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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全省综合科技创新水平再创新

高，科技创新水平指数达到 143.88%，较上年

提高 17.90 个百分点，全省科技创新发展态势

持续向好。”该《报告》显示出该年度山东综合

科技创新发展态势的四个主要特点：

一是创新资源持续增加。2018 年全省创

新资源指数达到 113.31%，较上年提高 8.75 个

百分点，虽然存在个别指标降低的情况，但整

体创新资源的提高幅度仍高于上年。二是创

新产出全面提升。2018 年全省创新产出指数

达到 143.49%，较上年提高 25.93%，创新产出

的数量和质量均得到进一步提升。三是高新

技术产业迅猛发展。2018 年，全省共有高新

技术企业 8912家，较上年增长 41.46%，增速再

创新高。四是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更加突出。

2018 年全省企业创新指数达到 169.93%，较上

年提高 31.29 个百分点，增长势头强劲。五是

科技创新创业环境显著优化。2018 年全省创

新环境指数达到 182.46%，较上年提高 34.82

个百分点，是所有一级指标中增长最快的指

标。

《报告》指出，2018 年全省科技创新硕果

累累,但一些问题仍不容忽视。一是全省研发

经费投入强度下降。2018 年，我省研发经费

投入强度（研发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

重）仅为 2.15%，较上年下降 0.26 个百分点。

全省有 12个市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比上年不同

程度下降。二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

覆盖率不高。2018 年，全省有研发机构的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比重为

7.53%，比上年下降 2.44%。全省多数市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覆盖率较上年下降。

三是区域创新发展不均衡。2018 年各市之间

的创新能力差异系数达到 36.18%，较上年增

加了 2.32%，离散程度加大，说明区域创新发

展不平衡加剧。

整体态势持续向好
“突出问题”也不容忽视

本报记者 王延斌

山东科技创新发展态势如何？就综合科技

创新水平来看，谁是“状元”？“榜眼”“探花”又是

哪些地市？“你追我赶”中，哪些地市“进步最快”？

2019 年 12 月 30 日下午，山东省科技统计

分析研究中心在济南举行通报会，通报 2019

年山东省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情况，并发布

《山东省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报告 2019》

（以下简称《报告》）。

凭借大数据和 5G 技术，“世界 500 强”魏桥

创业集团将五个“世界首次”落地，在无人化、智

慧化的道路上“再下一城”；依靠产研合作和海

外收购，“单项冠军”开泰集团实现了从“芸芸众

生”到“鹤立鸡群”的跨越；打破瓶颈，西王特钢

最终与中科院“联姻”，后者正式成为股东。

魏桥、开泰、西王的实践，代表着“中国百强

县”山东省邹平市的三个转型特色。长期以来，

这个位于山东省中部偏北，总面积仅有 1250 平

方公里的县级市拥有一颗远超其县域面积的雄

心——不但培养出了“世界 500强”企业，还建成

了全球最大的铝业生产基地，世界最大的棉纺

织产业基地，成为亚洲最大的食用葡萄糖、玉米

油、无水葡萄糖、麦芽糊精生产基地。

过去是荣耀，也是包袱；未来孕育着辉煌，

也暗藏着风险。站在关键的时代节点上，这座

“中国百强县”的转型之路怎么走？

一个车间有五项“世界首次”

走遍魏桥纺织智能车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情，即使“走马观花”，但 8.5 万平方米的面积

也足以让参观者花费半小时以上。

偌大一个纺织车间，咱见不到几个工人？

寻根究源，魏桥集团绿色智能纺织一体化项目

负责人陈以军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纺织业曾是

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代表，万锭用工数量高达几

百人。但借助智能化、自动化技术，我们将几百

人降到了十人。”

“万锭用工十人”，这

一数字创造了纺织界的

“中国记录”。而纪录背

后，是这座车间对大数据、

AI、5G 等 现 代 技 术 的 运

用。陈以军掏出手机向记

者演示，我们建成了首条

与供应链、技术专家、产品

客户端、公司管理层“四方

一体”的 5G远程运维管控

系统。一旦产品出现问题

或者生产线缺货，遍布全

球的专家、供应链马上反

应，“查漏补缺”；而在棉纺

织领域首次植入大数据平

台系统，将有效数据实时

反馈给车间，确保订单生

产过程全流程跟踪。记者了解到，类似的“世界

首次”，这座车间里共有五项。

作为传统工业大县的邹平，在加快新旧动

能转换过程中，很少另起炉灶、改换门庭，而是

坚持转型、升级双管齐下，在“破旧立新”中焕发

新朝气，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打样”。

传统行业走出“小巨人”

当超细粉末借助气体力量从喷枪喷薄而出

的瞬间，这些细小颗粒将完成一次化茧成蝶的

蜕变。彼此之间毫无关系的颗颗粒子犹如手拉

手的“好兄弟”聚合而成了三维网状结构，一层

耐磨、耐高温、耐腐蚀的特殊防护膜就这样神奇

地形成了。

这一幕的“操刀手”、中科院金属所表面科学

与工程首席科学家熊天英，现在的身份是开泰集

团特聘专家。在开泰集团的产品展示大厅里，熊

天英连同其他十几位专家的图片，被摆在最显眼

的位置。专家们助力，开泰集团当家人张来斌和

同事们的努力，让后者完成了一个个重量级成果

的转化，成为工信部眼中的“国家制造业单项冠

军培育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不过，从“小作坊”成长为“亚洲最大的金属

磨料生产基地”，产学研合作并不能解释在开泰

身上发生的一切。人们还记得，9年前的 11月 9

日，立冬刚过，张来斌以 1475万美元“抄底”购入

爱博特全部股权；此后，又将荷兰 86年历史的赛

博公司、澳大利亚巴博公司纳入麾下，完成了初

步的国际化布局。

利用“爱博特”们的力量，开泰将 Q69 系列

钢板预处理线由原处理钢板宽度 4.5 米提升到

5.5 米超宽钢板，进入国际领先行列；将 Q32 系

列履带式抛丸清理机装料系统进行了全自动远

程遥控改进……

地处县域，却拥有全球视野；运转资源，不

失去转瞬机会；以人为本，但求所用。这是邹平

企业家群体呈现出的价值观。

中科院成为邹平民企股东

“一波三折”之后，“西王的婚事”终于落

了地。

2019 年 12 月 23 日，西王特钢发行的 1 亿股

股份正式授予中科院金属研究所及其研发团

队，其中 4900万股授予中科院金属所附属公司，

其余 5100万股授予第二批中科院金属研究所主

要人员。以上市公司股份的形式直接给予科研

团队的案例在国内比较少见。

“这 1 亿股股份落地，标志着中科院技术入

股西王特钢的股权全面落地，中科院正式成为

西王特钢的股东。”西王集团有关人士向科技日

报记者介绍。

中科院金属所与地处邹平市的西王特钢全

面合作已有多年。2014 年，在我国钢铁行业处

于“普钢严重过剩、特钢依赖进口”的低潮之际，

该所提出了“钢铁行业与装备制造结合”的普钢

转特钢发展新思路。当年 6 月，双方首次合作，

共同建设一条高洁净特殊钢生产线。2015 年 1

月，中科院金属所以 10 项核心技术入股西王特

钢。截至目前，这 10项技术已全部实现产业化。

探路“后工业化”时代，邹平没有现实案例

可借鉴，只有解放思想，破解制约发展的体制

机制障碍，不断释放改革活力，才能确保新旧

动能转换的顺利完成。而西王特钢，已经做出

了榜样。

联姻中科院 大数据赋能

破旧立新，这个“百强县”发力智能化
本报记者 王延斌

创新环境指数增长最快创新环境指数增长最快

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同比增长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同比增长 4141..4646%%

山东区域科技创新交出成绩单山东区域科技创新交出成绩单

“2018年山东省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达

到 90%以上的有济南、青岛两市，60%至 90%的

有淄博、威海、烟台、泰安四市，45%至 60%之间

的有潍坊、东营、莱芜、济宁、聊城、德州、日照、

滨州八市，45%以下的有枣庄、临沂、菏泽三

市。”仔细分析该《报告》，我们有了更多发现。

从 17 市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位次看，

济南、青岛、淄博、威海、烟台五市未发生变化，

创新排位有升有降
技术要素流动发挥积极作用

稳居全省前 5 位，泰安升至第 6 位。有 5 个市

排名上升，其中聊城上升了 5 位，排名提升幅

度最明显；泰安、德州两市均上升了 3位，发展

动力强劲；潍坊创新能力稳步提高，排名上升

1位。有 6个市排名下降，滨州下降位次最多，

下降 4位；东营、莱芜、枣庄、临沂四市均下降 2

位；日照下降 1位。

从 17 市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提升幅度

看,增长幅度超过 10%的有青岛、聊城、济南、

德州、淄博五市，其中青岛提高幅度最大，达到

14.91个百分点；增长幅度 5%—10%的有威海、

泰安、潍坊三市；增长幅度 0—5%的有日照、烟

台、枣庄、临沂四市；济宁、菏泽、东营、莱芜、滨

州五市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负增长，其中滨州下

降幅度最大，达到 4.77 个百分点。这是 2019

年评价发现的新情况，说明这些区域科技创新

能力出现下降苗头，应引起高度重视。

从 17 市综合科技创新水平一级指标看，

济南、青岛、淄博、烟台、威海、滨州创新资源指

数居全省前六；济南、青岛、淄博、潍坊、威海、

东营创新产出指数居全省前六；济南、青岛、泰

安、淄博、烟台、日照企业创新指数居全省前

六；济南、青岛、威海、淄博、东营、潍坊创新绩

效指数居全省前六；威海、青岛、济南、东营、滨

州、潍坊创新环境指数居全省前六。其中，各

市创新产出指数较上年均实现增长，增长幅度

超过 10%的有 10个市，上年仅有 1个。

这是 2019 年评价发现的可喜变化，说明

技术要素活跃流动对科技产出提升发挥了积

极作用，科技支撑新旧动能转换成效明显。

纵观整个报告，传统的科技大市仍旧保持

着旺盛的发展势头，有具体“抓手”的城市表现

更加优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山东全省上

下形成了“你追我赶”的浓厚创新氛围，从中央

到省市对科技创新的重视，带动了西部地区整

体创新力的提升，但区域科技创新水平差距在

拉大，“马太效应”凸显。

《报告》指出，2018 年全省区域科技创新

呈现四个突出特征：一是济南、青岛引领发

展的地位愈加凸显。两市研发经费支出占

比接近 30%，两市高新技术企业数占比超过

50% ，两 市 发 明 专 利 授 权 量 占 比 达 到

55.97%，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

总产值比重居全省前两位；二是创新型城市

支 撑 创 新 型 省 份 建 设 成 效 明 显 。 济 南、青

岛、烟台、济宁、潍坊、东营六市研发经费支

出占全省比重为 58.47%，六市技术合同成交

额占全省比重为 63.13%，六市高新技术企业

数量占全省比重为 74.10%，六市发明专利授

权量占全省比重为 75.63%。三是中西部部

分地区快速崛起。聊城综合科技创新水平

指数位列全省第 11 位，较上年上升 5 位，是

全省提高位次最多的市；泰安综合科技创新

水平指数较上年上升 3 位，跃居全省第 6 位；

德州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位列全省第 12

位，较上年上升 3 位。四是区域科技创新水

平差距拉大。济南、青岛遥遥领先，济南与

菏泽综合创新水平指数差为 81.35%，综合科

技创新水平指数 50%以下的有 8 个市，基本

集中在中西部区域，东西部创新水平呈继续

拉大趋势。

该《报告》是山东省科技统计分析研究中

心连续第二个年度发布的研究成果。《报告》的

发布，将对山东省创新资源优化配置、区域科

技进步和协调发展以及更高水平创新型省份

建设科学决策发挥积极的作用。

龙头引领西区崛起
马太效应显现

大瑞铁路怒江特大桥位于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与龙陵县交界处，
全长1024.2米，桥面宽度达25米，为同类桥梁中桥面最宽，设计为四线
车站桥。主跨采用490米钢桁拱，为世界铁路最大跨度；拱上梁部首次
采用了一联连续钢箱梁结构，全长520.8米，提高了主桥行车的平顺性
及抗震性能。 王一翔摄

随着最后一片钢梁精准就位，2019 年 12月 30日上午，世界上跨度最大

的铁路拱桥——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怒江特大桥主体建成，标志着大瑞铁

路重难点工程建设取得重大突破，为全线早日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

大瑞铁路全长 330 公里，是我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完善路网布局和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交通基础设施。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

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的 6小时，缩短到 2个多小时。将结束云南省保山市和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不通火车的历史，对推动我国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

作与人员友好往来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大桥全桥用钢量为 4.6 万吨，相当于 6.5 座埃尔菲铁塔。其中主桁拱用

钢量达 2.7 万吨，由 922 根不同规格钢杆件像搭积木一样，使用近 80 万颗螺

栓在距离江面 230 米的高空悬空拼装组合，主拱圈每根杆件安装姿态各不

相同，均有特定的对接角度，安装精度高，工序复杂。

此次合龙的大桥主梁总用钢量超 1.3万吨，这样的“巨无霸”要在 230多

米高的怒江上空悬吊精准对接，需克服峡谷风、高温差等不利因素，桥面瞬

时风速高达 29 米每秒，相当于十级大风的风速，其技术难度和风险同样世

界罕见。

“针对大桥‘钢箱梁+钢混结合梁’的结构形式，创新采用了‘缆索吊吊

装+步履式顶推’桥梁同步施工技术对位焊接。钢混结合梁利用智能控制

系统，使 32台步履顶推机协同作业，同步进行，将顶推误差控制在 5毫米以

内，成功避免了长幅桥梁顶推滑移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桥梁结构变形等问

题。”中铁十八局集团大瑞铁路怒江特大桥项目经理贺常松说。

为保证精准对接，他们通过采用 GPS 卫星定位监控、24 小时不间断测

量观测等技术手段，对梁体进行线形监测，并采取抗风措施克服峡谷大风、

高温差对梁体变形的影响，实现精准合龙，为我国在复杂条件下特殊结构桥

梁的科研与施工积累了成功经验。

截至目前，大桥已取得无动力卸渣小车和钢结构拱桥的箱形杆件对接

板的安装方法 2项国家级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 16项。

云南重难点工程取得突破
世界最大跨度铁路拱桥主体建成

本报记者 赵汉斌 通讯员 王一翔 姚 巍

山东省生态农业创新示范园区山东省生态农业创新示范园区，，农活儿也能很新潮农活儿也能很新潮。。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朱峥朱峥摄摄

科技日报讯（陈曦）自主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动能转换的迫切要求

和重要支撑。记者从 2019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的“2019 年天津市创新创业大

赛总结表彰大会”上了解到，2019 年天津市参赛报名企业数达 1034 家。参

赛企业数在全国 37个地区中列第 11位，全市最终 62家企业获奖，其中 40家

企业经推荐参加全国行业总决赛。

据了解，创新创业大赛采用“政府主导、公益支持、市场机制”运作，形成

了“赛场选骏马、创赛搭平台、市场配资源、政府后补助”的模式，已经在天津

成功举办 7年。通过大赛，我们主要搭建了三个平台，包括优质项目与资本

对接的平台，企业展示项目、成果的平台以及政府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平台。“我们希望通过大赛，营造创新创业氛围，做好优质项目的后续服务，

让天津的企业走上更大的舞台，为助力中小企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提供

有力的支撑。”天津市科技局区域创新处处长魏东说。

获奖企业代表表示，赛后很多知名投资机构都纷纷慕名而来，希望对企

业进行投资，大赛为我们创造了与上下游企业交流的机会，收获非常大。

天津支持双创大赛
政府搭台1034家企业“唱戏”

科技日报讯 （记者俞慧友 通讯员傅丽娃）“我们期望通过推动企业数

字化、工业互联网的建设，实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换道超车。也包括调整

学校人才培养方案，培养更适合行业企业的人才，为区域经济作更大贡献。”

在近日于长沙举行的“2019企业数字化转型高峰论坛”上，湖南大学工商管

理学院院长马超群说。记者同时获悉，目前湖南大学已成立“数字设备与区

块链研究院”，在此领域的研究与产业化进程均较为顺利，包括开发了世界

首条电子信息供应链金融的区块链平台，成立了我国首个省级“数字科学与

区块链审计重点实验室”等。

近年来，随着云计算、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企业管理进入了一个数

字化的时代。数字技术给企业带来了诸多挑战与机遇。比如，消费互联网领

域，诞生了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等知名企业，使中国的消费数字技术和理念

实现了国际领先。在制造业，工业互联网也成为了工业数字化的最佳实践。

湖南大学称，学校拟与用友集团从数字化、学院平台建设、企业数字化

学术研究与数字化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将学校在企业管理领域

的学术积累和资源优势，与用友集团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实践与技术深

度结合，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共同打造面向中国的企业数字化管理与

实践体系融合平台。同时，该校还拟致力于建设湖南本土的，从企业数字化

中高层管理者，到企业基层技术化应用人才的体系，支撑湖南工业互联网的

可持续发展。

湖南助推制造业转型升级
成立数字设备与区块链研究院

世界世界500500强魏桥创业集团的智能化车间强魏桥创业集团的智能化车间 王延斌王延斌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