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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起来不错，挺稳当的。速度也不算太快，估计安
全性能也不错。”在齐河经济开发区的新能源汽车基地，
本报记者试驾完刚刚出厂的新车，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看着工人忙碌工作、汽车不停在钢架吊臂上移来移
去的场景，我们很难想象，齐河经济开发区的新能源汽
车在短时间内就有了如此的规模。

谈及为何要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孟令兴表示，是
看中了国家加快发展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战略机遇。“打
造新能源汽车产业，就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思路。”他
说。

从把新能源确立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到吸引喜特恩
特、御捷马、索荣等一批新能源汽车项目相继落户投
产，到 2013年上半年齐河被批准为“小型纯电动汽车管
理试点县”，率先开展小型纯电动汽车管理试点工作，再
到2013年年底被授予“中国新能源汽车制造城”，短短数
年间，齐河经开区就实现了从“零基础”到“国字号”
的跨越式发展。到现在，齐河的新能源汽车已经形成了
涵盖新能源汽车整车、车桥、车架、火花塞等的产业
链，仅相关的上下游企业就有 20多家，全年实现主营业
务收入30亿元、利税3.2亿元。

这些企业中不乏行业领导者。比如专业研发、生产
和销售新能源电动汽车的宝雅公司，与韩国专业研发生
产新型电动汽车和高尔夫车的 CT&T公司共同投资 60亿
元，兴建了山东喜特恩特新能源整车制造项目；有着细
分市场的领导者、行业标准的制定者美誉的专业生产电
动汽车企业河北御捷马车业，则在齐河投资 15亿元，上
马山东御捷马新能源汽车项目。

齐河的新能源汽车，也是山东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一
个缩影。

在目前的电动汽车行业内，如广汽、比亚迪等为代
表生产的高速电动汽车是一类，像齐河生产的低速电动
汽车是另一类。相比较而言，这种低速电动汽车造价较
低，每台售价仅为 2-5 万元，市场接受度较高；能达到
40-60公里时速、3天充一次电即可的低速电动车，也完
全能满足日常代步、处理日常事务的需求。基于这类考
虑，山东迅速抓住了电动汽车转型升级的战略机遇，成
长为全国小型纯电动汽车制造第一大省。仅 2012年，山
东就生产了 8.67 万辆低速电动汽车，占全国总产量的
60%。

齐河生产的电动汽车更是远销欧美。当地工作人员
告诉我们，由于国内市场还并不完善，而国际市场对

“齐河制造”的认可度更高，因此在海外市场往往能卖出
比国内更高的价格，因此企业也更倾向于出口。根据山
东省汽车协会提供的数字，自 2010年以来，山东已经向
欧美20多个国家出口了3万多台低速电动汽车。

就技术而言，以齐河为代表的国内低速电动汽车，
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技术上，都处于世界领先的地

位。而所谓的制约因素，是指目前国内低速电动汽车没
有行业标准、不能挂牌上路、国家无法给予补贴的困
境。在今年山东德州市的“太阳能大会”上，相关人士
告诉我们，今年国家发改委、公安部等4部委已经选择了
一些企业进行摸底测试，其中就有齐河的喜特恩特。而
到明年，这种没有资质的现状就有可能得到根本性改善。

孟令兴表示，在未来发展规划上，齐河计划加大培植
并壮大现有山东喜特恩特、山东御捷马等 13家企业力度，
进一步完善提升以新能源汽车制造、科技研发、销售于一
体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上下游链条，力争2015年达到200亿
级规模，2017年达到300亿级规模，2020年达到500亿级规
模。到 2015年，他们计划实现具备整车生产能力的新能源
汽车企业达10家，产能达50万辆的目标，成为全国重要的
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

像新能源汽车一样，齐河经济开发区还有许多处
于全国领先地位的优势产业。

比如齐河的远大模具有限公司，其生产的“轨道
焊接钢”，就属于自主研发、国内首创的高科技产品。
这种轨道专门用于高速铁路轨道和道岔焊接，可以消
除火车变道时产生的撞击，先后获得3项高铁建设供应
权，国内市场占有率100%。仅2013年，当时的铁道
部就从远大模具订购了 2000 多吨，销售收入 2 亿多
元。

而齐河经济开发区的中德设备公司，也拥有自
己的核心技术。其自主研发的500升罐体生产线获40
多项国家专利，设备节能20%，产品出口美国、加拿
大、俄罗斯等40多个国家。

像这样在机械装备制造行业内占据头把交椅的
“单打冠军”，齐河县有 35家。目前，全县规模以上
机械装备企业涵盖了机械装备全部7个子行业，产业
年产值近百亿元，占全县工业比重的21%。

正是由于这样的产业优势，2012 年，齐河县荣
膺“中国新兴机械装备城”称号。自此，齐河拥有了
机械装备制造产业的“国字号”品牌，也是首张全国
性的工业区域名片。

在孟令兴看来，这一名片之所以能落户齐河，得
益于该县机械装备制造业有规模、有制高点、有专门
的产业规划和布局。

产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产业链，更离不开高效的
优势产业集群。这也是目前齐河经济开发区的发展思
路。

还是以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海诺机械”为例，
在 数 年 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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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集群、打造现代产业体系的清晰思路：大项目—产
业链—产业集群—产业基地。他们以南融战略为依
托，围绕济南重汽集团作文章，紧紧抓住济南产业转
移的机遇，以晏子精铸、华樱铁路装备制造等项目为
龙头，吸引一批汽车配件生产企业落户，打造面向济
南的汽车装备制造基地；以中超电缆、慧通电缆为蓝

本，做强电缆产业；以天宇、鑫路通、巨威、运泰等
为主体，打造建筑机械、农业机械产业链；扶持远大
模具、和乐门业、派克机械等一批具有比较优势和特
色的装备制造业龙头企业做大做强。

14 年前，随着晏子精铸、运泰机械、天宇机械等
20家规模以上企业的涌现，带动的是齐河200余家微型
加工企业；而原在济南的派克机械、中德设备等企
业，则看中了齐河县区位、交通优势，带着省级技术
中心、省级实验室一起“嫁”了过来。这些来自济南
的大项目实现了当年引进、当年投产，产业集聚产生
了“磁场效应”，又吸引了来自济南的三洋电梯、天龙
机械等40余个项目落户。

这种机械装备制造集群加速集聚的情况，又反过
来吸引了一大批企业的落户。

比如针对宝鼎重工、华樱铁路装备制造等高附加
值企业，就规划了高端机械制造产业园和新能源汽车
产业园。其中，宝鼎重工拥有水冷钢锭模等8项专利技
术；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则依托喜特恩特新能源汽车基
地项目，引导了海诺机械、太阳汽车部件、鑫瑞熙车
架等一批汽配企业。按照规划，该园区建设完成后将
实现产值过百亿元，成为全国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出口
基地。

孟令兴表示，未来3年，齐河县每年将向机械装备
制造行业至少投入 100 亿元，推动这一支柱产业加快

向智能化、高端化发展，叫响“中国新兴机械装
备城”品牌。

冶金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以山东莱钢永锋、山
东宝鼎重工等 45家企业为龙头，以倾力打造全国重

要的冶金装备制造基地为依托，力争 3 年达到千亿级规
模，冶金装备制造产业被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授予“中国新型

机械装备城”。
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以山东喜特恩特、山东御捷马等13

家企业为龙头，以两年建成中国新能源汽车城为依托，抢抓齐
河被山东省列为“小型纯电动汽车管理试点县”机遇，力争 3
年达到500亿级规模，新能源汽车产业被授予“中国新能源汽车
制造城”。

煤化工及精细化工产业集群：以金能科技等31家企业为龙
头，以建设全国重要的煤化工及精细化工产业基地为依托，力
争3年达到500亿级规模。

高端食品产业集群：以旺旺工业园等7家企业为龙头，以建
设中国最大的干果生产基地为依托，力争3年达到百亿级规模。

现代物流产业集群：以山东盖世冠威、普洛斯 （齐河） 国
际物流园等18家企业为龙头，以全面争创国家级物流园区
为依托，力争3年配送额过2000亿级规模。

高端医药产业集群：以百多安医疗器械、朗诺
医药等4家企业为龙头，以建设全国重要的生物
医药产业聚集区为依托，力争 3年达到百亿
级规模。其中，百多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承担着3项国家“863”计划项目，是

“十二五”支撑计划的重要
组成部分。

齐河经济开发区
六大产业集群

齐河经济开发区齐河经济开发区
六大产业集群六大产业集群

“高大上”项目抢滩齐河开发区

本报记者 申孟哲

电动汽车驶向欧美 机械装备多项夺冠

零基础到“国字号” 优势产业集群优势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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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特恩特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生产线喜特恩特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生产线

开发区区位交通图

齐河，靠近黄河、土壤肥沃。今
年10月，在2014年中国中小城市综合
实力百强县（市）的评选中，他们首
次入围，排在第95位。

是什么让这个人口只有78万人的
县城做出如此显著的成绩？从齐河经
济开发区身上，或许我们就能找到成
功发展的缩影。

这个只有 85平方公里、6.5万人
的省级经济开发区，却以新能源汽

车、冶金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为龙
头，获得了“中国新型机械装备城”、

“中国新能源汽车制造城”等一系列
“国字号”头衔，在短短15年间，便
引来了 65 家投资过亿元的“高大名
外”项目，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发展
跨越。

正如该县县委书记孟令兴所言，
齐河经济开发区的下一个目标，就是
跻身国家级开发区行列。

为什么一个只有 6.5 万人的经济开发区，
能吸引如此多的“高大上”企业纷纷落户？

如果仔细观察齐河地图，答案就逐渐明
晰：交错纵横的国道、高速路、高铁、铁路
网，以及发达的物流业，带来了巨大的地理和
区位优势。

这里距济南市中心仅 11 公里，驱车 15 分
钟可达济南市区，20分钟可达高铁西客站，30
分钟可达济南遥墙国际机场。作为山东省首条
跨地市公交线路，济南—齐河公交线路更是将
齐河和济南两地融为一体。而京沪高铁，4条
铁路，4条高速公路，5条国、省道的路网，使
齐河经开区的货物 3.5 小时可到达北京和青岛
港口，通过青岛、天津港口出口货物 3天即可
到达日本、韩国，带来了巨大的物流优势。

同时，拥有1处院士工作站，30公里内有
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等 20余所知名院校及
科研机构，紧靠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德州工商中
专等本科及职业技术院校的地理条件，以及与
山东大学建立的全面合作关系、与 46所高校结
成人才战略合作伙伴，则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必
备的高素质人才储备；周围农村富足的剩余劳
动力，也可以满足企业对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及
用工的需要。目前，齐河经济开发区拥有省级企
业技术中心 4 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 9 家，市级
以上研发机构22家。

而深谙“环境就
是竞争力，服务就是
生产力”理念的齐河
经济开发区，更是把“开发区就是企业的服务
区，开发区工作人员就是企业服务员”作为服
务的座右铭，力争给园区内的企业提供最优质
的服务环境。

比如，不久前落户齐河开发区的投资 5亿
元的上海嘉好年产20万立方新型板材项目，现
在厂房基础建设就已进入紧张收尾阶段。项目
负责人贾建新表示，“没想到项目这么快就能
顺利落地，开发区的高效率、快节奏令我折

服。”
这种“第一时间落地”的成

果，来自于齐河经开区“让地等项
目，不让项目等地”的理念。他们
一方面节约集约利用好已规划土
地，使有限的土地发挥最大的经济
效益；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机关、工
作室及社区

（村） 三级
力量，提前
介入做通群
众 思 想 工
作，赢得理
解与支持。
今年，就先
后有 6 个区
中村实现无

震荡拆迁，清表面积
达 4600 余亩，涉及 16
个村的地上附着物清
点、清除工作全部在
规定时间内完成，未
发生一例因规划土地
迁占而引发的信访案
件，确保了项目如期
开工建设。

全年 21 个在建续
建重点项目 16 个实现

投产或部分运行；13个新近集中签约项目第一时
间落地；在今年开展的“转作风、优环境、促发展”
问卷调查活动中，营商环境满意率达100%……县
政府党组副书记、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李方庆感触颇深地说：“全心、全程、全员，亲情服
务只有起点，满意没有终点。”

成立于 1999 年的齐河经济开发区，在 15
年的时间里，已经先后荣获“全国‘十二五’
可持续发展开发区”、“首届山东省最佳投资园
区”、“山东省投资环境十佳园区”、“山东十大
最具发展潜力开发区”等多项荣誉称号。

“我们将抓住成为全省县域经济科学发展
试点的机遇，发挥园区集聚效应，围绕骨干企
业，延长产业链，促进产业升级，力争在‘十
二五’末跻身国家级开发区行列。”齐河县县
委副书记、县长王晓东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