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的胜出者，往往能够在关键节点，做出适应、把握、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选择。淄博

高新区以平台思维推动产业向高质量转型升级，以创新型平台建设作为加快区域创新发展的前

提和先导，坚持“增量崛起、存量变革”双向并举的思路，搭建平台为产业铺路，一项项政策红利

的出台，一个个创新平台的延展，为淄博高新区科技创新注入了新的动力，也见证着淄博高新区

高质量发展的稳健步伐和强劲脉动。

中科院自动化所、中科院兰州化物所、北京钢铁

研究总院等 108 家科研机构拟入驻；5 家国家级孵化器

被科技部评为优秀(A 类),数量居山东省第一；12 万平

方米的生物医药创新港建成启用,北航天汇孵化器(淄
博)科创中心项目签约落地；新增省级众创空间 5 家,众
创空间总数达 18家……

大企、大院、大所、大校纷纷落户淄博高新区的背

后，是淄博高新区聚焦主导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区

域特色重点产业，加快谋划、生成、落地、建设一批创新

平台所产生的聚变效应。

搭建大平台 招引“生力军”

小区域，大关注。在第十八届中国(淄博)新材料技

术论坛开幕式上,淄博高新区三个合作项目现场签

约。包括:山东信息通信技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保

国与淄博高新区管委会签订共建淄博通讯测试平台合

作协议；淄博高新区管委会、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

研究所、东岳氟硅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三方共建“淄博高

端合成润滑材料创新中心”；国家重点人才工程专家张

炳荣与园区企业山东硅元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共建协议,共同建立“金属—陶瓷复合材料研究室”。

科技创新平台是集聚创新要素、推动企业创新、提

升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是科技创新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创新成果转化的有效途径。

“平台思维理念对园区今后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

的指导意义。平台思维的核心是把众多资源聚集起

来、整合起来，通过深度挖掘利用，实现最大效益。淄

博高新区将牢固树立‘紧盯前沿、打造生态、沿链聚合、

集群发展’的理念，注重链接平台、建设平台，发挥好平

台的重要作用。”淄博高新区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

副主任魏玉蛟表示，淄博高新区将大力强化平台思维

链接高端要素和创新产业资源，强化生态思维，丰富产

业发展所需的政产学研金介媒等方面的生态要素，建

好用好创投风投、基金等资本投资平台，苗圃、孵化器、

加速器、产业园区等物理载体平台，重点实验室、技术

研发中心、大机构等科研创新平台，开放吸纳全球创新

创业人才集聚，为科技研发和创新过程搭建的资源链

接及条件配置，创新实施高端赋能的集成服务，满足创

新创业者开启新事业的资金支持或创新投资。

目前，淄博高新区建有 1 个综合孵化器（高新技术

创业服务中心）、6个专业孵化器（电子信息、先进陶瓷、

生物医药、高分子材料、先进制造、MEMS）和 1 个加速

器（仪器仪表），其中国家级孵化器 5 个（高新技术创业

服务中心、电子信息、先进陶瓷、生物医药、高分子材

料）。投资 3.6 亿元建设了无机非金属材料、生物医药、

精细化工和高分子材料、MEMS、电子综合信息五大公

共技术服务平台。各平台累计获得各类政府计划项目

支持资金 9000余万元。园区内成立淄博高新区火炬众

创空间联盟，共有众创空间 18 家，形成了 3 个国家级

（天津大学山东研究院、无机非金属材料、淄博新材料

与环保）、12个省级众创空间的“众创空间集群”。园区

众创空间总场地面积 1 万平方米，入驻项目 200 余个，

是园区孵化链条和生态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了解，园区 5个国家级孵化器被科技部评为优秀

（A类），占山东省的 30%，数量为山东省第一；山东省自

创区项目山东新材料产业技术中试平台、科学城中试

基地开工建设，MEMS 中试平台通线量产，已完成百余

项 MEMS 单项工艺开发、30 余个（套）产品工艺，硅微

机械陀螺等 20 个产品实现通线量产；淄博高新区生物

医药创新港启用，已入驻企业 80 家；生物医药、无机非

金属材料、精细化工和高分子材料三大公共技术服务

平台全部通过 CNAS 认证复审，提供技术服务 6000 批

次；新增省级众创空间 7 家，创业中心被认定为山东省

小微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科技成果转化成效明

显，鲁泰纺织、新华制药分获山东省科学技术奖一、二

等奖，获批各级各类科技项目 70项，资金 4949.44万元；

2018年技术交易合同额超过 5亿元。

支撑大产业 打造“发动机”

在淄博高新区先进陶瓷研究院实验室，各种先进

仪器与设备比比皆是，身着白色实验服的科研人员在

被分隔成一间间的实验室中操作着不同类型的机器与电

脑，进行着各自的实验项目，一切显得那么秩序井然。目

前，淄博高新区先进陶瓷研究院拥有研发场所1.4万平方

米，包含了先进功能陶瓷、先进复合材料等5个工程技术

中心；先进高温陶瓷基复合材料、高效隔热材料、微波介

质陶瓷等8个专家实验室。坚实的技术“后台”为产业创

新发展提供了平台。

一直以来，淄博高新区按照“研究院＋专业技术公共

平台＋创新园＝专业孵化园区”的模式，不断完善创新园

的专业技术支撑能力。与国内一流高校在各创新园合作

共建了山东大学淄博生物医药研究院、清华大学国家高

新区MEMS研究院、天津大学山东研究院、武汉理工大学

淄博先进陶瓷研究院等创新支持服务机构。同时，淄博

高新区依托研究院，在各创新园内建设了生物医药、高分

子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电子信息综合服务等四大公共

技术服务平台。其中，生物医药、无机非金属材料、精细

化工和高分子材料三大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全部通过

CNAS 认可，生物医药公共技术服务平台通过 CMA 认

证，标志着各平台达到了行业内的国家技术标准。

据了解，精细化工和高分子材料产业创新园,是山

东新材料产业技术中试平台建设的延伸与深化。立足

本地新材料产业优势,该项目充分整合现有的公共技

术服务平台和校地共建产业技术研究院网络,新建锂

电池陶瓷涂覆隔膜用超细粉体、高端手机骨传导用功

能性压电陶瓷等 5 个中试单元。同时,构建以产业技术

链为依托的专业化中试服务体系,推动新材料领域科

技成果实现产业化或工程化。

专家实验室、专家办公室、中试实验平台、会议室、

创业咖啡厅、创客餐厅、洽谈室、路演室、展示厅……走

进天津大学山东研究院的众创空间，众多多功能室一

一映入眼帘，4000 多平方米的空间里还设有公共技术

服务平台、天津大学技术转移中心、培训基地、中试基

地等多个专业服务机构。“众创空间是为小微创新企业

成长和个人创业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的开放式

综合服务平台，为创业者及团队提供检验检测、技术咨

询、人才培养、中试试验、项目孵化等全方位的服务。”

天津大学山东研究院相关负责人杜振江表示，该众创

空间通过与神州顺利办、山东省火炬中小企业科技服

务平台等多个创业服务机构形成合作关系，引进多位

专家教授及企业家形成创业导师团队，为创业者提供

技术指导及创业咨询，完善了空间的服务范围，提高了

服务质量，为创业者及创客团队大大降低了创业成本

及创业难度。

为帮助更多有志之士完成创业梦想，淄博高新区

积极打造形成了“众创空间（苗圃）＋孵化器＋加速

器＋产业园区”企业培育发展生态链条。同时成立了

淄博高新区火炬众创空间联盟，形成了 12 家众创空间

集群。此外，淄博高新区分别规划建设了总投资额 15
亿元、总建筑面积达 50 万平方米的仪器仪表产业加速

器和投资 5.5 亿元、总建筑面积 14 万平方米的 MEMS
产业孵化加速器以及总投资额 9.2 亿元、总建筑面积

16.5 万平方米的生物医药产业加速器。这三家产业加

速器对接专业创新园，为孵化毕业企业提供规模化、产

业化的后续发展平台。

创业平台不仅提升了淄博高新区的创业活力，也

成为支撑园区优势主导产业形成发展的项目的重要输

出源。兆物网络、长征教育、一诺威聚氨酯……一批批

实现产业化、规模化发展的孵化毕业企业已成为支撑

淄博高新区电子信息、先进制造、高分子新材料等优势

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保障高质量 续写“新辉煌”

1992 年 11 月，淄博高新区经国务院批准设立为国

家高新区。自成立以来，这座创新之城一直在变，但创

新发展的雄心始终不变。

根深叶茂，树壮果稠。淄博高新区科技服务体系

的不断完善健全，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为未

来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淄博高新区将扎实

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坚持以淄博科学城为龙头，加快以

创新补短板、以创新增优势，加速向“发展高科技、培育

新产业”的方向转型升级，推进自创区建设驶入快车

道，深化产学研合作，创新财政补贴方式，支持企业技

术创新体系建设，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继续实施

“四大招引”工程，用好海外孵化器、创新园、研究院、公

共技术服务平台，积极推进与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

究所、国际大学联盟、海军工程大学和剑桥大学“一带

一路”创新中心等科研院所的合作，推进产学研用融合

取得新突破。加快完善创新载体管理运行机制，以市

场化方式运作孵化器、研究院，有效配置各类主体创新

创业资源，加快建设一批创业苗圃、专业化众创空间、

“孵化器+商业空间”等创新创业空间，构建“苗圃、众

创、孵化、加速、中试、产业园”全产业链条载体体系，探

索构建淄博高新区与相关区县特色产业园区合作机

制，做优创新创业生态。

同时，加快齐鲁新材料中试基地建设。作为国内

首次在新材料领域内集成的规模化中试平台，淄博高

新区将充分整合和优化新材料产业与技术资源,使现

有的平台技术体系更加完善,实现“研

发—中试—产业化”有机结合,加快平

台技术开发和转化进程,缩短成果转化

周期，将进一步吸引汇聚国内外材料领

域的专家学者,聚焦材料领域内的关键技

术,孵化一批极具发展前景的项目,培育

一批新材料技术企业,推动淄博材料产

业转型升级。

研究院、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和园

区孵化服务平台构成的孵化服务体系

为入驻企业成长发展提供技术、人才、

融资、管理、政策等各方面的有力支

撑，坚实的技术平台为产业创新发展

提供了“后台”。淄博高新区将进一步

研究学习先进地区经验，结合园区发

展实际，健全完善推进创新创业的政

策措施，为“双招双引”和创新创业提

供良好条件。加快推进孵化器、公共

服务平台和共建研究院的改革，使研

究院、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和园区孵化

服务平台成为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高

新高层次人才创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培

育的“三高”基地，形成孵化企业毕业

率高、科技成果转化多、高技术人才创

业多的目标导向。

▶ 岳书杰 崔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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