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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西海岸新区推动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

创 新 赢 得 满 盘 活
本报记者 刘 成

本版编辑 祝 伟 美 编 倪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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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 降低进出口企业成本

新 疆 外 贸 持 续 向 好
本报记者 耿丹丹

11 月月 33 日日，，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一家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一家企业企业生产车间生产车间，，工人在生产工人在生产““萌兔萌兔””工艺工艺

品品。。近年来近年来，，榕江县挖掘当地特色文化资源榕江县挖掘当地特色文化资源，，通过通过建立建立创意工坊等方式创意工坊等方式带动百姓就业带动百姓就业。。

李长华李长华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11 月月 33 日日，，乌鲁木齐海关乌鲁木齐海关

所属乌昌海关关员在所属乌昌海关关员在验放出验放出

口转关车辆口转关车辆。。 杨逸萌杨逸萌摄摄

2022 年 12 月 27 日，“仲华”热物理试验装

置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启动建设，这是全国首个

获得国家批复、首个启动建设的“十四五”国家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

“该项目将有效支撑现有吸气式发动机设

计体系的完善和未来新原理吸气式发动机设计

体系的建立，为我国先进吸气式发动机自主创

新发展提供坚实的条件支撑。”中科院工程热物

理研究所所长朱俊强说。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

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如何消除创新链与产业链之间的壁垒、盲区，真

正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青岛西海岸新区蹚出

了一条路子。

“坚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经济主战

场，我们以创新突破年为抓手，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加快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助力驻区高

校、科研机构成果转化，着力构建开放创新生

态，全力打造创新引领型城区。”青岛市委常委，

青岛西海岸新区工委书记、区委书记孙永红说。

激发企业动能

走进青岛华大智造科技有限公司基因测序

实验室，4 个长方体和 4 个正方体的“白盒子”

围拢在一起，杆状的机械臂穿梭其间，将载有

组织切片的基因测序芯片依次放置到正方体

“白盒子”上读取信息⋯⋯这些外形平平无奇的

“白盒子”是该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超高通量基

因测序仪。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的科研和医

疗机构只能从国外企业手中高价购买。“我们

打破了国外企业对这一市场的垄断，并在西海

岸新区重点布局‘小型化’和‘超高通量’基

因测序仪的研发和生产。”这些日子，青岛华

大智造研发负责人刘军涛格外忙碌，他和团队

正在为供往新市场的产品做最后准备，“我们

自己的测序仪从 2023 年 1 月开始接受美国市场

订单了”。

青岛华大智造的技术突破，源于其在技术

研发方面的大投入。2022 年前三季度，华大智

造营业额的 10%用于技术研发，还获得了青岛

西海岸新区 500 万元的重大科技创新专项资金

支持。

鼓励支持企业发挥科技创新主体作用，是

青岛西海岸新区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

的重要抓手。针对很多企业受制于经营观念、

成本等影响，存在研发投入不够、创新活力不足

等问题，青岛西海岸新区在去年连续出台专精

特新三年培育方案、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三年行

动方案、规上工业企业三年倍增行动方案，2022

年 1 月至 11 月科学技术支出 9.97 亿元。

在“真金白银”激励下，2022 年，青岛西海

岸新区规模以上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由上一年度

2.175%提升至 2.254%，研发机构覆盖率从年初

的 32%提升至 60%，新认定市级以上专精特新

企业 717 家。

政府的支持激发更多企业加大了研发投

入，正大制药（青岛）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近年来，正大制药研发投入连年递增，2022 年

达 6000 多万元，占营业收入 4.1%。公司还获得

政府各项资金扶持达 1000 多万元。

“2022 年 12 月 20 日，我们与青岛海洋生物

医药研究院、中国海洋大学联合开发的一款免

疫抗肿瘤候选新药，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审查，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成为

国际首个进入临床试验的抗肿瘤海洋药物。”正

大制药（青岛）有限公司总裁王明刚说，该药物

是以极地海藻为原料获得的一种结构新颖、活

性独特且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海洋糖类化合

物，拟应用于晚期实体瘤患者的治疗。

“在新区政府支持下，我们将加速‘蓝色药

库’产学研用成果转化，打造海洋药物研发生产

基地，让海洋药物成为新的海洋产业增长点。”

王明刚说。

释放制度红利

过去，企业“求贤若渴而不得”，科研单

位“宝在深山无人问”的现象时有发生。如何

破解这一矛盾？青岛西海岸新区积极探索“揭

榜挂帅”新机制，用市场竞争机制激发创新

活力。

近日，建筑业进入施工淡季。青岛申飞安

达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申飞安达）总

经理王伟正计划着给 4 条超级微粉生产线来一

场大检修。

这 4 条生产线可谓来之不易。申飞安达与

青岛特钢厂毗邻而居，却因技术问题无法充分

利用废钢渣资源，只能望“渣”兴叹。

“得知西海岸推出‘揭榜挂帅’制度后，我们

第一时间上报，没想到真的有适配我们企业需

求的技术团队揭榜。”回忆起事情的始末，王伟

难掩心中感激之情。

前来揭榜的是山东科技大学化学与生物工

程学院院长吕宪俊及其团队，该团队研究了钢

渣利用率低的原因，提出了钢渣、矿渣复合超

细粉体的创新方案，这正是企业急需的关键

技术。

技术难题解决后，申飞安达连上 4 条超级

微粉生产线，年产达到 240 万吨。

“我们现在与揭榜团队正在研发两款新材

料，将分别应用到矿山和墙体领域。”新的一年，

王伟已经有了新目标。

榜有了，该发啥？为更加精准地发现企业

技术需求，青岛西海岸新区在揭榜挂帅攻关机

制的基础上，又探索建立了科技专员机制，从驻

区高校和科研院所中首批遴选 138 个人才（团

队）到企业担任科技专员。

就这样，青岛明月海藻有限公司与中国海

洋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李钰金实现了

双向奔赴。

“我的研究方向与企业发展高度吻合，合

作比预想得还要顺利。”经过两次深入沟通，

李钰金便作为科技专员与企业签订合作协议，

双方将在海洋生物资源高效利用、海洋仿生食

品 加 工 、 宠 物 食 品 开 发 等 多 领 域 开 展 深 入

合作。

截至目前，青岛西海岸新区已有 45 项“揭

榜挂帅”榜单成功揭榜，榜单金额达 2.75 亿元；

共有 93 名科技专员与当地企业签订合作协议

备案成功，已梳理出企业关键核心技术需求

60 余项。

促进成果转化

2022 年 5 月份，山东科技大学举办了一场

特殊的项目评审会，胜出者将得到来自“高校校

长基金”的专项资金扶持。

“未来两年，山东省环氧树脂产能将占全国

产能的三分之一以上，本项目技术和产品的推

广将有助于企业拓展高附加值环氧树脂产品。”

山东科技大学教授王忠卫对自己的项目信心十

足。最终，经校评审小组综合评审，该项目获得

了 100 万元高校校长基金扶持。

“有了这笔资金，我们的‘高性能特种环氧

树脂’项目将尽快转化落地。”王忠卫说，目前，

团队正与青岛海湾集团有限公司合作，筹建山

科海湾特种环氧技术开发研究中心，预计将为

企业带来年产 10 万吨以上产能，每年可实现增

加值 22 亿元到 24 亿元。

高校是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然而很多科

研成果却转化难、落地慢。为促进驻区高校创

新成果就地转移转化，青岛西海岸新区设立总

规模 1 亿元的高校校长基金，作为成果转化的

催化剂，给予每所驻区高校 400 万元到 600 万元

资金补助。

不同于以往的政府补助资金，高校校长基

金完全由学校说了算。“我们探索创新资金使用

模式，采取‘定期收回本金、滚动支持项目’的方

式，循环支持科技成果转化，最大化发挥‘高校

校长基金’的扶持作用，为新区船舶海工产业发

展赋能助力。”哈尔滨工程大学青岛创新发展基

地主任郭春雨表示。

在高校校长基金支持下，2022年 12月 11日，

该校“水下无人靶标”项目在青岛西海岸新区积

米崖码头的演训试验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我国

拥有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多特征一体化综合

模拟水下无人靶标演训系统的技术能力。

据悉，目前，青岛西海岸新区已累计拨付

8000 万元重点支持 16 所高校科技攻关和技术

成果转化，首批 1650 余万元支持山东科技大学

等 8 所高校 47 个项目在新区落地，预计 3 年内

将为新区带来 1 亿元的经济效益。

“除此之外，我们还创建了高校科创成果交

易转化中心，上线‘校企通’高校人才成果转化

平台，全面提升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水平。”青岛

西海岸新区工委组织部副部长、区招才中心主

任张海舰说。

近日，广西南宁市发布

了“新时代人才 23 条”和“大

中专毕业生 23 条”，为人才

干事创业、生活安居提供强

有力的政策支持保障。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

性、战略性支撑。这赋予了

人才工作全新定位，为人才

工作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

提供了遵循。为提高对人才

的吸引力，各地应当对现行

人才政策进行系统梳理、升

级完善，出台体系更完善、覆

盖面更广、含金量更高的新

时代人才政策，努力形成人

才与地方互相发展、互相成

就的良性格局。

以人为本，提供一揽子

解决方案。出台人才政策不

能仅仅从地方政府角度来考

虑，还需要有更多换位思考，

直达人才所需所盼。跳出单

纯送房子、送户口的思维，为

人才提供就业、创业、生活、

安居、服务等一揽子解决方

案。重引进，更要重使用，让

人才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深

度融合，为人才全面发展提

供全周期服务。例如南宁市“新时代人才 23 条”，

既从住房保障、子女入学、医疗优诊、生活服务等

方面，全方位回应人才的关心关切，又围绕产业

链、创新链、人才链融合提出 6 条措施，全面提高

人才的承载力，做强人才作用发挥新平台。

因才施策，丰富人才服务内容。引进人才不

能不切实际地瞄着“高精尖”，要建立多层次的人

才评价及发展服务体系，以开放的眼光扩大人才

选用范围，跳出唯学历论的意识，聚天下英才而用

之。立足不同类别人才的发展实际，坚持以问题

为导向，分类研究、精准施策，着力解决束缚人才

发展的关键问题、突出问题。为不同层次人才提

供多样化生活服务，提供更加完备的子女教育、医

疗等服务保障，全力解决人才后顾之忧。例如，南

宁市既紧扣产业发展所需，重点培育“高精尖缺

特”人才，又出台“大中专毕业生 23 条”，着力解决

毕业生进入社会初期的就业创业、生活安居等方

面的痛点、难点问题。

务求实效，提高人才政策可操作性。人才政

策如果缺乏操作性，会导致政策在部门打转，形成

政策覆盖不了人才，人才不知道政策的现象。因

此，人才政策要的是干货，让人才看得见摸得着享

受得到。南宁市从 2022 年起计划 5 年内投入 18

亿元实施人才新政，为人才干事创业、生活安居提

供强有力政策支持和保障。

人才“双 23 条”对现行多个政策中经过实践

证明效果好、受欢迎的举措进行集成、优化，特别

是具体举措简便易行，优化了对相应人才的奖励

兑现方式，将原来相对复杂的补贴方式简化为一

次性奖励，这些探索值得提倡。

“别小看这间仓库，它可连着中亚和欧洲呢。”

在喀什综合保税区的一间仓库内，新疆喀什中顺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张琪告诉记者，2022 年

前 11个月，公司出口跨境电商业务量保持强劲增

长，货物达1500多万单，货值将近2亿元。

喀什中顺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是新疆喀什综

合保税区 （以下简称“综保区”） 内规模最大

的一家跨境电商企业，正是看中了“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市场潜力，同时被综保区良好

的营商环境吸引，公司选择在此开办跨境电商

业 务 。“ 综 保 区 通 关 速 度 快 ， 服 务 效 率 高 。

2023 年我们将加大资金投入，进一步把业务做

大做强。”张琪说。

喀什有着“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

独特区位优势，近年来，喀什综保区不断完善

国际物流大通道，借助政策优势不断吸引机电

制造、电子组装、农副产品精深加工等出口企

业落户。

2022 年 1 月，综保区获批中国（喀什）跨境电

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借助新的发展机遇，喀什开

通至欧洲、南亚 5 条国际货运包机航线，至欧洲

布达佩斯、中亚阿拉木图等 4 条中欧班列线路以

及深穗喀—中亚南亚、中吉乌双循环多式联运

班列线路。铁路、公路、航空“三位一体”跨境物

流体系日趋完善。

“跨境电商零售出口、跨境电商保税出口、

跨境电商保税进口等 5 种模式全口径落地喀什

综保区。”喀什海关综合业务处副处长阳明说，

24 小时预约通关，便捷企业快速申报，卡口通行

速度缩短至一分钟以内等业务的优化，助力综

保区加速“吸粉”。

2022 年前 11 个月，新疆喀什、霍尔果斯、阿

拉山口和乌鲁木齐 4 个综合保税区合计进出口

714.8 亿元，增长 494.9%。其中，喀什综合保税

区跃居第 1 位，进出口 231 亿元，增长 8.1 倍。

喀什综保区外贸的亮眼成绩，是新疆外贸

持续向好、加速前进的体现。根据乌鲁木齐海

关最新外贸数据，2022 年 1 月至 11 月，新疆外贸

进出口总值 2194 亿元，同比增长 59.8%。

作为联接中西亚、辐射欧洲的国际贸易新

通道，2022 年 8 月，首趟中吉乌“公铁联运”国际

货运班列以“二次转关”模式从伊尔克什坦口岸

顺利出境。目前，中吉乌公铁联运通道实现常

态化运行。

“相比中欧班列经哈萨克斯坦再到乌兹别

克斯坦的传统线路而言，中吉乌公铁联运将铁

路运输和公路运输优势相结合，提升了运输效

率，运输时间预计节约 5 天左右。”伊尔克什坦海

关监管科科员伊敏江·伊麦尔说，为助力中吉乌

公铁联运高质量常态化运行，伊尔克什坦海关

提供 24 小时“不打烊”服务随问随答，开通“农产

品绿色通道”快速通关，尽可能压缩通关时间、

降低企业成本。

新 疆 外 贸 进 出 口 保 持 高 速 增 长 ，得 益 于

2022 年新疆出台的一系列促进外贸保稳提质和

口岸保通保畅以及落实支持出口退税政策等相

关举措。

“ 公 司 2022 年 1 月 至 11 月 享 受 出 口 退 税

6165 万元，计划第二期投资 46.6 亿元生产二苯

基 甲 烷 二 异 氰 酸 酯 ， 达 产 后 出 口 量 将 翻 一

番。”新疆和山巨力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财务负

责人陶振海说。

作为新疆唯一的生产甲苯二异氰酸酯企

业，国家税务总局奎屯—独山子经济技术开发

区税务局为助力企业出口，积极优化出口退税

内部流转流程，大力推进出口退税“无纸化”“非

接触式”“全程电子退库”，确保及时将资金“活

水”送到企业手中。

在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一家番茄酱制品出

口加工企业生产车间内，一批番茄酱即将通过

铁路运输发往哈萨克斯坦。乌鲁木齐海关副关

长李开益说，乌鲁木齐海关充分发挥促进新疆

外贸保稳提质十六条措施“组合拳”效应，全力

保障口岸、跨境班列线路、国际货运航线和边民

互市的安全高效通行运营，下一步将继续在提

高贸易便利化水平、降低进出口企业成本、大力

培育贸易新业态等方面出实招，持续优化口岸

营商环境，助力新疆外贸“加速跑”。

我国建造的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从青岛西海岸新区运往海外我国建造的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从青岛西海岸新区运往海外。。 张进刚张进刚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