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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技部

颁布第三批国家

级企业重点实验

室名单，山东省

共有七家企业榜

上有名，而临沂

市两家上榜企业

均出自临沐县。

临沭县科技

局局长王济壮难

以掩饰内心的兴

奋，他在接受科

技日报记者采访

时说，这个成绩

不仅是临沭县的

荣誉，更是临沂

市大力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

着力推进企业创

新平台建设所取

得的成果。

据王济壮介

绍，近年来，临沭

县全力推进科技

进步和技术创新，

全县经济社会实

现 快 速 发 展 。

2014 年，全县共

有高新技术企业

13家，全县高新技

术产业产值占规

模以上工业总产

值 的 比 重 达

32.21%，居全市前

列。荣膺全国科

技进步先进县“四

连冠”，被认定为

首批“国家知识产

权示范县”，国家

火炬计划临沭复

合肥产业基地、国

家缓控释肥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国

家缓控释肥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国

家国际科技合作

基地、省级新型肥

料农业科技园区

等先后落户该县。

临沭县先后

出台了多项政策

文件，从税收、资

金、人才等方面，

大力扶持科技创

新。同时，坚持

把加快实施科技

创新项目，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作

为科技工作的首

要任务，以科技

项目申报和实施为载体，当好企业创新

“助推员”，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近年来，

共实施市级以上各类科技计划项目 370

余项，争取无偿补助资金 2.2亿元。

“今年，我县申报和实施的市级以上

各类科技计划项目取得历史性突破，申

报市级以上各类科技计划项目 47 项。

目前已获批省级项目 9 项、市级项目 6

项，获得无偿补助资金 1100 万元。”王济

壮说。

临沭县逐步完善科技成果管理、转

化与推广体系，注重加强科技孵化器、生

产力促进中心、技术市场等科技服务中

介组织建设，加速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

生产力转化。目前，全县共获得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 3项、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5

项，其他市级以上科学技术奖 73项。

以平台建设为载体，强化企业自主

创新能力也是临沭县科技创新的一个亮

点。目前，该县建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 11

个，省级平台 35 个。今年，平台建设获

大丰收，金正大集团、常林集团分别被科

技部批准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金正大

集团和福瑞达公司分别获批组建省级示

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王济壮介绍说，临沭县通过组建政

产学研合作战略联盟、搭建政产学研合

作服务平台、培育产学研产业化基地、实

施产学研合作技术创新专项计划等措

施，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

向、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着

力提升企业引进消化吸引再创新能力。

目前，临沭先后与清华大学、国家机械研

究总院、美国康奈尔大学等国内外 65家

高校院所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建立国

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等产学研合作平台

37 个，引进国外高端科技创新人才 230

余人，破解技术难题 260 个，转化重大高

新技术成果 60 余项，开发省级以上新产

品 42个，新增经济效益 50多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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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科技部颁布第三批国家级企业重点实

验室名单，山东省共有七家企业榜上有名，其中临沂

市独占两家，分别为金正大集团建设的“养分资源高

效开发与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常林集团建设

的“节能液压元件及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自此，

临沂市已拥有 3家国家级企业重点实验室，在山东省

国家级企业创新平台排行榜上名列第二位。

临沂市地处沂蒙老区，属经济欠发达地区，大学

和科研机构等创新资源不足。那么，是什么力量推动

一个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实现了科研高端平台建设

的跨越式发展？

这得益于临沂市近年来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并独辟蹊径开创出一条产学研深度结合的“临

沂模式”。

那么，产学研发展的“临沂模式”到底有什么独特

之处呢？对欠发达区域发展又有什么借鉴意义？不

久前，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临沂科技局局长沈如茂。

走出“第一公里”

“一般都说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但是，我们提

出要解决‘第一公里’的问题。”沈如茂开门见山地说。

临沂位于山东东南部，面积 17000 多平方公里，

但平原面积仅占三分之一，其余大部分地区皆为山

区、丘陵地带，人口近 1100万，是山东省人口最多、面

积最大的一个市。

“从经济体量、结构、资源开发能力、人才支撑条

件来看，我们是欠发达的。从科技角度看，仍然没摆

脱落后的格局。”沈如茂分析道，“如果简单复制北上

广的成功经验，我们是没有出路的”。

针对科技创新资源薄弱的现状，临沂市政府领导

提出，科技工作要紧紧依靠产学研合作。为此他们专

门成立了临沂科学技术合作与应用研究院，并通过组

建研究院，在探索欠发达区域科技创新方面做了一些

卓有成效的实验。

“我们当时的切入点，是以中科院、中国工程院、

省科学院等单位做主渠道，从点上引进技术，帮助企

业选专家，帮助专家选企业。”沈如茂回忆说。

临沂市科技局对当地企业的筛选可谓“眼光独

到”，“我们不光看它规模，我们重点看它有没有创新

能力，有没有产业发展格局，有没有诚信的品性”，沈

如茂说。另一方面，在筛选合作项目上，临沂市科技

局有一个“硬杠杠”，“就是在行业里一步到位，高举高

打，这样的对接效率非常高”。

“实际上，筛选出项目还不是走出‘第一公里’，许

多产学研合作项目一到协议阶段就走不下去了。”沈

如茂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互信度建立不起

来，“一个项目企业家认可，专家也认可，那么，怎么走

第一步呢？第一步还是有风险的，转让技术需要企业

家投钱，如果投的多，企业家觉得风险太大，不确定因

素太多。这时就需要我们的协助，整合资源，化解风

险，推动项目开展。这样‘第一公里’就走出来了，以

后就逐步形成良性循环”。

临沂市已将深化产学研合作作为该市工作的重

中之重，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通过打通

临沂与国内外科技高地的合作渠道，借助国内外高等

院校、科研院所和大型企业的创新资源，实现临沂科

技事业的腾飞和整体创新能力的提升。

目前，临沂已与国内 120多所大院大所和 20多个

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关系，创建了 2个国家

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4 个省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16 个省国际科技合作研究中心、29 个省院士工作

站。现代农业领域通过与美国、以色列等国家的合

作，集中突破了新型肥料、高端农业机械、农产品深加

工等关键技术，并建成了“国家农业科技产业园区”。

瞄准“有限目标”

“科技工作没有边界，如果没有重点，科技工作就

没有突破点。”沈如茂说，“我们实力有限，资源有限，

经费有限，所以我们提出‘有限目标’”。

他进一步解释，所谓有限目标就是盯住临沂市经

济建设中心任务，所有的产学研工作都是围绕中心工

作开展，“要背靠政府，围绕中心，上联专家，下联企

业。”围绕中心就是要找准临沂主导产业是什么，优势

资源又是什么。以此为基点在临沂选择适合的企业，

进而开展产学研合作。

“临沂最大的资源是农产品资源，真正大块头企业

没有不和农业有关系的。”沈如茂举例说，像金正大这

样的复合肥产业，就是临沂的主导产业，也是临沂在全

国的优势产业。“这次拿到国家重点实验室，他们所有

的科技系统国家级科研创新平台就全拿到了。现在已

经是金正大反哺我们临沂了，我们的服务已经是次要

地位了，因为它的资源整合能力已经非常强，已经达到

筑巢引凤的高级阶段。这时他们产学研的境界、档次

就不一样了，他们已经直接走到国际引领标准，代表国

家做出科研规划，实现全球整合资源。”

依托临沭新型肥料产业优势，临沂市争创了国家

缓控释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养分资源高效开发与综

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2个国家级、3个省级科技创新

平台，引领一批骨干企业做大做强，建成了国家火炬计

划复合肥特色产业基地、省级新型肥料创新型产业集

群，主导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 25%以上。截至目

前，临沂市已创建了五个国家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地，

培育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今年上半年，5个基地相

关产业共完成销售收入 629.94亿元，利税 54.12亿元，

分别占所在县区总产值、总利税的48.5%、47.8%。

“像金正大这样的企业，我们临沂要是有 10家的

话，科技局就是非常热门的单位了。”沈如茂笑着说。

坚信“平台为王”

要实现转方式、调结构，必须强化科技创新平台的

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强化产学研合作，通过产学研合作

推动创新平台建设，以创新平台推进产学研合作深化。

沈如茂说临沂科技创新工作要坚持提倡“平台为

王”，“我们所有整合资源都瞄着这个平台建设，美国

社会学家亨利·埃茨科威兹提出的产学研‘三螺旋理

论’，指出平台越强整合能力越强，整合能力越强越会

促进平台建设。”

截至目前，临沂市共建有各类科技创新平台 280

家，其中国家级18家，位居山东省前列。在18家国家级

科技创新平台中，国家企业重点实验室3家，位列全省第

二位，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家，位列全省第四位。

据了解，科技创新平台主要包括重点实验室、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产业技术战略联盟、特色产业基地、

科技企业孵化器及科技中介服务平台等，其中国家重

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具有行业唯一性和

排他性，代表了该领域全国科技创新最高水平。

“项目来了，国家重点实验室优先，国家工程技术中

心优先，有独立的研发机构的企业优先，所以，一旦创新

平台建成运转起来，这个平台就有强大的整合能力，这

些国家级平台拿下来以后，所有高层专家就会瞄着这个

平台，企业在这个行业就有了领导地位。”沈如茂说。

近年来，临沂重点以企业为中心开展创新平台培

育工作，2013 年后企业创新平台数量大幅度增加，企

业创新平台数量占全市创新平台数量的比例已达

90%以上，充分发挥了企业在科技平台创设、创新资

源汇聚和研发人才聚集中的重要作用。

企业创新平台有力提升了企业核心竞争力。

2011 年以来，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等企业科技创新平台实验面积达 23.8万平方米，科

研设备 9007 台套；累计投入科研资金 49.85 亿元、承

担省级以上科技专项 666项、授权发明专利 700项、主

持或参与制修订技术标准 225项、获得省级以上科技

奖励 440项，分别达到了全市创新平台总量的 25.8%、

28.3%、32%、21.9%、21.8%；带动企业实现销售收入

1091.1 亿元。鲁南制药集团设有中药制剂共性技术

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手性制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6 项、省科技进步奖 27

项，跻身中国大企业集团竞争力 500强，连续 4年纳税

居临沂市工业企业第一位。金正大集团建有养分资

源高效开发与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缓控释

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省级科技进步奖 4 项，成为全球最大的缓控释肥

生产基地。

据统计，2011年至2015年6月，临沂各类创新平台

共聚集研发人员37362名，科研投入累计达194亿元；承

担省级以上科研项目2355个，授权发明专利2187件，发

表论文1733篇，出版科技著作187部，主持或参与制修

订标准1027项，获得科技成果奖励2019项。

今年临沂市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了建立科技创

新创业生态孵化体系的任务，确定以各类创新平台建

设为抓手，不断提高人才、技术和产业承载能力，整合

国内外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带动产业升级。“我们在省

科技厅的整体谋划指导下，将不断壮大‘地方队’形成

群体，积极培植‘省队’形成骨干，择优冲击‘国家队’树

立标杆，打造平台建设‘梯队’，形成创新生态体系的

整体骨架。”沈如茂说。

开创产学研发展的“临沂模式”
——访山东省临沂市科技局局长沈如茂

国家缓控释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养分资源高效开发与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

复合肥料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土壤肥料资源高效利用国家工程实验室；

农业部植物营养与新型肥料创制重点实验室；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随着“养分资源高效开发与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

验室”日前获得科技部批复，七大新型肥料科研平台

汇聚一家企业——地处山东临沂的金正大集团。

在国内肥料产业同质化严重，许多企业恶性竞

争，炒作概念，大打广告战、价格战的今天，竟然还有

这样一家企业能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夯实科研基础；

胸怀伟略，以创新引领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那么，金正大集团为什么如此重视科技创新的力

量，他们致力实施的“筑巢引凤”战略会给产业带来哪

些革命式的变革？

打造高端科研平台，为产学
研提供“原动力”

梧桐之树，凤凰来栖。

“搭建高端科研平台，是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

成，在培养集聚学术带头人和创新团队、促进高水平

开放合作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在引领肥料产业转型升

级方面，更离不开原始创新的支撑。”金正大董事长万

连步这样认为。

从创立之初，直到今天，金正大以打造科研平台

为抓手，坚持走产学研合作发展的道路，通过技术转

让、委托研究、联合攻关、共建科研平台、人才培养等

方式，走出了一条“引进—消化吸收—创新提高”的产

学研协同创新之路。

据金正大集团副总裁陈宏坤介绍，该集团先后与

山东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以及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挪威生命科学大

学、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美国农业部系统实验站等国内

外50余家院校建立了科研合作关系。“其中，与山东农

业大学联合开展新型缓控释肥技术的研究，快速开拓

了公司在缓控释肥领域的发展；与中国农业大学的合

作，为公司水溶肥研发、国际型人才培养奠定坚实基

础；与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合作，提高了

公司水稻专用控释肥产品的科技含量；与国外高校的

合作，引领了公司向国际化迈进”。

构建科技创新体系，广聚海
内外高端人才

金正大集团建立了持续稳定的科技研发投入机

制，每年将销售收入的 3%左右作为科研经费，已建成

科研用房充足、仪器设备先进、配套设施完善的研发

场所，具备了完善的基础研究条件。目前，公司已建

成 17600平方米的综合科研楼、6000平方米的中试车

间、2688 平方米的温室、160 平方米的地下模拟根窖

室，拥有各类研发设备 450台（套），原值达 5600万元，

在新型肥料研发方面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高水平的科技创新体系是肥料企业发展过程中不

可缺少的软实力。”陈宏坤说，通过技术创新体系建设，

金正大取得了一批创新成果，承担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

40多项国家级和省级科研项目，授权发明专利190项，

参与起草行业标准1项、国家标准3项和国际标准1项，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中国专利优秀奖2项、省

级科技进步奖5项，国家重点新产品3项。

“高层次研发平台和创新体系建设，也吸引了大

批人才，达到了‘筑巢引凤’的效果”。陈宏坤说，目

前，金正大已构建了一支具有持续创新能力的研究队

伍，其中有各类研发人员 400余人，2名院士作为特聘

顾问，并形成多个新型肥料研发团队，其中缓控释肥

技术创新团队入选为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

另外，金正大还通过引进国际资本、技术及专家，

提升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如与以色列利夫纳特集

团、以中农业交流合作中心等合资设立“金正大——

利夫纳特农业科技研究中心”；与美国佛罗里达大学

合作成立“中美缓控释肥合作研究中心”；与以色列希

伯来大学、以色列 Arava 沙漠农业研究中心开展技术

合作，并承担山东—以色列国际合作项目“水肥一体

化精准灌溉施肥关键技术及高品质水溶肥合作研究

与开发”，共同开展水溶肥及水肥一体化技术研究；与

挪威生命科学大学合作，开展复合肥产品升级及硝基

肥技术研究。另外，每年还组织人员赴美国、韩国、以

色列进行技术培训，学习水溶肥等新型肥料研发及推

广的先进技术及经验。

坚持自主创新之路，推动化
肥产业转型升级

坚持自主创新，以产学研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助

推化肥产业转型升级。

2010年金正大在深交所成功上市，主导产品产销

量连续6年居行业第一位，成功迈入百亿级企业行业。

今年前三季度累计实现营业收入162.35亿元，同比增长

46.00% 在行业整体下滑的环境下，实现了快速增长。

厚积薄发，通过科技创新，金正大在缓控释肥、水溶

肥、生物肥等系列新型肥料技术方面具备了领先优势，

通过成果有效转化，产业规模逐步提升，缓控释肥年生

产能力达到170万吨，成为全球最大的缓控释肥生产基

地，水溶肥生产能力达到年产60万吨，成为国内最大的

水溶肥生产基地。产业规模的扩大，使新型肥料市场份

额逐步提升，可有效解决了传统化肥行业过剩问题，促

进传统化肥行业的转型升级。

金正大坚持自主创新的同时，还致力于推动行业

技术进步。在控释肥方面，2010年经国家科学技术部

批准牵头组建了“全国缓控释肥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包含了国内主要缓控肥研究、生产、推广单位 27

家，实现了缓控释肥产业链上的协同创新，推动了我国

缓控释肥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快速发展。在水

溶肥方面，正在和中国农业大学共同组建水肥一体化

协作网，并且和以色列瑞沃乐斯、新疆天业、上海华唯、

内蒙古沐禾等灌溉设备企业合作，在技术和推广模式

方面开展创新，实现肥料和设备的有效结合，建立三位

一体的推广模式，更好的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发展。

创新平台结硕果，促进农业
可持续发展

据陈宏坤介绍，通过创新平台建设以及技术创新形

成的缓控释肥产品，推广面积累计可达8500万亩以上，

“结果表明，与农民习惯施肥相比，缓控释肥在所有作物

上均增产，同肥量可增产10%—15%，最高达40%以上，

等产量节肥15%—20%；同时可提高化肥利用率10—15

个百分点，减少损失率15—25个百分点，减少化肥生产

量和施用量，从而减少资源浪费，减轻对环境的污染”。

金正大开发的水溶肥及水肥一体化应用技术，与传

统灌溉施肥方式相比，水肥一体化技术可实现每亩节水

150方以上，水分利用效率提高20%—50％，节肥20%—

30%，肥料利用率提高20个百分点，该产品和技术的推

广，可实现水分和养分的综合协调和一体化管理，突破水

肥资源约束，促进农业由资源消耗型向资源高效型转变。

针对磷肥当季利用率低、磷矿资源综合利用差等

现状，金正大研发兼具营养和土壤改良功能的新型硅

钙钾肥，通过研究酸性土区土壤障碍因子成因和典型

特征，为培育和提升中低产田地力，实现土壤改良提

供技术支撑和有效措施。

金正大磷石膏项目，采用了湿法磷酸“分级利用”

技术，将磷资源产业链各个环节技术工艺进行了优化

整合，既解决了磷肥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渣——磷石

膏的堆存、占地、污染问题，又合理利用了资源，缓解了

我国磷资源短缺的矛盾。同时副产的高纯石膏被加工

成模具石膏或工业制品的填料，化害为利、变废为宝。

“创新平台的建设还只是开始，创新驱动是我们的核

心战略，金正大还将继续致力于创新型企业建设，未来还

将搭建更多高端科研平台，吸引整合全球资本、技术、人

才资源，推动我国现代农业转型升级。”万连步透露说。

一家企业为什么要拿下七个国家级科研大平台？
——金正大集团实施“筑巢引凤”战略引领新型肥料产业飞跃纪实

■走进创新型企业

金正大集团党委书记张晓义参加山东省企业重
点实验室建设工作座谈会。悬挂在金正大集团研发中心外墙上的多个国家、省、部级科研创新平台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