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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2018全国综合

实力千强镇”榜单近日发布。其中，佛山高新区

核心区狮山镇再次上榜“2018全国综合实力千强

镇”，蝉联全国第二，广东第一。

让佛山高新区人兴奋的是，这正是他们紧抓

创新驱动“牛鼻子”取得的成效。佛山高新区成

立于 1992 年，一区五园，与狮山镇形成“园镇融

合”的发展格局。经过 26 年的耕耘与奋进，佛山

高新区培育出一批具有支撑引领作用的世界先

进制造业集群，成为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的主体园区、粤桂黔高铁经济带合作试验区（广

东园）的主要载体，并以科技创新不断反哺带动

区域经济发展。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供图）

一提起山东巨亚环保设备公司董事长张亚玉，不少人都知

道他的胡子就是企业发展的“晴雨表”———他只要留着长胡

子，就说明企业碰到了棘手难题；一旦剃掉胡子，肯定是技术难

题攻克了。

想当初，在研发医疗废物处置关键技术时，他整天泡在实

验室里，三个多月没刮胡子。突然有一天，他兴奋地跳起来，

“我找到破解之道了，可以刮胡子了”。凭着这股子韧劲，成立

于 2011 年的巨亚环保已取得三四十项专利，一些技术还填补

了国内空白。

“蓄须明志”，代表着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强烈的进取

心，也透露着其面向未来的路径选择——向改革要效益，向创新

要动力。在临沂经开区管理层看来，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

态，关键是要依靠科技创新转换发展动力。他们始终把提高企

业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打造科技创新高

地，突出创新驱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位于山东临工工程机械公司的国家级技术中心工程实验

室，曾出产了不少行业重点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打破国外垄

断的先进成果。但这个成立于 1972年、入主中国工程机械行业

前四强的公司，也同样面临着产能过剩、结构趋同的行业挑战。

如何变革？

随处可见自由奔跑的机器人小助手、帮助员工规避装配疏

忽的“智能防呆”系统……在临工公司车间里，一系列“黑科技”

的使用，让生产效率大大提升——以装载机车间为例，以前平均

每人一星期可以生产一台，现在每人平均不到两天就可以生产

一台装载机。临工公司总经理文德刚认为，“在短时间里，传统

产业不可能由高新技术全面取代，要解决好发展高新技术和改

造传统产业间的矛盾，现实的解决途径就是融入新技术、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形成新的优势。”

如何理解新动能与旧动能的关系？文德刚的回答正代表了

临沂经开区的一种解读。作为山东省科学发展园区，这里正开

辟一条新旧动能转换的“独家途径”。

在手机屏幕上简单一按，窗帘就能自动开关；冰箱上的

装饰花瓶，其实内含监控装置，可以通过平板电脑等移动终

端随时查看家里的情况……以高新科技体验为特色的开放

式科技生态园——中印软件产业园，已获批为临沂首家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作为科技部认定的全国 29 家国家级国际创

新园之一，这里还吸引了美国 IBM、印度 SRM 集团、印度班

加罗尔 IIHT 集团、乌克兰国立大学智能机器人等国际知名

企业纷纷落户。

位于经开区的永佳动力车间内，工人们正加紧赶制植保机

械。公司副总柳荣新告诉记者，农业生产中的耕、种、收三个环

节基本实现了机械化，但施肥打药、田间管理等管理环节主要还

是依靠人力。瞄准这一农业机械化发展的短板，永佳动力努力

填补空白，经营形势一片大好。

“区内每年都实施 100 个以上技改扩建项目，75%的企业成

立了技术中心或研发中心，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临沂

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陈一兵说，“一手抓推动传统产

业集群提质增效，一手抓新兴产业跨越发展，我们正依托科技创

新，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双管齐下换动能
临沂经开区转型辟蹊径

本报记者 王延斌 通讯员 肖常彬

数说园区

694.95亿元

两江新区为传统产业植入“智能因子”

记者近日从两江新区获悉，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通过大

力发展数字经济、智能产业并为传统产业植入“智能因子”, 今

年以来，两江新区制造业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步伐，推动经济实现

高质量发展。

坚持创新驱动，两江新区工业企业研发能力得以提升，工

业产品逐步向高端化和智能化转变。今年 1—8 月，在传统汽

车市场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两江新区新能源汽车产量达到

9969 辆，增长 3.2 倍；智能手机从无到有，产量为 185.93 万台，

增长 6.8 倍；液晶显示屏产量增长 43.3%；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

21.6%。世界排名前五位的机器人厂商已有 4 家落户两江新区

水土园区，川崎研发的定腕机器人等系列产品已畅销国内外

市场，华数推出的焊接领域专用机器人及六轴机器人智能化

生产线等赢得了不少企业订单，入驻水土园区的机器人企业

建成投产率达到 80%。

推动传统生产要素向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流动，以互联

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

撑的数字经济正在两江新区“生根发芽”。今年 1—8月，两江新

区数字经济产业中的智能硬件制造产业实现产值 694.95 亿元，

增长 17.7%，拉动新区规上工业增长 4.9 个百分点，其中通信设

备制造业和计算机制造业产值增速分别为 7.2 倍和 6.3%，均高

于规上工业平均水平。

（记者雍黎 通讯员付斯颖）

刚刚过去的中秋和国庆假期里，位于苏州高新

区的苏绣小镇迎来了大量海内外游客，让不少人领

略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苏绣技艺的精妙。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开发区都是一副水泥森

林、机器轰鸣的“冷面孔”，但在苏州高新区，人们

线上买菜足不出户、大病体检近在社区、交通情

况提前了解、旅游路线智能推荐……通过一批行

业领军企业的培育，不仅壮大了高新技术产业，

也使得居民的小日子处处皆智慧，如同飞针走线

的苏绣绝活“双面绣”，绣出了苏州高新区转型发

展的底气与自信。

金融风惹火“菜篮子”

菜市场买菜耽误时间？网购蔬菜品质良莠不

齐？专注于“互联网+菜篮子”的生鲜电商食行生

鲜有自己的一套做法。

老百姓只需动动手指，打开微信公众号或手机

APP下单，第二天就能在家门口的冷藏自提柜中拿

到从源头一路定制的生鲜。通过反向定制路线、以

销定采和订单式采购实现零库存，降低流通成本，

食行生鲜以低于菜场的价格优势迅速抢占了苏、

沪、锡三地超过 2880个小区的市场。

同时，食行生鲜还依托大数据管理系统，对生

产、加工、流通等环节进行信息收集并实现逆向查

询，让“菜篮子”来源可追溯、质量有保证。仅 7 年

时间，这家从苏州高新区走出的企业，服务的家庭

数量已超过 230万户。

2016 年，苏州高新区建成“苏州金融小镇”，引

进私募股权投资机构 300 余家、集聚资本规模超

800 亿元，累计融资达 7.64 亿元的食行生鲜就是乘

着这股金融春风，将新型“互联网+菜篮子”送进了

百万家庭。

苏州高新区的金融服务在全省也先行一步，以

苏高新创投为核心，搭建科技金融平台、集聚科技

金融机构、开展金融服务创新，科技金融生态基本

形成。目前，苏高新创投已成功推动区内企业新三

板挂牌 8 家，推动恒久光电、科达科技、世嘉科技、

莱克电气、纽威阀门等一大批区内知名企业上市。

新技术惠及百姓家

“我们的产品不仅检测速度快、检测准确度高，

而且价格上优势明显，一台机器价格只有国外同类

产品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长光华医董事长董

建华告诉记者，目前该公司生产的免疫分析仪已经

在江苏本土的一些社区医院和乡镇医院得到应用。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是世界公认的先进的体外

免疫诊断技术，广泛应用于肿瘤标记物、传染病、内

分泌功能、激素等医疗诊断的领域。2010 年以前，

国内所有医院的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产品都依赖进

口，进口的仪器价格高昂，且主要集中应用于一线

城市的三甲医院。近几年，随着苏州长光华医等企

业相继生产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产品，这类体外

诊断仪器才真正开始惠及三四线城市的患者。

根据区域自身资源禀赋和行业产业基础，苏州

高新区重点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医疗器

械与生物医药、军民融合、智能制造 5个先导产业，

不少创新企业在行业中脱颖而出，长光华医便是医

疗器械领域的杰出代表之一。

为进一步壮大科技创新企业阵营，苏州高新区

还特别加强了产业顶层设计，在编制完成《高新区

产业升级三年行动计划》的基础上，又发布了《鼓励

企业上市挂牌若干意见》《加快高新区总部经济若

干意见》《苏州高新区瞪羚企业培育实施意见（征求

意见稿）》等，并研究出台全区“1+5”产业发展指导

意见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医疗器械与生物

医药、军民融合、智能制造 5 个先导产业三年行动

计划，为全区招商引资和招才引智夯实政策基础。

2018 年上半年，苏州高新区医疗器械产业获批全

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区域集聚发展试点，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比重分别达到 55.9%和 58.7%。

大数据治疗“城市病”

开车上路，如何错峰出行？出门旅游，怎样合

理规划？智慧时代，数据先行。在各项城市问题复

杂多变的今天，将大数据引入“城市病”的治疗中不

失为一剂良方。

中国移动苏州研发中心就借助云计算和大数

据，搭建了一个充满智慧色彩的“云上城市”。基于

中国移动的海量数据，中国移动苏州研发中心“智

慧城市”系统通过对实时信令数据和用户互联网数

据的整合、转化和清洗，打造出了基于位置的核心

能力开放平台，从而实现智慧城市建设。目前该平

台正逐步应用于城市规划、旅游、交通、精准营销、

安保等多个领域。

以中国移动逍遥智慧旅游平台为例，该平台实

现了对全国 250多个景区的实时分析，还结合用户

数据，精确监控各景区实时客流，并提供客流归属

地、驻留时长、轨迹分析、游客画像、热门路线推荐

等功能，完美实现了全国旅游资源的高效监控。

最近，苏州高新区还出台了《苏州高新区智慧

城市顶层设计规划》，计划通过强化信息化集约能

力、创新智慧化应用、提升示范效应等工作，实施一

批汇聚区域乃至行业数据资源的大数据平台和示

范项目，打造区域大数据产业标杆，成为全国有影

响力的智慧城市及大数据融合发展先行区。

释放产业红利，这里织就智慧生活“双面绣”

实习生 何彩俪 本报记者 张 晔

佛山高新区佛山高新区：：
闯一条制造业高地的进阶之路闯一条制造业高地的进阶之路
本报记者 叶 青

“一切几乎是从零开始起步。”佛山高新区管

委会主任、南海区委副书记刘涛根对佛山高新区

最初的发展历程记忆犹新。

其时，佛山的中小企业居多，民营经济活跃。

国家在此设立国家高新区的意图也十分明确，即

依托佛山强劲的经济实力培育高新技术产业。然

而，面对国家高新区这样一个改革开放的新生事

物，佛山高新区反而有些无所适从——国家高新

区以智力密集和开放环境条件为依托，可当时园

区内的企业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要让企业转变

经营思维、开放思想，阻力之大难以想象。

“我们决定以制造业发达、工业占比高的特

点作为发展强项，走一条其他地方没有走过的

路。”刘涛根说，把发展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放在制造业上，坚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与加快布

局新兴产业“两条腿”走路。

走新路需要魄力和勇气。佛山高新区放出

的大招是机制体制创新，管理者先转变思想，努

力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

上。近年来，高新区还出台了一系列创新利好政

策，并率先实行投资建设项目联合审批验收改

革，今年 6月还启动了“证照分离”改革，努力破解

企业“准入不准营”等问题。

改革释放出巨大红利。从科龙公司成为国内

第一家在港发行股票的乡镇企业，到南方风机股

份有限公司成为广东省首个创业板挂牌上市企

业，再到东方精工收购全球第二大瓦楞纸板设备

商佛斯伯的股份……这些成绩都与佛山高新区体

制创新密不可分。如今，佛山高新区已形成汽车

整车及零部件制造、高端装备制造、光电、新材料、

智能家电、生命健康等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上市及

新三板挂牌企业76家，高新技术企业1020家。

创新机制：改革收获产业红利

“我们正从生产建筑铝型材向生产工业铝型

材等高端工业铝型材转型，同时公司还与中国空

间技术研究院展开合作，建成了智能制造试点生

产线，加速发展军民融合。”广亚铝业有限公司事

业部常务副总经理钟思凯告诉记者，这家曾经的

铝合金建筑型材生产企业正变身为向华为、三星

等企业提供手机用铝型材的生产商，每年生产量

超过 3000 吨。同时，部分产品还进军到航天航

空、高铁、海运等领域。

在园区的龙头家具企业——佛山维尚家具

制造有限公司，企业针对传统家具生产模式的弊

端，大胆把生产技术与信息技术深度结合，做到

“客户需要什么，我们就设计什么、生产什么”，实

现成品零库存，并建立起多个大型智能制造基

地、机器人研究室，大幅增加研发投入，持续不断

进行技改和流程再造。

从为传统产业赋能，到借力创新提升产业价

值，它们的发展之路正是佛山高新区众多传统企

业转型升级的缩影。在佛山高新区，通过促进主

导产业“强筋壮骨”，一批貌似过气的老产业正转

变为充满朝气的新产业。

其实，随着市场大潮的不断变迁，佛山高新

区的不少传统企业都遭遇过转型的烦恼。“多年

来，针对企业转型的迫切需求，我们不断加强创

新平台集聚，通过平台鼓励企业在产业结构、投

融资、技术等方面进行改造提升。”刘涛根说。

园区一方面全力推进中国（广东）机器人集成

创新中心、深圳清华研究院佛山创新中心、广工大

数控装备研究院等载体建设，集聚国家级孵化器

14 个，国家级众创空间 13 个；另一方面增强企业

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能力，围绕产业链招商，并在

增资扩产和技术改造等领域深掘投资项目。去年

核心园区共办理技改投资项目备案证166个，总投

资超过 28.32亿元。此外，园区还大力发展“互联

网+”产业，与科技部火炬中心和中关村共同推动

佛山建设“互联网+智能制造”示范城市。

赋能产业：破解企业“转型的烦恼”

今年8月，国际著名机器人专家、新加坡南洋理

工大学陈义明教授领衔的建筑机器人项目落地佛

山高新区，未来，一批建筑机器人将在这里“上岗”。

9 月，中国发明成果转化研究院在佛山高新

区揭牌，并带来一份“大礼”。其与 2008年的诺贝

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吕克·蒙塔尼教授签署共

建“吕克·蒙塔尼实验室”合作协议，这是吕克·蒙

塔尼建立的首个国外实验室。

同时，佛山高新区还积极推进国际化合作，

与相关机构合作共建了瀚海（佛山）国际创新中

心和佛山高新区海外创新中心、北美和英国商务

联络处、国际技术转移中心，进一步链接全球创

新创业资源。

解读佛山高新区的频频动作，不难看出，其

目光已不仅局限于原有产业，而是正加速布局

“高精尖”的产业风口。2017年底，国家第三批创

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名单公布，佛山口腔医疗器械

创新型产业集群上榜，成为佛山唯一入选的产业

集群。数据显示，2017 年，全国的牙科综合治疗

机、牙科手机、牙科光固化机三类产品 50%以上

来自“佛山制造”。

这打破了很多人对佛山产业的固有印象。

除此之外，在新光源产业领域，佛山高新区还以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芯光源孵化器为核

心，积极打造“创客—孵化—加速—产业化”的全

创新链发展体系；在生物医药产业领域，广东生

物医药产业基地一期已投入使用，累计引入创新

创业企业与团队 30多个。

2017年，佛山高新区全年地区生产总值 1454

亿元，工业总产值 4423 亿元，在全国国家高新区

的综合排名前进至 29 名。“通过引进一批在信息

技术、机器人、3D 打印、生物医药等领域技术水

平强、成长性高的科技型团队和企业，培育形成

引领新兴产业发展、体现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集

群。”刘涛根表示，将继续构建支撑园区加速发展

和统筹产业提升的政策体系，把佛山高新区打造

为实体经济成长的沃土、创新创业的热土、企业

家和工匠成长的乐土。

抢占风口：加速布局“高精尖”

佛 山佛 山
高 新 区 通高 新 区 通
过 全 面 实过 全 面 实
施施““机器引机器引
领领 ””计 划计 划,,
推 进 产 业推 进 产 业
转型升级转型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