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年工业的“坡道起步”
“四强产业”带来新希望

“这是特种陶瓷，它不仅可
以用于军工，还可以用在人的
身体上，如口腔修复体、椎间融
合器等生物医疗用陶瓷部件。”
10月17日，第一届中国（淄博）
新材料产业国际博览会上，山
东工业陶瓷研究设计院有限公
司陶瓷膜事业部常务副总赵世
凯展示的一款3D打印生物陶
瓷制作的牙齿，吸引了众多参
观者。

赵世凯的讲解，让博山市
民孙女士感到十分惊奇。52岁
的她从小生活在“陶瓷堆”里，
从不知道陶瓷还有如此高端和
广泛的用途，“没想到技术已经
如此先进，等我老了，也换一套
这样的3D打印生物陶瓷牙
齿。”孙女士笑呵呵地说。

包括新材料、智能装备、新
医药和电子信息在内的“四强”
产业，是淄博新旧动能转换和
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在这
其中，新材料产业最具核心竞
争力，淄博亦将其作为支撑未
来发展的关键产业。

新材料技术论坛系列活动
举办了18年后，淄博在先进高
分子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前
沿新材料、特色金属材料、化工
新材料、稀土功能材料六大领
域形成了一定产业规模和实
力，拥有了一批全国知名企业。
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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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领域规上企业达到
531家。新材料产业已成为淄
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新标
杆，并逐步成长为支撑全市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
成为产业发展的增长极和新旧
动能转换的强大引擎。

10月16日第一届中国（淄
博）新材料产业国际博览会与
第十九届中国（淄博）新材料论
坛联袂亮相，再次刷新了人们
对这座新材料名都现在和未来
的认知。

34名院士、42名国家重点
人才工程专家和97所高校的
200余名专家教授到场创历届
之最。20个重大科技合作项目
现场签约。博览会上既有华
为、富士康、比亚迪等头部企

业，还有世界500强企业正威国
际集团。发布的《淄博市新材
料产业招商图谱》，明确了淄博
6大重点新材料领域及相关产
品，成立的新材料产业“双招双
引”联盟，让人们对招商充满了
乐观。数十家银行、券商、私募
基金等专业机构负责人和创始
人深入考察交流优质的企业及
项目，以解决科技与资本对接
不力影响新材料产业做大做强
的问题……

酝酿于深秋，蝶变于未来。
一场加速新材料产业链、人才
链、创新链、资金链、政策链、服
务链深度融合的盛会，让人们
对淄博新材料产业未来充满了
憧憬。

“产业链条”开启新空间

今年8月，吉利淄博基地首
款皮卡下线时，淄博将有一个
以新能源整车制造为核心的千
亿级产业集群的消息着实振奋
人心。

然而，仅过了不到20天，当
淄博打造“氢城”的雄心第一次
为大众所知时，人们才发现，在
淄博决策者的宏图中，吉利项
目的意义远不止如此。

9月17日，以“开放淄博
氢城献礼”为主题的2020中国
氢能源发展高峰论坛举行，淄
博首次向外界透露了打造国内
产业链最完善、技术水平最高

“氢能生产利用先行城市”的雄
心，而这条产业链正是因为吉
利变得更加完美。

淄博是全省乃至全国的重
要化工基地，石油化工会带来大
量的副产氢，这为淄博发展氢能
产业带来得天独厚的优势。丰
富的副产氢让淄博在储氢方面
走在了全国前列，并在固态金属
储氢方面取得了重大技术突破。

膜是燃料电池的关键核心，今年
6月18日，山东东岳未来氢能材
料有限公司燃料电池膜生产线
配套原材料生产基地成功投产，
东岳氢能研发中心、第五代燃料
电池膜生产线也将在今年投入
运行，东岳还将与亿华通合作共
建氢能产业园，形成从燃料电池
电控到燃料电池系统、电堆以及
关键部件一体化产研结合体系，
打造自主可控的氢燃料电池产
业链，预计2021年推出性能达
到世界先进水平的第三代氢燃
料发动机。吉利则将与东岳、亿
华通联合构建从燃料电池膜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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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不断拓展氢燃料汽车应用领域。

一条包括制氢、运氢、储
氢、燃料电池和燃料电池汽车
开发等多个环节在内的产业链
就此形成。

此外，淄博还在通过各种
途径，抢抓争创国家燃料电池
汽车示范城市和“新基建”的政
策机遇，不断完善氢能产业政
策体系，全力加快氢能全产业
链布局。而这背后，体现的正
是淄博按照“紧盯前沿，打造生
态，沿链聚合，集群发展”的产
业组织理念，高标准定位“双招
双引”，坚持“创新绿色、动能转
换优存量，着眼未来、高端引领
扩增量”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未来，淄博将在积极运用
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
人工智能等为传统产业赋智赋
能的同时，在先进高分子材料、
无机非金属新材料、特色金属
新材料、前沿新材料等四大领
域13类行业打造千亿级新材料
产业群链，全力建设国内一流、
国际知名的新材料产业集聚区
和创新策源地，全力打响“新材
料名都”品牌。力争到2021年，
新材料产业总产值达到1300亿

元，到2025年达到2200亿元，
成为当之无愧的支柱型产业。

淄博新经济发展大会，对
这座老工业城市高质量发展意
义重大。

“新经济”掘金新未来

自动驾驶汽车飞驰、无人
配送物流车穿梭、智能网联公
交上路……或许用不了几年，
这样的场景就会成为淄博人生
活的一部分。

10月18日，淄博召开新经
济发展大会。会上，淄博发布
《关于大力发展新经济培育新
动能的意见》，提出要打造工业
互联网、智联汽车等11条产业
新赛道36条子赛道，并公布了
首批28个新经济应用场景发展
方向和首批50个新经济发展重
点项目，其中“自动驾驶应用示
范区场景”描述的即是上文所
述的场景。

产业是一座城市的底气，
是城市发展的关键。在新一轮
信息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推
动下，以互联网、知识经济、高
新技术为代表的新经济，正不
断衍生出数字经济、智能经济、
体验经济、共享经济、平台经
济、生态经济等全新业态模式，
成长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
力。作为处于转型升级、跨越
发展重要拐点的老工业城市，
淄博选择在这个时机召开新经
济发展大会，向外界释放了为
未来发展抢占新赛道、布局新
产业、培育新动能的决心和
信心。

从经济转型升级层面来
看，传统企业不断整合生态圈
资源孵化“新物种”，“新物种”
推动着新旧动能转换和新经济
崛起，跨界新物种企业起着开
拓传统产业新市场、催生新动
能的作用，在这其中，独角兽企
业、瞪羚企业、哪吒企业等新物
种，是新经济发展的生力军。

当天的大会上，北京长城
企业战略研究所发布了《中国

“哪吒企业”研究报告（2020）》
和《淄博市2020年瞪羚独角兽
企业发展报告》，详细阐述了这
些新物种企业对城市经济发展
的意义和淄博瞪羚独角兽企业
发展现状。目前，淄博共有2家
哪吒企业、3家准独角兽企业、1
家独角兽培育企业、68家瞪羚

企业、49家瞪羚培育企业，成为
助推淄博转型升级发展的新
力量。

“新经济引领未来，淄博在
新时期要把握新经济发展机
遇。”现场，北京长城企业战略
研究所创始人王德禄对淄博全
面转向新经济提出了找准新赛
道、创造新场景、培育新物种、
大企业平台化、夯实新赛道、实
施新治理等六方面建议。

淄博显然已经做好了这方
面的准备。

同日，淄博高新区发布《淄
博国家高新区独角兽生态岛发
展愿景》，并为“淄博独角兽生
态岛”揭牌，拉开了淄博大力引
培哪吒、瞪羚，尤其是独角兽企
业等新物种的序幕；海尔集团
总裁、董事局副主席周云杰，东
岳集团董事长张建宏结合多年
经验，作大企业平台化相关主
旨演讲；淄博稷下新经济发展
研究院隆重揭牌；能链集团、水
滴集团等25家企业携手淄博开
启合作发展新征程；83个企业、
单位和个人荣膺首批淄博城市
发展合伙人；淄博发布《大力发
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的意见》
《关于支持新经济发展的若干
政策措施》《建设多彩活力的青
年创业友好型城市的政策措
施》，从加快高成长企业引育、
提升城市对青年群体的吸引力
等方面，提出了若干有针对性
的发展新经济的支持政策……
所有的一切，组成了淄博抢滩
新经济、拥抱新经济、进军新经
济的郑重宣言。

“我们将倾尽力量资源，聚
焦新经济所需，大力营造‘近者
悦、远者来’的良好生态环境，
努力把淄博建设成为最适宜新
经济发育壮大、最适宜青年人
创新创业的‘新宠之地’，打造
国内重要的新经济策源地和活
跃区。”淄博市委书记江敦涛铿
锵有力的一番话，让人们对淄
博新经济的未来充满了憧憬和
信心。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马景阳 张继才 任
灵芝

说到已跨越百年的淄博工业，你可能首先会想到化工、陶瓷，但你肯定想不到，淄博还可以拿出3D打印的陶
瓷牙齿和高性能无人机。

当然，你更想不到，刚刚打开“新经济”大门的淄博，会在为传统产业赋智赋能的同时，带来无人驾驶汽车甚至
是你想都想不到的新鲜玩意，给你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淄博的转型发展已经到了关键拐点，能否做好优存量、扩增量这两篇文章，坡道能否起好步、能否进一步激发
城市活力，成为淄博在新时代超越发展的决定因素。如今，发力新经济、开辟新赛道、搭建新平台，对淄博未来发
展的意义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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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召开的高成长企业交流会上，各界精英与企业大咖共谋合作。

一大批项目在淄博新经济发展大会上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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