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仪器仪表是科学研究的“先行官”、

工业生产的“倍增器”，是中国制造走向

“中国智造”的关键核心，也是青岛市面

向未来重点布局发展的新兴产业之一。

截至目前，青岛市精密仪器仪表产业园

拥有该市精密仪器仪表产业“链主”企

业，汇聚了海克斯康、鼎信通讯、艾普智

能等一批产业链上下游重点企业……

通过出台扶持政策、加大资金奖补

力度等方式，青岛高新区持续加大精密

仪器仪表产业招引、培育力度，打造北

方仪器仪表产业高地。

以优质服务助推项目稳落地

“我们常说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高质量产品如何鉴别？这需要对

制造全过程进行严格精密测量，并依据

测量数据不断改进技术和完善工艺，包

括材料加工工艺、零件加工工艺和装配

工艺。谁的测量数据更精准、更全面，

谁的产品质量就更胜一筹。”青岛市精密

仪器仪表产业“链主”企业海克斯康智能

制造研究院执行院长隋占疆表示，从这

个意义上说，精密仪器仪表产业是制造

业实现新突破的核心关键和基础支撑。

今年 4 月份，伴随青岛市精密仪器

仪表产业园在青岛高新区揭牌，包括木

牛毫米波雷达制造在内的6个精密仪器

仪表产业项目签约。如今，木牛毫米波

雷达制造项目建设已完成内部装修，预

计今年年底前投用。

毫米波雷达是通过电磁波反射实

现监测预警的传感技术，具有精准度

高、探测距离广、抗干扰能力强等优势，

可广泛应用于辅助驾驶、智能家居、健

康监测等领域。该项目总投资 1亿元，

计划建设 5条毫米波雷达生产线，达产

后可实现年产设备500万台。

据悉，在该项目落地过程中，青岛

高新区不仅为其减免了租金，还为其提

供了市场对接等方面的服务，以确保项

目按计划推进。

“青岛高新区各级部门帮我们对接

银行、推荐选择生产厂区、按政策减免

租金、支持和帮助我们引进人才、介绍

和牵线搭桥隐形客户……让我们对未

来发展更有信心。”木牛（青岛）科技有

限公司负责人林春鹏表示。

集聚产业链上下游重点企业

伴随青岛市精密仪器仪表产业园

的启用、6个精密仪器仪表产业项目签

署合作协议，青岛高

新区精密仪器仪表产

业规模初显，集聚了

一批产业链上下游重

点企业。全球最大的

三坐标测量仪器制造

商海克斯康、国内单

相电能表产量最高的

生产企业鼎信通讯、

微电机检测系统连续

5 年国内排名第一的

艾普智能……

截至目前，青岛

市精密仪器仪表产业

园已集聚上下游重点

企业26家。

其中，海克斯康

在精密计量领域拥有200多年的发展经

验，拥有全球测量精度最高、测量范围

最大和产品线最广的计量产品和方案，

在工业传感器领域和工业软件领域拥

有 14项全球首创产品，8项“世界之最”

测量技术。

此外，青岛艾普智能仪器有限公司

先后攻克线圈单点破损检测、线圈搭线/
垂线检测等行业难题，采用全新的快速

无损技术替代传统的耗时有损质量控

制方式，创新性地将原先只能在实验室

才能开展的质量检测方式引入到生产

线中，填补了国内行业空白。

青岛汉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专注

于通用测试测量领域仪器的研发生产，

先后推出了手持频谱分析仪、数字示波

器、任意信号发生器、程控电源、汽车诊

断仪等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

和设备。其生产的示波器突破技术壁

垒，远销8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28年营收突破300亿元

如果说青岛市精密仪器仪表产业

园的揭牌为青岛高新区打造精密仪器

仪表产业集群再添“生力军”，那么，新

政策的出台则为该产业发展注入了强

劲动能。

近日，青岛市政府办公厅印发《青

岛市精密仪器仪表产业园发展若干政

策》，新政共 10条支持措施。包括青岛

市财政将连续 3年每年出资 1亿元用于

园区建设，同时从加速优质项目集聚、

支持企业规模化发展、支持企业加强科

技创新、鼓励产品推广应用等方面给予

支持。

根据该政策，新入园的精密仪器仪

表企业申请租用研发、办公用房或生产

厂房的，可依条件连续获得 5年房租补

贴。满足条件的投资企业和项目竣工

投产后，青岛市将按照设备投资的 20%
给予最高 1000 万元的一次性奖补。园

区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纳统的精密仪

器仪表制造企业，年营业收入首次达到

5000万元、1亿元、3亿元的，分别给予不

同数额的一次性奖励。对实施技术改造

并达到一定标准的规模以上的制造业企

业，按照企业年度设备投资不超过 16%
的比例给予奖补……

锚定精密仪器仪表赛道，青岛高新

区不断加大龙头、领军企业的招引力

度，并注重延链、补链、强链，目前已汇聚

的海克斯康、鼎信通讯等一批产业链上下

游重点企业，其产业规模约占青岛市1/3，
2022年青岛高新区精密仪器仪表产业营

业收入规模突破 70 亿元，增速超 30%。

伴随占地 2900 亩青岛市精密仪器仪表

产业园的落地，青岛高新区将重点发展

工业测控系统与装置、实验分析仪器、

传感器及核心元器件三大领域。

“我们聘请专业机构编制了高水平

产业规划，出台了园区专项支持政策，

组建了专业招商队伍，设立了总规模 7
亿元的产业基金，加快集聚产业资源，

营造良好产业生态。”青岛高新区管委

会经济发展部副部长康凤表示。

接下来，青岛高新区将以服务企业

发展为抓手，推进产业集聚，实现精密

仪器仪表产业高质量发展，力争到 2028
年，相关产业营收规模突破300亿元，企

业数量达到180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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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高新区以“新”助建创新型城市

本报讯 在10月11日举行的光

伏产业链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上，嘉

兴高新区光伏产业链加盟两位新朋

友：中能阳光数字能源（浙江）有限公

司和嘉兴瑞通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其中，阳光数字能源具备国内

一流的储能领域关键组件如逆变

器、EMS 系统的研发和批量转化能

力；嘉兴瑞通智能则聚焦新能源行

业高端智能装备研发生产，提供完

备的智能装备成套技术解决方案。

两家企业分别带来了总投资12亿元

的中能数字能源30GW储能项目、总

投资3500万元的瑞通智能装备生产

基地项目。

此次光伏产业链项目签约，离

不开浙江川禾新材料有限公司这位

老朋友的牵线搭桥。2020 年，作为

隆基上游企业，川禾新材料落户秀

洲区，其生产的光伏焊带，被运用到

秀洲区多家光伏组件公司。川禾新

材料常务副总经理邓琴坦言：“此次

签约的新项目，可进一步推动秀洲

区光伏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对

川禾来说，这也是发展利好。”

从引来一个大项目到引来一批

好项目，从招来一家头部企业到带

动一个产业崛起，从聚焦一批优势

产业到延长一个产业链条……

近年来，嘉兴高新区以光伏产

业集群为牵引，已形成集“行业龙头

企业+企业研究院+产业链上下游配

套企业”于一体的光伏新能源全产

业链生态圈，打造了“电池片+光伏

玻璃+配套产品+组件”的全产业链

产能，集聚了福莱特、隆基等一批行

业龙头企业，培育了小辰光伏、索罗

威等一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导入了阿特斯研究院、浙大嘉兴

研究院等一批科创平台。2023 年，

秀洲区光伏产业规模以上工业总产

值预计可达500亿元。 赵晨 陈一薇

本报讯 在近日举行的第三届

“衡阳数字经济日”暨数字经济高层

次人才团队签约仪式上，中国科学

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教授姜青山

及其团队以“UP”模式落户衡阳高新

区。南华大学党委书记高山为姜青

山佩戴校徽并授予聘书。

“UP 模式”（University&Park）是

衡阳市在高端人才引进和招商引资

领域提出的一个创新理念，即高校

和园区合力，协同开展高端人才引

进、科创团队落地工作。这不仅能

增强高校科研实力，带动相关学科

建设和人才培养，还能为园区导入

中高端产业，拉动新兴产业成长。

“以‘UP’模式延揽高层次人才，

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协同发展，

为南华大学开启了人才引进‘加速

键’，为人才搭建了施展才华的舞

台。”高山表示，“姜青山教授在数字

经济方面具有深厚的理论造诣和丰

富的实践经验，期待通过合作推动

南华大学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

方面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为衡州

大道数字经济走廊和产业园区的发

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姜青山表示：“此次结缘，切身

感受到了衡阳市数字经济的澎湃脉

动。下一步，将着力筹建衡阳市金

融科技研究院和金融科技协会，聚

焦金融科技创新，为衡阳市培养更多

优秀人才，积极招募粤港澳大湾区数

字经济金融科技项目落地衡阳市，共

同探索融合发展新路径。”

据了解，2021 年 10 月 10 日，衡

阳市以电子计算机的十进制语言为

内 涵 ，首 创 设 立“ 衡 阳 数 字 经 济

日”。2022年，衡阳市数字经济总量

超1400亿元，衡阳市连续3年入选全

国数字城市百强榜。 罗文鹏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高健）

近日，榆林高新区举行 2023 年第四

季度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中化学

年产 5 万吨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树脂

项目等总投资31亿元的12个重点项

目集中开工。

据了解，此次开工项目年度计划

投资 2 亿元，涵盖先进制造、能源化

工、现代服务业、社会事业、生态环境

改善、商业住宅等六大领域，将为榆

林高新区进一步壮大主导产业规模，

实现优势产业集聚成势，推动产业迈

向中高端起到积极推动作用，为加快

榆林高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再

添新动能。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榆林高新

区签约项目引资总额51.5亿元，实际

利用外资 1100 万美元；陕西省外项

目到位资金 62.75亿元；陕西省内项

目到位资金34.53亿元。

今年上半年，榆林高新区完成工

业总产值 295.3亿元；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 87.5 亿元；累计完成财政收入

9.45亿元，同比增长10.2%；地方一般

预算收入完成 2.45 亿元，同比增长

11%。

榆林高新区经济发展稳中有进，

项目建设扎实推进。榆横综合中试

及示范基地等 9 个续建项目全部复

工；榆林市第三医院等 15个政府投

资项目开工建设或复工；榆横40万吨

醋酸乙烯等9个项目正在推进相关前

期手续办理，基本具备开工条件。

下阶段，榆林高新区将以此次项

目集中开工为新起点，全力抓好项目

建设协调调度，全面加强各项要素保

障，全程做好跟踪服务，推动重点项

目快建设、快投产、快达效。

嘉兴高新区：

光伏产业集群再落光伏产业集群再落““两子两子””

衡阳高新区：

高校高校++园区园区““UPUP””模式弄潮数字经济模式弄潮数字经济

榆林高新区：

总投资总投资3131亿元亿元1212个重点项目开工个重点项目开工

连日来，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科协广泛动员企事业单位等社会力量

参与到科普教育事业中来，面向群众开展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科学文化活

动，进一步提升对科技工作者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图为在不久前举行的 2023
年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全国科普日主场活动上，孩子们倾听科普工作人

员的详细讲解后，亲自动手操作，同时探索其中的科学奥秘。 文图/曹莉

今年以来，湘潭高新区以创新型城

市建设为抓手，以新产业、新业态、开放

型经济为发展重点，不断强化新技术、

新模式融通发展，奋力打好科技创新攻

坚战。

“三大行动”引领创新发展

今年，湘潭高新区积极推动研发增

投、企业登高、成果破茧“三大行动”，引

领创新发展。

为推动研发“增投”，湘潭高新区辅

导 212家企业完成年度年报，申请研发

费用 41.05 亿元，服务 222 家企业通过

2023年研发准备金备案工作。

为推动企业登高，湘潭高新区建

立梯度培育机制，构建 500 家企业数

据库；探索推进“企业创新积分制”，

打造精准支持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的

标杆性政策工具。

为推动成果破茧，湘潭高新区组织

开展“高校百名博士进园区”活动，对接

高校成果清单1200余个，完成特种机器

人、新能源电动船舶、磁悬浮离心鼓风

机等一批科技成果项目转化，1-9月技

术合同交易额完成103.85亿元。

“四张清单”集聚创新资源

今年，湘潭高新区开展企业“卡脖

子”技术、反遏制技术、杀手锏技术、颠

覆性技术“四张清单”征集，收到清单项

目 20项。其中，华菱线缆与中南大学、

崇德科技与湖南大学签订产学研合作

协议，金杯电工电磁线、高瑞电源等企

业在湘潭市与中南大学签订合作协议。

湘潭高新区还推动产业链合作，组

织先进电传动产业链和精品钢材深加

工产业链重点企业开展检测技术供需

对接座谈会，电机电控集群获评湖南省

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大科技人才引

育，落实 8名湘潭市科技特派员进驻园

区企业服务科技创新，推荐湖南省科技

创新“三尖”人才（包括“顶尖”人才、“拔

尖”人才、“荷尖”人才）计划8名，哈电风

能有限公司风电研究院大数据中心主

任曾冰被评为“荷尖”人才。

多方联动搭建创新平台

湘潭高新区还推进科技创新平台建

设工作，成功获批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
个湖南省重点实验室和2个湖南省新型

研发机构。其中，哈电风能牵头，湘电股

份、湖南大学等单位参与的海上风力发电

装备与风能高效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重

组项目获得批复，这也是全国风能产业领

域唯一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汇动新材料

和高瑞电源材料获批为湖南省新型研发

机构，华菱线缆获批特种线缆制备湖南

省重点实验室、海牛地勘联合科大获批

海洋资源探采技术与装备湖南省重点

实验室。

此外，湘潭高新区推动特色创新平台

建设，“四院一中心”（韶峰应用数学研究

院、湖南海洋勘探装备技术研究院、3D打

印精准医疗研究院、华碳传感研究院和知

识产权保护中心）建设稳步推进。湘潭

高新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试点示范

园区获得新进展，知识产权服务集聚

区企业达27家。截至目前，湘潭高新区

发明专利拥有量达567件。

青岛市精密仪器仪表产业园已集聚海克斯康等上下游重点企业26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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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 月 18 日，2023 连云港

高新区与徐圩新区石化产业配套对接

会在连云港园博园举办。对接会现场，

江苏大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江苏洋

井管廊有限公司签订石化基地封闭管

理项目合作协议。

此次活动旨在为大中小企业协同

创新、产业链配套互补搭建交流合作

平台。

近年来，连云港高新区与徐圩新区

在流体装卸臂、不锈钢浮盘、特种管阀

等石化装备，以及软件信息技术、电力

电气等领域达成合作项目72项，累计成

交额达 6亿多元，实现了产业的关联配

套互利共赢，促进了石化配套产业快速

崛起、活力迸发。

目前，连云港高新区培育高端装备

制造企业 100余家，江苏省级以上专精

特新企业23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8家。连云港市3家国家级制造业

单项冠军企业均在连云港高新区。

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连云港天邦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研发生

产的陆用流体装卸臂产品，在国内市场

占有率连续3年稳居第一。“我们主要为

石化产业提供撬装、鹤管等石油化工设

备产品，今年相关订单已近 2000万元，

预计占公司全年收益的 15%。”天邦科

技总经理助理方亮表示。

为了充分支持石化配套产业发展，

连云港高新区优先保障石化配套产业

用地空间，以惠企政策扶持石化配套企

业不同阶段创新成长。连云港高新区

为石化配套产业制定研发、孵化、科技

金融等“8+1”政策包，对石化配套产业

进行精准投资，产业基金可按实缴资本

的 20%予以支持。连云港高新区开展

企业创新积分画像，为石化配套企业增

信授信，去年为20多家石化配套企业发

放各类创新贷款超过1.5亿元。

围绕石化产业发展，连云港高新区

强化数字赋能，依托科创中心重点培育

发展软件与信息技术产业，建有江苏省

软件与信息技术产业园、大数据产业

园，打造了微软、腾讯、网易、紫光云数

等数字经济研发平台、公共测试平台，

集聚了杰瑞信息、金鸽网络科技、大塔

科技、交控智慧等60余家软件信息技术

企业。目前，连云港高新区在智慧化工

园区建设、智慧消防安全、企业智能制

造管理、信息化建设、网络安全技术等

软件与信息技术产业领域形成了一套

完善成熟的系统集成服务体系，能够满

足企业数字化、信息化、安全化需求。

下一步，连云港高新区与徐圩新区

石化基地将进一步加强合作，促进石化

装备产业培优培强，构建大中小企业协

同创新、共享资源、融合发展的产业生

态，为连云港市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

能。 郭娟 辛玲

连云港高新区石化配套产业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