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奋进的历程 辉煌的成就

作为一座历史久远、依托资源发展起来的
老工业城市，淄博工业走过了极不平凡的发展
历程，经受了一次又一次考验，战胜了一个又
一个困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进入新世
纪后，全市上下牢固树立和深入贯彻科学发展
观，坚持科学发展、内涵发展，加快转变发展
方式，调整优化工业结构，不断推进工业发展
由粗放型向集约型、速度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
转变，工业经济呈现出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良
好态势。

总体发展战略不断深化。由“环境立市”
战略到坚持把结构调整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
线，把节能降耗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把

环境保护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命门”的工作
指导方针，2008年，提出加快建设殷实和谐经
济文化强市的总体战略目标。2009年，市委提
出坚定不移走内涵发展的路子，突出结构调
整，突出统筹城乡发展，突出改善民生维护稳
定的总体工作思路。2009年，中央领导分别对
东岳集团、新华医疗器械集团等企业进行了视
察，并对淄博工业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希望和
要求。

国有企业改革向纵深推进。从2003年起，
全面实施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二次改
制”。完善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建立国有资
产运营机构，形成了“市国资委—资产经营公
司—企业”的三级国有资产运营管理体系。

产业结构调整更加扎实有效。2004年，开
始实施“双百工程”，“十一五”实施“5年
1500亿”技改计划，提高了传统行业的技术和
工艺装备水平。2009年，启动创新成长型企业
培育计划。2011年，启动推进重点产业链发展
工作，产业结构调整向纵深推进。

高新技术、民营经济、招商引资“三个亮
点”日益凸显。组织实施了高新技术企业培育
和重大科技专项，加快科技成果转化，高新技
术产业发展迅速。涌现出一批起点高、竞争力
强的高新技术产品。全氟离子膜打破国外公司
长期垄断，成功实现产业化。引进西门子、西
铁城、中化集团、山钢集团等一大批战略投资
者，鼓励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参与国际交流与
竞争，大力推动跨国经营，淄博工业开始全面
融入全球经济。

生态文明建设攻坚战全面打响。2005年，
启动生态市建设，先后实施两轮碧水蓝天行动
计划，累计投资230亿元，整治污染企业4800多
家，新上治污设施680多台套，全市8条主要河流
全部达到恢复鱼类生长要求，整体水环境恢复到
1985年以前水平。2006年，在全省率先成立市政
府节约能源办公室。加大节能减排考核和处罚力
度，实行节能减排目标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
对违法排污企业实行顶格处罚。2009年，淄博提
前一年半在山东省率先完成“上大压小”任务。

“十一五”期间，淘汰所有立窑水泥生产线，关停
淘汰小化工、小钢铁、小造纸等“土小”企业3800
余家。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先后在宁夏、甘肃等
地建设了一批“飞地园区”，为工业经济发展
腾出更多空间。

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提升。从2001年开始，
每年举办一届中国 ( 淄博 ) 国际陶瓷博览会。
2002年开始，每年举办一届“新材料技术论坛
暨国际科技成果招商洽谈会”，搭建起了凝聚
全国乃至国际创新人才资源的新平台。从2004
年开始，实施了对省级以上研发机构和国家名

牌产品奖励制度。2 0 0 4年，淄博市被命名为
“中国陶瓷名城”。2 0 0 9年，淄博市被授予
“淄博陶瓷·当代国窑”，陶瓷地域品牌全面
叫响，“中国陶瓷名城”的形象和影响力进一
步提升。2 0 1 0年，淄博市被授予“新材料名
都”称号。

县域经济快速崛起。淄川区、周村区、临
淄区、桓台县4个区县列入省30强区县。桓台县
由传统的农业县发展成为工业强县，连续10年
入选全国百强县。沂源县由一个国家级贫困
县、省10个重点贫困县之一，发展成为全省拥
有上市公司最多的县份之一、全省高新技术产
业产值比重最高的县份，打造出典型的“沂源
现象”。2009年，高青县被划入国家黄河三角
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2011年，沂源县
享受中部地区国家投资政策，淄川区被列入国
家第三批资源枯竭城市。

百年风雨，百年奋斗。淄博工业由小到
大，从弱到强，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铸就了今
日的辉煌。回首淄博工业走过的历程，我们自
豪地看到：

淄博工业已经具备了较为雄厚的综合实
力。淄博工业连续实现新跨越，发展的速度不
断加快，质量和效益显著提高。淄博作为全国
重要的石油化工、医药生产基地和建材主产
区，工业在全国的地位更加稳固。全市销售收
入过1 0 0亿元的企业1 0户，过5 0亿元的企业1 8

户，过10亿元的企业77户，8家企业进入全省工
业企业100强，5家企业进入全国企业500强。创建
了国家级新材料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基地、国家火
炬计划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国家泵类产业基地、
国家先进陶瓷产业基地、国家功能玻璃特色产业
基地、国家色织布产业基地。淄博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被授予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1年中国城市竞
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淄博
的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第48位。日本知名新闻
媒体将淄博市投资环境列为全国第18名。

淄博已经初步建立起新型工业化体系。工
业门类涉及35个行业，化工、建材、冶金、机
械等支柱产业占工业总量的70%以上。传统工
业装备水平显著提高，其中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的占30%以上，国内先进水平的占60%以上。高
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2010年，规模以上高新
技术产业产值3024 . 48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

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38 . 15%。新材料、精细化
工、电子信息、医药、汽车及机电装备和新能
源及环保等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均保持较快增
长，2010年实现产值2638亿元，占规模以上工
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33 . 3%。

淄博工业内涵发展的模式初步形成。技术
创新能力日益提高。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
主体的自主创新体系逐步形成，全市省级以上
研发机构达到173家，其中国家级8家，拥有院
士工作站27个，数量居山东省首位。目前，全
市拥有中国驰名商标46件，山东省著名商标180

件，中国名牌30个，山东名牌143个，数量均居
全省前列，省级以上名牌产品产值占全市工业
总产值的比重达到45%以上。工业文明与生态
文明协调推进。“十一五”期间，全市能耗总
量以年均8 . 1 7 %的增长速度支撑了GDP年均
1 4 . 3 3 % 的增长，万元G D P 能耗累计降低
23 . 09%，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削
减19 . 06%和27 . 31%，工业连续十余年实现增产
不增水，城市生活垃圾综合利用率达到100%，
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达到91%。淄博工
业融入全球化的步伐全面提速。截至2010年，
全市规模以上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达到2 0 3

个，21家世界500强企业来淄博市投资。40多家
企业走出国门到10多个国家地区投资。

淄博工业的带动力和辐射力显著提高。淄
博保税物流中心正式封关运作，以物流园区、
物流中心、专业市场、配送中心多个层级为主

导的现代物流框架初步形成，物流业规模跃居
山东省第四位，现代物流“旱码头”雏形基本
形成。金融服务业快速发展，境内上市公司数
量居山东省第三位。工业反哺农业能力大幅提
高，全市70%的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农
民收入的70%来源于非农产业。截至2010年，
全市拥有经济强乡镇28个，其中工业销售收入
过30亿元的4个，过20亿元的10个。

宝贵的经验 深刻的启示

淄博工业发展的历程告诉我们：
必须始终牢固树立工业兴市的理念，强化

工业兴则淄博兴、工业强则淄博强的意识，努
力推动工业经济不断实现新跃升。工业是淄博
城市文明的主要载体。齐文化“通商工之业，
便鱼盐之利”和“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精
神特质，是淄博工业发展的文化基因，工业发
展又为文化传承提供了有力的坚实载体。

必须始终牢固树立结构调整是主线的理
念，坚持在调整中发展、发展中调整，努力提
升工业发展的层次和水平。结构调整是经济社
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提升淄博工业发展水平
的必然选择。调整始终伴随着淄博工业发展的
全过程，成为工业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主
线。围绕调优调强工业，淄博的结构调整经历
了由适应性调整向战略性调整的历史性转变。

通过持续不断的调整，调出了淄博工业发展的
激情和活力，调出了淄博工业日益强劲的发展
势头和日益凸显的比较竞争优势。

必须牢固树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和人才是
第一资源理念，千方百计提升创新驱动力，持
续为工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进入新世纪，淄
博工业进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全面提升的新阶
段。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成为科技发展的战略基
点，广泛的产学研战略合作深入开展，以技术
中心、工程中心、院士工作站、博士后工作
站、重点实验室等为主要形式的企业研发机构
数量大幅增加，全市大中型以上企业全部建有
自己的研发机构，以东岳离子膜等为代表的一
批国家级重大科技专项和创新项目加快实施，
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体系
基本形成。目前，创新型企业、创新型产业、
创新型园区多轮驱动下创新型经济日益成为淄
博工业的主导。

必须牢固树立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理念，
增强战略思维和全球眼光，消除体制机制障
碍，不断激发工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外部活
力。以优化服务环境为核心的行政管理体制改
革成效显著，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得到
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和公共服务职
能得到全面加强。从开放初期的重视进出口贸
易，到1992年后合资合作企业的风起云涌，再
到2 0 0 2年后的“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
合，淄博工业全方位、深层次、宽领域的对外
开放格局初步形成。

必须始终牢固树立统筹兼顾的理念，站在
更高的层次上，以更宽的视野看待工业发展，
实现工业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良性互动。淄博加
快工业发展方式转变，促进工业文明与生态文
明协调推进，持续强化“关键”、“命门”意
识，用足用活节能减排倒逼机制，展开了一场
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生态文明建设攻坚战。
目前，淄博的低碳环保产业体系正在加快构
建，生态与工业协调推进，绿色增长、可持续
发展推动淄博工业逐步走向内涵发展之路。

必须始终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切实
做到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
由人民共享，激发各方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
淄博工业跨越发展的过程是广大人民群众生活
水平显著改善的过程。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
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人
的全面发展，是淄博工业的职责所在，推进工
业改革发展必须做到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
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豪迈的起点 光辉的未来

“千舟竞发东风助，正是扬帆启航时。”
淄博工业过万亿，将使淄博人民在新的起点
上，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去创造淄博工
业新的业绩，以更加豪迈的胸怀拥抱淄博灿烂
美好的明天！

工业过万亿要求我们，必须在全球的视野
下认清和把握好产业发展新趋势，趋利避害，
科学谋划，再造发展新优势。

工业过万亿昭示我们，必须深刻把握历史
方位，牢牢抓住战略机遇，充满激情，科学创
业，加快推动工业经济新的转型发展。

工业过万亿警示我们，要以清醒的头脑，
审慎的眼光，正视面对的困难和压力，以更加
积极的心态迎接新的挑战。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淄博工业实现新
跨越，必须坚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与大力培育
战略性新兴产业“双轮驱动”，着力构建高端
高质高效产业体系，再造竞争新优势。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淄博工业实现新
跨越，必须强化各类现代要素支撑，为现代工
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淄博工业实现新
跨越，必须大力拓展经济发展空间。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淄博工业实现新
跨越，必须进一步调整优化产业布局，提高产

业集聚水平。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淄博工业实现新

跨越，必须坚持工业化与城镇化融合发展，工
业与服务业互动共生，进一步夯实工业发展的
基础。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淄博工业实现新
跨越，必须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形成促
进工业转型发展的良好氛围。

“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
工业过万亿是一部史诗，记载着百年工业气势
磅礴、绚丽多彩的壮丽诗篇；工业过万亿是一
座丰碑，铭刻着淄博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
的震古烁今、波澜壮阔的千秋伟业；工业过万
亿是一个坐标，昭示着老工业城市实现新的转
型发展伟大实践的美好未来。我们坚信，在市
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只要我们坚定不移
地坚持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内涵发展，勇
于奉献、敢于争先的淄博儿女，一定能够绘就
淄博工业繁荣发展的新画卷，谱写出淄博大地
美好生活的新篇章！

淄淄博博工工业业 铸铸就就辉辉煌煌

齐齐鲁鲁石石化化航航拍拍

让我们永远铭记这一历史性时刻，在2011年收官之际，淄博市全部工业企业总

产值及主营业务收入双双突破万亿大关。这是淄博工业新的跨越，是淄博发展史上

的重要里程碑。齐风泱泱，淄水汤汤。淄博，这片诞生龙山文化和齐文化的古老土

地，这座拥有百余年近现代工业发展史的老工业城市，带着历史的风尘，踏着时代

的脚步，依靠全市人民的不懈奋斗，铸就了今天的万亿辉煌。回首百余年历史，几

多风雨，几多艰辛，风雷激荡，壮丽恢弘。这是浓墨重彩的光辉史册，是可咏可叹

的华丽乐章。

国国内内首首条条超超白白玻玻璃璃生生产产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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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金诚诚石石化化夜夜景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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