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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从320万元到170 . 7亿元，企业从58家到8 . 9万余家

济南高新区:33年谱写大道如虹新答卷
今年是济南高新区建立的第三十三个年头。
一般公共预算从320万元到170 . 7亿元，企业从58家到8 . 9万余家，高新区走过了一段不寻常的

发展之路。
公开资料显示，今年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 . 7%，增速列全国前20强开发区第二位，对全

市经济大盘形成有效拉动。济南高新区“主阵地”的优势持续叠加。当年的济南高新区仅仅是一块
“试验田”，如今已集聚国家高新区、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科创金融改革
试验区五大国家级战略，成为高质量发展红利和机遇最集中的区域。

作为“国”字头的经济功能区，国家级高新区历来是各地经济产业的重镇，既是重大国家发展战略
的空间载体，也是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平台。而济南高新区，显然没有辜负这样的期待。

宗兆洋 济南报道

科创点亮城市

在城市比拼中，“科创”已然
成为济南高新区最闪亮的“基
因”。

相关资料显示，近年来济南
高新区牵头斩获10项国家科学
技术大奖，2023年度山东省科技
创新十大提名成果中济南高新
区独占其四，量子通信技术多次
刷新世界纪录，大质量超高速电
磁推进、小分子创新药、植物基
因编辑等前沿技术实现重大突
破。高精尖技术加快突破。

一系列科创成果在高新区
不断涌现，也让这座年轻的城市
沉淀出更多推动源头创新的能
量。这只是高新区科创力量的冰
山一角。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扩量
提质，规模达到4100亿元，其中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规模占
全市的60%；智能装备产业加速
崛起，规模达到1800亿元，交通
及工程机械、激光装备等细分产
业居全国行业领先位置；生物医
药产业集聚成势，综合竞争力连
年位居国家级开发区第一方阵。

此外，中科院济南科创城、
国家实验室济南基地落户，全区
省级以上研发机构总数达395个，
建成省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载
体38家。高新技术企业33年间增
长了近110倍，达到2400余家；累
计培育独角兽企业5家、国家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49家、省级瞪
羚企业276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近
2700家，近三年平均增长超20%，
数量居全省开发区首位。

值得一提的是，全区“四新”
经济增加值占GD P比重达到
44 . 6%，R&D占GDP比重达到
6 . 79%，位居全国前列。

当下，高级别转化载体还在
不断入驻高新区。

高新区启动未来产业先导
区创建，成立未来产业联盟，谋
划“3+X”未来产业发展规划，加
快推动新型工业软件、第三代半
导体、细胞与基因技术等未来产
业“布点、成链、建群”，量子信息
产业初步形成“通信、测量、计
算”链式布局，空天信息产业卫
星制造、平台建设、场景应用等
全环节加快贯通，15个集群入选
全省未来产业集群。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轮廓
日渐清晰，前沿科技竞争深入日
常生产生活，原始创新优势还将
迎来进一步释放的可能。

拓展全球视野

“外向型”无疑是高新区一
直以来最显著的标签。

长期以来，济南高新区瞄准
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高端，以国
际化的标准，先后引进博马科
技、费斯托气动等一大批世界500
强、行业领军企业，浪潮服务器
全球占有量保持世界前列，高新
区上市挂牌企业占全市47%，打

开了联通世界、在更高层次上参
与国际分工的渠道和空间，这一
过程中，济南高新区的国际化程
度也越来越高。

自2015年以来，济南高新区
已连续成功举办了九届中德（济
南）中小企业合作交流大会，大

会规模、成效屡创新高，备受海
内外嘉宾称赞。中德（济南）中小
企业合作区获批建设，将德国品
质与济南城市特色结合，全方位
引进德国绿色建筑技术，打造德
国品质的工业园区。

此外，为进一步搭建与欧

洲、美国等全球资本、技术密集区
的桥梁和纽带，高新区先后建设了
德国德累斯顿产业办公室、斯图加
特产业交流办公室、芬兰万达办公
室等一系列海外机构，并协助辖区
内中国重汽、博科控股等企业设立
海外分支机构，组织园区和企业远
赴海外进行商务出访、推介，全方
位提升济南高新区在国际分工体
系中的辨识度。

去年，全区进出口总额达到
1 0 8 8 . 5 亿元，占全市比重达
50 . 4%，外贸企业增加至1500余
家，外资企业突破500户，实际使
用外资总量稳居全市第一。截至
2023年底，38个国家和地区在高
新区投资，德华安顾、洛克美森、
微医集团等项目落地、增资，目
前全区实有外资企业800余户，
实际使用外资总量居全市第一。

几十年间，尽管国际政治经
济形势变化莫测，但站在这个
厚重的时间节点上看，敞开大
门、坚定开放的主线没有变，互
相学习、相互促进的故事还在
继续。

人才与企业的理想之都

相关数据显示，当前高新区
市场主体突破14万户，各级各类
人才达39 . 63万人。

城市经济活力愈发充盈的
同时，也对这座超大城市营商环
境的优化提出更高要求。

企业和人才为什么来？答案
是：既有前景，也有环境。

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马
钦（Marcin Piatkowski）研究发
现，平均而言，10项营商环境指

标中只要有一项获得重大突破，
就会促使该经济体的GDP年增
长率提高0 . 15%。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企
业与人才的创新活力，成为新一
轮区域高质量发展竞争的关键。

2016年，济南高新区在全国
率先启动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
全面推行“管委会+公司”模式和
全员聘任制；2020年再次刀刃向
内、精兵简政，近几年又对部门、园
区、街道机构设置和职能进行了优
化，广泛调动了全区上下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同时，推出“高效
办成一件事”“工改20条”等重点领
域改革，政策日趋优化。

2021年11月，全国首个科创
金融改革试验区落地济南，主要
从“机构、服务、市场、要素、开
放、载体、生态”等维度发力，包
括建立健全科创金融组织体系、
深化科创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
拓宽科技创新型企业资本市场
融资渠道、推进要素市场体制机
制建设、加强合作交流、加强对
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和优化金
融生态环境等内容。

这样的背景下，高新区的城
市吸引力不断增加。

人才是发展的“第一资源”，
各类人才有没有地位、有没有获
得感，是对一个城市发展前景好
坏的最直观评判。尤其在高层
次、创新型、科技型人才需求猛
增的背景下，引领带动区域科技
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领军人才，成
为影响区域高质量发展竞争优
势的关键要素。

近年来，高新区积极举办
“海右人才节”、高层次人才相亲
联谊等系列活动，各类人才归属
感不断加强。同时，增设涉外服
务专区，实现涉外事项“一表清、
一窗通、一站办”，外国人来华

“许可互认”新模式入选黄河流
域自贸试验区联盟最佳实践案
例。创新聘任39名“首席政策官”，
解决企业诉求3000余项。协同省
高层次人才服务联盟，切实解决
人才企业发展难题。

此外，高新区也在城市软件上
积极作为。民生和社会重点事业支
出占比连续5年保持80%以上。强化
教育医疗保障，宣武医院济南医
院、市妇幼保健院东院区开诊运
营。新增城镇就业人数连续3年保
持增长，位列2023年度山东省高校
毕业生就业“最具吸引力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第1位。

新的起点上，高新区聚焦高
水平产城融合，大力推动“中、
东、北”三大片区特色发展，城市
功能形象加快蝶变。

中心区正在提档升级“中央
科创区”，加快打造国内一流的

“双创”高地。高新东区正在精
心打造“公园里的科技城市”，
按照“1348”的空间结构对其进
行全面塑造。高新北区正在谋
划构建“现代产业集聚的国际
航空城”，成为全市对外开放新
高地的门户。

济南高新区开启“三次创业新征程”，十年再造一个新高新。

济南高新区深入落实创新驱动战略，增强科技创新策源能力。

济南高新区科航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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