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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科技工作概况

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全市科技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紧紧围绕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充分发挥科技部门创新组织

者作用，聚焦科技自立自强，在投入、人才和创新组织模式上进

行探索突破，推动全市科技创新工作“在全省重大创新布局中有

分量，在全省创新第一方阵中有位置”。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达到 2.48%（全省第 8），规上工业企业中有研发活动的

60.96%（全省第 2），每万名就业人员中研发人员数 118.38人年

（全省第 4）。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到 2325家（全省第 5），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到 1376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达到

69.05%（全省第 1），高新技术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达到 62.0%

（全省第 2）。我市成功获批国家创新型城市，在全国创新型城

市百强中居第 33位。

一、取得上级超常规支持，区域创新根基更稳条件更优。

争取更高水平创新载体支持。海高园争创国家农高区取得突

破性进展，荣成市通过首批国家创新型县验收，环翠区获评省科

技创新强县，区域创新格局加速塑成优势。争取到更高能级创新

平台支持。积极在医用材料、碳纤维、核能 3个领域争创国家级

重大创新平台。省政府批复建设威海先进医用材料与高端医疗器

械山东省实验室（郭永怀实验室），已完成事业法人注册、建设

团队入驻，初步确定研发团队 67人，其中固定和全时研发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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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人。凝练部署重大研究课题和关键技术项目 7 项，争取省级

支持资金 4180万元。2022年获批省海洋养殖创新创业共同体，

将打造成为支撑全市海洋产业向养殖生态化、生产智能化、产品

高值化方向转型升级的核心平台。获批先进核能、儿童药物 2家

省级技术创新中心、海洋电子信息与智能无人系统省级重点实验

室、5 家省级新型研发机构，全市各类创新平台总数达到 1237

家，其中国家级 27家、省级 380家。争取更高质量创新项目支

持。2022 年到位上级无偿资金超过 4 亿元，一系列重大创新项

目获批实施。承担实施省“核动未来”科技示范工程，支持哈工

大（威海）“海空天立体化观测项目”二期获批。获批省重大科

技创新工程 6项、，省乡村振兴科技创新提振行动项目 4项。

二、打造创新链体系，创新组织模式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

聚焦全市八大产业集群和十条优势产业链，体系化布局建设

医药医疗器械、碳纤维复合材料、船舶与海工装备、专用汽车、

信创（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效新能源、海洋生物、钓具等 8条

创新链，形成与企业“共同凝练科技需求、共同设计研发任务、

共同组织科技攻关、共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4个共同”新

模式，实现 6个转变，支撑产业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组织模式

由虚变实。由“喊在嘴上”变为“抓在手上”，通过设立 8个创

新链，将原本虚化、泛化的创新链，变为有专班负责的实体化创

新链。运行机制由条块分割变跨科室重组。局系统按干部所学专

业、擅长领域进行双向选择，突破科室局限，优选 43名干部跨

科室（单位）组建 8个创新链工作专班，调动全系统干部的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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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实现科室与专班的“优势互补”。创新资源由分散变集聚。

梳理挖掘 11 所驻威高校的 153个研发团队，包括 186名博士生

导师、571名教授在内的 1319名高校教师，并优选聘任 25位首

席科学家，精准匹配到 8条创新链上，促成团队与企业开展产学

研协同技术攻关合作 153项。科研攻关由粗放变精准。按照“4

个共同”工作思路，组织专家团队与企业共同凝练出 107项重大

关键技术，精准分为 4大类，包括卡脖子技术 49项、链条式技

术 22项、体系化技术 21 项、有裂变前景的颠覆性技术 15项，

为每一类技术制定推进策略，提供个性化跟踪服务，其中 7项获

国家立项支持，10 项获省级重大项目立项支持。服务企业由被

动变主动。把原本企业和高校之间自发低效的对接，变为有组织

的高效精准对接，共为 300 余家骨干创新企业提供个性化服务

400多次。在智能快递物流、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领域布局了 10

家由龙头骨干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参与

的“体系化、任务型”创新联合体，实现一体化研发。布局产业

由紧盯当下变顶层设计谋划未来。对颠覆性和有裂变潜质的技术

项目，进行“专题研究、专项论证、重点推进”，加速技术成果落

地并产业化，推动传统产业蝶变升级、新兴产业裂变发展、未来

产业前瞻布局。

三、“拨投贷保”联动，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支持创新。

谋划设计“拨投贷保”联动支持科技创新专项政策。联合财

政、金融、银保监局及各大金融机构开展政策创新，由科技部门

建立“卡脖子”攻关项目库，对入库企业提供专属支持。由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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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引导性的“拨”一块。政府基金带头“投”一块，对基金运

行单位考评时按实际投资额的 1.5-2倍予以确认。银行设计“卡

脖子攻关贷”专属信贷产品，提供额度不超过 2000 万元、无需

抵质押物、期限不超过 3年、利率不超过基准利率的专项贷款，

对新增贷款余额给予不超过 0.6%的风险补助资金。保险机构设

计“卡脖子研发损失险”，对投“保”企业给予不超过保费总额

50%的财政补贴。通过政策设计，可以全面调动各方积极性，实

现骨干企业“研发有钱投”“意外有保险”，加快突破一批核心

技术，产出一批硬核产品，更好支撑产业现代化。全力扩大金融

支持。运用科技成果转化贷款风险补偿和贴息政策，持续引导金

融机构发放科技成果转化贷款，2022 年为 274 家企业发放科技

成果转化贷款 17.83亿元，同比增长 98%。为 5家企业争取到股

权投资 5000多万元。

四、主动精准引人才，打破被动等人才评帽子局面。

主动引进培育国内高端人才。2022 年共入选省级以上人才

项目 46人（项），支持校地合作人才 21人，累计共培养校地合

作人才 111人，人才团队累计入选国家、省级项目 113项，获知

识产权 267项，为企业破解技术难题 134项。主动引进服务海外

高层次人才。加快山东省外国专家驿站建设，建成 6家分站，启

动海外联络站建设计划，组织线上对接交流活动 32场，促成合

作 11项，帮助专家解决各类问题 120 余项。举办山东省海外工

程师创新合作大会，签署技术、项目合作协议 11个，在线同步

收看人数达 10.4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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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强化创新主体培育，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更稳固。

实施科技型企业梯次培育工程。实施“科技型中小企业-高

新技术企业-科技领军企业”梯次培育工程，国家科技型中小企

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保持快速增长，获评省科技小巨人企业

35家、省科技领军企业 15家。在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山东赛区中，

获优胜企业（团队）31家（全省第 3），科创之星 11家（全省

第 2），获 6个竞赛领域的 3个冠军、3个亚军（全省第 1），4

家企业获第十一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优秀企业。新增 1家国家级

科技企业孵化器，总数达 9家，5家孵化器入选省品牌科技企业

孵化器。持续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全社会研发投入 83.27

亿元，其中企业投入占比达 98.2%。实施 140个重点科技创新项

目，完成年度投资 28.59亿元，投资完成率达到 109.5%，授权专

利 306件、申请专利 578件、引进人才 427人、形成新产品 497

个、实现经济效益 10.5亿元。

六、做优做强科技服务，持续优化完善创新生态环境。

广泛集聚创新资源要素。市政府与科技厅签订《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关于支持威海高新区创新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从 7个方面对我市给予支持。成功举办第五届中韩创新大赛、第

十九届中欧膜产业技术创新合作大会等活动，吸引 27个高端人

才和优质项目落户我市，持续打造国际创新特色品牌和对外开放

新高地。举办名校直通车走进哈工大暨威海科技创新合作大会等

活动，梳理“企业技术需求”“高校可产业化成果”两张清单，

全年达成产学研合作 100 项。2022 年山东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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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市举办，广泛宣传展示我市重大科技创新发展成果，展示我

市良好创新生态。完善成果转化服务体系。获批开展省科技成果

评价改革试点，起草制定科技成果分类评价规范地方标准，参与

全省科技成果评价第三方机构行业联盟建设，规范引导第三方机

构开展评价。支持建设成果转化中试基地，破解成果转移转化难

题，获批省海洋功能食品中试示范基地 1家、省级技术转移服务

机构 2家，全市完成技术合同成交额 169.7亿元。深化科创资源

开放共享。深化科技云平台服务，发布研究开发、知识产权、技

术交易等服务事项 500 余项，累计形成各类科技服务订单 1500

余笔。加大文献、科研仪器共享力度，整合共享中外科技论文、

专利、标准等科技文献资源超 3亿篇，推进科研仪器资源共享，

入网会员单位 1900 余家，入网仪器 1700 余台（套），原值 12

亿元，在全省位列第 4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