 环节是中

以企业关注的重点，也是本届大会促进中以

双方经贸交流领域取得实效的关键所在。

“和以往的三届大会相比，今年将点对点非

常精准地进行招商。”珠海华发产业投资板

块负责人、珠海基金董事长郭瑾介绍，珠海

在 未 来 5—10 年 要 打 造 智 能 制 造 、数 字 经

济、生物医药、知识产权、智慧城市等重点产

业，“在这些领域，通过以色列的商会和政界

各方面的介绍，我们会刻意精准地在以色列

对接这方面的资源。”

国际风范
开启国际合作新篇章

2018 年是中国和以色列正式建交 26 周

年，也是以色列建国 70周年。

在这个特殊的年份里举办第四届中以科

技创新投资大会，将进一步推动中以创新合

作迈上新台阶，更好地实现优势互补，更多惠

及两国人民。

“今年的大会延展了去年大会的一些成

果，为这次大会的顺利召开做了很好的铺垫

工作。”郭瑾介绍，比如，珠海市知识产权交易

中心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支持下，也开发了

对以的线上知识产权交易平台，而珠海市的

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将会发展成跨国跨境中以

两国间的专属的知识产权交易平台。

作为中以两国促进经济合作和企业合作

的重要平台，中以科技创新投资大会已列入

2017 年 3 月《中以政府间经济技术合作机制

三年行动计划》。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建设

的深入推进，珠海与以色列企业间的合作交

流也日益密切。

中以科技创新投资大会再次落户珠海，

更是珠海在广东全面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背景下，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科技创新，全

方位加强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积极主动融入

全球科技创新网络的有益尝试，将开启开放、

合作、共赢的国际合作新篇章。

(本文所有数据均由珠海华发集团提供)

跨越亚洲大陆的科创豪情跨越亚洲大陆的科创豪情
——第四届中以科技创新投资大会掠影第四届中以科技创新投资大会掠影

桂楷东桂楷东

以“率先建设 5000 亿国家级园区”为目标的长

沙经开区，近日又有新收获：长沙市蓝思科技黄花

生产基地启动的“2018 年全市重大产业项目集中

开工活动”中，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 11

项产业项目大单被该园区收入囊中，涉及总投资

近 230 亿元。

长沙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庆红称，在“湖南

省 2018 产业项目建设年”的背景下，园区进一步加

大了项目建设和产业链建设工作。1—5 月，园区

规模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10%，规模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11.5%。

此次集中开工的 11 项项目中，有 100 亿元以上

项目 1 个，20 亿元以上项目 5 个。其中，“蓝思科技

黄花生产基地”项目来自全球触控功能玻璃面板

最大供应商——蓝思科技。据公司集团董事会秘

书彭孟武介绍，项目建成后主要生产高端显示器

件的零部件及相关产品组装。项目达产后，有望

实现年产值 120 亿元，新增税收 10 亿元，提供就业

岗位 5 万个并有望为长沙带来更多相关产业链上

企业的集聚。中南源品生物科技园项目，则主要

建设干细胞技术临床转化中心、生命科学体验馆、

细胞组织库和细胞制备中心、研发和质量控制中

心等，也包括规划建设基因检测和生物材料等关

联产业。该项目建成达产后，有望成为目前国内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领域投资规模最大、建设标准

最高、质量安全最可靠、细胞处理和储存能力最

大、产业链条最齐备的产业基地。

（记者俞慧友 通讯员曹希雅 黄姿）

230亿元
长沙经开区再收产业项目大单

环保风暴之下环保风暴之下
化工园区如何化工园区如何““笑到最后笑到最后””

家化工企业。

在减少化企数量的同时，山东也在减少化工园

区数量。数据显示，山东现有各类化工园区和化工

聚集区 199个。按照山东省经信委主任钱焕涛的计

划，“相关部门将通过整顿，把这个数字减少到 100

家以下。”这就意味着有一半的化工园区将被淘汰。

“大浪淘沙，适者生存”，谁能笑到最后？

一个月前，被称为“史上最严”的化工园区认定

办法揭开面纱。一时间，山东各类化工园区被逐一

筛选，199 个园区中，共有 32 家化工园区和 1 家专业

化工园区脱颖而出。不过，科技日报记者了解到，园

区认定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进入化工园区的企业、

项目也要一个一个认定。

认定标准是什么？技术先进程度将是重中之

重。按照钱焕涛的说法，山东将高端化工列为改造

提升的十大产业之一，要求化工产品、装备是高端化

的，工艺也要是国际领先的，因此“必须要严格认定

进入园区的新项目是否符合这个标准。”

科研人员在黄河三角洲京博化工研科研人员在黄河三角洲京博化工研
究院实验室里工作究院实验室里工作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港珠澳大桥港珠澳大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