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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推动经济增长的潍坊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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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创新创业环境 、 集聚创新资源 ， 是地方实施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重要

途径 。 潍坊地处山东中部
，
产业结构偏向重工业且以资本密集型为主 ，

结构比

例失调 ， 增长方式粗放 ， 企业创新能力不足 。

▼


２０ １ ４ 年 ， 潍 坊 市 ＧＤＰ 增 速 ９％
， 位务一创业培训一天使投资一幵放平 台

”

四

居 山东 全省第十 。 ２ ０ １ ５ 上半年 ＧＤＰ 增速位一体运营模式 ， 借助清华科技园资源 品

８％
，
低于去年同期 ，

转型已迫在眉睫 。 但牌 ，
重点以孵化服务为主 ，

通过路演遴选全

是 ，
潍坊创新资源不足 ， 在 山东并没有优国范围内的高成长性

“

种子项 目
”

，
实施培

势地位 ，
而且创新资源受青岛 、 济南的

“

虹育 、 咨询 、 投资 、 重组 、 品牌 、 管理、 技

吸
”

效应明显 ，
难以留住创新人才和资源 。 术创新等系统化服务 ， 辅以启迪天使基金 、

在这种形势下 ， 潍坊市解放思想 ， 创新观念 ， 创投基金和产业并购基金 ，
育成初创项 目

，

通过 引进创新平 台的方式 ，
有效带动创新促进 中小企业、 创业企业的快速成长壮大。

资源的集聚 ， 进而吸引创新成果转化落地 ，
中科创新园定位于创新前孵化和产业

有效培育 了新产业 ，
探索 了一条具有一定转移加速阶段 ，

重点以技术转移 、 成果转

工业基础但创新资源不足的城市创新驱动化和产业化为 主 ，
导入 中科院先进适用技

发展道路 ， 值得借鉴 。术 ， 嫁接提升现有产业 ， 引 入高端项 目
，

为建设 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 ， 潍坊市完善产业链条 。

一

方面 ，
中科创新园紧密

一

方面不断优化宏观环境 ， 推进商事制度结合潍坊本地产业特色 ，
建设 ３０ ０ 平方米

改革
，
实行企业注册登记程序便利 化 ， 将的中科云 创 （ 众创空 间 ） 和 ２ ００ 平方米的

审批时限缩至 ３ 小时
，
降低企业准入门槛 ，

ＣＡＳＬＡ Ｂ（ 前沿技术实验室 ）
，
为入孵企

实行科技创新券制度 ， 支持企业创新创业 ；
业的研发 、 经营 、 办公提供场所等公共基

另
一方面 ， 潍坊市以

“

蓝色智谷
”

为载体 ， 础设施。 另
一方面

，
中科创新园积极开展

引进北京大学燕园科技园 、 清华大学启迪首都科技条件平 台潍坊基地建设 ，
对接 中

之星孵化基地 、 中科创新园 ，
并完善科技科院北京国家技术转移中心 ，

整合中科 院

Ｉ晬化服务的不同环节 ；
ｉ

匕京分院的科技人才团队 、
硬件设施』

丨ｆｉ ｉ

｜截至 ＠前 ’

“

蓝色 智
１

谷
”

已引 胃企业与中科院北京国家技术转 ｆ多中
■心Ａ 彳乍共建

｜７ ３ 家
，

聚集产业基金 ５ 支 ， 转移转化科技 潍坊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和 中科院北京 国家

１成果 ３０ 多项 ， 承办第四届 中酬新创业大 技术转移中心潍坊中心 。

ＨＩＭ軸东赛区等创新创业活动 ４０ 多场次。北大燕园科技园重点依托北大工学院 ＇

清华启迪之星 （ 潍坊 ） 孵化器定位在 北大中文系 、 北京高校联盟、 燕 园资本等

科關顯倾細綱 ，
雜

“

ｉ？倾 麵魏 ， 专奸冑紐妒业及文化创

２ ０ １ ６年 ４月 号总第２ ３ ９期９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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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产业的发展 ，
重点在海洋生物 、 文化艺术 、利用的资源为平台服务 ； 创新平台负责

“

引凤
”

，

新材料 、 金融等产业领域 ， 引进成熟企业和高有足够的动力吸 引各类创新创业资源到潍坊聚

端项 目
，
侧重增强关联产业综合实力 。集 。

在引进高水平创新创业平台的基础上 ， 潍二是创新创业平台建设要有稳定的创新资

坊市建设中美高科产业园和潍坊高新 区硅谷创源支持 ， 否则 就成为
“

空中 楼阁
”

。 当前
，
全

源孵 化器 ， 充分利用 国际创新 资源。 中 美高国兴起创新创业热潮 ， 新建 了很多创客空 间 、

科产业园引入前中美贸易谈判美国首席代表 、
孵化器 。

但从总体上看
，
多数创客空间 、 孵化

ＵＳＴＲ 副代表 Ｌｅ ｅＳａｎｄｓ 先生为首的资深发展器还停留在提供硬件基础设施的层次 ， 缺乏稳

顾问作为股东 ，
吸 引多领域多层次社会资本投定科技成果来源和创业 团 队支持 ， 难以发挥应

资进入 。
２０ １４ 年 ３ 月 ，

潍坊高新区硅谷创源有的作用 。 潍坊的中科创新园 、 清华启迪之星

孵化器在硅谷揭牌运营 ， 成为潍坊市首个海外孵化器不仅建设创客空间 ， 还把中科院 、 清华

科技企业孵化器 。 目前 ，
已有超过 ４０ 多 家创大学及相关单位的创新创业项 目不断吸纳进这

业公司入驻 。 潍坊通过参与孵化器的运营 ， 借些创客空间 ， 为潍坊提供优质的科技创新成果

助其成熟的运行机制和科技 、 市场 、 人才 、 金和创新创业资源 。 同时 ， 引进的三大创新平台

融资源 ， 打造链接全球高端要素的窗 口
， 并以形成聚集效应和品牌效应 ， 推动 了地区社会创

此为桥梁 ， 吸 引硅谷科技人才前来创新创业
，
新力量的聚集 ，

将以科研人员为核心的
“

小众
”

打造潍坊
“

海外孵化 、 国内加速
”

的示范样板 。和以广大群众为基础的
“

大众
”

有机结合起来 ，

持续进发出创新活力 。

经验与启示三是创新创业平台发展要与地方产业基础

潍坊通过 引进创新平台 ， 探索创新驱动转与发展方向相结合 。
三大创新平台紧密结合潍

型发展道路
，
形成的经验值得借鉴。坊的产业发展基础和特点 ，

有的放矢地开展创

—

是通过引 进创新资源 ， 弥补创新能力不新创业活动 。 比如 ， 中科云创立足于潍坊制造

足 ， 形成创新比较优势。 创新资源和资本一样
，
业优势

，
引进以超导磁体为主的新力超导公司

，

具有逐利性 。 有创新资源不
一

定能用好 ， 用好年产值过亿 。 北大燕园科技园立足于潍坊地理

又不
一

定非得占有创新资源 。 潍坊认识到 ， 以信息系统的优势 ， 引进北大数研院无人机项目
，

优惠的政策措施吸引投资只是
“
一时之计

”

，
难预计未来 ３ 年将产生 １ ００ 亿元的产值。 启迪之

以持续助推区域的转型发展 ，
而通过吸引创新星立足于山东的传统饮食文化 ， 孵化 １ ２ ３ 网络 ，

平 台集聚创新资源是破解区域创新劣势 、 形成已建成 ２０－３ ０ 家分店 ，
２０ １４ 年开始孵化天瑞

相对竞争优势的可行路径 ， 引进创新平台比引光 电公司 ， 为军用导航仪提供核心部件 ，
２０ １ ４

进企业更为重要。 这样 ， 政府与市场形成了有年产值已过千万元 。 Ｗ

效分工 ， 政府负责
“

筑巢
”

， 能够调动一切可以作者单位 ：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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