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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19日 星期五走过30年走过30年

如 果
说胶州湾是青岛给大海

的一个深情拥抱的话，那么城
阳工业园，就在这个拥抱的最深

处。这片胶州湾北岸的土地，盛产当
下中国最火的“中国名片”：高铁。

是的，这片行政审批面积只有 4.85
平方公里的热土，却拥有生产高速动车组
占全国 60%的份额的企业。而汇聚了一
大批轨道交通生产企业的年轻的城阳
工业园，也在这一龙头产业的带动

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工业体
系，走上了开发区发展的

“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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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申孟哲

9月15日，一项投资10亿元的“复古”项目在青岛城阳工业园正式确
立。

之所以说“复古”，是因为该项目的投资对象——有轨电车，在现在的
中国已经不太多见。这一起源于德国柏林的古老事物，最早兴建于 1881
年。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也在随后的几十年内，成为世界上许多大城市
的“标配”，在许多文学家的笔下和电影的镜头里，成为人类迈入工业文明
的美好回忆。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中期，传统有轨电车逐渐衰
落，汽车取而代之成为了世界的主流。

青岛城阳工业园要做的不是恢复传统电车，而是在现代科技手段下研
发高能、优效又环保的现代有轨电车。

与汽车公交、地铁等相比，虽然有轨电车一次性投资较大，但若以30
年为一个周期，则总体投资与汽车公交相差无几。在同等条件下，现代有
轨电车的使用寿命通常为30年，达到常规公交大巴的4至5倍，且单位里程
的运营费用比公共汽车低 50%左右。而若与地铁相比，现代有轨电车线路
的投资仅占地铁的 1/8至 1/6，运营成本则是地铁的 1/3。同时，现代有轨
电车的建设周期仅为地铁的1/3左右，无论是运营速度还是能耗、环保等方
面，都与地铁相近。

在今年 2月份下线的样车上我们看到，该车由三节车厢组成，全长 30
多米、宽2.6米、高3.5米，像是简化版的城铁。车上设有50余个座椅，三
节车厢总载客量超过300人，运行时最高时速可达70公里。

该车辆还有许多“国内首创”的技术：在国内首次采用永磁电机驱
动，首次采用铰接转向架技术等等。这些技术使得该车转弯灵活、曲线通
过能力强，使车辆在高效安全的同时，转弯时几乎没有噪音，实现了环
保、低能耗。

而车厢地板仅高出地面35厘米、每个乘椅旁都有呼叫按钮等设计，也
最大程度地方便了老人、儿童及特殊乘客，体现了设计方面的“以人为
本”。

更重要的是，这条全长近 9公里、投资 10亿元、覆盖城阳区大部分重
点区域的“有轨电车示范线”，大部分都是“城阳制造”。

据介绍，该项目的运营车辆，目前拟采用园区内南车四方股份有限公
司生产的100%低地板有轨电车，车辆门窗、内装、座椅等设备均在当地配
套，预计车辆本地配套化率可达到 50%以上。项目产业带动的新增产能，
可达300亿元，进一步丰富青岛轨道交通产业形态，拉长产业链条，为打造
轨道交通装备千亿级产业链提供新的增长点。这一示范线的建设，也为青
岛市的产业发展和工程建设提供了极强的示范带动作用。

而这一项目的产业链涉及研发、制造、组装、工程配套及运营服务
等，具有产业关联度高、技术资金密集、吸纳就业能力强、发展潜力大等
特点。预计到 2016 年，南车青岛四方公司将全面掌握现代有轨电车总成、
牵引制动、控制系统等核心技术，实现车辆、轮轨、供电系统、信号系统
本地化设计与制造，预计实现有轨电车产业销售收入70亿元。

目前，有轨电车项目已开工，路基进度较快，进入局部铺轨阶段。而
轨道供电系统以及站点等配套设施都会按计划建设，整个工程稳步推进
中。按计划，今年底，这一示范线项目就能实现空载试运行了。

“青岛市十大先进制造业功能区”之一，“山东省优质产品基地”、“国
家轨道交通装备产品重要出口基地”、“国家级高速列车产业基地”、“新型
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级新材料产业基地”……一个个响亮的头
衔，代表着今日青岛城阳工业园的辉煌业绩。

而这一切从无到有，仅用了8年时间。
2006 年，经山东省政府批准，城阳工业园这一省级开发区正式成立。

2013 年，经山东省政府批复同意，该区调整了规划位置，行政审批面积
4.85 平方公里。从成立之初，园区就坚持以“大投资、大发展”为主旋
律，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通过规划布局、机制创新、项目推进、产业升
级等方面的整合提升，不断加大基础设施投入，以工业经济、外向经济成
为青岛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8年间，城阳工业园已初步形成了以高速列车产业基地、新材料产业基
地、橡胶产业基地、物流产业基地四大特色为主的新型工业体系。2013
年，园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41亿元，实现工业总产值540亿元，完成到账
外资 1.4亿美元，实际利用内资 30亿元，完成外贸进出口 15亿美元，固定
资产投资完成80亿元，完成财税总收入28亿元，公共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1
亿元。

良好的投资环境，也吸引了国内外众多投资。截至2013年底，城阳工
业园完成到账外资约 10亿美元，实际利用内资约 150亿元。目前园区工业
企业达到600余家，其中规模企业达到92家，世界500强企业2家；服务业
企业1000余家，其中规模企业23家。

毫无疑问，其中最有特色的莫过于轨道交通产业集群。
这片位于城阳棘洪滩街道的土地，现在已经是全国轨道交通产业最密

集地区，聚集了60余家轨道交通装备生产企业，其中以南车股份、庞巴迪
为龙头的规模以上企业就有22家，年产值约500亿元。

作为全国动车组四大主机厂中的两家，南车股份、庞巴迪生产的高速
列车占到全国的60%份额，同时，中国1/4的城轨地铁车辆也出自这两家。
两家企业产品，还远销阿根廷、伊朗、新加坡等世界多个国家，年出口额
约 8亿美元。而南车股份，也是全国唯一拥有高速列车集成国家工程实验
室、国家高速列车总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四大研发平台的企业。

而轨道交通，也成为这里未来发展的重心所在。这片总体规划面积83
平方公里、核心区 40 平方公里的土地，把“世界动车小镇、生态宜居新
城”作为未来建设的总体定位，将重点发展轨道交通、页岩气与轨道交通
产业相关联的新材料等高端制造业和适应轨道交通产业发展需求的现代服
务业、房地产业、公共服务业等。

以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产业为主导，集居住、休闲、商贸、文化、旅游
等功能为一体的现代化动车小镇，就是城阳工业园的发展目标。预计到
2020年，该区的轨道交通产业产值达到1000亿元以上。到2030年，这一数
字将达到2000亿元以上。

为什么能在短短8年时间有如此快速的发展？城阳工业园有着自己的
思考。

“首先是科学规划。从园区建设之初，我们就确立了坚持规划引领的
思想，以规划引导建设、以城市设计指导地块开发，调整优化产业结
构，确保二三产业协调同步发展，实现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协调，同时
按照‘先规划后建设，先地下后地上’的开发建设原则，适度超前建设重要
的基础设施，不断优化发展环境。”城阳工业园的负责人这样告诉我们。

要发展，就要引来“凤凰”。在全国的开发区建设过程中，招商都是
非常重要的一项。而能取得目前的成绩，城阳的经验是，以优势产业和
龙头企业为基础，坚持产业招商、服务招商理念，积极拓展招商思路，
构建招商网络，创新招商方式，实施招商选资、定向招商，积极引进上
下游关联企业，加快产业集聚。

而要引来“凤凰”，首先要筑好引凤的“巢”。这一“巢”，就是基础
设施。

城阳工业园首先具备了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在公路交通方面，它
地处青岛市北部交通要塞，多条国道、省道贯穿辖区，与环胶州湾高速
公路、济青高速公路、青银高速公路、烟青公路、308国道等连线形成极
其便利的公路交通网络；在铁路交通方面，它距胶济铁路城阳站仅 5公

里，铁路运输线通达全国主要城市；在空港海关方面，园区距青岛流亭
国际机场 10公里，是中国批准对外的一类航空港口；在海港码头方面，
园区距青岛港 20 公里，距前湾港 40 公里，优势也非常明显。在此基础
上，城阳人也在不断完善自己的基础设施。截至2013年，园区在基础设
施方面的投资已达25亿元。

同时，能否有一个高素质、高效率的行政管理体制，也常常是决定
一个开发区是否能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此，园区先后建立完善前期
手续办理“带办、领办”以及“项目现场办公”等多项创新机制，不断
提高政府服务效率，提升园区经济规模和发展活力。

而开发区要实现长远发展，科技、人才是最终的决定因素。为此，
城阳工业园坚持将科技进步作为立区、强区之本，制定出台政策，鼓励
引导企业设立研发机构，加大科技三项经费投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同时，依托良好的产业基础，积极推进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在项目开
发、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建设、工程中心及实验室建设、产学研联合体建
设和研究生培养基地等领域广泛合作，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

建区以来，累计实施技改项目 100余项，完成技改投入 90亿元。目
前，园区共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6家，拥有国家级技术中心 2家、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2家、工程实验室1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1家，省级技术
中心 2家，市级技术中心 14家。其中，仅轨道交通产业从业人员总数就
约3万人，其中各类科研技术人员万余人，拥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专家和
行业领军人物。

作为城阳工业区产业核心的轨道交通装备产业，是 《国务院关于加
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 确定的高端装备制造业中的五个
重点发展方向之一。从国外权威机构预测和国内铁路规划情况看，国内
外轨道交通产业市场方兴未艾，潜力巨大。

而频频在领导人出访中被推介的中国高铁，是中国的新“名片”。站
在开发区新的历史起点上，作为中国“高铁心脏”的城阳工业园，也将
迎来新的战略机遇期。

青岛城阳的“现代化传统项目”

中国轨道交通的“城阳心脏”中国轨道交通的“城阳心脏”

开发区建设的“城阳经验”

城阳工业园大事记
2006年青岛城阳工业园获山东省政府批复成立。
2013年青岛城阳工业园获山东省政府批复同意迁址青岛轨道交通产业

开发区，同年，青岛城阳工业园与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车
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建立长期的、
全面的、深度的战略合作关系。

航空港航空港

国家高速列车产业基地

园区是国家级高速列车产业基地，目前已聚集了60余
家轨道交通装备生产企业，其中以南车股份、庞巴迪为龙
头的规模以上企业22家，年产值约500亿元。南车股份、庞巴
迪作为全国动车组四大主机厂中的两家，生产的高速列车占
到全国的60%份额、城轨地铁车辆占全国 25%的份额。

国家级新材料产业基地

引进了以清华大学“新型陶瓷与精细工艺”国家重点
实验室成果转化生产基地、国家火炬计划青岛新材料产业
基地、国家“863”项目产业化基地、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工所、
青岛市新材料研究重点实验室为代表的新材料产业企业和
科研机构，初步形成了以先进陶瓷无机非金属新材料、锂电
子电池材料、高性能塑料合金材料、轻质合金及高分子材料、
新型绿化建材及土木合成材料等为主的产业群体。

橡胶产业基地

橡胶工业基地是青岛市十大工业园之一，总投资40亿
元，密炼胶中心、全钢子午线轮胎、供热中心和胶囊厂等
项目已投产，将形成年产330万套全钢子午线轮胎和1000
万套半钢轮胎的规模，为亚洲最大的炼胶中心。

物流产业基地

物流产业基地占地1735亩，拥有青岛物流产业基地、
陆路物流中心、航空物流中心及普洛斯物流、中远物流等
100多个集智能化、多元化为一体的现代物流企业，是青岛
市北部物流中心。

城阳工业园特色产业

高架桥夜景高架桥夜景

城阳工业园居住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