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撬 动 制 造 业 焕 新 提 质
——青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调查

本报记者 刘 成

与直接服务消费者的生活性服务业不同，

生产性服务业主要面向生产者，为企业生产活

动提供服务，是壮大实体经济的重要支撑。特

别是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人工智能的

广泛应用、科技创新能级的不断提升，一系列

生产性服务新业态蓬勃发展，为制造业带来了

更具活力的新动能。

在山东青岛，生产性服务业一直存在诸多

短板：金融服务模式仍是传统的抵押贷款；科

技服务尤为缺乏，中小企业难以获得科技赋

能；软件产业一度发展滞后；检验检测服务也

十分欠缺，很多创新产品的检验检测需要送去

国外⋯⋯

如何破解生产性服务业“瘸腿”的难题？

青岛以制造业转型升级为契机，聚焦发展新服

务。2023 年 8 月，青岛市出台《生产性服务业

高质量发展“十百千”工程实施方案（2023—

2025 年）》，聚力发展现代金融、软件和信息服

务、科技服务、检验检测等生产性服务业。“我

们围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努力

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在

更高水平上实现融合发展，构建优质高效服务

业新体系，打造具有影响力的生产性服务业标

杆城市。”青岛市发展改革委主任卞成说。

青岛是如何有针对性地发展新服务的？

遇到了哪些难题？怎样破解？经济日报记者

对此展开调查。

发力数字转型

青岛是最早发展工业互联网的城市之一，

众多专业平台不断涌现，不仅为制造业转型升

级提供强大助力，也为软件服务业等新兴业态

的发展打开了空间。

从满足需求出发，从破解难题入手，是青

岛工业互联网发展的基点。印工社是一个垂

直于印刷产业链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致力于解

决行业痛点，助推传统印刷企业数字化转型。

“以前印刷校色严重依赖有经验的工人，效率

低、消耗大。针对这一痛点，我们研发了软硬

件结合的印刷色彩质量管理 APP，用机器替代

人眼，精准把控印刷色彩，并提供在线技术支

持，解决了印刷厂色彩一致性管理难题。”印工

社（青岛）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栋说。

在此基础上，印工社研发了高效设计和高

质量交付云平台，让品牌商、设计师、生产者在

同一平台上协同工作，大大提高了设计和生产

效率。他们还打造了印刷行业数字化升级所

需的新一代信息系统和物联网平台，助力中小

企业克服“不会转、不敢转”难题，为产业互联

打下基础。

目前，像印工社这样的垂直工业互联网平

台，青岛已有 50 余个，涉及橡胶轮胎、新能源

汽车、纺织服装等不同行业。其中国家级平台

14 个，跨行业跨区域平台 2 个。“为避免平台重

复建设、恶意竞争，我们通过错位协同的方式，

促使其发挥所长、各展特色。”青岛市工信局工

业互联网处处长周新征表示。

工业互联网的发展给青岛软件业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机遇。青岛华正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借助工业互联网发展契机，将业务范围

不断扩大。“建设一个可实现数据和资源即时

上线、供需对接、交易落地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不仅需要构建起具有数据上云、边缘算力、客

户端、应用场景等功能的技术底座，还需要在

面对海量企业、海量需求、海量资源和海量数

据时，能不断进行技术开发与迭代。”华正信息

副总经理王嘉有说。

“若把工业互联网平台比作一栋大楼，我

们就相当于大楼地基的规划设计者和开发建

设者。”王嘉有介绍，目前华正信息已成为工业

互联网平台行业的物联网和政企数字化技术

底座服务商，为海尔、海信、中车、奇瑞、寰宇等

300 多家企业提供服务。

工业互联网为软件业发

展注入强大动力。截至 2023 年，青岛软件企

业 突 破 2000 家 ，全 年 实 现 软 件 业 务 收 入

4472.2 亿 元 ，占 山 东 省 软 件 业 务 收 入 的

31.9%，同比增长 14.3%。

近年来，作为新兴数字化服务的人

工 智 能 ，也 在 制 造 领 域 有 了 更 多 用 武

之地。

位于即墨区的青岛创新奇智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较早研发工业

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企业。该公司市场总

监解星汉告诉记者，他们研发了创新奇

智人工智能算法平台和奇智孔明工业大

模型，为企业优化决策提供支持，目前已

累计服务 900 多家企业。

创新奇智技术总监郭江亮介绍，他们

为厦门天马公司研发了一款用于检测液晶

面板缺陷的仪器，由于每种缺陷的大小、尺

寸、类型千差万别，至少需要采集 2 万多张照

片才能满足基本检测条件，不仅费时费力，一

旦出现新缺陷仍然无法识别。

“我们用工业大模型做多模态分析，实现

了模拟生成新缺陷样本，反过来辅助并训练检

测模型，使检测模型具备自我学习能力。训练

后的工业大模型，检测准确率能达到 99%以

上。”郭江亮说。

依托工业互联网、软件、大模型等先进技

术服务，青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步伐不断加

快，目前已有智能工厂 64 家、数字化车间和自

动化生产线 569 个。“未来，青岛将打造更多平

台+软件+工业大模型服务的新模式、新业态，

进一步提升制造业的价值与效率。”周新征说。

突破融资困境

基础扎实、发展势头良好的制造业衍生出

大量金融需求，但由于缺乏创新金融产品，诸

多无抵押能力的科技型企业面临着融资困境。

面对这一难题，青岛西海岸新区出台专项

政策，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引导金融机构开展

“指数贷”“科创贷”“科企贷”“人才贷”等信贷

产品，精准扶持科技创新型企业。

“青岛农商银行发放的 1000 万元信用贷

款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不仅不用担保抵押，

利率还很低，专精特新资质换来了‘真金白

银’。”青岛青橡橡胶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赵新宇

感慨道。

青岛农商银行西海岸分行公司部客户经

理吕佩霖说，去年以来，青岛农商银行主动将

信贷资源向专精特新企业倾斜，促使金融创新

活水不断流向科技产业。

对于非科技型的传统企业，融资难题又该

怎么解决？“我们是一家从事肉类预制菜食品

深加工的企业，前些年公司发展一直受资金掣

肘。从国外采购肉类产品流程繁琐，资金占压

时间长，多亏‘全球优鲜’平台帮我们解决了资

金难题。”山东锦翰林食品有限公司董事刘

凯说。

企业融资难题的解决，得益于创新型供应

链金融的助力。新协航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刘虹说，公司深度挖掘客户在跨境贸

易、冷链物流及多温仓储等环节上的痛点，组

建专门团队，研发了针对冷链食品行业的几十

套操作系统。这些系统贴合行业实际，操作简

便智能，很快获得认可并被广泛应用。

“我们打通了跨境贸易与流通链条各节

点，将溯源监管系统、冷链运营网络货运平台、

仓储管理系统及供应链金融平台进行串联，搭

建起冷链食品产业互联网平台‘全球优鲜’，实

现全过程可视化监管，并与多家银行的后台金

融监管系统联通，协助银行进行贷前筛选、贷

中管控及贷后处置，满足了银行风控要求，解

决了冷链行业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刘虹说。

目前，“全球优鲜”平台每年的融资管控额

度已超过 100 亿元，赋能企业 12000 余家，企业

业务量和资金周转效率提高 30%左

右，成本降低 20%至 30%。

“ 青 岛 市 创 新 金

融服务不断涌现，

在这些创新模

式 的 推 动

下，青岛

金融体

系与制造

业 协 同 发 展

的良好生态加速

形成，也驱动着新服务

与新制造相互激荡，形成源源不

断的内生活力。”青岛市发展改革委服务业发

展处处长马国喜说。

强化科技赋能

科技服务能级不高是制约制造业提质升

级的一大因素。近年来，青岛加大对科技服务

业的支持力度，在多个行业涌现出一批专业

化、市场化的科技服务机构。目前，已形成重

点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公共研发平台等多

元化主体赋能产业发展的科技服务体系。

位于崂山区的国家高端智能化家用电器

创新中心，是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自 2021

年成立以来，该中心赋能中小企业近 200 家。

“功率控制器件是家电产品芯片的核心品

类，长期依赖进口，是我国家电产业的薄弱环

节。”国创中心总工程师翟翌立告诉记者，国创

中心打造了囊括核心算法、芯片定制、芯片验

证、软硬件一体化解决方案的数字底座，支持

生产功率控制器件的企业进入家电行业。

青岛中微创芯电子有限公司就是第一批

“吃螃蟹”的企业。“应用于其他工业领域的国

产功率控制器件大都功率大、成本高、可靠性

差。要用于家电行业，必须把成本降下来，把

可靠性提上去。有了国创中心的助力，公司已

研发出针对家电领域的功率控制器件，现已实

现大批量应用。”中微创芯总经理孙亮说。

今年 3 月，国创中心还为中小企业量身打

造了嵌入式生态平台。翟翌立介绍，该平台帮

助企业解决核心算法和方案缺失、开发效率过

低、品质保障不足以及成本竞争力弱等问题，

目前已汇聚起不少企业。

青岛市工业技术研究院通过创建孵化平

台和公共研发平台来破解成果转化和企业创

新难题。“我们以成果育成转化为核心，建设了

梯度式育成平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企业生

产力，累计孵化企业 500 余家；公共研发平台

在产品研发、中试、工程化开发等方面提供专

业技术服务，累计服务企业 400 余家。”青岛市

工业技术研究院院长滕云枫说。

磐维科技（青岛）有限公司研发了一款关

键零部件，生产过程要用到特殊刀具，企业自

行处理难度较大且成本较高。该公司总经理

李培亮告诉记者，“青岛市工业技术研究院的

公共研发平台提供了特制夹具和多种特殊刀

具，满足了企业生产需求，节省了很多时间和

成本”。

位于胶州市的中国机械总院集团青岛分

院有限公司是一家新型研发机构，在科学研

究、成果孵化和产业化等方面为企业提供服

务，目前已为中车、海尔等 300 余家企业提供

技术支持。

在生产过程中，山东新和成药业有限公司

急需一种悬臂式高效汽轮机来对蒸汽参数进

行调节，同时回收余热、余压进行发电，但该类

特种汽轮机的核心技术一直被国外垄断。“我

们采用高转速、一体化设计理念，研发并制造

了悬臂式高效汽轮机，满足了企业需要。产品

投入使用以来，每年可为企业节省用电成本

800 万元。”中国机械总院集团青岛分院有限

公司高端动力装备事业部总经理袁勇超说。

“目前，青岛已建设国家、省、市三级重点

实验室 347 家，省、市两级新型研发机构 136

家；首创云端研发模式，帮助 7000 余家中小企

业对接创新资源；推动成立青岛高校院所技术

转移联合办公室，常态化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

产研对接活动。这些科技服务的生力军，与制

造业形成

了相互赋能、齐头并进

的良好局面。”青岛市科技局局长李天传说。

助力质量提升

检验检测行业是产业链和创新链上的重

要一环，在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保障公共安

全、推动产业升级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随着

科技创新企业和产品不断增多，检验检测相关

需求也逐步攀升。

近年来，青岛大力建设检验检测高端平

台，青岛海检集团就是其中之一。目前，青岛

海检集团已搭建 5 个国家级创新平台、7 个国

内领先水平实验室，与多国权威认证机构实现

了检测结果互认。

“我们填补了国内水下设备、海洋电气等

领域检测技术空白，还为船舶、轨道交通、新能

源 、电 力 等 12 个 行 业 提 供 质 量 技 术 解 决 方

案。检验检测能力覆盖金属材料、高分子材

料、石油机械装备等领域。”青岛海检集团水下

设备实验室销售经理李雨泽说。

聚 酯 缆 绳 是 一 种 柔 软 轻 便 的 新 材 料 缆

绳，研发这种产品需要进行多种性能测试，并

不断改进优化。“过去我国没有相应的测试能

力，企业需把样品邮寄到国外实验室，成本

高、周期长，严重影响产品研发效率。青岛海

检集团水下设备实验室具备这种测试能力

后，测试改进周期缩短了 80%，企业成本大大

降低。”李雨泽说。

除了自建平台，青岛还引进外部资源形成

产业集聚效应。崂山区先后引进一批国内外

知名检验检测认证机构，成为我国北方地区服

务规模和服务能力领先的检验机构集聚区。

城阳区走的是“点对点”引进路线。“针对

企业在检验检测方面的难点，我们通过‘一企

一策’为企业发展赋能。”城阳工业园区管委会

企业服务部部长曹永章表示，通过此种方式，

城阳区检验检测服务产业得以快速集聚。截

至目前，城阳区获资质检验检测机构 104 家，

业务范围涵盖机动车、建工建材、环境监测、金

属材料等领域。

青岛苏试海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引进

就是源自当地对企业实行的“一对一诊疗”。

“以往，我们生产的高铁零部件要运到苏州等

地进行检验检测。苏试海测落户后，可以就

近、随时检测，成本和时间大大缩减。”青岛泰

泓轨道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樊泽臣说。

在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检验检测机构

的职能不再局限于确认质量是否合格，而是延

伸至全生命周期的技术服务。在位于青岛高

新区的斯坦德检测认证产业园，小到化妆品、

药物、医疗用品，大到轨道交通零部件、国产大

飞机新材料，检测机构将其服务贯穿产品研

发、生产、流通的各个环节。

“我们为企业提供了处方工艺研究、中试

放大工艺研究、工艺验证等全流程服务，助力

医药产品顺利获批上市。”斯坦德科创医药科

技（青岛）有限公司研发中心研发总监李珂说。

截至目前，青岛市通过资质认证的检验检

测机构近 500 家，其中大多数是为新制造提供

服务的高端检验检测平台，有力促进了青岛制

造业向价值链高端迈进。

“未来，青岛要继续服务好生产性服务业

链主企业、头部企业，筛选出在细分市场具有

较强竞争力和发展前景的重点企业，培育一批

创新领军企业。争取到 2025 年，全市规上（限

上）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超过 7500 家，生产性服

务业增加值达到 6800 亿元。”卞成说。

破解痛点谋双赢
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需要专业化、高端化的新服务

作为支撑。这里说的新服务，

是指生产性服务业的新模式、

新做法，是为战略性新兴产业、

先进制造业等新制造提供支持

的新型服务业。可以说，新制

造是新服务长大的沃土，而新

服务又是新制造做大做强的有

力支撑，两者比翼齐飞，高质量

发展的步伐才能越走越稳。

发展新服务要注重政策引

导。唯有产业导向清晰，政策

支持有力，才能快速集聚相关

要 素 ，产 业 发 展 才 能 快 人 一

步。青岛工业互联网的发展就

是如此，当地抓住企业寻求创

新突破的契机，研究出台创新

性、差异化的支持政策，加快推

动工业互联网发展。工业互联

网提供的新服务和来自智能工

厂的新制造相互赋能，实现了

共创共赢，还由此衍生出底层

架构设计、工业大模型等更深

层次产业形态。

发 展 新 服 务 要 瞄 准 企 业

痛 点 。 在 不 少 地 方 ，科 技 服

务、检验检测等生产性服务业

普遍存在短板，这与相关人才

欠缺、市场需求不足、产业发

展滞后等密切相关。随着科

技创新在制造业中的分量越

来越重，企业创新需求越来越

多，这类服务短缺的痛点愈加

突出。瞄准痛点发展新服务，

要根据一地产业特点和具体问题，把有限资源用在

刀刃上，通过引进机构、企业合作等多种方式，有针

对性地聚集资源和人才，实现破解痛点和发展新服

务的双赢。

此外，还要推动新制造和新服务深度融合。政府

部门要进一步优化“揭榜挂帅”科技攻关体系，建立“卡

脖子”技术重点攻关团队，畅通技术成果转化通道；用

好多种形式的创新金融工具，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为

创新企业成长做好金融支撑。生产性服务业要参与制

造业技术研发、标准制定、工艺优化、产品升级等全流

程，让创新产品更贴近市场，更具竞争力。同时，服务

业和制造业双方要树立合作共赢的意识，主动进行深

度融合。

目前，我国专业化和高端化的新服务发展相对不

足，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作为实体经济重要基础的高端

制造业的发展。要大力发展专业化、高端化的新服务，

使其成为新制造的强力支撑，引领制造业向价值链高

端延伸，从而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引擎。近年来，生产性服务业发

展提速，加快向专业化高端化迈进，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趋势也愈加明显，赋能实体

经济焕发新活力。山东青岛以制造业转型升级为契机，大力发展为战略性新兴产业、

先进制造业等提供支持的新型服务业，走出一条以新服务赋能新制造的融合发展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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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创新奇智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内，工作人员正在操作手机玻璃

缺陷人工智能在线检测设备。

本报记者 刘 成摄

工作人员在青岛海检中心电磁兼容实验室对

汽车辐射发射进行测试。 （资料图片）

国家高端智能化家用电器创新中心内，工作人员在集成电路高温动态老化系

统前工作。 本报记者 刘 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