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新动能

积极落实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等国家
战略，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将加
快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把推广新一
代信息技术应用放在培育壮大新动能的首
要位置。

聚焦引领性和标志性前沿技术，同时
紧密衔接新旧动能转换工程对技术的需

求，试验区将重点突破高性能计算、人工
智能、传感器、虚拟现实、基础软件等关
键核心技术，推进量子通信技术研发和产
业化，通过有选择性的布局积极抢占未来
产业发展制高点。

瞄准数据这一新经济核心要素，试验
区将完善“互联网+”生态体系，开展数字

经济发展相关试点。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创
建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鼓励建设新型
智慧城市。同时，完善云计算和大数据产
业链，加强工业、政务、商贸、文化、旅
游、健康、海洋等领域的大数据应用，做
强信息安全、地理信息产业。

位于青岛蓝谷的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记者 肖芳 通讯员 周洋 报道）

实施新旧动能转换，必须实现新兴产业规模的显著扩大，培育形成新动能主体力量。

《方案》明确，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现代海洋、医养健康等产业为重点，推动互联网、大数数据、

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策源地，培育形成新动能主体力量。

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基础在破，关键在立。
《方案》选择五大新兴产业作为今后一段时期的主
攻方向，以此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整体跃升，对我
省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有信心 有基础 有优势

“以这五个产业为主攻方向，将带动全省产业
布局发生重大转变。”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
长陈保启表示，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的批复意
味着山东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做好转调文章，
同时也应有做好这一文章的强烈自信。

五大新兴产业，山东已有基础。近年来，山东新
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海洋开发、高端装备
等快速发展，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产业规模不断
壮大。以高端装备为例，营业收入已占到全国的15%
左右，位次比较靠前，显示出明显的竞争优势。

近年来，山东不断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
成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激发出新兴产业发展的内生
动力。我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进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营造有利于新兴产业发展的
生态环境。同时，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破除
旧管理方式对新兴产业发展的束缚，重视“新”、
宽容“新”的氛围越来越浓厚。

发展新兴产业，山东更有区位优势。地处国家
由南到北扩大开放、由东到西梯度发展的战略节
点，只要在对接、联动上多下功夫，完全能对更广
阔范围内的相关产业起到强烈的促进带动作用。

抢抓技术高地 做足“海味”文章

多数新兴产业的发展不可能凭空而为，而要以
已有的技术积累、制造能力、产业组织等基础支
撑，这样才会潜力更大、空间更广、动力更强。

山东省科学院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海波认
为，《方案》立足“市场需求旺、发展潜力大、创
新基础好”三个要点，从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和抢占
未来竞争制高点的角度，选定了新一代信息技术、
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现代海洋、医养健康这
五大产业作为我省新动能的主体力量。

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既是新经济代表，
更能与各领域在融合中催生更多新产业、新业态、
新模式，是山东必须抢抓的技术竞争高地。同时，
山东已涌现出浪潮、中创等一批优秀企业，济南、
青岛等地也已构筑起较为明显的平台优势。

作为制造业大省，我省在高端装备领域已诞生
了潍柴动力、济南二机床、中集来福士、青岛四方机
车等一大批“中国名片”，下一步要更好发挥其作为
实体经济核心的支撑性优势，塑造山东制造新形象。

得知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将现代海洋产业
确定为发展新兴产业的一个主攻方向，省科技厅海
洋科技处处长孙高祚表示，山东的“海味”文章能
做得更足了！

数据显示，山东海洋高级科技人才占全国的
50%以上，有“两院”院士20多人。资源虽多，但
力量较为分散，存在结构性失衡，导致不少科
技成果仍放在省外转化，海洋生产总值占
全国的比重还不高。孙高祚认为，借助试
验区，我省海洋科技创新转化为现实生
产力的问题将加速突破。

新兴产业
主攻方向在哪？

1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强化先导作用

装备制造能为各行业产业升级、技术
进步提供重要保障。在推动机床、发动
机、工程机械等传统装备加快高端化转型
的同时，智能制造装备、机器人、轨道交
通等新兴高端装备有望在试验区实现大的
突破。

《方案》明确，试验区将着力推动高
端装备创新发展，重点突破轨道交通、工

程机械、农机装备、动力机械等领域关键
技术与核心部件，打造制造业创新中心，
提高综合集成水平。支持发展高端发动
机、高效电机、自动变速器、高端液压
件、高精度减速器等动力装备。加快建设
高速列车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加快通用飞
机发展，建设国家通用航空产业综合示范
区。壮大数控机床产业，建设国内领先的

高端数控机床产业基地。
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工业机

器人、特种机器人和医疗健康、教育娱乐
等服务机器人，开展装备制造业标准化试
点和智能工厂、数字车间示范。支持有条
件的城市创建“中国制造2025”国家级示
范区，努力建设国际领先的高端装备制造
基地。

2
高端装备产业：创新自主发展

能源、材料作为工业基础，其发展既能
助力山东制造实现新跨越，对经济转型升级
更有“四两拨千金”的作用。试验区着眼新
能源、新材料领域的技术研发，积极壮大绿
色动能。

试验区将大力发展新能源电池和汽车电
控技术，重点推进氢燃料电池产业化关键技

术攻关和示范应用，支持青岛等有条件的城
市发展新能源汽车。同时，探索新能源汽车
分时租赁、储能电池充换电、分布式能源等
新模式。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推动烟台核
电产业技术创新平台建设。推动海洋能示范
工程建设。

同时，以高性能化、多功能化、智能

化等为主攻方向，试验区还将做大做强碳
纤维、石墨烯、生物基材料、高分子材
料、无机非金属材料、磁性材料等新材料
产业，提高行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关键材料
自给率，建设国内领先的新材料研发中心
和产业基地。

3
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壮大绿色动能

山东发展的最大优势和潜力在海洋。实
施新旧动能转换，必须做好经略海洋这篇大
文章。试验区将以强化科技创新对海洋资源
开发的引领和支撑为重点，助力海洋强省战
略实施。

《方案》提出，以智慧海洋为引领，
坚持陆海统筹，打造海洋经济示范区，高

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国家级海洋牧场
示范区，实施“透明海洋”工程，加快大
洋海底矿产资源勘探及试开采进程。推进
海水淡化规模化应用，建设全国重要的海
水利用基地。发展新一代深海远海极地技
术装备及系统。

围绕培育更多蓝色经济增长点，试验

区将加快发展深远海、远洋和极地渔业，
壮大海洋生物、海洋高端装备等产业，支
持青岛、烟台等打造海洋生物医药产业集
群，建设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城市，支
持青岛建设海上试验场，创新发展海洋信
息、涉海商务等海洋服务业。

4
现代海洋产业：强化科技支撑

山东有近1亿人口，健康消费需求旺
盛，健康产业发展空间巨大。《方案》围绕
打造从药品研发到养老服务的全方位全周期
健康服务产业链，从技术突破、产业布局等
方面推动产业跨越升级。

试验区将深入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打
造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产业链。聚焦生

物医药、海洋药物、中药、生物医学工程
等领域，推进国家综合性新药研发技术大
平台、国家创新药物孵化基地建设，加快
开发满足重大临床需求的创新药物和医疗
器械。

山东是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第二批国
家试点省份，试验区将研究规划建设国家

医疗健康大数据区域中心，加快建设济南
市国际医学科学中心。构建移动医疗、远
程医疗等诊疗新模式，发展智慧医疗，建
设智慧医院。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支持
建设医疗养老联合体，增加医疗养老设施
和服务供给，支持山东创建全国医养结合
示范省。

5
医养健康产业：布局全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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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重点突破

高性能计算、人工智能、传感器、虚拟

现实、基础软件等关键核心技术，强化

示范应用。完善“互联网+”生态体系，

开展数字经济发展相关试点。

高端装备产业。着力推动高端装

备创新发展，突破轨道交通、工程机

械、农机装备、动力机械等领域关键

技术与核心部件，打造制造业创新中

心，提高综合集成水平。支持有条件

的城市创建“中国制造2025”国家级

示范区。

现代海洋产业。壮大海洋生物、

海洋高端装备等产业，支持青岛、烟

台等打造海洋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建

设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城市。

新兴产业
锁定5大领域

医养健康产业。研究规划建设国

家医疗健康大数据区域中心，加快建

设济南市国际医学科学中心。构建移

动医疗、远程医疗等诊疗新模式，发

展智慧医疗，建设智慧医院。

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大力发展新

能源电池和汽车电控技术，重点推进

氢燃料电池产业化关键技术攻关和示

范应用，支持青岛等有条件的城市发

展新能源汽车。做大做强碳纤维、石墨

烯、生物基材料、高分子材料、无机非金

属材料、磁性材料等新材料产业。

制图：于海员


	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