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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新动能要有“全球视野”

沿着“一带一路”积极作为

通过尼龙增韧技术研发的超低温高分子材
料，在—60℃环境下材料抗冲击性能良好；国
内首创70年寿命高性能电线电缆，并参与编制
产品的地方标准、国家标准。

这些华凌电缆的独创性技术，便来源于国际
合作。从2014年起，华凌电缆与山东省科学院、
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成立了中白高性能高分子材
料技术转移转化中心，三年后又共建高分子材料
化工技术联合实验室，进入领域前沿。

企业主体从国际合作中找到了新动能，这
符合山东省科技厅厅长刘为民的期待，“从战
略角度谋划创新工作，就要面向世界科技前
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全省重大需求，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全面提升山东自主创新能
力，支撑引领新旧动能转换。”

他认为，寻找新动能要有“全球视野”，
沿着“一带一路”积极作为，为转型提供源源
不断的新动能。

在此思路下，山东科技部门积极推动国际
合作工作融入中外政府间科技合作框架。中
国—以色列、中国—俄罗斯、中国—乌克兰、
中国—白俄罗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16+1
合作)等双多边政府间科技合作框架均将山东列
入重点省份予以推动。

据初步统计，山东省已有46个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合作的项目列入中外政府间科技
合作计划予以重点推动。

在焊接领域，乌克兰巴顿焊接研究所是世
界一流的象征。“超音速等离子药芯焊丝喷涂
技术”和“超音速等离子粉末喷涂技术”是该
所的核心技术之一。如何将乌克兰巴顿焊接研
究所的世界一流人才和世界领先水平的创新技
术引入山东？

乌克兰巴顿焊接研究所淄博等离子技术研究
院的成立，将乌方的技术优势和中方的资金、市
场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瞄准等离子技术、
腐蚀防护技术以及金属表面处理技术等相关先进
设备的研发应用，定向发力已取得不少成果。

“牵牛要牵牛鼻子”，做事要抓住关键和要
害。近年来，推动山东企业、科研机构与国外共
建联合实验室、技术研发中心等合作创新平台，
打造具有山东特点的品牌国际科技合作基地，是
山东省科技厅一直在做的“大事”。

截至目前，山东已经创建国家级国际科技
合作基地44家，国际创新园5家，数量居全国前

列。积极培育科技创新品牌，深入开展“双
创”活动，2017年首批认定了18家省级品牌国
际科技合作基地。

不仅要“引进来”，还要“走出去”

中外互动产生竞争力

很多人对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盛瑞
8AT项目留有深刻印象。按照中国工程院院士
郭孔辉的说法，2013年中国的自动变速器生产
700多万台，其中自主生产约1%。但盛瑞8AT打
破了这一局面。

从技术层面来看，AT技术非常复杂，需要
广泛的工业基础。德国的概念设计、英国的工
程技术、韩国的生产线和中国的研发团队最终
完成了盛瑞8AT的研发全程。可以说，现有条
件下，国内的工业技术完成不了的大项目，还
需要多向国际大合作寻求解决方案。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分校与俄罗斯联合研
发，突破了空间电子枪轻量化集成设计、空间
电子束高压稳流等关键核心技术，建成国内首
个空间焊接模拟试验平台，将装备空间实验
室，实现空间实验室的在轨维护保养。

针对新旧动能转换中的重大技术需求，山东
在新材料、空间技术、信息通信、装备制造等领
域重点布局，通过科技合作突破了技术瓶颈。

在信息技术领域，浪潮集团通过与美国英特
尔公司合作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服务
器节点互联芯片，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封锁和垄
断，实现了高端服务器的自主设计和产业化，提

高了国产高端容错计算机的核心竞争力。
潍坊华以农业科技公司引进以色列先进水

培大棚建设技术和鱼类工厂化养殖技术，使种
植业和养殖业摆脱了土壤、水等自然资源的限
制，为采矿塌陷地、盐碱地等土地的综合开发
利用开辟了新途径。黄河三角洲国家农高区引
进荷兰温室环境控制技术，实现了作物生长全
过程环境的精准化控制，水肥利用率提高30%以
上，节能20%以上。

12 . 6亿欧元！这是烟台万华集团收购匈牙
利最大化工企业和中东欧最大的异氰酸酯制造
商——— 宝思德化学花费的资金，这成就了中国
企业迄今在中东欧地区最大的投资项目，也成
为西方主流媒体眼中的最佳重组交易案例。通
过核心技术MDI和TDI成套技术输出，万华扩大
了全球布局，并一跃成为中东欧最具竞争力的
异氰酸酯制造商。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发挥各级创新平台的
技术溢出效应，通过跨国技术转移转化，加快
山东创新成果“走出去”步伐，也是山东科技
布局国际化的步骤之一。

依托缓控释肥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国
家企业重点实验室，金正大集团在以色列希伯
来大学建设了联合实验室，利用以色列在水肥
一体化领域丰富的创新资源，面向欧洲市场进
行新技术和新产品研发；依托马铃薯国家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希森集团在哈萨克斯坦建立了
分中心，开展自主知识产权的马铃薯新品种希
森3号、希森6号的示范推广，带动了山东农业
新薯品种、栽培技术、专用农机装备的系列化

输出；浪潮集团、潍柴集团、如意集团、杰瑞
集团等均将自身技术优势作为“敲门砖”，以
技术输出带动产能合作，实现了企业技术创新
与国际化的跨越式发展。

我们常常用“不求所有，但求所用”来形
容国际合作中务实态度。在这方面，山东科技
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通过人才引进和合作研
发，消化吸收了一批国外先进技术，研制了一
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装备和关键产品。

青岛软控股份有限公司建立了国内橡胶轮
胎装备行业首个海外研发机构“软控欧洲研发
和技术中心”，形成自主知识产权33项，其中
发明专利11项，实用新型专利22项。

淄博高新区在美国、德国等科技创新资源
密集的发达国家创建了海外科技孵化器，以此
为载体，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和具有产业化前
景的科技成果，取得了良好成效。

国内发现问题，国际寻求答案

国际合作“务实不务虚”

建设创新型省份和实施新旧动能转换重大
工程，我们的“痛点”在哪里？

对此，山东科技人“心知肚明”，他们瞄准
高端装备制造、高端化工、新一代信息技术等
“十强产业”急需的核心关键技术、创新人才及
团队等，积极推动海外创新资源向山东集聚。

“蓝鲸1号”下水，山东科技又一次迎来突
破！这是去年，烟台中集来福士建造的半潜式钻
井平台“蓝鲸1号”，该平台在作业水深和钻井深
度上都冲破了世界记录，并配备双钻塔，是全球
最先进半潜式钻井平台。同时，这也是中国船厂
在海洋工程超深水领域的首个“交钥匙”工程，
将由蓝鲸联合中国石油集团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共
同履行服务合同，进行海洋能源勘探。

中集来福士与乌克兰巴顿焊接研究所共建
中集—巴顿焊接技术研究中心，在激光复合焊
接、脉冲焊接、自动焊接机器人等技术领域实
现突破，突破了制约我国钻井平台制造与现场
维护的焊接技术瓶颈。

济南中乌新材料有限公司与乌克兰超硬材料
研究所共同突破了15毫米大颗粒金刚石制备技术，
实现了金刚石超宽禁带半导体材料的人工制备，
将在山东省打造全新的超宽禁带半导体产业链。

针对山东优势的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产业
“走出去”的需求，通过组织山东(临沂)传统医药
创新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中亚五国现代农业创
新成果推介会等合作交流活动，为有关企业和科
研单位搭建合作桥梁，成功推动希森集团的马铃
薯等新品种和栽培技术进入中亚市场。

国际合作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一张蓝

图绘到底”的坚守和韧性。
山东充分发挥国家和山东省双、多边政府

间科技合作框架作用，为高校、科研单位和企
业开展国际科技合作搭建高层次合作平台。在
参与国家政府间合作框架的基础上，山东先后
与以色列政府、白俄罗斯国家科委、加拿大魁
北克省等签署了科技合作协议，通过双方政府
领导互访和专题协商，推动形成了与“一带一
路”重点国家间技术、人才、平台、园区一体
化全面合作的良好态势。

探索新模式，试水新做法

科技体制改革打开了科技人思路

在斯图加特，济南市位于德国的海外孵化
器刚开张，就攒了不少好项目。“智能车库”
引起了济南企业家郝延滨的注意：德国最先进
的“智能车库”技术，可实现“50个车位上停
500辆车”。孵化器为媒，在最短时间里，郝延
滨与德国方面牵了手。

一方面，高科技中小企业走出去，面临着完
全陌生的市场和签证、法律、税务、引才等问
题；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经济放缓，好成果被束
之高阁，也在寻找下家。3年间，济南市海外孵化
器从构想到落地，一大拨济企成为受益者。

根据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山东
不断丰富和完善科技创新合作的内涵，初步形
成了技术、平台、人才、服务一体化发展的科
技合作新体系。

除了济南高新区在德国斯图加特、德累斯
顿、芬兰万达市的海外孵化器布局之外，淄博
高新区在德国慕尼黑，威海高新区在以色列海
法也建立了海外孵化器，从而构筑起海外创新
孵化+国内加速转化新型模式。

依托潍柴、绿叶、歌尔声学等科技型龙头
企业，山东在海外先后建立各类科技园区与研
发机构已经超过200家。为探索通过市场化、社
会化手段推动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的有效途径，
在省科技厅指导下，先后成立了中以科技合作
转移平台公司和“独联体国家科技合作平台公
司”，为合作双方提供专业化国际科技合作服
务，服务领域不断拓展，成为山东对外科技合
作的知名品牌。

中以科技合作转移平台公司与以色列400余
家高科技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及协会组织建
立了广泛联系，范围涵盖农业、食品安全、清
洁能源、医疗、信息软件技术等诸多领域，提
供项目筛选、技术对接、技术转移等方面的全
方位服务，已经成功促成省内恒联集团、天瑞
重工、默锐化学、共达电声、中科普锐和阳光
融合医院等与以色列合作。

探路新旧动能转换，山东科技祭出“大手笔”

布局“一带一路”，经济大省向“国际化”寻求新动力

□孙运智 廖军文 王亚楠

“点对点”突破

“面对面”搭台

鲑鳟鱼类“好吃难养活”，因终生在淡水
养殖而出现的病害频繁、品质参差不齐一度让
人头疼。在这方面，挪威是“专家”，引进挪
威技术、设备，再辅以中科院海洋所技术支
持，东方海洋公司成功创新了大西洋鲑封闭循
环养殖模式。

这是烟台市实施国际科技合作项目推动关
键技术突破的生动写照。

在烟台杰瑞石油服务公司，两台美国制造成
套径向钻井设备的引入，实现了国际最先进的水
力径向钻井技术在中国的快速应用，但烟台不满
足于此，他们通过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一举解决
长期困扰国内石油行业的重大技术瓶颈。

金正环保与以色列公司合作，引进反渗透
膜材料制造技术，合作开发特种膜元件，产品
主要应用于高盐水的浓缩、酸碱分离及溶剂分
离、废水零排放、中水回用和海水淡化等领
域，其中酸碱、溶剂分离膜技术填补国内空
白。

毫无疑问，烟台尝到了国际合作的甜头，
因为国际合作不但贡献技术，更培养人才。比
如烟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公司引入“大型不锈
钢锭电渣重熔技术”，目前，进行了三次电渣

重熔实验，我方基本掌握并优化了巴顿研究所
的电渣重熔核心工艺，突破了我国电渣重熔技
术瓶颈，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同时培养建立了
一支20多人的专业技术团队。

点对点的交流以企业为主体，科技部门该
干些什么？怎么干？

“以国际科技合作基地为基础，一方面吸
引海外高层次人才来烟台创业，另一方面，邀
请国外高校、研究所及相关领域专家到基地交
流，就各行业的难点、关键技术问题相互探
讨，并派相关技术人员赴国外学习领先技术，
使国际科技合作逐渐地从一般性的交流互访转
变为实质性的合作，快速提升我市科技创新能
力。”烟台市科技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笔者了解到，2016年，依托烟台中俄高新
技术产业化合作示范基地建设的“烟台国际技
术转移中心”被科技部认定为国家国际科技合
作基地。

如今，这家“转移中心”干的大事不少，
已经累计孵化中小微企业425家，市级科技型中
小企业19家，成功上市企业5家，年税收过亿
元。拥有俄罗斯院士、格鲁吉亚院士、国家
“千人计划”等领衔的高端创新创业团队11

个。与200余家国内外科研院所、大学、科技园
区、跨国公司长期合作，成功转移国际科技合
作项目129项，其中27个项目实现产业化。

国外大学落地烟台

成果井喷彰显平台力量

“不开分所”的上海药物所将首家分所落
户山东，这着实让人大吃一惊。这是医药研究
机构与高度市场化的企业实现互动的又一经典
案例。一切因为有“绿叶”。

上海药物所的特长是在基础研究和一些新
技术的早期研发方面，绿叶制药的特长是产品
的产业化，具有很好的互补性。自从绿叶制药
组建的“创新药物国际科技合作基地”被科技
部认定为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之后，好成
果、好项目接踵而至：治疗精神分裂症的创新
药物利培酮微球已经完成美国FDA要求的全部
临床研究，获准在美国提交新药申请。从德国
一家公司引进的泮托肠溶片制剂技术，该产品
2013年11月获得欧盟GMP认证证书，2015年4月
获得奥地利联邦卫生安全办公室颁发的上市销

售许可，获准在奥地利市场销售。引进多名海
外高层次人才，尤其是整体引进了新加波A-Bio
生物技术研发团队。

我们了解到，借助国际合作平台的力量，
绿叶制药与美国、德国、韩国、新加坡等多个
国家多家知名企业、科研院所开展合作，承担
多项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在新药开发、技术引
进、投资并购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

成果井喷，人才聚集，这便是平台的力
量。

收获颇丰的烟台人是不会收手的。中集巴
顿焊接技术研究中心去年成功落户烟台，实现
了国际合作逐渐从单纯的技术引进到实现共建
研发机构的转变。依托烟台市农科院建设的省
级国际合作平台，俄罗斯、保加利亚、匈牙
利、韩国、德国等国外10余所著名科研院所、
高校、跨国公司纷至沓来，烟台先后引进蔬菜
种质资源材料632份，葡萄、蓝莓等水果新品种
156项。

烟台科技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国际
科技合作，不但有效发挥了解决关键技术瓶
颈、填补国内空白、缩小差距、实现跨越式发
展等作用，而且还引进培养了一批掌握国际前

沿技术的人才，为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提供了
高层次的人才储备。”

新旧动能转换需要

国际合作的“烟台方案”

在“走出去”与“引进来”中锻造核心竞
争力，这是烟台实践的核心。

2016年年初，东方海洋以4 . 5亿元人民币收
购了美国生物科技企业Avioq公司100%股权(包
括研发团队)，涵盖其全部现有产品和技术，正
式切入精准医疗、体外诊断领域，由此迈出了
精准医疗与健康产业的坚实一步。

同时这家企业引进了全球唯一获得方法学
专利保护、被盖茨基金会资助机构认定为全世
界最好的HIV-1/2(艾滋病)检测试剂，在国内进
行试生产、注册检验、临床试验，以及CFDA
注册申报。他们将面临着庞大的中国市场。

与东方海洋“引进来”相反，万华集团选
择“走出去”。

12 . 6亿欧元收购了匈牙利最大的化工企业
和中东欧最大的异氰酸酯制造商——— 宝思德化
学公司，成为中国企业迄今在中东欧地区最大
的投资项目，自此，万华集团也向宝思德输出
自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技术发明
二等奖的MDI技术和TDI成套技术，实现了后者
的升级换代，一跃成为中东欧最具竞争力的异
氰酸酯制造商。

东方海洋和万华，都是新旧动能转换重大
工程下的先锋。当然，国际合作并不是一方受
益，而是双方共赢。

韩国在烟台总投资千万美元以上的项目有
200多个，外资额达40多亿美元，其中LG、斗
山、浦项、现代汽车、GS、现代重工等世界500
强企业9家，是山东省内韩国大企业最集中的城
市。韩资企业在烟台市生产经营良好，LG集团
旗下乐金显示、浪潮乐金等4家企业已在烟台集
聚发展包括显示屏、摄像头、整机等生产、研
发、销售在内的手机全产业链，其中乐金显示
随着三期项目全面投产，手机屏产量将占全球
市场三成份额，成为全球最大手机屏生产基
地。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正是看到韩国企业
在烟台的收益，越来越多的国外机构选择到山
东，到烟台落户，寻求共赢之路。

前不久，烟台高新区与俄罗斯顿河国立技
术大学签约共建中俄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双方
都希望把这个中心打造成为促进中俄两国企
业、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开展技术转移、联合
创新的桥梁纽带。

我们相信，沿着国际合作的正确道路走下
去，烟台还会斩获更多。

烟台实践：在“走出去”与“引进来”中

锻造核心竞争力

一年一次，烟台与韩国“牵
手”，引来兄弟城市的羡慕。

数据枯燥，却充满着说服力。
2017年，烟台对韩贸易额88亿美元，
占中国对韩贸易额的1/28；而韩国累
计在烟台投资项目3769个，投资额
59 . 5亿美元，约占韩国对华投资的1/
12。可以说，双方联姻是“天作之
合”。

但与韩国的合作并不是烟台对外
交流的全部。作为中国首批沿海开放
城市，烟台市“海外掘金”步伐随着
改革开放的深入而不断加快。在新时
代，特别是作为山东省GDP“榜
眼”，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国家战略
下，烟台市一直在深掘国际合作潜
力，使之成为样板，成为方案，在
“走出去”与“引进来”中锻造出自
己的核心竞争力。

首个以新旧动能转换为主题的综合试验区落地，让
经济大省山东肩负起了“先行先试”“提供示范”的重
任。新旧动能如何转换？高质量发展怎么实现？答案只
有两个字：创新。创新瓦解了旧动能，又淬炼出新动
能，但新旧转换，一来一去，谁在驱动创新？

4月26日，由山东省科技厅与烟台市政府主办的
“中韩(烟台)高新技术成果推介会”拉开帷幕。韩国技

术风险财团、韩国生产技术研究院满怀期待地带着近
200项“看家宝贝”，与106家山东企业摆下谈判桌。

来自韩国生产技术研究院首席研究员金廷喆的
“高强度PP纤维制造装置”，白鍾賢首席研究员的
“用于冰蓄热制冷系统防止过冷却的成核技术”……
明眼人能看出来，这是他们的“真货”，待价而沽，
考验着山东买家的眼光；激烈竞争中，“谁将抱得

‘宝贝’归”的悬念被留到了最后——— 仅在26日当
天，就有17个项目签约，被山东企业“收入囊中”。

人们常常用“一衣带水”来形容山东、韩国的近
邻关系和亲密感，但长期以来，双方的合作却囿于
“点对面”之中——— 烟台与韩国的合作自2600年前穿
越至今，造就了“一枝独秀”盛景，却对全省辐射不
够。史上首次，山东省科技部门将“点对面”的“烟

韩”科技合作扩展到全省15 . 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因为他们要的不仅仅是“一枝独秀”，更是“百花齐
放”。

在新时代里运筹帷幄，当机立断才能突破历史。
对科技部门的决策者来说，这一动作是新旧动能转换
战略本身的内在呼唤，更是对新旧动能转换的坚定践
行。

通过国际合作，中集来福士成功研制出全球最先进半潜式钻井平台“蓝鲸1号” 中韩(烟台)高新技术成果推介会上，中韩双方密切展开项目洽谈

在4月26日举行的中韩(烟台)高新技术成果推介会上，17个项目成功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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