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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产业技术研究院 2022年 1月

2021年度工作盘点

编者按：2021年以来，市产业技术研究院（郭永怀高等技术

研究院）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强化党建引领，聚焦

产业需求，充分发挥“千里海岸线、一条创新链”龙头载体作用，

抓平台融合、助产业契合、促成果转化，一步一个脚印，树品牌、

扩产出、育生态，用科技汇聚向上力量，用创新打造支撑产业现

代化的核心引擎，用行动创树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发展的“威海模

式”，以“1+4+N”创新平台体系能级跃升助力“三链协同”发展争

先，成为全市产业创新发展的强劲支撑。

威海市产业技术研究院

工作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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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有效塑成。市产业技术研究院（郭永怀高等技术研究院）

充分发挥龙头载体作用和“事业单位+实体公司”灵活机制，引领推

动“1+4+N”创新平台体系融合聚合，探索出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

发展的“威海模式”，被人民网、新华网、大众日报等媒体报道 80

篇次，平台的成就感、企业的获得感、社会的认同感有效提高。

体系有序扩容。聚焦七大产业集群和十条优势产业链创新发

展需求，“1+4+N”创新平台体系新纳入平台 8家、总数达到 25家，

延伸设立研究中心、联合实验室等各类创新机构 72家，总数 147

家，覆盖七大产业集群和所有区市、开发区，产业链与创新链融

合发展的“基本盘”进一步夯实筑牢。

平台有质提级。“1+4+N”创新平台体系 7家单位新入选省级

新型研发机构，总数达到 18家，占全市 64%；5家绩效评价为

优秀，分别获得 100万元绩效奖励资金支持。

成效有力彰显。在创新平台体系助推下，全市高新技术产业

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从 2019年 49.5%、全省第 4，提

升到 2020年 60.13%、全省第 2，2021年 68.21%、全省第 1，牢

牢站稳创新发展“第一梯队”。

“威海模式”趟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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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走进”精准对接。常态化、精准化开展平台走进企业、企

业走进平台“双走进”活动 527次，按照“一产业一主题、一区域一

特色、一平台一方案”，开展专题对接 15次；建立企业需求和平

台供给“两清单”，梳理企业技术需求 227项，平台供给成果 359

项，达成合作 73项。

技术产出精准高效。各平台新组织实施科研项目 255个，获

得国家级、省级支持项目 39项，开展关键技术攻关 129项，解决

企业技术难题 191项，授权专利 457项；全市 139项重点科技创

新项目和 100 项“卡脖子”关键共性技术攻关，“1+4+N”创新平台

参与面超过 50%。

高端人才加速聚集。各平台新引进（合作）院士 7人、总数

23人，新增国家级、省级领军人才 17人、总数 68人，新增博士

学位人才128人、总数376人，新申请泰山系列人才12人。“1+4+N”

创新平台体系加速成为全市密度最大、增长最快、创新最活跃的

人才高地。

产研合作模式多样。创树“创新在平台、产出在企业”合作模

式，并在天力电源、隆泰石油、国珑智能等 10多家企业推广；发

挥“揭榜挂帅”模式，3家平台参与重点产业关键共性技术揭榜

挂帅，其中，天智创新研究院揭榜承担我市首个“揭榜挂帅”项目

——鱿鱼加工自动化装备研发，实现工程应用，并与 30多家企

“产业导向”结硕果



- 4 -

业达成订购意向；打造“联合培养”模式，与哈尔滨理工大学共

建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首批确定 35家企业、30名产

业导师，意向培养 220名研究生，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创新的育

人机制；探索出“科技副总”挂职模式，武汉理工大学威海研究

院选派总校 23名专家教授挂职 28家企业“科技副总”，探索出柔

性引才、带动科研成果与项目同步转化落地的新机制；吉林大学

威海仿生研究院成立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7名博士后开展项目

研究、成果转化。

产业支撑打开新局。积极推动“1+4+N”创新平台围绕七大产

业集群及十条优势产业链，新实施产业化项目 95项，新孵化引进

企业 50多家；累计获批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33家，国家科技型中

小企业 84家，规上企业 2家，省级、市级专精特新企业 3家；8

家平台参与碳纤维产业链联盟，13家平台参与船舶与海工装备产

业联盟。市产业技术研究院围绕强链延链补链积极开展项目招引，

新引进航天科工二院 25 所与哈工大共建威海激光通信先进技术

研究院；新引进创业黑马在我市设立威海黑马独角兽企业加速中

心；新引进轻量高效特种电机、惠朗智能印控、3D视觉检测、碳

纤维材料自动化设备等产业化项目 7个。

重点产业支撑有力。深化建设山东省高端医疗器械创新创业

共同体，集聚“政产学研金服用”全要素，合力推动产业集群壮

大发展。目前，纳入成员单位 99家，梳理“卡脖子”技术 95项，

重点攻关 55项，其中 21项实现突破；实施技术研发、平台建设



- 5 -

类项目 85项，成果转化成新产品 20个，授权发明专利 57个，取

得二类以上医疗器械注册证 25个，培育孵化企业 22家，主板上

市企业 1家，新增产值超过 100亿元。获批省级专项扶持资金 3200

万元，有效助力我市高端医疗器械入选国家创新型产业集群试

点，并以 621亿元品牌价值位列 2021 年山东省优质产品基地品

牌价值榜第一名。

竞合机制激活。进一步优化平台绩效考核评价机制，与体系

内 23家平台一一签订年度目标绩效考核任务书，动态跟踪、年中

通报、年底述评，评价结果与扶持政策直接挂钩，奖优汰劣；在

体系内开展“树典型，促发展”比学赶超活动，不同角度推出 15

个典型平台、典型经验，引领形成比学赶超、竞合发展的良好态

势。

专项政策发力。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支持出台《关于支持

“1+4+N”创新平台体系人才发展的若干措施》，靶向实施市级领

军人才工程“配额制”、人才企业事业“双落户”、青年人才一次性

培养补贴、双向挂职交流、职称评审“直通车”等 7个专项人才政

策。体系内 4人入选市产业紧缺人才，15人申请青年人才一次性

补贴，8人挂职交流，4人申请周转事业编制。

金融资本助力。新参与筹建股权投资基金 1只；以股权投资、

“多链融合”育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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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合作方式支持 2个优质企业项目，完成投资 1000万元；支持

1个投资项目成功并入上市公司，实现产业链上下游垂直整合；

与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中泰证券 3家金融机构建立战略合作，

拓展多维度金融服务，助力项目产出。

专业机构赋能。引进国内创新创业服务领域首家上市公司创

业黑马，为企业提供孵化、加速、成长、上市全生命周期服务，

首批 43名企业家纳入黑马产业加速计划。成立科技服务联盟，

区分技术转移、知识产权、法律维护等不同类别签约纳入 16家专

业机构，为创新平台体系提供“一站式、一条龙”创新服务。

品牌赛事促引。举办第二届“郭永怀之星”大赛，吸引中国科

学院电工所、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澳睿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等创新团队及科技型企业 68个项目参赛，14个项目签

署落地意向书，以赛为媒、以赛促引、共谋发展。

报：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

送：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办公室，各区市党委、政府，国家级

开发区工委、管委，综保区工委、管委，南海新区工委、管委，市直

有关部门、单位，理事会成员单位，“1+4+N”创新平台体系成员单位。

威海市产业技术研究院 2022年 1月 27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