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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赛道跑出加速度
——山东加快工业企业梯度培育观察

新华社记者 孙晓辉 邵鲁文 高天

国家级制造业单项
冠军企业235家、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
1163 家，数量均位居
全国前列。作为拥有全
部 41 个工业大类的省
份，一批拔节生长的企
业不断涌现，成为山东
推动现代化强省建设的
有力支撑。

立足工业基础优
势，山东挖掘一批科技
创新能力强、产品质量
优 、 财 务 状 况 健 康
的“种子企业”，通过
精心培育，推动企业成
为 产 业 链 建 链 延 链
的“主攻手”、供应链
上的“配套专家”，为
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
入了强大动能。

锚定自主创新
“冠军企业”不断涌现

铸件最大单重约160吨、一片风机叶片长达
100 多米、一个轮毂直径约 5 米……走进山东国
创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各类大型风电装备琳琅满
目。目前这家企业风电铸件国内市场占有率在
30%以上。

鲜为人知的是，短短一年时间内，国创精密便
实现了从省级单项冠军到国家级单项冠军的跨越。

“创新是实现飞跃发展的关键。”公司副总经
理张振强说，公司技术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
始终在5.5%以上，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在风电
装备赛道跑出了加速度。

近年来，山东不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强
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以企业的科技创新助
推产业革新，一批“冠军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在
齐鲁大地涌现。目前，山东的国家级制造业单项
冠军企业数量居全国前列。

泰山玻璃纤维有限公司是国家级单项冠军企
业。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密密麻麻的玻璃纤维正被
织成透明、纤薄的电子布。公司总经理助理姜大勇
说，通过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我们
可以将玻璃拉成直径为头发丝二十分之一的玻璃
丝，并织出“薄如蝉翼”的电子布。电子布可用于
高精尖电子产品电子线路板基材的生产，有效助力
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等尖端产业发展。

从传统制造到高端产业，从本土深耕到全球
布局，这两年，一批企业深耕海外研发，不断提
升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

一粒粒直径约0.8毫米的金属丸砂，在山东开
泰集团的生产线上完成从原材料到系列成品的蝶
变。锈迹斑斑的万吨巨轮经过抛喷丸处理后，可
以焕发新的光彩。在轨道交通、航空航天、工程
机械以及海工装备等领域，开泰集团的产品得到
广泛应用，相关产品的市场份额居全球前列。

开泰集团副总经理吴成民说，公司在成立发
展之初，就将“大头在海外”列为发展战略目
标，勇毅走出国门、探索海外并购、建立海外研
发中心，已形成了“三国五地”的全球布局。

山东省宏观经济研究院战略规划研究所所长
刘德军说，“夺冠”绝非一日之功，意味着企业
要在生产技术、工艺上取得领先，在产品质
量、市场份额等方面走在前列。“冠军企业”不
断涌现的背后，是技术创新、智能制造、全球布
局的同频共振。

记者从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了解到，2025
年，山东力争新培育国家级单项冠军和“小巨
人”企业300家左右。

产业聚链成群
“携手”发展壮大

从一两家龙头企业到一条产业链，在山东各
地，上下衔接、协同发展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正
在加速完善。

在位于山东肥城市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年产
2.5 万 吨 电 池 级 碳 酸 锂 生 产 线 加 紧 运 转 。 如
今，瑞福锂业已成为“链主”企业，带动本地锂
电新材料产业链协同发展。多家企业间实现了碳
酸锂生产线、氢氧化锂生产线、硫酸及蒸汽原材
料生产线的通用生产设备共享。

肥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王峰介绍，目
前，一条涵盖锂矿石加工、锂电池钠电池原材
料、正负极材料、电池电材组装、锂电池回收综
合利用的全周期、闭环式产业链初具规模，有效
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

“聚链”方能“成群”，随着梯度培育体系成
效显现，单项冠军引领示范，专精特新企业不断
涌现，促进产业集群迅速壮大。

在山东青岛，仪器仪表产业发展生态繁
盛，各类企业梯次成长，已入围国家级先进制造
业集群名单。“链主”企业海克斯康是国家级制
造业单项冠军，艾普智能、海研电子、众瑞智能
等专精特新企业在智能电表、电机检测、海洋监
测等领域的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

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山东多条
产业链向高端跃升。数据显示，山东已培育国家
先进制造业集群 6 个、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20
个，2024年省级以上先进制造业集群实现营业收
入4.1万亿元。

为给更多中小企业“卡位入链”创造机
会，山东还发挥产业门类全、规模总量大的优
势，启动“十链百群万企”专项行动。

在近期济南市举办的人工智能产业链专场对
接活动上，100余家人工智能、集成电路领域上
下游企业和机构在此汇聚。通过对接“链主”企
业技术需求，不少中小企业获得了更多合作
机会。

济南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徐磊说，今年
济南计划举办供需对接活动400余场，服务企业
1 万家次以上，让更多有实力的中小企业在参与
产业链、产业集群建设中贡献力量。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山东将围绕11条标志性产业链、100个省级特
色产业集群两大重点，推动大中小企业需求精准
对接、合作持续挖潜、资源共享共用，进一步提
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提升产业集群竞争力。

厚植沃土
精心“选种”“育苗”

实现梯度培育，针对企业的“选种”是基
础。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中小企业处副处长米
思拓说，山东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挖潜强基行
动，累计对3万余家“种子”企业建档入库、精
准培育，有效推动优质中小企业提质扩容。

“我们对照专精特新和单项冠军企业评价指
标，建立优质企业重点培育清单，并实行动态管
理 ， 做 到 符 合 条 件 企 业 应 报 尽 报 、 应 入 尽
入。”滨州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
当地优质企业培育库在库企业达650家。相关部
门围绕企业专业化发展、经营管理、创新能力等
7个方面精准施策，逐企分析短板弱项，“一企一
策”制定成长方案。

在“育苗”过程中，山东依托工业互联网发
展领先优势，“一企一策”引导企业推进智能化
改造，为其插上“数字翅膀”。

位于滕州市的山东海特数控机床有限公
司，通过使用远程预测性维护平台，针对性地对
设备进行提前维保。“借助工业互联网平台，生
产效率和管理效率均提升 40%左右。”公司副总
经理杜明泽说。

根据山东发布的《2025年全省工业互联网赋
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工作要点》，今年山东将推动
全省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覆盖率达94%左右。

企业从“种子”一步步成长为“大树”，离
不开沃土的滋养。山东通过推出财政奖补、股权
激励、融资促进等系列支持政策，为企业营
造“发展土壤”。

同时，为让专精特新企业更好培养、留住人
才，近年来山东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制造业单
项冠军企业的人才职称评审制度进行创新。符合
条件的企业内具有突出技术创新能力、取得原创
性科技成果以及作出重大贡献的优秀工程技术人
才，可经企业董事长 （或研发团队技术带头
人）署名举荐，直接申报工程技术系列高级职称。

山东山森数控技术有限公司创新工作室主任
孙强说，通过“董事长举荐制”，公司新增3名高
级工程师、1 名正高级工程师，开展科研工作更
顺畅，已成功获评山东省软件工程技术中心、山
东省制造业创新中心培育对象。

数据显示，山东目前处于培育有效期内的创
新 型 中 小 企 业 26591 家 、 专 精 特 新 中 小 企 业
18071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163家。

从 创 新 型 中 小 企 业 到 专 精 特 新 中 小 企
业，再到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最终迈向
主业突出、综合实力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单
项冠军企业。如今，一条引领企业壮大的路径
在齐鲁大地愈发清晰。

在山东国创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对风电轮毂进行喷涂作业。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在山东魏桥纺织科技研发中心
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智能织机前
忙碌。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在泰山玻璃纤维有限公司，工
业机器人在搬运玻璃纤维产品。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