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

对 2024年 178家国家高新区综

合评价结果，并公布了综合评价

前 50 名高新区。青岛高新区

“一区多园”（以下简称“青岛高

新区”）在综合评价中居全国第

13位，名次与 2023年持平，位列

山东省第一，较 2023 年上升 1
位。同时，青岛高新区范围内高

技术产业营业收入、优质企业数

量、工业总产值 3个单项评价位

列全国前20。
近年来，青岛市通过出台

“一区多园”协同发展一体化推

进工作方案，成立高新区专委会

并全面落实“三机制一平台”管

理机制，放大高新区专委会统筹

协调作用，以全域“一盘棋”方式

推动“一区多园”紧密配合、优势

互补、协同发展，为青岛市科技创

新和产业创新锻造了强劲引擎。

全国高新区“同台检阅”
青岛稳中有进

本次国家高新区综合评价，

采用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4 年 9
月印发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是

对全国国家高新区的一次综合

检阅。

具体看，该指标体系包含高

质量发展综合质效、科技创新与

成果转化、产业结构与竞争力、

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开放合作与

国际化水平、营商环境与创新创

业创造活力 6项一级指标，下设

43 项二级指标，其中定量指标

40项、定性指标3项。

山东省共有 5 个城市的高

新区上榜综合评价全国前 50
名高新区。其中，青岛高新区位

居全国第 13位、山东省第 1位。

榜单显示，青岛高新区在工业总

产值榜单中排名全国第 18 位，

在高技术产业营业收入榜单中

排名全国第 11 位，在优质企业

榜单中排名全国第 17位。这是

青岛在相关领域的长板以及下

一步需要发力的突破点。

在近几年的全国高新区评

价中，青岛高新区在国家高新区

数量持续增多的情况下实现了

排名稳中有升，从 2020 年的全

国第20位提升至2024年的全国

第13位。

这 得 益 于 体 制 机 制 的 创

新。近年来，青岛市创新性成立

“青岛市国家高新区管理专题

委员会”，由分管副市长担任主

任；出台《青岛国家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一区多园”管理办法

（试行）》，建立决策机制、工作

机制等管理机制；同步建立青

岛国家高新区“一区多园”与所

在区市、有关功能区协同发展

工作机制。一个能够跨行政区

域调配资源的管理机制诞生。

自此，青岛市可以规划、研究、统

筹、推动青岛国家高新区“一区多

园”发展，一系列发展成果纷纷

诞生。

现在，包含胶州湾北部主园

区、青岛高科技工业园、青岛科

技街、市南软件园、青岛轨道交

通产业示范区等在内的“一区16
园”发展规模已经成型，青岛高

新区总面积达到 561平方公里，

实现了高新区全域覆盖。

“一盘棋”突出园区特色
创新高地隆起

1992年，国务院发函批准青

岛市建立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青岛市由此成为我国首批

设立国家级高新区的城市之一。

设立之初，青岛高新区的格

局以青岛高科技工业园为核心，

涵盖青岛科技街、青岛新技术产

业开发试验区两个区域，总共只

有9.8平方公里的规模。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

到强，时至今日，牢牢把握“高”

和“新”发展定位，青岛高新区逐

步构筑起“一区多园”格局，成为

青岛市建设科技强市、推动科技

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

要引擎，正牵引青岛市新质生产

力的培育，为打造现代化产业体

系积蓄能量。

此次综合评价的相关指标

没有将青岛市培育园区的数据

纳入在内。以此为标准，来自青

岛市科技局的统计显示，在不含

培育园区的“一区十园”范围内，

2023年度共有火炬统计纳统企业

2862 家，同比增长 23.3%；营业

收入 6330 亿元，同比增长 9%；

工业总产值4205亿元，同比增长

8.8%。统计还显示，有高新技术

企业2426家，同比增长22.9%；有

上市企业32家、瞪羚企业172家。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青岛市

科技局近年来不断创新体制机

制、出台硬核政策举措、搭建智

慧平台、提升园区服务，助力青

岛高新区在全国范围内刷新“显

示度”的结果。

例如，在政策支持上，青岛

市不断完善园区科技政策的层

级和梯次衔接，在青岛高新区

“一区多园”内推进“揭榜挂帅”

随发随评奖补政策，鼓励、支持

园区企业与高校院所开展技术

需求对接；落实园区培育计划，

支持园区龙头企业开展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打造产业重大创新

平台；探索建立园区会商机制，

鼓励各园区围绕产业发展、企业

培育、创新创业等方面提出重大

政策需求，探索叠加市、区两级

政策精准施策。

据了解，当前，青岛市科技

局还在筹划建设覆盖蓝谷、李沧

区、崂山区的科创大走廊，通过

“串珠成链、联合融通”，将其纳

入高新区“一区多园”的发展范

畴，为青岛市创新型产业体系发

展夯实根基。

青岛高新区上榜居第13位
▶▶ 耿婷婷 张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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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白银高新区营商

环境建设局挂牌成立，这是甘肃省

首家开发区以营商环境命名设立的

机构。此举是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提

质增效年”行动的具体举措，也是创

新政务服务模式、构建“一站式”助企

发展的生动实践，标志着白银高新区

营商环境建设工作翻开崭新的一页。

近年来，白银高新区持续抓好

优化营商环境这一改革关键环节，

实施“四大行动”，园区营商环境不

断改善、持续向好。

实施政务环境提能行动，提升

惠企助企水平。以“高效办成一件

事”为统揽，构建“1+3+2+N”自创区

政策体系，推出20条务实举措，全力

打造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政

策环境。承接落实89项甘肃省级、

白银市级经济管理权限，基本实现

“办事不出园”。深化“互联网+政务

服务”平台应用，完成“不见面审批”

业务1150件。在网格化包抓服务的

基础上，落实服务企业“六必访”“白

名单”等制度，组建重点项目服务保

障专班，践行“一线工作法”，帮助企

业解决各类难题520余个。

白银高新区实施市场环境提档

行动，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持续简

流程、压时限、降成本，新注册企业首

套印章刻制费用、节能报告审查等费

用由高新区买单，企业开办实现了“1
环节、0成本、半天办结”。该高新区

将深化工程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作为

优化营商环境“关键一招”，创新推

出“区域评估”“容缺受理+承诺制”

“模拟审批”“全程帮办”等举措，擦

亮“高小帮”服务品牌，投资项目从

洽谈到开建时间缩短20%以上，行政

许可办结率100%。持续推进“X+1+
X”服务直通车活动，帮助企业解决检

验检测、计量、标准等质量难题800余

个，节约企业成本400万元。白银高

新区经营主体持续稳定增长，连续3
年增长率超过10%。 杜文新

本报讯 近日，咸阳高新区举

行 2025年第一季度重点项目集中

开工活动。

2025年，咸阳高新区计划实施

陕西省咸阳市重点项目 34个，总

投资额416.39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额 107.85亿元。第一季度集中开

工项目 8个，总投资额 33.74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额 13.71亿元，主要

涵盖生物医药、民用无人机、新型显

示、集成电路、输变电等产业能级提

升、科技创新及产城融合配套项目，

是咸阳高新区围绕生物制造、低空

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新质

生产力的有力措施。

本次开工的生物医药企业“加

速器”项目，是上海华道生物在全

国布局的第六大产业基地，主要通

过“细胞药物研发+产业化关键设

备和技术攻关”全产业链、双创新

道路，攻克 CAR-T 细胞治疗关键

核心技术问题，实现细胞药物的国

产化替代。该项目将辐射整个西

北区域，打造国内掌握 CAR-T 细

胞药物市场定价权并具有“细胞药

物”全产业链、持续自主创新研发

和生产转化能力的平台。该项目

建成后，预计实现年产值 3亿元，

税收 3000万元，带动就业 1000余

人。 胡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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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公布2024年国家高新区综合评价前50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