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对标分析的济南高新区
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发展对策研究

1951 年，世界上第一个科技园区美

国硅谷诞生，60多年的时间内，世界各地

的科技园区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出来，

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出现了如

美国硅谷、印度班加罗尔等一批引领世界

产业发展方向、聚集大量高端要素和专业

要素（集群）、具有很强内生增长机制、创

造新时代前沿的模式、制度和文化的世界

一流高科技园区。2006年，科技部对国家

高新区实施分类管理，提出了建设“世界

一流高科技园区”的目标，确定了中关村

科技园区、上海张江高新区、深圳高新区、

西安高新区、武汉东湖高新区和成都高新

区等6个一流园区，并制定创建世界一流

高科技园区行动纲领。此后，科技部分别

在2015年和2018年先后将杭州高新区、

苏州工业园、合肥高新区及广州高新区纳

入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建设体系。经过

多年发展，10家试点园区成功走出了各具

特色的创新发展道路，成为国家高新区发

展的一面旗帜，为全球高科技园区发展

提供了借鉴经验。

创建一流园区的基础与优势

2018年，济南高新区地区生产总值

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对济南市增长贡

献率达20%以上。地区生产总值、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主营业务收入三项主

要经济指标增速达到或超过济南市的

1.5 倍，并形成了以电子信息、智能装

备、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为主导产业，

以量子信息产业、人工智能、自动驾驶

等若干新业态为支撑的“4+X”产业体

系。电子信息产业汇集浪潮集团、中创

软件、华天软件、神思电子等众多知名

企业，建有国家信息通信国际创新园，

成为全国重要的IT产业高地。智能装

备形成了交通装备、输配电设备、专用

装备、工程机械四大产业集群，集聚了

中国重汽、临沃重工等一批行业龙头企

业。生物医药形成了细胞与基因、生物

培育、抗肿瘤、中医中药等产业集群，构

建了集新药研发、转化、孵化、产业化于

一体的产业链条，连年保持国家生物医

药产业园区综合竞争力前五强。量子

信息领域搭建起世界最大规模量子通

信城域网和首个商用政务专网，新产业

新业态蓄势待发。

创新载体建设方面，济南高新区形

成“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产业

园”的梯级孵化链条，不断推进山东省

会研发中心建设。截至2019年7月，济

南高新区拥有各类创业孵化载体 60

家。其中，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5

家、科技部备案众创空间14家，在孵企

业 1000 余家；以浪潮集团、韩都衣舍等

为代表的龙头企业，围绕自身核心业务

布局建设孵化器，实现平台化发展；建

设了德国斯图加特中德中小企业协同

创新中心、博科硅谷孵化器等一批海外

孵化器，深入探索“本地注册+海外孵

化+国内加速转化”新型孵化模式。同

时，集聚了一批研发导向、成果转化导

向、专业服务导向的新型创新组织。

体制机制改革方面，济南高新区深

入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放管服”改

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实行“大部制”

改革，进行机构重组和职能整合，划分专

业特色园区，推行园区管理标准化模板，

设立以济高控股集团为主体的融资建设

平台。实行全员聘任制、人员分类管理

和绩效薪酬改革，形成管委会、部门、个

人三级KPI考核体系，实现干部人事管

理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建

立了职务晋升和薪级晋升“双通道”。

国际对外开放方面，2018 年，济南

高新区进出口总额、出口额、进口额等

三项指标增速均位居济南市第一。在

对德合作、招侨引智等方面取得了实质

进展。以中德（济南）中小企业合作区

为载体，聚集包括西门子、博世等一批

世界 500 强在内的大型德资企业，引入

费斯托、斯凯孚工业等 48 家细分行业

龙头德资企业。成功获批建设全国第

16 个“侨梦苑”，汇集了来自美国、加拿

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地区华人华侨创

办的涉及生物医药、智能装备、电子信

息、纳米材料、节能环保等领域的企业

119家，建成美、日、韩等11个海外联络

处，打开了海外链接的新局面。

生态赋能特色模式方面，济南高新

区坚持观念领先，提出全力打造生态赋

能发展模式。以构建充满活力的创新

创业生态为核心，截至 2018 年建成山

东省级研发机构近 200 家，新增市场主

体 1.5 万多户，38 家企业入围 2018 国家

高新区瞪羚企业榜单。以构建青山绿

水的自然生态为基础，加快推进城市山

体修复、水体治理、“三山三水”生态景

观工程，大气污染防治、河流水质改善

幅度居济南市第一位。以构建简洁高

效的政务生态为支撑，深化商事制度和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创新，形成“拿地即

开工”“四证齐发”的审批模式新常态。

以构建公平法治的社会生态为根本，全

面推进社会事业、社会信用、社会法治

建设，规划建设济南市第一家市民公共

服务综合体，切实增进民生福祉。以打

造正气充盈的政治生态为保障，注重标

本兼治、破立并举，营造了层层树新风、

人人争先进的良好干事氛围。

对标及问题分析

依据十家世界一流园区的排名情

况、综合发展基础的相似性、创新发展

的先进理念，本文特选取广州高新区、

武汉东湖高新区、合肥高新区作为重点

对标园区。

产业发展指标对标方面，2017 年，

济南高新区新增注册工商企业数为

7391 家，领先广州高新区 5056 家，分别

落后于武汉东湖高新区 7251 家和合肥

高新区 622 家。然而，在有效期内高新

技术企业数方面，济南高新区有效期内

高企数量仅 514 家，大幅落后于重点对

标园区，相较于广州高新区、武汉东湖

高新区、合肥高新区，分别落后 2362

家、1253家、338家。

瞪羚企业方面，2017 年，济南高新

区瞪羚企业数量为 38 家，分别落后于

广州高新区 78 家、武汉东湖高新区 47

家、合肥高新区 4 家。独角兽企业方

面，济南高新区仍未诞生出一家本土独

角兽企业，广州高新区和武汉东湖高新

区分别培育出 3 家和 5 家独角兽企业，

合肥高新区虽未诞生独角兽，但已出台

相关独角兽培育计划（截至 2018 年年

底，合肥高新区已培育出3家独角兽企

业。）。上市主体个数方面，2017 年，济

南高新区拥有上市主体个数为8家（不

含分公司、子公司、新三板、四板），且

59%的上市企业于2008年之前上市，与

重点对标园区相比差距明显，分别落后

于广州高新区 34 家、武汉东湖高新区

28家、合肥高新区25家。

创新创业指标对标方面，2017年，济

南高新区拥有国家级研发机构和新型研

发机构66家，与重点对标园区相比差距

较大，分别落后于广州高新区56家、武汉

东湖高新区63家、合肥高新区34家。同

时，济南高新区拥有创业孵化载体43家，

分别落后于广州高新区90家、武汉东湖

高新区77家、合肥高新区40家。在火炬

入统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强度方面，2017

年，济南高新区火炬入统企业平均研发

投入强度为2.7%，分别落后于广州高新

区1.39个百分点、武汉东湖高新区0.53

个百分点、合肥高新区 0.59 个百分点。

从业人员万人拥有有效发明专利数方

面，2017年，济南高新区万人拥有有效发

明专利数为189件/万人，分别落后于广

州高新区140件/万人、武汉东湖高新区

149件/万人、合肥高新区186件/万人，差

距较为明显。

高端人才指标对标方面，2017年，济

南高新区从业人员中硕博占比为5.67%，

领先广州高新区0.51个百分点，相较于武

汉东湖高新区和合肥高新区存在显著差

距，分别落后5.85个百分点和5.00个百分

点。在外籍常驻人员和留学归国人员占

从业人员比重方面，2017年，济南高新区

外籍常驻人员和留学归国人员占从业人

员比重仅为0.45%，分别落后于广州高新

区0.32个百分点、武汉东湖高新区0.99个

百分点、合肥高新区3.58个百分点。

国际开放指标对标方面，2017 年，

济南高新区有14家企业设有境外分支

机构，与重点对标园区相比差距明显，分

别落后于广州高新区32家、武汉东湖高

新区64家、合肥高新区18家。同时，济

南高新区企业境外设有技术研发机构数

为21个，分别落后于广州高新区11个、

武汉东湖高新区 13 个、合肥高新区 45

个。此外，济南高新区拥有外资研发机

构 17 个，与重点对标园区相比差距明

显，分别落后于广州高新区284个、武汉

东湖高新区69个、合肥高新区20个。

问题背后的分析

第一，新经济认识不足、发展理念较

为保守。此前，济南高新区重视招商引

资、大项目建设，内生培育、创新创业生

态建设起步晚、进程慢。近两年来，济

南高新区积极推动新型研发机构等双

创载体建设，但尚未开展瞪羚、独角兽

企业专项培育计划，尚未形成国内领

先、世界知名的特色新兴产业集群。

第二，缺乏有影响力的特色产业名

片。济南高新区作为区域高端、前沿

产业集聚地，应充分发挥其原创产业

领域的先发优势，打造符合本地特色

的产业集群，塑造国内外知名的产业

名片。例如武汉东湖高新区的“光

谷”、合肥高新区的“声谷”，均为享誉

世界的产业名片

第三，创新创业载体建设不足。济

南高新区创新创业孵化载体初步形成

一定规模，但国家级高端创新载体数

量少且水平低。科技资源的配置和利

用效率低下，造成园区自主培育出的

高成长企业少，不足以满足孵化企业

真正的创新需求。

第四，高成长企业培育不足。济南

高新区创新水平高、成长速度快、专业

领域新、发展潜力大、带动能力强的高

成长企业群体数量严重不足。高新技

术企业总量仍然偏低，未建立高新技术

企业培育库，缺乏长期跟踪性的服务；

瞪羚企业群体质量稍显不足，相关培育

工作开展较为滞后；主板上市企业数量

偏少，且以国企和传统行业企业为主。

第五，双创活动少、氛围营造不

足。济南高新区高端双创活动组织少，

对创新创业大赛的支持和宣介力度不

够，尚未举办常态化的园区双创品牌活

动，鲜少承办国内知名、国际接轨的创

新创业大赛，造成园区创业主体的意愿

弱、交流的渠道少、资本的关注不足、双

创成果的转化率低。

第六，国际化资源链接平台和环境

建设不足。济南高新区国际化开放程

度较低，此前对于国际合作的载体、平

台、渠道、环境搭建重视不够。综合保

税区、中欧制造产业园等国际合作核心

载体的发展进程较慢，尚未引建离岸创

新中心、国际创新联盟、国际中介组织、

国际产业投资联盟等海外高端载体和

中介机构。

第七，政策突破性、前瞻性、体系

性不足。近年来，济南高新区相继出

台了“人才 20 条”、《济南高新区加快

创新创业发展助力新旧动能转换若

干政策（试行）》等政策，涉及人才引

进、企业培育、双创服务等多个方面，

但多为跟随性的政策，未产生真正突

破、引领性的政策。

发展对策与建议

参照指标对比情况反映出的问题，

以及对标园区成功经验，笔者认为，济

南高新区应重点推进七项工作。

第一，铸造特色产业新名片。加强

顶层设计，提前谋划布局，选择具有较

好基础和条件的生物医药产业、量子信

息产业作为突破口，研究科技创新方

向，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药谷”和

“量子谷”。

第二，建设“4+X”新型研发机构集

群。借助山东工研院、山东中科院产业技

术协同创新中心、深圳先进院山东分院、

山东产业技术研究院为核心的四大新型

研发机构平台优势，加快培育源头性研发

集群，力争引进一批国内外大院大所创新

平台，构建“4+X”新型研发机构集群。

第三，建设一批专业化孵化载体。

突出平台思维、互联网思维、产业生态

思维，促进大企业平台化，重点推动以

龙头企业为核心的专业化孵化载体建

设，推动现有孵化载体提质增效。

第四，重点抓高企、瞪羚及独角兽

企业培育工作。建立完善高新技术企业

和以瞪羚、独角兽企业为核心的高成长

企业发现、筛选、培育和宣传机制，设立

培育库，出台支持高成长企业培育、上市

的专项政策，培育一批成长速度快、创新

能力强、发展潜力大的高成长企业，以及

经济带动能力强的上市企业。

第五，塑造“泉创汇”国际特色双创

品牌。以创新创业需求为导向，主办或

承办常态化、高端化双创活动，塑造济

南高新区创新创业品牌，营造浓厚创新

创业氛围。

第六，建设国际人才、项目链接载

体平台。积极对接德国、美国、以色列

海外创新创业高地，打造具有引才引

智、创业孵化、技术转移、专业服务保障

等功能为一体的国际化综合性创新创

业平台，打造全区国际开放的主窗口。

第七，出台促进一流园区建设的系

统性政策体系。

以争创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为统领，

完善以产业发展、创新创业、高成长企业、

人才等为重点的政策体系，争取山东省、

济南市支持，制定出台专项行动专项政

策，营造良好的创新发展政策制度环境。

（作者单位：济南高新区管委会发

展战略与宣传策划局）

▶ 苏湘云 邓永坤 吴树凯

近年来，济南高新区积极探索实践“生态赋能”型发展模

式，新旧动能转换、创新创业领域的新成果不断涌现，连续两年

实现国家高新区综合排名位次跃升，从 2016年的全国第 19位
升至 2018年的全国第 11位，步入了质量与效益并重的高速发

展新阶段。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济南高新区深入

总结发展经验与特色，主动对标广州高新区、武汉东湖高新区、

合肥高新区等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找准差距、学习经验，进一

步明确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的路径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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