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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制造业乘上自贸“东风”，2023年“小目标”划定

项目将超100家，产值破1500亿
□半岛记者 王媛

近年来，青岛以智能家电、轨道交通装备、新能源汽车、船舶海
工装备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加速崛起，2018年，全市规模
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增长6 . 8%，工业占全市国民经济比重为37%
左右；规上装备制造业实现增加值同比增长8 .8%，占规上工业的比
重达49 . 0%；全市规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长8%，占销售产值比重
15 .8%。
眼下，山东自贸区青岛片区已挂牌，借此“东

风”，青岛先进制造业规模将快速扩张，创新能力
将显著提升，高端产业集聚程度提高，进出口贸
易大幅增长，协同创新格局逐步形成。2023年，
青岛片区先进制造项目将超100家，产值突破
1500亿元。

通过推行商事制度改革、“极简
审批”等改善营商环境的措施，会使
自贸试验区内注册成立公司极为简
便；同时，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
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外商投资保护
机制等制度的落实，也会对外资企业
产生强大吸引力，省内其他地市的企
业也将积极来自贸试验区设立子公
司抢占政策先行的高地，可以有效地
补全、拉长青岛片区乃至全市的产业
链条，扩大制造业规模。
初步预测，未来三年可带动全市

新一代信息技术等7个重点产业新
增工业产值2500亿元。
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体系、

优化外籍及港澳台人才发展环境、促
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等政策，将使自
贸试验区内法治环境更加完善，知识
产权保护更加有力，可以解除高科技
企业、高端团队和人才在此发展的后
顾之忧，企业创新升级也更容易获得
金融支持。企业将联合金融机构、高
校和科研院所建设产业创新平台，科
技成果转化速度和效益将不断提高，
尤其是先进制造业企业的创新热情
将更加高涨，片区创新能力和水平势
必日益提升，助推先进制造业更好更
快发展。
预计未来三年，青岛可新增3～

4家省级以上制造业创新中心。
第三方检验检测结果采信和机

构互认、通关便利化以及创新“两头
在外”业态的保税监管模式等提升贸
易便利化的措施和制度，可以极大地
刺激先进制造业企业开展产品、技
术、设备等进出口贸易的积极性。而

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区域合
作交流便利化等措施，可以带动更多
依赖国际市场的相关制造业产业发
展，加快高端产品研发，打造国际化
品牌，提升企业在国际价值链中的地
位。
自贸试验区建设，有助于制造业

规避贸易壁垒和贸易摩擦，为制造业
提供市场化的交易场所，公司进出口
业务和境外融资将更加便利。
一批国内外先进制造业企业将

到自贸试验区投资落户，将完善战
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等高端
产业链条，形成具有辐射带动作用
的高端产业基地。同时，国内外的行
业领军企业落户自贸试验区，必将
产生溢出效应，通过产业链上下游
的影响，带动本市其他区域产业的
集聚发展。
通过青岛片区建设，将充分发挥

青岛片区内海尔、正大药业、华大基
因等大企业平台拉动作用，鼓励开放
共享创新资源，通过配套产业需求带
动一批中小企业加快发展，推进片区
产业与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并通过各
类平台集聚共享高端创新人才，提升
创新发展能力，加快向创新驱动转
型、向产业链高端迈进，逐步打造大
中小企业开放共享协同创新的局面。
通过青岛片区建设，将推进主导

产业与上下游延伸产业相结合，加强
产业集聚发展，构建生产技术先进的
主导产业与增长率高的关联产业协
同发展模式，引导专业分工和协作配
套，延伸产业链条，形成相互依托、相
互支持的产业集群。

目前，在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
验区青岛片区内，拥有通用五菱、海
尔中央空调、正大制药、海尔滚筒洗
衣机等重点先进制造业企业30余
家，2018年实现规上产值逾500亿
元。
下一步，应对标国际一流标准，

突出片区特色，注重政策系统集成、
城市功能的有机更新和资源的优化
提升，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
作，扩大先进制造和服务业领域开

放，聚焦技术溢出和带动能力强的高
端产业和关键环节，坚持“蓝色、高
端、新兴、低碳”的产业发展定位，瞄
准“产业链高端、产品链高质、价值链
高效”的转型升级方向，大力实施品牌
战略、创新驱动战略，培育形成智能装
备、集成电路和芯片、液晶面板、新能
源汽车、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仪器仪
表等多个新兴产业集群。争取到2023
年，青岛片区集聚先进制造项目100
家以上，产值突破1500亿元。

2023年先进制造项目过百

智能制造产业崛起，2023年产值超
700亿元。
依托海尔、西门子、明匠制造等国

内外智能制造龙头企业和天河智造青
岛研究院等重点院所，吸引国外创新要
素和推动企业智能化升级为重点，创建
智能制造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省内
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中心、人工
智能特色装备中心、半导体研发生产中
心、家电智能制造研发中心等创新支撑
平台，落户一批工业4.0规模定制项目，
推进高端数控机床、先进成型装备及成
组工艺生产线、智能机器人等项目，打
造以智能制造为支撑的产业集聚区。
力争到2023年，智能制造产业产值

超过700亿元，形成国内知名的专业化
智能装备制造业产业基地。

新能源汽车产业加速赶超，建成重
要生产基地
加快上汽新能源汽车乘用化改造

和整车生产能力提升，构建新能源汽车
产业生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
“乘用车为核心、新能源客车与专用车
为重点”的发展格局，带动配套零部件
产业高端化发展。
瞄准动力电池、储能技术和新材料

等新技术，扶持力神新能源电池和铝锂
子电池、青岛蓝科途电池隔膜、膜材料
的生产研发，形成动能完备的新能源汽
车产业链条，加快引进新能源电机、先
进变速器、轻量化材料等生产项目。
力争到2023年，新能源汽车及零部

件产业产值达到500亿元，逐步建成国
内重要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

集成电路和芯片产业初具规模，
2023年形成完整产业链
推进芯恩、安润封测、亨芯半导体、

中微创芯项目扩大产能规模，尽快完成8
英寸、12英寸芯片生产线和光掩模版生
产线布局，扩大12寸芯片生产线产能。
瞄准国际集成电路龙头企业，积极

引进下一代先进工艺、大尺寸晶圆生产
线，推动制造迈向高端。大力发展特色
制造工艺，提升功率器件、模拟、数模混
合、MCU等芯片的规模化生产能力，以制
造工艺能力提高带动设计水平提升。
围绕海工装备、新能源汽车、5G通

信等重点领域，满足高功率、高频率、高
效率等特殊应用需求。
力争到2023年，集成电路和芯片产

业产值规模达到50亿元，形成从设计到
应用的完整产业链条。

液晶面板产业力争突破，2023年出
货量全省第一
加快推进上达电子柔性显示芯片

基板、OLED智能高端装备制造设备基地
等重大项目建设。着力引进京东方、华
星光电、中电熊猫等知名高世代显示面
板生产商，做强面板产业。
培育引进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

记本电脑、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
（AR）、车载显示终端等终端整机骨干企
业，以龙头整机带动面板、材料、器件的
加速聚集，实现集群化发展。力争到
2023年，液晶面板产业产值超过50亿
元，按面积计算出货量达到省内第一。

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产业加快扩
张，2023年产业规模超120亿元
依托华大基因，率先在全国城市范

围内实现对基因相关的出生缺陷和肿
瘤的有效控制，逐步建成国内领先、国
际一流的精准医学研究院；依托青岛海
洋生物医药研究院，大力开发抗肿瘤、
降压、降糖、降脂等系列海洋药物，加快
建设生物技术药物发现、评价、检测、安
全监测等公共技术平台，推动药物生产
技术标准国际互认。
依托佳康医用器材(青岛)有限公

司、利康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开发可
穿戴、便携式等移动医疗和辅助器具中
高端产品，研发新型医用生物材料、表
面活性材料、高分子材料，推进高端现
代伤口护理、手术室防护、隔离产品等
高风险项目产品的研发。力争到2023
年，产业总体规模超过120亿元。

仪器仪表产业抢占高端，建成国内
知名产业基地
依托中电科高端仪器仪表科技园，

加强高端重大科学仪器和通用电子测
量仪器的研制，聚焦微波毫米波、光电、
通信、基础测量，开发应用于卫星、通
信、导航、雷达、科研、教育等方向的技
术产品。建设青岛仪器仪表产业研究
院，争取引进艾默生等国内外知名企
业，力争建设成为国内知名的高端仪器
仪表产业基地。
推进大型电子信息系统的工程建

设，重大装备、通信与电子设备、软件和
关键元器件的研制生产，构建一批国内
一流的中试线、生产线、装配线和机加
工中心，形成国内电子领域完整的研
究、设计、试制、生产及试验能力体系。
力争到2023年，产业总体规模超过80亿
元。

先进制造业规模将快速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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