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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报道·产业和科技

时下虽然正值暑热高温季节，但

在中关村海淀园齐河科技城项目建设

现场，紧张的施工仍在有序进行。正是

因为风雨无阻，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很

多厂房的主体工程就逐步封顶。 “这

个项目是中关村海淀园在北京之外打

造的首批第三个试点园区， 在山东省

是第一家。 ”提及这个项目，齐河县招

商局负责人自豪地说。

“飞地经济”遍地开

中关村海淀园决定向齐河抛出

“橄榄枝”， 双方以品牌换空间的方式

合作共建园区。 发挥地缘亲缘优势打

造 “飞地经济”， 德州市已不是第一

次。

天津市红桥区与德州市下属的庆

云县，两地合作共建的红云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成为我国北方首个异地共建

的“飞地经济”试验区；德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建立了“河北园”，景津集团、津

北石油等河北企业入驻；宁津县建起对

接滨海新区工业园；乐陵市与天津市塘

沽区合建循环经济示范园……

随着高铁开通和首都经济圈辐射

扩容, 德州的确在时空上和京津贴得

更近。

“现在,德州到北京乘高铁最快不

到 1.5 个小时,到天津不到 1 个小时。”

德州市招商局相关领导告诉《中国企

业报》记者,京沪高铁开通后,德州成为

北京 1 小时都市圈重要节点城市。

不仅如此，境内铁路、公路等交错

纵横，尤其是京沪高铁开通后，步入了

高铁时代，实现了 1 小时进京、半小时

入津。将德州市列入协同发展城市，不

仅能有效带动京津冀区域的联动发

展，还将进一步强化京津冀与江浙沪、

沿海与内陆的联系， 起到“布下一颗

子，做活一片棋”的作用。

国家发改委国土所所长肖金成曾

对媒体表示,与石家庄相比,德州离北

京更近,一旦融入首都经济圈，所获得

的加速度可能更大。

“外企”占半壁江山

为加速与京津冀的对接，在 2014

年举办的“第四届中国·德州太阳能开

发利用博览会” 上， 500 余名专家、客

商与德州市企业家汇聚一堂， 共商合

作发展大计。 签约的 88 个项目中，与

京津冀合作的项目占比超过一半。

半年前，《中国企业报》 记者实地

参观一家来自京津冀地区的民营企

业，在这里,千亩厂区里分布着一个个

车间, 一排排着装统一的女工正在织

着滤布,完全无暇顾及旁人进出。 而在

另一个车间, 男工人们则忙于操作数

控系统, 在轰鸣声中生产出一张张高

质量的滤板。

公司的管理人员称,“德州和京津

冀的联系一直很紧密, 我们就是河北

的企业,后来和天津合并,取名景津集

团,2012 年全部落地德州。 ”

落地后，景津集团从几千万的年

利润发展到 20 亿元，生产厂区也从百

亩到了千亩。“别看德州与河北景县相

隔半小时的车程, 德州给予企业的优

厚条件确实远远超越了河北。”该集团

相关负责人介绍,德州的金融、投资环

境都优化得不错， 在景县贷款到处奔

波，还拖延时间，而德州政府协调金融

机构人士蹲点企业， 指点企业如何办

理，节省了企业不少精力和时间。

景津的快速发展只是德州引入京

津冀企业的一个缩影。 近些年,德州将

生态科技城作为战略重点开发建设,

截至 4 月, 共落户项目 75 个, 总投资

608 亿元, 其中中商智慧总部基地、北

京恩源国际地理标志产品电子商务总

部基地等 42 个项目落户核心区和高

铁新区产业园,总投资 350 亿元。

8大产业留足空间

“融入京津冀一体化，能将我们更

快捷地带入到他们的大市场， 为我们

带来更多、更前沿的市场及科技信息，

并能进一步加速高端人才的引进，为

企业的长足发展奠定基础。”德州市发

改委副主任、 市经济合作局局长乔方

红说， 德州许多企业都对融入京津一

体化充满期待， 德州市为此也积极做

好准备工作。

据介绍，为推进招商引资、加速经

济发展， 该市最大限度地减少审批事

项、提升服务效能、优化营商环境，瞄

准全国一流目标，努力做到效率最高、

质量最优、成本最低、服务最好。

“为加速与京津冀地区的对接，

今年德州将着手建设科技成果转化

服务中心，切实将中心建成京津大院

大所技术转移机构的集聚区。 建设区

域性技术（产权）交易市场，切实将市

场建成科技服务机构的集聚区。 ”乔

方红表示，将围绕全市 8 大工业产业

集群、47个工业产业基地、107家龙头

企业建设，培植一批带动力强、税收

贡献大的财源支柱企业和产业基地；

培植一批科技含量高、具备核心技术

的高新技术企业和产业基地；培植一

批产业链条长、带动能力强的产业龙

头企业和产业基地；培植一批就业吸

纳能力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产业

基地；培植一批特色优势明显，能够

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和知名度的企

业和产业基地，形成适应当前经济发

展阶段的产业体系。

对接合作不止是产业。目前，德州

市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

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北京

大学人民医院等实现医疗合作。同时，

德州市正加大黄河北展区、 黄河故道

森林公园等景区绿地建设， 积极打造

面向京津冀的养老医疗服务和旅游、

休闲基地。

以科技、金融、产业三者的融合

创新为总抓手，以推进京津地区科技

成果在德州转移转化、促进德州实体

经济转型升级为目标的“京津冀协同

发展科技成果转化基地”， 经山东省

技术转移转化中心规划，将以 150平

方公里的德州生态科技城为核心承

载体，针对科技成果的转化，形成“孵

化圈、服务圈和产业圈”，重点承接京

津地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形成山东

省对接京津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桥

头堡。

兴办“创客空间”

创新的目标是促进创业， 创业

的结果是推动创新。

为响应“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德州已制定出响应方案，为创新创业

团队和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低成本、

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的“众创空

间”， 在全市营造创新创业的浓厚氛

围。 2015年以来，在德城区、禹城市、

齐河县、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县市

区建设有效满足大众创新创业需求、

具有较强专业化服务能力的“众创空

间”5 个以上。 加快推进与中关村天

使街、车库咖啡、36 氪等创新型孵化

机构、创新型科技金融机构、创新型

科技服务机构的对接合作，逐步推进

中关村创新创业联盟建设，将德州打

造成中关村创新创业的延伸区、拓展

区和加速区。

为将创新落到实处， 德州市至

此组建了 22家创新型产业集群战略

联盟。对每个产业深入实施“五个一”

工程， 实施“三年千企升级行动计

划”，制定“一对一”个性化培植方案，

优先支持一批科技型小微企业成长

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构建资金支持体系

产业革命源于科技创新， 成于

金融创新。

在金融创新方面， 德州以打造

支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个性化金融

产品为目标，与黄河三角洲产业投资

基金合作设立的 “齐鲁创新基金”，

规模 2亿元。 目前，有限合伙协议已

由市财政局组织专家论证评审，正在

开展尽职调查，待提交市决策委员会

审议后，立即挂牌运营。 与昆吾九鼎

合作设立的“科技成果转化基金”，规

模 2亿元。 目前，两支基金已提前进

入项目筛选阶段。

为争取金融资本支持成果转

化，德州市创造各种条件，推动银行

业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提供个性化

金融产品。 目前，全市新成立科技支

行 5家。市科技局与青岛银行德州分

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青岛银行德州

分行五年内将向全市科技成果转化

项目累计发放 20亿元以上贷款。 同

时， 设立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资金，专

项用于科技企业贷款贴息和银行风

险补偿。

随着社会资本的集聚， 德州以

股权众筹等渠道和形式，引导社会资

本进入众筹平台，支持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天使街股权众筹德州分平台”

已签约落地，该平台为天使街在山东

省设立的第一家区域性平台。青岛银

行德州分行利用互联网众筹网络平

台“财富 e屋”，为东君乳业首期融资

500 万元，一个月内，又为该公司融

资 2000万元。

引入智力资源

“2014 德州·京津大院大所对接

会 ”、“2015 中科院院士专家德州

行”、“山东省装备制造技术创新对接

会”等系列重大科技合作活动，在德

州轮番举办。

将京津地区的专家资源引进德

州、支持德州发展，是承接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据不完全

统计，近年来，德州邀请科研院所、高

等学校 198家， 院士专家 438名，全

市参加对接企业 589家，达成合作意

向 461项。 目前，全市已与京津地区

220 余家大院大所、400 余名院士专

家建立合作关系。 下一步，将深化与

中国科学院、机械科学研究总院等京

津地区大院大所对接合作，重点抓好

项目、平台、人才落地工作，并持续举

办“大院大所对接会”、“院士专家德

州行”两大特色品牌活动。

自去年京津大院大所对接会以

来，市科技局持续紧密跟踪，积极落

实与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对接成果。

不久前，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确定德

州市为“蓝火计划”试点示范城市，

并将德州列为“北方中心”重点打造。

还在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设立“中

国高校技术转移中心德州中心”，依

托德州应用技术研究院建设“高校联

合创新研究院”， 在生态科技城规划

建设“一园多校”的“国家大学科技

园”， 实现高等学校科技成果来德州

市转移转化。

除了与科研院校合作，德州还促

进各种形式的军民科技融合。经过前

期的梳理，与德州对接的京津地区军

工院校、 军队科研机构和军工企业

85家， 向全市企业推介军民科技融

合创新成果 600余项。德州还积极推

进与国防科技大学共建军民融合协

同创新研究院，打造军民融合、军地

合作的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创新平

台，共建信息安全产业园，在信息系

统工程领域承接和转化一批核心关

键技术和科技成果。

一小时经济圈

承接京津产业转移形同“手递手”

150 平方公里生态城

加速科技成果“一站式”转化

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城镇

化建设的加速，生产园区化成为德州市化工行业发展的必然

要求。

通过对现有企业改造升级搬迁、重组搬迁、新建项目进

园区（德宝路）等方式，实现化工企业在园区内集聚生产、集

中治污、资源优化配置和循环经济建设。通过多年的发展，德

州市各县市区根据自己特色化工产业，形成了六个特色化工

产业基地：德城区绿色盐化工产业基地、乐陵市精细化工产

业基地、齐河县新型煤焦化产业基地、临邑县特色石油化工

产业基地、平原县生态化工产业基地、运河开发区新型煤基

化工产业基地。

依托当地的棉花资源，德州市大力发展纺织服装业。 目

前，德州纺织服装行业已经形成了涵盖化纤、棉纺织、毛纺

织、印染、针织、服装、家纺、纺织机械、纺织器材及产业用纺

织品等行业小类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 夏津县荣获“中

国棉纺织名城”、陵县荣获“中国产业用纺织材料名城”、禹城

市荣获“中国半精纺毛纱名城”等称号。

近年来， 德州市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取得了长足进

展，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市场竞争能力不断增强，取得了较好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已成为德州市的新兴产业。

2014 年规上企业 185 家，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772 亿元，

同比增长 24.3%。 在该市四大战略新兴产业中，实现主营业

务收入居首位，占八大产业合计的 8.7%。

德州市新材料企业和科研机构加大科技投入，企业自主

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截至 2014 年，全市新材料企业拥有国家

级企业技术中心 2 家，占全市工业领域的 29%；省级企业技

术中心 15 家，占全市的 21%。 新材料产业集群主要包括土

工用纺织材料、碳（炭）素材料、复合材料、碳纤维材料等。 据

此，形成了 4 个专门的产业基地：陵城区土工合成材料产业

基地、临邑新材料产业基地、武城复合材料产业基地、庆云新

材料产业基地。

德州市作为工信部授予的第一批“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

基地”，是首批 62 个示范基地中唯一的生物产业基地、是全

国 22 个“国家高技术产业(生物产业)基地”中唯一以生物制

造为主体的产业基地，产业核心区禹城市荣获“国家火炬计

划生物产业基地”等多项荣誉，先后承担完成国家火炬计划、

国家重大科技支撑课题、省级技术创新项目计划等 80 余项，

取得省级以上科技成果 65 项，其中国家技术发明奖两项、国

家科技进步奖 1 项、省级科技奖项 15 项；拥有 10 个国家级

新产品，4 项填补国内空白； 主持制定和参与制定国家及行

业标准 42 项；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34 项。

德州市电子信息制造业涉及 9 大类、15 小类，主要集中

在电子元件工业行业、电子信息机电产品工业行业、电子工

业专用设备工业行业三大类中，初步形成了以金融器材、电

子元器件、数字仪表、智能网络终端、汽车电子等传统优势

产品和以太阳能光伏、半导体照明、集成电路封装材料等为

代表的新兴产品的产业发展格局。 2014 年电子信息制造业，

主营业务收入过 5 亿元的企业 13 家，现有省级电子信息产

业园 1 家、 省级工程技术中心 2 家、 市级工程技术中心 17

家。

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德州农副产品深加工产业规模升至

全市八大产业集群第二位。近年来，德州涌现出飞达集团、扒

鸡集团等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和一批省级、市级重点龙头企

业。 2014 年， 九个产业基地主营业务收入合计达到 1200 亿

元。

德州先后被授予“中国扒鸡之乡”、“金丝小枣之乡”、“中

国粮油食品城”、“中国实木家具之乡”、“中国食品馅料城”、

“中国辣椒城”等一系列国字称号。拥有古贝春、中椒英潮、中

澳集团、鼎力枣业、飞达集团、中谷淀粉等一批省级技术中

心。

经过近 20 年的快速发展， 德州市装备制造产业整体规

模和技术水平等都上了一个大台阶，截至 2014 年年底，全市

装备制造业拥有规模以上企业 629 家，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890.42 亿元。

全市装备制造业主要涉及的产品有数控金切机床、大型

及重型数控加工中心；中小型客车、三轮四轮棚车、汽车刹车

片、密封件、车桥；装载机、公路施工机械及液压件；钻探、采

油设备及其配件；压滤机、城市垃圾处理设备、电梯配件；核

电装置配套大型铸锻件、风电主轴，大型风电部件及太阳能

利用设备等。

装备制造业竞争力日益增强

农副产品规模总量超千亿

电子信息产业特色优势明显

生物产业承担多项国家火炬计划

建材和新材料行业全面协调发展

节能环保产业实现良性循环

纺织服装业力争建成示范区

化工业逐步实现“生产园区化”

本报记者 江金骐

产业扫描

李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