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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岛聚聚
焦焦

【采访札记】

【沧海拾贝】

引领青岛转型升级（上）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孙利华孙利华 白云飞白云飞 文文//图图

青岛，一座制造业老牌强
市。这里，海尔、海信、澳柯玛、
双星等名企云集，“青岛制造”蜚
声海内外。一张名片已写不下
青岛的诸多“头衔”：全国副省级
城市“老二”、北方著名的海滨度
假旅游城市、沿海城市“第二梯
队”、山东经济发展的“龙头”、半
岛蓝色经济区的“领唱”……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青
岛就以纺织工业闻名全国，与上
海、天津一道，赢得了“上青天”
的美誉。到2012年年底，青岛经
济总量有7300余亿元，拥有70多
个工业门类，形成了较为完备的
现代工业体系。

虽然青岛已进入工业化后
期，但在种种变局之下，“青岛制
造”的传统优势受到了极大挑
战，面临着与洛阳工业类似的转
型升级问题。

近日，本报记者走进青岛，
触摸这座城市发展的“脉动”。

青岛，因港而建，因港而兴。始建于1892年的
青岛港，是青岛整个城市“启航”的原点，至今“航
行”了百余年，董家口港区就是其四大港区之一。

近年，青岛港从老港区起步，沿着海岸线不断
向外扩张。今年3月，作为“第四代港口”的董家口
港区矿石码头正式通过验收。仅仅20多天后，由老
港区改造而成的邮轮码头也通过验收，世界最大
的22.5万吨级豪华邮轮将在此全天候自由停靠。

青岛港集团新闻中心外宣部主任焦兰坤告诉
记者，青岛港从原来的一个支线小港，成长为一个
有着 4 亿吨吞吐量的世界强港，居全球第七位。
仅 2012 年，青岛港就与 22 家世界 500 强企业和
央企合作共赢，合资金额达455亿元。

青岛港豪迈转型升级，是青岛转型升级、迈向
蓝色经济的缩影。

2011年，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上升为国
家战略，在这个海洋经济版图中，青岛当仁不让被
定位为“龙头”。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谁拿到了走向海洋的
钥匙，谁就掌握了未来，掌握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
导权。面对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青岛的“蓝色跨
越”战略应运而生。

按照“全域统筹、三城联动、轴带展开、生态间
隔、组团发展”的城市发展战略，青岛规划启动了
西海岸经济新区、蓝色硅谷和红岛经济区建设，全
面拓展蓝色经济发展空间。

在《青岛日报》记者林刚看来，“蓝色跨越”战略
并非只针对海洋经济，而是全市经济转型升级战略
的方向引领，是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全域统筹，
其另一表述“蓝色、高端、新兴”，指向更加明确。

“蓝色”成为青岛经济发展的主色调，而对于
“青岛制造”而言，蓝色发展的潜台词是集群化、高
端化和集约化。

“早在2003年，青岛就提出以产业集群增强
制造业的竞争力，而‘蓝色跨越’战略无疑将产业
集群战略提升到新的高度。”青岛市发改委负责人
说，今后，青岛将按照国际标准把产业链作为产业
集群发展的主脉，推动整个产业链高端、集约发
展，形成层次高、竞争力强的产业集群，构建起新
型产业体系。

蓝色引领、全域统筹，青岛将大到整座城市、
小到具体产业的战略方向梳理得相当清楚，战略
的引领作用十分明显，这对洛阳进一步明晰产业
定位和发展战略，无疑有一定的启示。

制造业转型升级，具体实施的
突破口在哪里？青岛选择了“腾笼
换鸟”。

2008年下半年，青岛启动老城区
企业搬迁改造工作，计划搬迁大中型
企业110家。

这是青岛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企
业搬迁，涉及职工 7.9 万名、土地 1.5
万亩、固定资产 221 亿元。这些企业
数十年里已融入当地发展脉络，搬迁
难度可想而知。

这 也 是“ 不 合 时 宜 ”的 搬 迁 。
2008年，正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蔓延
之际，各路财大气粗的投资者纷纷“哑
了火”，搬迁企业、开放招商困难重重。

然而，这一大动作势在必行。这
不仅因为这些企业分散在老城区，发
展空间受限，存在安全、环保隐患，而
且从更高层面讲，搬迁改造事关整个
青岛的未来发展。只有往外搬迁、退
城进园，青岛工业才能加速实现转型
和升级；只有“腾笼换鸟”，退二进三，
青岛老城区才能实现城市功能提升，
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

正如一位青岛市领导所言，青岛
的工业发展，如果还在老城区纠缠，将
是死路一条。

青岛老城区企业的搬迁，并不是
被动的、简单的位移，而是力图通过搬

迁实现转型升级，带动青岛周边区域
加快发展。

“老城区要搬出一片新天地，老企
业要搬出一个新面貌。”青岛市经济和
信息化委员会主任项阳青这样总结。

为了更好地承接搬迁企业，青岛
市在远离市区之处，新规划了面向不
同产业的工业功能区，即胶州洋河装
备制造、黄岛董家口重化工、即墨龙泉
汽车及零部件、平度新河化工、莱西姜
山轻工、即墨女岛船舶等六大工业功
能区。按照产业集聚原则，搬迁企业
相对集中地安置。

青岛市专门出台政策，吸引搬迁
企业向省级产业集聚区和六大工业功
能区集聚：每1000万元固定资产投
资补助 100万元，最高补助不超过
1000万元；新增加投资超过1亿元
的，增加一次性补助200万元；5年内
共安排1.5亿元，重点对化工企业和
搬迁有困难的重大项目给予部分贴息
支持。

青岛市还鼓励、引导与大企业配
套的中小企业一同搬迁，加快上下游
产业集聚。比如，化工龙头企业海晶
化工从市区搬出后，一搬带一串，配套
的十几家中小企业也接踵而至，形成
新的董家口化工基地。

经过 5 年多努力，青岛目前已基

本完成搬迁的企业达90家，剩下的都
是大个头的重化工企业和搬迁难度较
大的大企业。

5 年的搬迁改造，给青岛这座城
市 的 转 型 升 级 打 上 了 深 深 的“ 烙
印”——

产业从搬迁改造中收获了集聚。
青岛原本有大小产业园区100多个，
这些园区既有市级、区级的，也有乡镇
办的，规模、层次参差不齐，“小、散、
乱”现象明显，产业集聚度不高。青岛
市将原有产业集聚区“合并同类项”，整
合为52个产业集聚区，并借机打造了
产业集中度较高的六大工业功能区。

企业从搬迁改造中尝足了甜头。
2008 年，软控股份搬迁至胶州，实现
了产能、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全面提
升，销售收入翻了一番多，行业排名由
世界第十六位上升至第四位；青纺联
搬迁后，纺纱织布设备达到国内一流
水平，一些高档面料的全国市场占有
率超过30%。

与此同时，大批企业搬出之后，李
沧区、市北区等老城区也通过“腾笼换
鸟”，成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沃土，为
金融保险、服务外包、动漫创意等现代
服务业提供了广阔空间，还带动了全
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功能拓展。

“腾笼换鸟”，“一石数鸟”！

尽管青岛与洛阳处在工业化的不
同阶段，但是本地配套弱、高端环节缺
失的“断链”之痛同样阻碍着“青岛制
造”前进的脚步。

家电电子是青岛起步最早、产业
链最为完善的产业之一，集群规模以
上企业超过 260 家，特别是海尔、海
信、澳柯马等家电龙头，国人几乎耳熟
能详。然而，该产业的本地配套率一
直不到40%，呈现“低端过剩、中端不
足、高端缺失”的格局。

青岛汽车产业有两家产值过百亿
元的整车企业，但产品档次不高、附加
值低，零部件企业规模小、水平低、重
复分散，尤其是缺乏处于产业链高端
的发动机、汽车电子等关键零部件龙
头企业。

青岛其他重点产业的本地配套率
和产业链层次，均存在同样的问题。

为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步伐，青
岛去年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青岛市
10 条工业千亿级产业链的实施意
见》，提出构建特色鲜明、产业集聚、链
式发展的现代工业体系，到2016年，
力争 10 条工业千亿级产业链规模以
上企业工业总产值达到 2 万亿元，在

2011年基础上翻一番，橡胶、汽车、轨
道交通装备、船舶海工、电子信息等5
条产业链总产值达到或接近千亿元。

“龙头企业、主导产品是什么，配
套企业该发展什么，按照产业链上下
游一系列顺下来，发展脉络变得非常
明晰。”青岛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产
业规划处副处长佟建渤说。

“产业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
佟建渤介绍，青岛打造千亿级产业链
的主要做法有——

对千亿级产业链进行分类统计并
每月公布，发布产业链指导目录，引导
各区、市按照目录定向招商；引导工业
企业准确把握转型升级方向，加快推
动信息技术与工业技术、工业装备、工
业活动、工业产品深度融合。

整合技改创新、品牌培育、产业集
聚等各方面政策资源，充分发挥财政
专项资金的引导撬动作用，构建加快
产业链健康发展的推进机制，带动产
业链企业加大转型升级和创新的力
度，提高产业链层级，并着手针对每条
产业链出台专项扶持政策。

签订目标责任书，加大对高端制
造业和新兴产业的招商力度，不但经

济部门有招商任务，民政、教育等非经
济部门同样分担招商任务。

…………
“链式发展的思路，让我们更轻松

地在上下游产业链中深度延伸发展，
从而尝到了甜头，获得了利润。”青岛
钢铁控股集团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
刘铁牛表示，青钢集团融入汽车等产
业链，成为全国最大的焊接母材和高
端硬线系列产品、优质弹簧扁钢产品
的供应商，中国每4个汽车轮胎里，就
有1个轮胎的胎圈钢丝由青钢制造。

加快发展 10 条工业千亿级产业
链，使“青岛制造”逐步呈现龙头企业
“顶天立地”与中小企业“铺天盖地”并
重、“狮虎经济”与“群狼经济”共同发
展的好局面。

来自青岛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的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青岛10
条工业千亿级产业链实现规模以上总
产 值 10012.9 亿 元（如 含 软 件 为
10599 亿元），同比增长 10.4%，占全
市工业总产值的 75.4%；家电、石化、
机械装备、服装、食品、电子信息等 6
条产业链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业
务收入）已过千亿元。

品牌之城熠熠生辉

加上生产工人，满打满算仅260个人，却创造了几
个亿的年产值，算下来人均年产值不下百万元——青
岛双瑞成功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独特的产业化模式？

青岛双瑞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是中船重工第
七二五所的青岛分部。带着对来自洛阳的企业格外的
亲切感和好奇心，记者近日走进青岛双瑞实地探访。

在青岛采访期间，提起青岛双瑞，当地人都竖起大
拇指：“这个企业相当厉害，听说总部就在你们洛阳呢！”

青岛双瑞在青岛享有较高知名度，与一个项目不
无关系——青岛双瑞计划在崂山区投资5亿元，建设
面积达300亩的船舶压载水管理系统以及海水淡化成
套装备产业化项目，未来，将年产1000台船舶压载水
管理系统和日处理能力20万吨的海水淡化装备。

船舶压载水净化，全球市场规模约1000亿美元，
此前一直被国外垄断。青岛双瑞研发的相关技术，不
仅打破了国外的垄断，还是该领域唯一代表中国政府、
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是中国相关技术标准
的制定者。难怪它被青岛人当作“宝贝疙瘩”，被视为
青岛涉海领域高端装备制造与节能环保装备产业化的
重大突破！

不单是船舶压载水领域，青岛双瑞的海洋防腐、电解
质氯、海水淡化等其他产业化板块，都有自己的核心技术，
代表了中国的最高水平，并处于国内市场的领军地位。

“企业一定要掌握自己的核心技术。只有技术领
先，才有市场话语权。”青岛双瑞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企划部部长孙仁兴说，青岛双瑞正积极向国际市场
进军。

青岛双瑞的科研“特长”是舰船材料，其科研成果
产业化，如果只做材料，势必处于产业链的下端。

据介绍，青岛双瑞的科研成果产业化，主推总承包
模式，即在掌握核心技术的基础上，由青岛双瑞提供整
体解决方案和系统集成产品，但其只做产业链最核心
的部分，而不是一味从追求产值规模出发，搞“大而全、
小而全”。

“260个人，一年创造几个亿的产值，如果整个产
业链全部自己做，肯定不行。这就逼着你走技术路
线。”孙仁兴说。

科研成果产业化，青岛双瑞初步走出了一条独特
的路子，不过他们并不止步于此。

“一定还有更加优化的产业化模式，我们将继续探
索。”孙仁兴说。 本报记者 孙利华 白云飞

青岛双瑞的产业化模式
有何高明之处

蓝色引领 全域统筹

腾笼换鸟 一石数鸟

产业联动 链式发展

到青岛采访，绕不开品牌这个话题。
提起中国制造的“世界品牌”，人们会想到海尔，想

到海尔的领军人张瑞敏和他抡起的大锤。
1985 年，张瑞敏刚到海尔(时称“青岛电冰箱总

厂”)。一天，他的一个朋友要买一台冰箱，结果挑了很
多台都有毛病，最后勉强拉走一台。

朋友走后，张瑞敏派人把库房里的400多台冰箱
全部检查了一遍，发现共有76台冰箱存在这样那样的
缺陷。张瑞敏把职工们叫到车间，问大家怎么办。多数
人提出，反正不影响使用，便宜点儿处理给职工算了。

“有缺陷的产品就是废品。我要是允许把这76台
冰箱卖了，就等于允许你们明天再生产760台这样的
冰箱。”张瑞敏痛下决心，要把这些问题冰箱全部砸掉
——要知道，当时一台冰箱的价格是800多元，相当于
一名职工两年的收入。

张瑞敏抡下了第一锤！这一锤下去，砸出了海尔
的“世界品牌”。

如今，“海尔大锤”被国家博物馆正式收藏为国家
文物，海尔集团还出资修建了海尔科技馆，向社会传递
自己的品牌文化。

在青岛，还有一个名字和张瑞敏一样，人们耳熟能
详。他叫许振超，其背后闪烁着青岛港“工人伟大、劳
动光荣”的品牌形象。

许振超，曾是一名在港口一线装卸作业几十年的
“老码头”。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他，凭着“悟性在脚
下，路由自己找”的信念，熟练掌握了桥吊驾驶、维修技
术和港口装卸管理知识，并带领青岛港桥吊队成为一
支技术精、作风硬、效率高的优秀团队，创造出世界一
流的工作效率，成为一名“有突出贡献的工人技师”。

现在，许振超已走上领导岗位，前不久还当选全国
总工会兼职副主席，他所代表的“尊重工人劳动、尊重
劳动创造”的品牌文化，散发出恒久的魅力。

“在青岛港，人人争做品牌员工，人人立足岗位创
新，人人享有出彩机会。”青岛港相关负责人说，品牌的
创造离不开产业工人，“许振超现象”正是品牌文化的
深度延伸。

如今，作为岛城经济的中坚力量，青岛品牌企业和
品牌文化为青岛的城市品牌丰富了内涵，良好的城市
品牌形象又使得青岛企业品牌获得了巨大溢价和增
值。通过“名牌产品—名牌企业—名牌行业—名牌产
业—品牌城市”的模式，青岛这座城市和品牌共生共
荣，相辅相成，相映生辉。发展至今，青岛已拥有中国名
牌产品68个、中国驰名商标52件、山东省名牌产品354
个、山东省服务名牌68个、山东省著名商标303件。

本报记者 孙利华 白云飞

蓝蓝色色

青岛港前湾港区 （资料图片）

正在卸载矿石的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海尔洗衣机生产线 （资料图片）

260个人，一年创造产值几个亿

城市培育品牌 品牌造就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