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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制造新图景
正逐渐清晰

探索智慧港口建设新路径 全国首批14个试点项目公布

青岛港烟台港等4项目入选

大陆机电：小仪表
磨出产业新生态

工业母机能级跃升，科创是关键

E 大事

Da shi

导报讯（记者 王伟）近

日，交通运输部发布《关于公布

港口功能优化提升交通强国专项

试点项目(第一批)的通知》(下称

《通知》)，公布了第一批14个

港口功能优化提升交通强国专项

试点项目，2025年12月底前完成

试点验收。山东有4家港口入选

试点项目，分别是青岛港、烟台

港、济宁港、枣庄港。其中，青

岛港的试点类型为智慧化改造，

烟台港和济宁港的试点类型为综

合类，枣庄港的试点类型为码头

功能改造和能力提升。

《通知》围绕“加强组织管

理，高质量推进试点工作”“聚

焦关键事项，高水平落实试点任

务”“发挥示范作用，高标准谋

划后续试点”三方面布局，提出

依托已建港口码头，坚持专业升

级、集约增效、智慧赋能、绿色

提质，在码头功能改造和能力提

升、港口智慧化改造、绿色低碳

改造等方面探索新技术、新方

法、新模式、新场景，力争形成

一批先进经验和典型成果。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14个

试点项目共涉及13处港口(唐山

港共2个项目)，其中有5家港口

码头的试点类型为“智慧化改

造”；8家的试点类型为“综合

类”；1家为“码头功能改造和

能力提升”。

《通知》表示，试点项目将

在自动化码头操作系统、运输装

备、管理平台、北斗应用等方面

进行更高水平自主创新，以智慧

化推动效率提升。充分利用现有

岸线、水域、土地资源和设施，

挖掘潜力、补齐短板、提升效

率，着力推动港口大型化、专业

化、集约化发展。

此外，试点项目还将聚焦

新业态新模式。开展港口多元

化清洁能源供应示范，建立港

口新型用能结构体系，推动交

通与能源融合发展。加快老港

区转型，提升邮轮等水路旅游

客运功能，推动港城融合、交

旅融合发展。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新技术

促进分会专家委员解筱文表

示，若通过试点项目为国内港

口码头探索出智慧化建设的新

路径，定能大大提升国内港口

的整体工作效率和安全性，优

化港口码头的资源分配，以更

加精细化的管理方式为中国货

物运输、进出口贸易提供强大

的枢纽平台。

●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未作调整 11月20日，新一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出炉，

我国1年期和5年期以上LPR均未

调整，1年期LPR仍为3 . 45%，5年

期以上LPR为4 . 2%。当前，LPR

已替代贷款基准利率成为贷款利

率定价的“锚”，每月定期发

布。LPR调整有较强的方向性和

指导性，LPR下行可带动企业融

资实际利率下行，推动降低实体

经济融资成本。

●第二十五届高交会累计洽

商交易金额372 . 79亿元 记者从

1 1月 1 9日闭幕的第二十五届中

国 国 际 高 新 技 术 成 果 交 易 会

（简称“高交会”）上获悉，

本届高交会累计入场 2 4 . 8万人

次，累计洽商交易金额372 . 79亿

元。

●日本青森县以东海域发生

5 . 8级地震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

日本青森县以东海域11月20日上

午发生5 . 8级地震，震中位于青森

县以东海域，震源深度50公里。

青森县八户市部分地区震感较

强，北海道函馆市、青森县青森

市也有震感。

（均据新华社）

◆导报记者 吴淑娟

山东日前出台相关政策，

加快工业母机产业实现更有质

量、更高水平发展，深度布局

工业母机产业，彰显出山东加

快制造业强省建设的迫切。

工业母机是工业体系的基

石和摇篮，是推动产业发展的

“隐形力量”，其水平决定着

一个国家或地区智能制造的能

力。

山东工业母机产业基础较

好，整体规模和技术实力走在

全国前列。今年上半年，全省

工业母机产业实现营业收入

2 7 0亿元，同比增长 1 0 %左

右，保持平稳增长态势。当

前，山东正在全力建设制造业

强省，不断优化工业结构，推

动制造业高端化发展，对作为

工业母机的机床加工精度、效

率、稳定性等精细化指标要求

逐渐提升，中高端产品的需求

日益增加。

工业母机产业链能级的跃

升，科创是关键。底盘稳固的

工业母机才能真正打破技术禁

锢，迎来星辰大海。为此，山

东提出要实施创新攻关突破行

动。聚焦国家战略和山东省产

业发展实际，对标国际先进，

组织开展重大基础研究，加大

省科技计划等对工业母机创新

攻关支持力度，瞄准高端主机、

关键功能部件以及共性技术、

基础材料、工业软件等，依托产

业链“链主”企业和上下游专精

特新企业开展联合攻关。完善

创新攻关机制，开展“补短板”

精准攻坚行动，以柔性化、智

能化、网联化为方向，采用

“揭榜挂帅”“军令状”“赛

马制”等新型科研组织模式，每

年组织实施10项左右重大关键

技术攻关任务，由企业牵头联

合高校、科研院所等优势力量

组建创新联合体，培育牵引性

的重大技术和产品。

工业母机产业链能级的跃

升，离不开企业间的协同发

展。为此，山东提出将充分发

挥“链长制”作用，推动产业

链、创新链协同发展，构建工

业母机产业链能级跃升“一条

龙”体系。支持“链主”企业

牵头，协调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专注核心产品研发、生

产、迭代、应用，实现链内关

键零部件企业可配套主机产

品，以整机带动产业链上下游

发展。

随着政策陆续落地，山东

工业母机各产业环节的新赛道

也将陆续打开。山东工业母机

这艘航母，即将驶出“避风

港”，以坚定的信心迎接发展

风口。

11月2 0日，A股低开后迅速

上扬，汽车、医药等板块领涨，

培育钻石、机器人等概念表现积

极 。 截 至 收 盘 ， 上 证 指 数 涨

0 . 46%报3068 . 32点，深证成指涨

0 . 43%报10022 . 7点，创业板指涨

0 . 32%报1992 . 97点，两市合计成

交 9 2 7 3亿元，北向资金净买入

13 . 73亿元。

山东板块，有超过8成个股上

涨。其中，北交所鲁股表现突出，

泰德股份涨22 . 33%、汉鑫科技涨

12 . 15%。泰德股份位于青岛，主要

生产汽车发动机轮系专用轴承，

公司今年前三季度盈利能力明显

下滑，实现的归母净利润同比下

降70 . 05%。公司方面表示，2022年

度开始，新能源汽车销量大幅增

长，但由于新能源轴承产品尚处

于爬坡阶段，尚未达到规模效

应，营收占比较小，对整体效果

影响较低。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近来新

能源车配套产业链的个股颇受资金

关注，一彬科技等相关个股均有明

显涨幅。国泰君安的研报指出，国

家层面再次强调要促进车辆电动化

水平大幅提高、充换电服务体系保

障有力、新技术新模式创新应用，

新能源汽车及配套的充电基础设施

产业链也再度迎来政策的大力支

持。由此，该券商看好新能源汽车

产业链有望迎来逐步改善，当前板

块长期价值凸显。

对于A股未来表现，东方证券

认为，市场积极政策不断积累，且

还在持续发力，市场底部不断巩

固。该券商认为四季度或将完成筑

底行情，积极布局当下。同时，科

技主线会不断得到强化。

天风证券则认为，传统稳增长

板块有望迎来政策催化，其中城中

村与保障房作为稳定房地产投资的

重要抓手，预计有望迎来资金端和

政策端的利好支持，因此城中村与

保障房或仍然是地产链投资的重要

主线之一。此外，新兴领域的建材

品种仍值得关注。

(本栏目仅对市场做出理性分

析，不对您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据

此操作，风险自担。)

下下一一步步，，山山东东将将聚聚焦焦打打造造千千万万千千瓦瓦

级级海海上上风风电电基基地地，，到到22002255年年，，开开工工建建设设

11220000万万千千瓦瓦，，建建成成并并网网880000万万千千瓦瓦

◆导报记者 王伟 济南报道

山东海上风电开发乘风起

势。

11月17日，山东半岛南U

场址海上风电项目首批53台海

上风力发电机并网发电，这一

项目规划装机容量 1 5 0万千

瓦，是山东最大装机容量的海

上风电项目。同日，山东能源

集团“双千万 双园区”新能

源基地160万千瓦海上风电+

200MWh储能项目也启动。

省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

主任孙爱军透露，山东把能源

绿色低碳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

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加快

推进海上风电、海上光伏、胶

东半岛核电、鲁北盐碱滩涂地

风光储一体化、鲁西南采煤沉

陷区“光伏+”等五大清洁能

源基地建设。截至10月底，新

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

8882万千瓦、占电力总装机比

重达到43 . 2%。

明年全容量并网
年节约标煤140万吨

山东半岛南U场址项目位

于山东威海乳山南侧海域，总

投资168亿元，分为U1场址90

万千瓦项目、U2场址60万千瓦

项目，分别由国家电力投资集

团公司、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

司建设。

“17日并网发电的53台海

上风力发电机，容量为45万千

瓦，系U1场址项目一期。U1

场址项目分一期、二期，总投

资100亿元。”国家电力投资

集团山东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下称“国电投山东能源公

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据悉，山东半岛南U场址

项目预计明年下半年全容量并

网，年可发电45亿千瓦时，相

当于每年节约标煤140万吨，

减少灰渣排放约45万吨，减少

烟尘、二氧化硫、一氧化碳等

废弃物排放约380万吨。

据上述国电投山东能源公

司负责人介绍，随着U1场址一

期的投产，国家电投半岛南风

电集群的182台风机每年将发

出36 . 5亿度清洁电力，惠及胶

东半岛两百余万户家庭。

在山东半岛南，国家电投

山东能源先后建成半岛南 3

号、半岛南V场址、半岛南U1

场址一期共三个海上风电项

目，成功实现“三年三投”。

其中，半岛南V场址500MW海

上风电项目，离岸距离约26公

里，施工水深18米至28米，规

划用海面积约66平方公里，总

投资近56亿元，年发电量已逾

6亿度。

“公司在发展中始终坚持

绿色发展，积极打造‘百万千

瓦级’海洋能源基地。”国家

电投山东能源海上风电公司党

总支书记、执行董事陈立志表

示。

按照计划，至2025年，国

家电投山东能源海上风电公司

海上风电装机总容量将突破

330万千瓦。

多个海上
风电项目启动

全省最大装机容量海上风

电项目并网，同日，山东另一

个海上风电项目也如期启动。

17日，由山东能源集团

“双千万 双园区”新能源基

地 1 6 0 万 千 瓦 海 上 风 电 +

200MWh储能项目启动仪式在

东营举行。启动仪式上，渤中

海上风电(G场址90万千瓦、B1

场址续建10万千瓦、E场址60

万千瓦)项目、东营100MW/

200MWh独立共享储能示范项

目及新能源智慧运营数据中心

项目现场启动。

“该项目既是前期海上风

电项目开发建设的续奏曲，又

是深化地企融合发展，推动我

省新能源产业链、生态链发展

壮大的新乐章。”对此，山东

能源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

伟表示。

>>下转3版

最大装机容量项目并网 绿色电力比重达43 . 2%

山东海上风电“追新逐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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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低开高走
超8成鲁股上涨

(报道详见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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