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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淄博是一座依托资源发展起来的老工业城市。淄博因工业而兴、因工

业而强。在过去的岁月中，工业奠定了城市发展的基础，创造了许多辉煌。

在步入经济新常态的发展阶段，推动淄博老工业城市转型升级，重塑淄博

发展新的辉煌，最大的优势在工业，最大的潜力也在工业。但是，近年来

淄博工业在全省的优势地位出现下滑，面临着资源枯竭、新兴产业支撑能

力弱、能源资源环境刚性制约多等实际问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淄

博工业强市成为每一位淄博人的愿景。

本书分为十个章节。第一章 淄博工业铸就辉煌；第二章 淄博化工产

业转型升级；第三章 建材冶金产业转型升级；第四章 装备制造业转型升

级；第五章 淄博市精细化工产业转型升级；第六章 电子信息产业转型升

级；第七章 生物医药产业转型升级；第八章 新材料产业发展；第九章 新

能源与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第十章 全力以赴谋转型升级 凝神聚力建工业

强市。

希望本书的研究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为建设淄博工业强市提供新

思路。由于本人的能力有限，书中难免有疏漏或不妥之处，恳请各位读者

和同行给予批评指正。

商薇

2017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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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淄博工业铸就辉煌

齐风泱泱，淄水汤汤。淄博，这片诞生龙山文化和齐文化的古老土地，

这座拥有百余年近现代工业发展史的老工业城市，带着历史的风尘，踏着

时代的脚步，依靠全市人民的不懈奋斗，铸就了今天的万亿辉煌。回首百

余年历史，几多风雨，几多艰辛，风雷激荡，壮丽恢弘。这是浓墨重彩的

光辉史册，是可咏可叹的华丽乐章。

第一节 奋进的历程 辉煌的成就

淄博工业的渊源和发展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在当时就掌

握了先进的冶铁和冷兵器制造技术，临淄成为全国最大的工商业聚集地和

全国重要的冶金、纺织、制车、制陶、漆器制作、铸镜等手工业发展中心

之一，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手工业专著《考工记》诞生于此。明清时期，周

村已是“桑植满田园，户户皆养蚕，步步闻机声，家家织绸缎”，成为当

时中国丝绸最大的供货地和外销地。博山“陶者以千数”，成为名噪一时

的陶瓷产地，以“瓷城”遐迩闻名，同时，因西冶街及其迤西一带几乎家

家户户以琉璃为业，成为名副其实的“琉璃之乡”。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淄博的自然资源被帝国主义列强大

量掠夺，淄博现代工业在夹缝中艰难起步，资源型产业结构逐步形成。

以中德 1898 年《胶澳租借条约》签订、德华矿物公司 1904 年建立淄

川炭矿为开端，帝国主义逐步加紧对淄博自然资源的掠夺。根据有关数据

统计，1906—1914 年，德国掠走淄博煤炭 186.8 万吨。1919 年，第一次世

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将德国在淄博的矿产资源开发权转让给日本。1942

年，日本一年就从淄博掠走原煤 408.2 万吨。期间惘然不顾中国矿工生命

安全，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北大井惨案，536 名矿工罹难。1898—1945 年，

德日帝国在淄博掠夺铁矿资源达 47 年之久，并相继开办耐火材料厂和华北

轻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南定工场。

伴随着西方先进生产方式的输入，淄博现代工业开始起步。淄博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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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煤矿普遍应用蒸汽动力机器，煤炭产量大幅提高，占到全省的 60%以上。

1906 年，德国人建起淄博第一个电厂——淄川炭矿电气厂，博山率先办起

民营博山电灯公司，周村同丰缫丝公司建起发电所，民族电气事业开始兴

起，淄博在 1937 年共有发电机 25 台，总容量 1.51 万千瓦。1904 年，博山

玻璃公司成立，采用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工艺技术，被誉为中国新法制造玻

璃之始。1905 年，兴办博山下河工艺传习所，工匠逐渐回流，带动了陶瓷

行业复兴。

1904 年，胶济铁路及张博支线全线贯通，清政府辟周村为商埠，淄博

工商贸易开始活跃，谦祥益绸布庄、东来升绸布庄、大富洋行等一批老字

号逐渐兴起，淄博成为省内最大的蚕丝绸集散地和原产地，传统手工业逐

步发展壮大。上世纪 30 年代，周村漂染业居山东之冠。

淄博解放初期，山东新华制药厂由胶东迁来张店，山东人民政府工矿

部化学总厂在博山开工建设，第一家机械化国营纺织鲁新纱厂正式投产，

山东机器厂、淄博矿务局、博山电机厂相继建成，为淄博工业恢复重建注

入了新的力量。

这一时期，淄博市工业经历了两个大的转变。一是由手工业生产向机

器生产的转变；二是由家庭作坊式生产向工厂化生产方式的转变。到新中

国成立前，淄博市仅有工业企业 463 个，年工业总产值 6106 万元，占当年

全市工农业总产值的36.51%，而在工业产值中，煤炭工业的比重占42.76%。

当时，淄博市不仅工业基础薄弱，内部结构不合理，而且设备简陋，工艺

技术水平低，产品品种单调，档次低，产业结构处于畸形状态，没有合理

的发展。

由于长期战乱，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经济整体处于严重凋敝状态，

主要工业生产能力集中于采掘产品和消费市场服务的生活资料；工业自身

的技术水平很低；工业化所必需的资金、技术等资源严重缺乏。淄博市从

1950—1952 年，首先对遭受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进行恢复改造。煤炭采矿

业得到优先发展，到 1952 年全市乡办以上工业总产值达 8416 万元，其中

煤炭工业产值占 64.82%，煤炭工业比 1949 年增长了 1.01 倍。恢复时期的

工业发展并不仅仅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这一时期“国家订货”等对民

族资本大力扶持的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 1953 年开始到 1957 年，为适应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和优先发展重

工业的需要，国家充分利用了淄博市较好的资源组合条件，对淄博市进行

了大规模投入和重点开发。此间，全市共完成基建投资 2.28 亿元，其中工

业投资占 95.6% 。“一五”时期建成 78 个企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淄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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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厂最多的时期。大规模的工业投入使淄博市乡办以上工业产值在 1957 年

迅速升至 3.23 亿元，五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 30.9%。工业经济结构也迅速

发生变化，煤炭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在 1957 年降至 26.4%，其他主要行业

所占比重分别为：冶金 20%，机械 7.6%，纺织 10%，建材 9%；轻重工业的

比例由 1952 年的 57.4：42.6 变为 29.6：70.4；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

值中的比重由 1952 年的 39. 5%上升到 70%。“一五”时期的建设为淄博市

工业结构奠定一个基本的框架，全市初步奠定了以能源和冶金工业为主体

的重工业城市经济结构，淄博市由落后的农业区跃变为新兴的工业城市。

随着一大批重要基础产业的建立和发展，产业间相互依存度的不断增强，

相对完整和相对独立的工业生产体系由此得以初步建立。

在“二五”开始的 1958 年，在经济建设中，左倾错误思想占据了统治

地位，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口号。以“大炼钢铁”为主要内容的“大跃

进”运动在全国展开。在这个大环境下，淄博市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

对冶金工业给予了空前多的投入。1958—1960 年的 3 年间，冶金工业的投

入达 15374 万元，占同期全部工业投资的 43.17%，冶金工业出现了畸形发

展。1960 年，冶金工业产值 2.15 亿元，比 1957 年增长 2.5 倍，其产值在

全部工业产值的比重达 21.82%。1961 年，产值又降至 1.16 亿元，直到 1966

年才恢复到 1960 年的水平。国民经济的其他方面也在“大跃进”的推动下，

形成一种高投入下带有浮夸成分的高速增长。从工业发展速度上看，1958

年比 1957 年增长 78.26%，1959 年又比 1958 年增长 50.05%，1960 年又比

1959 年增长 14%， 1960 年全市实现工业总产值 9.86 亿元，比 1957 年增长

了 2.05 倍，达到“二五”时期的顶峰。不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高速度是不

能维持长久的。从 1960 年开始，工业生产不得不进行压缩，工业生产随之

出现了大幅度滑坡。“二五”的最后一年(1962 年)的工业总产值仅为 4.53

亿元，只及 1960 年的 44.61%。以后通过 3 年的全面经济调整，1965 年工

业总产值为 7.01 亿元，为 1960 年的 71.09%，但比 1957 年翻了一番。这一

时期的调整，基本理顺了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化工、建材、食品等行业

1965 年的产值比 1960 年翻一番。轻重工业之比由 1960 年的 22.68：77.32

变为 35.26：64.74。由于经济建设经验不足和以政治热情代替经济规律形

成经济大起大落。

1965 年，经过调整后的国民经济呈现良性发展，可是出于“战争不可

避免”的形式估计，使工业化完全脱离经济规律，生产力布局服从于“进

山、分散、经洞”原则，远离大城市，完全不顾及资源供给，形成了目前

地区之间产业结构关联度不高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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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1976 年，在这一时期，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严重影响和冲击着

我国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但由于国家计划和淄博市工业基础及党政领导

和广大职工的努力，就总体而言淄博市工业在这十年间仍然是一个上升和

发展的趋势。由于在现在的临淄发现了大武水源地，从 1966 年开始，国家

在淄博市投巨资兴建了齐鲁石油化学工业公司，为淄博市经济结构的建立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淄博市工业经济的支柱行业之一。与此同时，淄

博市的煤、铝、铁等矿产品及初加工产品，因受资源储量的限制，生产趋

于稳定。因此，冶金、煤炭等行业的增长势头减弱，而电力工业为适应工

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加快了发展步伐，1976 年发电量 38.76 亿度。这一时

期，医药、电子、丝绸工业也有了较快的发展。

1966—1976 年的十年间，淄博市的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 11.95%；工

业内部发生巨大变化，石油化学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达 44.92%，

机械工业占 13.26%，冶金工业占 10.31%，电力工业占 9.28%，轻重工业的

比重由 1965 年的 35.26：64.74 变为 1976 年的 17.02：82.96，淄博市重化

工业城市的特色愈加突出。

在这一时期，淄博工业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和国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第一个大型氧化铝生产基地——山东铝厂第一期工程建成，中共中央

办公厅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发来贺信，周总理发来贺电。朱德等党和国家

领导人先后到山东铝厂、张店砂轮厂等企业视察。同期，淄博市工业企业

研制成功国内第一台 100 立升搪玻璃反应罐、第一台为解放牌汽车配套的

汽车电机、国内第一支机制硅碳棒、国内第一条棕刚玉加工联动线、国内

第一台 1100 千瓦倾倒炉、国内第一个人工喉、省内第一台自制集成电路电

子计算机，建立了国内第一个专门从事氧化铝生产技术研究的厂办研究所，

建成国内第一座以重油为燃料的隧道窑，建成全国第一家磨料出口企业山

东金刚砂厂。博山电机厂、博山真空泵厂、昆仑瓷厂、省生建八三厂、淄

博电热电器厂、淄博无线电二厂、博山灯泡厂等为我国运载火箭发射、卫

星上天、潜艇下海做出了重要贡献，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贺

电表彰。

这一时期淄博工业得到长足发展，至 60 年代末，淄博工业企业的固定

资产投资占全省的 1/4，工业产值列全省第二位，用电量居全省第一位。70

年代，煤炭、铁矿石、铝等工业品的产量分别占到全省的 1/4、1/2 和 100%。

十一届三中全会奏响了改革开放的时代乐章，开启了风起云涌、波澜

壮阔的新时代。淄博工业的历史画卷也由此翻开新的一页。改革开放为工

业经济注入了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国有企业体制机制改革逐步深入，乡镇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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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异军突起，淄博工业的基础日益强化。

全市企业股份制改革开全国之先河，迈出了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第一

步。1984 年，周村镇长行村在全国率先实行了股份合作制改革，被中央部

委誉为全国股份制改革的先行者。1988 年，周村区被批准为全国首批农村

改革试验区，拉开了淄博市股份合作制改革试验的序幕。同年，山东农药

厂和中国第四砂轮厂分别改组为股份公司，并作为全国第一批股份制试点

企业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

1984 年，博山电机厂被确定为全省首批实行厂长负责制试点单位。1986

年，全市企业开始推行厂长任期目标责任制为中心环节的企业领导体制改

革。其后，全市所有企业实行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经济责任制，部分企

业试行了租赁制和股份制，企业兼并开始出现。

1992 年，国内第一家公司型封闭式投资基金——淄博乡镇企业投资基

金获批设立，总规模 3 亿元人民币。1993 年，淄博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

成立，成为全国规模最大、交易技术最先进、管理最规范的场外交易市场，

先后有 56 家企业挂牌交易，注册股民 50 万人，在全国引起了广泛影响。

这一时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为淄博工业注入了新的活力。1985 年，

中共淄博市委五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把发展乡镇企业摆到战略地位，提出

对城乡经济实行“挂、网、联”，乡镇企业工业产值五年内翻两番的目标，

乡镇企业迅速崛起。

1988 年 3 月，国务院批准淄博市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全市对外开放开

始起步。鲁泰、华辰等一大批企业实行了合资合作。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计划经济体制带给老工业

城市特有的深层次矛盾逐步加剧，体制性机制性矛盾集中爆发，淄博工业

进入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面对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全市上下进行了艰

苦卓绝的努力和探索，全力以赴抓调整，在调整中发展，在发展中调整，

为步入新世纪后工业持续快速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1992 年，乘邓小平南方讲话的东风，淄博工业进入深化改革新阶段。

1994 年，市委、市政府充分利用全国 18 个“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的政

策优势，在全市铺开公司制改革和资产重组。在 20 户企业进行了建立现代

企业制度试点，在 12 户中小企业进行股份合作制改组试点。1997 年 11 月，

齐鲁石化公司兼并淄博化纤总厂和淄博石油化工厂，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企

业兼并案。到 2010 年底，实施企业兼并、破产、收购 400 余户，涉及资产

总额 300 多亿元。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大量企业破产倒闭造成 10 万多产业工人下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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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善安置下岗职工再就业成为重中之重。1996 年，淄博市成立再就业服务

中心。1996—1999 年，全市通过各种渠道累计安置下岗职工 10.6 万人，年

再就业率保持在 60%以上，70%以上的破产企业职工实现重新上岗，再就业

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1995—1996 年，四砂股份、山东农药、华光陶瓷先后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新华制药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以

此为开端，淄博工业加快了进军资本市场的步伐。

1998 年，实施抓大放小、改革工业管理体制、改革市区两级财税体制、

企业内部改革等“四大改革”举措，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为发展区县

板块经济奠定了基础。

1999 年，创立淄博工业发展有限公司，集中运营市属 15 户企业的国有

资产，期间及时有效地化解了四砂股份的风险，组织实施兰雁、工陶、凤

阳、华辰等一批大中型企业整体改制。

市第八次党代会提出以人为本的理念，确定实施“结构优化战略”。

2000 年，明确了“三个层次、四个一批”的结构调整主线，并开始以“三

○”工程为载体，推动工业结构调整。同时，清理整顿了农村基金会，按

照国家要求，稳妥关闭了淄博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

1992 年，国务院批准淄博市为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同年，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被批准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招商引资

工作大规模展开，至 1999 年底，全市利用外资项目 1723 个，合同利用外

资 20.6 亿美元。先后与日本旭硝子、韩国三星、美国派瑞格等世界五百强

建立了合作关系。

进入新世纪后，全市上下牢固树立和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坚持科学

发展、内涵发展，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优化工业结构，不断推进工业

发展由粗放型向集约型、速度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工业经济呈现出

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

总体发展战略不断深化。2002 年，市第九次党代会提出实施“环境立

市”战略，加快建设经济强市、文化大市、绿色城市的总体目标。2007 年，

市第十次党代会提出了坚持把结构调整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线，把节能

降耗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把环境保护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命门”

的工作指导方针。随后进一步提出工业产业结构调整十条意见，统一全市

上下的认识，明确工业经济发展方向。2008 年，提出加快建设殷实和谐经

济文化强市的总体战略目标。2009 年，市委提出坚定不移走内涵发展的路

子，突出结构调整，突出统筹城乡发展，突出改善民生维护稳定的总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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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思路。2009 年，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分别对东岳集团、新华医疗

器械集团等企业进行了视察，并对淄博工业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希望和要

求。

国有企业改革向纵深推进。从 2003 年起，全面实施以产权制度改革为

核心的“二次改制”。采取引进战略投资者、鼓励经营者持大股、职工参

股等多种形式，加快国有资产从一般竞争性行业中最大限度退出。完善国

有资产出资人制度，建立国有资产运营机构，形成了“市国资委—资产经

营公司—企业”的三级国有资产运营管理体系。对大成集团实施了国有资

产授权经营，并启动委派财务总监、年薪制、期股制试点。

产业结构调整更加扎实有效。2004 年，开始实施“双百工程”，“十

一五”实施“5 年 1500 亿”技改计划，提高了传统行业的技术和工艺装备

水平。2009 年，启动创新成长型企业培育计划。2011 年，启动推进重点产

业链发展工作，产业结构调整向纵深推进。

产业布局调整优化全面展开。从 2002 年开始，用 3 年时间对四宝山地

区水泥企业 43 条生产线进行了搬迁改造。2008 年，启动中心城区东部化工

区布局调整，对南部建材区进行综合整治，对张钢和焦化煤气厂先后搬迁，

产业布局调整优化初见成效，园区建设进一步加强，产业聚集度大幅提升。

高新技术、民营经济、招商引资“三个亮点”日益凸显。组织实施了

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和重大科技专项，加快科技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产业发

展迅速。新材料、精细化工、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重点领域具备了一定

的比较优势。涌现出一批起点高、竞争力强的高新技术产品。全氟离子膜

打破国外公司长期垄断，成功实现产业化。从 2003 年起，市委、市政府连

续多年出台扶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文件，实施“三年倍增”计划，开展“三

强竞赛”活动，突出抓好“四个一批”，民营经济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重

要力量。从 2004 年开始，招商引资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号工程”，引进了

西门子、西铁城、中化集团、山钢集团等一大批战略投资者。同时，鼓励

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参与国际交流与竞争，大力推动跨国经营，淄博工业

开始全面融入全球经济。

生态文明建设攻坚战全面打响。2005 年，启动生态市建设，先后实施

两轮碧水蓝天行动计划，累计投资 230 亿元，整治污染企业 4800 多家，新

上治污设施 680 多台套，全市 8 条主要河流全部达到恢复鱼类生长要求，

整体水环境恢复到 1985 年以前水平。2006 年，在全省率先成立市政府节约

能源办公室。加大节能减排考核和处罚力度，实行节能减排目标问责制和

“一票否决”制，对违法排污企业实行顶格处罚。2007 年，山东省“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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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小”、节能减排“第一爆”，三台 5 万千瓦机组在华能白杨河电厂实施

爆破拆除。2008 年，提出争创国家环保模范城目标。2009 年，华电淄博热

电有限公司 2×300 兆瓦机组扩建工程正式开工，淄博市提前一年半在全省

率先完成“上大压小”任务。“十一五”期间，淘汰所有立窑水泥生产线，

关停淘汰小化工、小钢铁、小造纸等“土小”企业 3800 余家。加大产业转

移力度，先后在宁夏、甘肃等地建设了一批“飞地园区”，为工业经济发

展腾出更多空间。

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提升。从 2001 年开始，每年举办一届中国(淄博)国

际陶瓷博览会。2002 年开始，每年举办一届“新材料技术论坛暨国际科技

成果招商洽谈会”，搭建起了凝聚全国乃至国际创新人才资源的新平台。

从2004年开始，实施了对省级以上研发机构和国家名牌产品奖励制度。2004

年，淄博市被命名为“中国陶瓷名城”。2009 年，淄博市被授予“淄博陶

瓷·当代国窑”，陶瓷地域品牌全面叫响，“中国陶瓷名城”的形象和影

响力进一步提升。2010 年，淄博市被授予“新材料名都”称号。

县域经济快速崛起。市委、市政府相继提出突出发展中心城区，支持

临淄、桓台、高新区率先发展，促进淄川、博山、周村三个老工业区科学

发展，支持沂源、高青突破发展的区域经济发展思路，形成了区县竞相发

展格局。淄川区、周村区、临淄区、桓台县 4 个区县列入省 30 强区县。桓

台县由传统的农业县发展成为工业强县，连续 10 年入选全国百强县。沂源

县由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省 10 个重点贫困县之一，发展成为全省拥有上市

公司最多的县份之一、全省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比重最高的县份，打造出典

型的“沂源现象”。2009 年，高青县被划入国家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

区发展规划。2011 年，沂源县享受中部地区国家投资政策，淄川区被列入

国家第三批资源枯竭城市。

淄博工业发展的历史，是历届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正确领导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长期的工业发展中，历届市委市政府与时俱进，作出

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和探索，走出了具有淄博特色的发展之路。特别是改革

开放以来，淄博作为依托矿产资源开采加工发展起来的老工业城市，面对

矿产资源日益枯竭的巨大压力，面对老工业城市结构性、体制性矛盾集中

爆发，面对企业破产重组和职工下岗再就业等严峻形势，市委市政府牢牢

把握改革主动权，紧紧抓住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攻坚破难，稳妥推进，

有效破解一个个难题，化解一个个矛盾，使淄博工业涅 重生。市第十次党

代会以来，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人民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一

个坚持三个突出”的总体工作思路，推动并基本实现了老工业城市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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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百年工业历史的淄博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淄博工业发展的历史，是全市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的历史。淄博

现代工业在中华民族遭遇多重压迫下艰难起步，在勤劳勇敢的淄博人民手

中逐渐积累，逐步壮大。新中国成立后，全市人民以当家作主的豪迈情怀，

勇做时代发展先锋，不怕困难，敢为人先，创造了一个个发展奇迹，取得

了一个个骄人成就，为支援国家建设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为国家发展

贡献了大量的税收财富。在共和国历史上，淄博工业写下了饱蘸深情、雄

浑庄重的一笔，淄博人民留下了感天动地、可歌可泣的光辉形象。

淄博工业发展的历史，是全市工业战线干部职工自力更生、奋发图强

的历史。淄博工业拥有一支优秀的企业家队伍，他们的青春奉献于企业，

心血渗透于企业，理想融合于企业。淄博工业拥有一支勤劳聪慧，甘于奉

献的产业大军。他们以主人翁的苦干实干精神，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

精神，克服困难，不怕牺牲，建成了大批重点工程，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

献。改革开放以来，淄博的产业工人承受了剧烈的改革阵痛，承担了沉重

的改革成本，挺过了艰难的深层次矛盾爆发期。在实践中，他们努力提高

能力素质，成为提升淄博工业档次，重塑淄博工业竞争力的主要支撑。淄

博工业拥有一支刻苦钻研，成果丰硕的科技人才队伍。在时代飞速发展的

广阔舞台上，淄博的科技工作者不辱使命，刻苦攻关，为淄博工业贡献出

一系列创新成果，创造出无数个荣誉和第一，推动了老工业城市转型，推

动了工业发展方式的转变。

百年风雨，百年奋斗。淄博工业由小到大，从弱到强，取得了巨大的

成就，铸就了今日的辉煌。回首淄博工业走过的历程，我们自豪地看到：

淄博工业已经具备了较为雄厚的综合实力。淄博工业连续实现新跨越，

发展的速度不断加快，质量和效益显著提高。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市工业

产值过百亿用了 39 年，从百亿到千亿用了 12 年，从千亿到万亿用了 11 年。

销售收入过百亿用了 41 年，从百亿到千亿用了 12 年，从千亿到万亿用了 9

年。利税过 50 亿用了 49 年，从 50 亿到百亿用了 5年，从百亿到千亿用了

8 年。淄博作为全国重要的石油化工、医药生产基地和建材主产区，工业在

全国的地位更加稳固。东岳 2000 吨离子膜、鲁泰 6 万锭卡磨纺等一批新产

品、新工艺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绿色制冷剂等产品产量占世界第一位，氧

化铝、解热镇痛药产量居全国首位，聚氯乙烯、化学品氧化铝、特种装饰

纸、牛仔布、黄原胶、头孢类原料药、陶瓷新材料等近 90 种产品在全国居

前 3位。全市销售收入过 100 亿元的企业 10 户，过 50 亿元的企业 18 户，

过 10 亿元的企业 77 户，8 家企业进入全省工业企业 100 强，5 家企业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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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企业 500 强。创建了国家级新材料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基地、国家火炬

计划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国家泵类产业基地、国家先进陶瓷产业基地、国

家功能玻璃特色产业基地、国家色织布产业基地。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被授予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东岳氟硅材料产业园、齐鲁化工

区、博山经济开发区、沂源经济开发区等被授予山东省新型工业化产业示

范基地。电子信息产业园区加快形成了集成电路、IGBT 等完整产业链条，

具备了跨越发展的基础条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1 年中国城市

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淄博的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第

48 位。日本知名新闻媒体将淄博市投资环境列为全国第 18 名。

淄博已经初步建立起新型工业化体系。工业门类涉及 35 个行业，化工、

建材、冶金、机械等支柱产业占工业总量的 70%以上。传统工业装备水平显

著提高，其中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占 30%以上，国内先进水平的占 60%以上。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2010 年，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3024.48 亿

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 38.15%。新材料、精细化工、

电子信息、医药、汽车及机电装备和新能源及环保等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均保持较快增长，2010 年实现产值 2638 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

重达到 33.3%。

淄博工业内涵发展的模式初步形成。技术创新能力日益提高。以市场

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体系逐步形成，全市省级以上研发机构

达到 173 家，其中国家级 8 家，拥有院士工作站 27 个，数量居全省首位。

拥有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82 家，所有大型企业集团都

建立了研发机构，中小型企业大多都有稳固的技术依托。全市大中型企业

研发费用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超过 2%以上。品牌经济带动力显著增强。

目前，全市拥有中国驰名商标 46 件，山东省著名商标 180 件，中国名牌 30

个，山东名牌 143 个，数量均居全省前列，省级以上名牌产品产值占全市

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 45%以上。“两化融合”力度不断加大。信息化对企

业效益增长贡献率达到 28%。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协调推进。“十一五”期

间，全市能耗总量以年均 8.17%的增长速度支撑了 GDP 年均 14.33%的增长，

万元 GDP 能耗累计降低 23.09%，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削减

19.06%和 27.31%，工业连续十余年实现增产不增水，城市生活垃圾综合利

用率达到 100%，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达到 91%。

淄博工业融入全球化的步伐全面提速。与 11 个国外城市缔结为国际友

好城市，与世界上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长期稳定的经贸合作关系。

2010 年实现进出口总额 67.2 亿美元，全市有出口实绩的企业从上世纪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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