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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技术创新平台是实施创新活动的重要载体,对提升创新能力进而推动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为促进科技创新与

产业发展，选取山东省六类典型技术创新平台进行分析，梳理总结不同平台的建设模式及特点，分析存在的问

题并提出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山东技术创新平台建设走在全国前列，但仍存在布局不均衡、重复建设问

题突出、协同创新机制需加强、产业支撑能力不足等问题。提出要优化整体布局、打造高端平台、强化企业创

新、加强过程管理、落实扶持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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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echnology innovation platform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to implement innovation activities,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innovation ability and then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promot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ix types of typic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latforms in 

Shandong province are selected for analysis, the construction mod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platforms are sorted 

out and summarized, the existing problems are analyzed an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Shandong technology innovation platform is in the forefront of the 

country, but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unbalanced layout, prominent redundant construction, the need to 

strengthen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mechanism, and insufficient industrial support capacity. It is proposed to 

optimize the overall layout, build a high-end platform, strengthen enterprise innovation, strengthen process 

management, and implement supportive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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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平台是指以科技企业为主体，聚焦于科技前

沿，以创新为导向，协同一致地完成某一项目或者产品的研

发
[1]
。技术创新平台是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创新

型省份建设的重要载体,对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和推动区域经

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5]
。2018年《山东海洋强省建设行动方

案》将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列为重点行动内容之一,提出依托

创新平台开展技术创新,推动海洋产业创新发展
[2]
。目前山

东已建设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36个，数量居全国第二，

获批建设3个国家技术创新中心、136个省级技术创新中心，

数量居全国第一。在全国开创性提出并布局36个省级创新创

业共同体，带动112个市级共同体建设，基本形成“1+30+N”

创新体系
[3]
。新型研发机构建设稳步推进，全省备案数量达

419个。 

但是，随着新一轮创新平台加速部署与发展，传统技术

平台面临转型或改建，必将在新旧平台高效衔接、不同类型

平台功能定位、整体布局管理等方面凸显一些问题。因此，

文章重点总结分析各类技术创新平台发展现状与运行机制，

梳理新时期山东技术创新平台发展需求，厘清新旧平台更迭

衔接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技术创新平台统

筹发展的对策建议，以供参考。 

1 山东省典型技术创新平台建设模式梳理分析 

1.1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山东共建有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36个，仅次于北京,

居全国第二，从区域分布看，山东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分

布较为集中，青岛、济南、烟台三地数量占总数的61.1%，

其中青岛数量最多，共有10家，其他主要分布在威海、潍坊、

临沂、聊城、德州、东营、济宁、淄博等地市。从分布领域

看，山东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呈现高度聚集态势，制造业、

农业、医药卫生和交通领域共占总数量的75%，其中农业领

域最多，共有8个。从牵头单位性质来看，企业牵头2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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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75%，其他由高校和科研院所牵头。 

1.2 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山东共有3个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获批复，是除北京以外，

全国获批最多的省份之一。3个创新中心分属交通、能源和

农业领域，体现了山东农业和工业大省的产业地位。其中高

速列车中心由中车集团和青岛市政府联合牵头建设，盐碱地

综合利用中心由中国农科院和黄三角国家农高区牵头建设，

体现了大型央企和国家科研机构对山东创新实力和前景的

认可，也充分彰显了山东各级政府部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的决心。燃料电池中心由潍柴动力牵头实施，体现了山东

企业在该领域的行业龙头地位。 

1.3 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截至目前山东共建有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273家，数

量仅次于广东和江苏，位居全国第三。从分布区域看，省级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全省16地市均有分布，实现了地级市的

全覆盖。其中济南数量最多，共拥有360个，占总数量的

28.3%，淄博和潍坊成为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的中坚

力量，分别建有127个和116个。烟台、威海、青岛、济宁也

是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主要分布区域，分别拥有95个、

91个、77个和74个中心，其他地区建设数量在20-60个不等。

从领域分布看，制造业占有绝对优势，全省共建有298个，

占总数量的23%，凸显了山东制造业大省的地位。农业、医

药卫生等民生保障产业及材料、信息等新兴产业中数量也非

常可观，均在150家左右，是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重要

分布领域。其他如能源矿产、化工、轻工纺织、建设与环境

保护、海洋、现代服务、生物技术等领域均有一定数量分布。

从依托单位性质来看，企业依然是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

设的主体，共建设了951家，占总数的75%，高校和研究院所

建设数量占22%，值得注意的是，有37家医院、测试中心等

公共服务机构也承担了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建设。 

1.4 省级技术创新中心 

山东已批复建设136家省级技术创新中心，数量居全国

前列。从分布区域看，省技术创新中心在十六地市均有分布，

其中济南、青岛、烟台分列前三，总数占全省57%，潍坊、

威海、临沂紧随其后，数量均为10个左右，其他地市建设数

量较少。从产业领域分布看，91%的省技术创新中心聚焦于

十强产业，其中现代高效农业领域数量最多，共有26家，新

能源新材料与之接近，共25家。医养健康、高端装备、现代

海洋分别为21家、18家和17家，也是省技术创新中心布局的

重点领域。除十强产业外，环境保护、轻工纺织和生物技术

等技术实力较强领域也有12家省技术创新中心分布。从主导

单位性质看，企业仍然是省级技术创新中心建设的主力，共

牵头了105家省技术创新中心的组建，其他31家（占比23%）

由高校和研究院所牵头，说明企业是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的

中坚力量。 

1.5 创新创业共同体 

截至目前，省政府已批准建设省级创新创业共同体36

家，带动全省建设市级创新创业共同体112家，初步建成

“1+30+N”的创新体系。省级创新创业共同体在全省16地市

均有分布，但仍在个别地市呈现出集中优势，如济青烟三地

共同体占总数的57%，其中济南最多，共有11家，位列其后

的青岛和烟台分别有6家和4家。从分布领域来看，共同体高

度聚焦于山东十强产业，除精品旅游、现代金融外，其他领

域均有分布，尤其是技术支撑需求较大的新能源新材料、医

养健康、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数量占比较大。省级创新创业

共同体主要由企业、政府、高校和研究院所牵头建设，其中

企业牵头数量最多共有25家，其次研究所牵头8家，高校和

政府牵头共3家。 

1.6 新型研发机构 

截至目前，全省已备案419家新型研发机构，基本形成

覆盖各市、涵盖主要产业链、多级分布、多元主导的新型研

发机构体系，整体水平处于全国前列。从分布区域来看，新

型研发机构遍布全省16地市，其中济南和青岛数量占绝对优

势，分别有72家和63家，数量占全省32%。烟台和潍坊数量

均在30家以上，居于第二梯队。威海、淄博、德州、济宁、

枣庄、日照、滨州等地分别有20家左右。其他地区数量较少。

从领域分布来看，新型研发机构也呈现两极分化态势。新一

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医养健康是分布较为集中的方向，

均在70家以上。新能源新材料、现代高效农业、科技服务均

有40家以上的分布。在十强产业中，高端化工、文化创新、

现代金融等领域建设数量较少。 

2 技术创新平台发展中存在突出问题分析 

2.1 区域与产业布局不均衡 

从区域分布看，山东技术创新平台呈现极不均衡状态，

60%以上国家级平台集中在济南、青岛、烟台三地，其中仅

青岛就有11个，占28%，亟需科技支撑发展的滨州、济宁、

日照、菏泽、枣庄等地市国家级创新平台数量空白，龙头城

市辐射带动作用发挥不足。省级平台因数量较多，但优质平

台仍呈现聚集态势，如1273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共

有603家集中在济南、淄博、潍坊三地，占比高达47%，部分

地市如菏泽、枣庄等仅有20余个。65%的省技术创新中心分

布在济南、青岛、烟台、潍坊四地，淄博、菏泽、德州等GDP

前位地区仅分别有1-4个省技术创新中心，对其持续维持经

济主力地区的地位不利。从产业分布看，有较长发展历史的

国家和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农业、医

药卫生等传统产业，这三个产业数量占了工程技术中心总数

的47%。419家省新型研发机构中，医养健康、新一代信息技

术、高端装备就有224家，占53%以上，文化创意、现代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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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领域仅有1家，与其十强产业的定位极不匹配。 

2.2 重复建设问题突出 

一是不同主管部门设立类似平台。例如依托东方海洋建

设的国家海藻与海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海珍品良种选育

与生态养殖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重点内容均为海藻、

海参的良种选育、养殖与加工，两者无法进行明确业务区分。

二是同类平台在同一方向设置多个发展方向类似的平台。如

省海洋食品工程中心、海洋功能食品加工工程中心、海洋保

健食品工程中心、鱼类加工食品工程中心建设内容均为冷冻

调理品、即食加工食品、保健滋补品等，存在发展方向雷同

或相近问题，没有根据行业发展方向进行明确细分，实现错

位发展。 

2.3 协同创新机制需加强 

部分省级技术创新平台，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创

新中心、新型研发机构等大多数机构仍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
[4]
，没有与产业链上下游科研机构、企业等创新力量开展协

同创新，仅围绕依托机构开展工作，在聚集资源与公共服务

方面发挥效力有限。 

2.4 复合型人才缺乏 

山东技术创新平台多依托企业、高校、科研院所设立，

职员多由原机构人员兼任，专业素养较高，但对于技术评估、

咨询决策、市场分析、法律金融等复合型人才缺乏，在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科技服务等方面开展不足，不利于发挥技术

创新平台的产业带动功能。 

3 推动山东技术创新平台统筹发展战略与对策建议 

3.1 加强顶层设计，优化整体布局 

将省级技术创新平台建设作为省委省政府重要工作内

容之一，协调各部门积极参与，形成共建共享机制，避免不

同部门相近平台的重复建设情况。根据地市资源特色和产业

发展需求，编制规划，指导合理布局建设各级各类技术创新

平台，带动全省经济特色化、差异化、高质化发展。 

3.2 集中创新力量，打造高端创新平台 

围绕山东创新型省份建设重大技术创新需求，建设高水

平、高起点、高标准的综合性高端技术创新平台。强化崂山

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等高能级基础研究创新平台建设，

筑牢科技创新成果输出基石。进一步整合和优化布局产业技

术创新平台资源。在现有3个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基础上，

重点围绕“十强产业”择优培育高水平省级技术创新中心，

适时推动进入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序列，保持山东国家级创新

平台领先态势。 

3.3 夯实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十强产业”跨越发

展 

进一步强化企业研发能力，夯实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

位。加快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各类创新平台建设，发挥龙头

企业、科技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支持校企共建、院企共建

高水平技术创新中心、创新创业共同体等综合性技术创新平

台。鼓励中小型科技企业积极参与新型研发机构、市级创新

创业共同体等平台建设，围绕行业细分领域突破技术卡点与

难点，在优势领域做精做强，成为行业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环，

为“十强产业”产业跨越式发展提供必要支撑。 

3.4 强化政策保障措施，推进各方协同创新 

在项目申报、人员配备、科研与试验条件配置等方面给

予重点支持，形成以学科带头人为核心，科研骨干、专业人

才和科研辅助人员梯次配备合理、专业互补的人员结构。制

定优惠政策引导商业资金、社会资金参与新型技术创新平台

投资建设，丰富资金来源渠道，建立商业化运行机制，全方

位保障创新平台快速健康发展。重点围绕山东创新省份建设

重大技术创新需求，聚集产业链条上下游资源，加强政府、

企业、科研机构与金融界等力量的协同，通过机制创新、技

术创新、模式创新等各层面开展技术创新攻关，聚焦产出顶

尖重大科技成果，解决重大问题，推进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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