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重变轻VS两次突破

水是万物之灵，生命因水而
充满生机。为了让“淄博珍珠”
更加水润，建设者们在会展中心
C馆门口修建了两个扇形的浅
池，注入水之后，C馆的倒影呈现
在眼前。巧妙的设计，让“淄博
珍珠”能够一直保持绽放的姿
态。融入科学元素，叠加时尚基
因，不仅建筑由重变轻，且让城
市也富有朝气和活力，展现出

“国际范、现代化、时尚感”。
长期以来，淄博是一个重化

工业基地，基于资源禀赋，造就
了产业基础和城市格局。不过
寻求创新的探索从未止步，根据
《淄博市科学技术志》记载，1996
年，中共淄博市委、淄博市人民
政府召开全市科学大会，推进科
技创新“511计划”，在新材料、新
药及生物技术、精细化工、机电
一体化和农业高新技术5个领域
抓好10个重点项目，培植100个
高新技术增长点。

这是早期淄博新材料发展
史上一个重要起点，开启了淄博
新材料工业1.0时代。1996年是
淄博重化工产业体系形成的重
要阶段，在那个时期选择新材
料，展现出来的是一种战略眼
光。这是产业从“超重”到“减
重”的一次突破性实践。

随着资源枯竭和生态文明
建设推进，产业结构偏重愈发成
为城市的短板。为了让经济结
构更加优化，淄博用壮士断腕的
勇气，展现出化茧成蝶的能力。
走绿色化工之路，融入科技元
素，让产业结构轻下来；抓住新
材料产业这支妙笔，让产业与城
市一起美起来。

2002年，第一届中国（淄博）
新材料论坛开幕，通过借智发展
搭建起产学研交流的桥梁。一
批院士和高科技人才走进淄博，
为新材料产业注入动力。

2010年成为淄博新材料产
业进入2.0阶段的一个标志，当年
淄博加冕“新材料名都”。之后
的10年间，发展绿色化工，培植
新材料，淄博成为国内有影响力
的中国膜谷、国家级新材料成果
转化及产业化基地和国家火炬
计划生物医药、功能玻璃、泵类、
聚氨酯特色产业基地。

淄博市规模以上高新技术
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
值的比重由2002年的21.5%增长
到2020年上半年的42.8%，高新
技术企业由152家增长至512家。
全市新材料类企业不断发展壮
大，新材料领域规上企业达到
531家，新材料产业成为高新技
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材料
产业不仅成为淄博市发展高新
技术产业的新标杆，而且已逐步
成长为支撑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支柱产业。
而今，新材料产业已经成为

战略性、基础性产业，也是高科
技竞争的关键领域。这一次的
谋局，着眼于城市长远和未来，
拥抱世界。就像马云创立“双
11”，刘强东的“618”一样，这一
次的“一展一会”是城市决策者
因势利导，发挥主动性，创造了
一个战略机遇期。

生态思维VS平台视野

迎着城市战略机遇期御风
而行不仅是智者，也是爱淄博的
一种方式。

10月12日，山东工业陶瓷设
计研究院院长王重海还在对即
将在中国（淄博）新材料产业展
上推出的产品进行推敲。王重
海告诉记者，该院作为在淄博建
院50年的科研机构，在陶瓷新材
料领域有着很强优势，也伴随着
淄博陶瓷产业的发展实现了研
究院的大发展。

举办“一展一会”特别符合
城市的需求，也符合科研院所和
企业的需求。“这是淄博产业结
构调整的主动选择也是最优选
择。”王重海说。工陶院虽然规
模不大，但是先进陶瓷在行业的
影响很大。尤其在航空航天领
域，先进陶瓷材料很多时候已成

为重要基础材料。
目前是淄博市加速崛起的关

键期和机遇期，对于工陶院来说
也一样。“工陶院的发展不能仅靠
自我循环，还需要依靠政府的引
导和资本力量驱动，既能把研发
优势保持，另一方面迸发新的活
力，这就需要一个好的平台。这
次‘一展一会’就是一个很好平
台。”工陶院不仅准备了代表先进
陶瓷发展方向的产品，还有6个项
目进行推介。其中，污水处理陶
瓷平板膜项目技术已经很成熟，
限于投资强度和厂房等因素，他
们只有年产10万平米的产能，可
是市场空间非常大。如果有资
本方进场，做到年产100万平米，
一年就是10亿的产值。“规模效
应一上来，边际成本就会下降，
规模效益也能够得到展现。这
个项目是一个即插即用型的项
目，可以实现产业化快速见效。”

对于王重海和多数科研机
构来说，市场开拓和资本运用是
两大短板，成为制约高端技术走
向市场的“瓶颈”。让他感到欣
喜的是，今年“一展一会”上，高
水平科技创新元素和资本要素
同时引进，让资本与前沿科技能
够进行互融。

“如今，我们也是在用一种
新的思维去认识这一平台，我们
也希望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或

者其他方式，加快推进科研成果
的产业化，去营造一种新的生
态。这也要求我们能用生态思
维、平台思维去审视这个机遇，
我想通过与产业资本、基金的对
接，我们的项目一定会有更大前
景。对于研究院来说是这样，对
于淄博材料企业来说也一定是
这样。”王重海说。

新材料论坛的人才效应、智
库效应，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城市
的科技化水平。来自淄博市科技
局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淄博
拥有新材料领域规上企业531家，
其中高新技术企业512家；拥有国
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1家、院
士工作站52家、国家级企业技术
中心171家、重点支持产业技术创
新战略联盟12家、省级工程实验
室（工程研究中心）60余家。
2019年底，总规模325亿元的国
家新材料母基金落地淄博，淄博
新材料产业正奋力向前。

10月12日，淄博市科技局局
长于秀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新
材料论坛已经搞了18届，通过这
18年的论坛，淄博市在引进高层
次人才，加大高层次人才与企业
合作，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方面，都
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吸引人
才的价值洼地和人才施展才华的
高地，已经在淄博初步形成，除了
良好的用人环境外，更多的是有
施展才华的舞台。引进一个顶尖
人才，带来一个团队，提升一个产
业，培育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的
淄博招才引智模式成效凸显。

清华大学尤政院士带动下
的MEMS研究院撬动了一个千
亿级别的市场；清华大学贺克斌
院士团队落地淄博建设便携式
移动源污染排放测试研究院和
项目转化基地；中国工程院院
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张勇传担
任山东齐永建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法人代表……他们共同为
城市赋能，帮助城市打造未来。

城市赋能VS着眼未来

氢气与氧气燃烧释放热能
生成水，是一个基本化合反应。
氢气是淄博化工产业中常见的
一种副产品，早期的处理方式多
是通过燃烧排放。进入新世纪，
重新审视这个化合反应可以发
现，氢能源是一种清洁能源。依
照氢能源产业链“紧盯前沿、打
造生态、沿链聚合、集群发展”展
开，一个可以影响城市产业生态
的产业框架初步搭建完成。以
绿色、清洁为发展方向的氢能源
无疑是新材料的风口之一。如
今，收获的喜悦已经近在咫尺。

一代产业，一代城市，淄博
新材料3.0时代即将开启。

在近日举办的“2020中国氢
能源发展高峰论坛”上，中国工

程院院士、中国能源研究会燃料
电池专委会主任彭苏萍表示，从
我国氢能源与燃料电池发展战
略思路来看，未来10-20年将是
我国氢能源与燃料电池产业发
展的重要机遇期，需紧密联系我
国能源发展实际，助力实现氢能
源与燃料电池高质量发展。

让氢气成为能够驱动汽车
的能量，膜是燃料电池的关键核
心，被称为产业的“芯片”。如今
这项核心技术已经在淄博落地
生根，东岳集团、山东工业陶瓷
研究设计院分别在质子膜、陶瓷
膜技术方面，处于全国甚至国际
领先地位。东岳集团是国内目
前可以量产，并与国际领先寡头
竞争的燃料电池膜企业，现已形
成年产10万平方米高性能燃料
电池膜的产能，未来将全力打造
全球第一燃料电池膜专业供应
商。山东工业陶瓷院是全国唯
一的国家级工业陶瓷科研院所，
成功研发生产出固体氧化物燃
料电池陶瓷膜，目前已与中科院
宁波材料所等合作，利用各自在
粉体、电解质、电化学及产业化
方面的优势，共同推进固体氧化
物燃料电池的商业化应用。固
体氧化物燃料电池所必须的稀
土产业，淄博同样有着良好基
础。淄博是全省稀土产业聚集
地，临淄区被授予山东省稀土新
材料产业基地，淄博共有稀土行
业企业31家，可为电池提供充足
的稀土产品及研发支撑。

下游的吉利年产15万辆新
能源高端商用车项目第一批车
辆已经下线。从燃料电池膜到
发动机，再到氢燃料汽车整车制
造的完整氢能源汽车产业链框
架正在形成。淄博市已被山东
省政府确定为省内第一批申报
国家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

以氢能为代表的新材料，正
在找准一个新的坐标。这一坐
标甚至已经不是在全国的维度
上，而是站在世界的维度。

为城市当下赋能，为城市未
来蓄势的大幕正在缓缓拉开。

没有人可以否认，这是开启
一个新时代的起点，更是因为新
材料的未来没有终点。站在“一
展一会”前夕，回望淄博新材料
产业走过的道路，一批企业正在
崛起，这一次为他们注入新的动
力，加速变轨飞翔。站在这个起
点上展望未来，以淄博产区为代
表的“淄博新材”已经蓄势待发，
这一切让未来可期。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孙银峰 王莉莉

一代产业 一座城市
淄博擦亮新材料名都名片 打造全国新型工业化强市（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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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时代世界各国都是依水建城因水兴邦，是因为农业灌溉所必须，由产业决定城市选址；
进入工业化时代后，逐资源建城成为必然选择，不少城市因矿而兴，由产业决定城市定位；
历史的车轮走到今天，战略性新兴产业兴起，城市对于资源偏好下降，但一代产业影响一座城市格局的准则仍亘古不变。
淄博作为资源枯竭型城市，提前布局谋篇，开辟了无机非金属材料、化工新材料、金属新材料和新能源材料、新医药材料、新装备材料、新电子材料、新环保材料“三材五

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产业格局。引领城市的产业在迭代，城市发展驱动方式在变化，“水”已经成为改善城市生态的活力之源，成为生态兴城必不可少的一个元素。
10月16日-19日的“一展一会”集石墨烯、电子信息材料、高性能复合材料、纳米材料、高分子新材料等前沿领域新产品、新技术于一体，这是对淄博新材料产业的迭代和

引领。通过这一瞩目的高端平台，汇聚各方资源，协助企业全方面推广品牌、开拓市场、获得行业动向、启迪创新方向，为业界打造一流的交易、合作、交流平台，为淄博工业
经济高质量发展打开另一扇窗。

淄博会展中心C馆。

部分展位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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