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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习习近近平平新新时时代代中中国国特特色色社社会会主主义义思思想想指指引引下下
大省挑大梁·青岛走在前——— 科技引领  

  在即墨区金口镇，一家成立仅

十余年的民营企业，凭借对技术创

新的执着追求和对市场需求的敏锐

洞察，从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快速

成长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不仅填补了国内专用车领域多项技

术空白，更以“中国智造”打破国际

垄断，成为全球混凝土泵车和高空

作业车领域的领跑者——— 它就是青

岛九合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打破垄断 瞄准细分市场实施

差异化战略

  2011年，九合重工以35人的初

创团队起步。彼时，国内小型泵车

领域长期被外资品牌垄断，但农村

及城镇建设市场因外资产品价格

高、适应性不足，仍存在大量未被满

足的需求。九合重工抓住机遇，集

中资源研发小型泵车，通过优化车

身重量、尺寸和性价比，推出适用于

狭窄道路的20吨以下小型泵车，迅

速打开市场。短短两年时间，其小

型泵车销量跃居全国第一，市场占

有率超50%，一举打破外资品牌垄

断。在细分领域站稳脚跟后，九合

重工又开始向高端化、大型化迈进。

从21米到70米，再到即将投产的80

米泵车，每一次臂架高度的突破都

伴随着技术难度的几何级增长。“一

寸高一寸难，产品的每一次迭代升

级都涉及臂架系统、液压控制、底盘

承载等多重挑战。”公司总经理杨世

法介绍，以70米泵车为例，突破传统

产品300度旋转限制，消除30°至40

°施工盲区，并首创带挡启动功能，

减少怠速能耗。该车型不仅成为国

内可合法上路的最长泵车，更入选

《2021年度山东精品装备名录》。

  从“追随者”到“引领者”，九合

重工仅用十年便完成蜕变。如今，

企业产品线覆盖混凝土泵车、云梯

车、高空作业车等八大类上百种型

号，拥有300余项国家专利，年产值

突破8亿元，市场版图扩展至全球6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科技创新 破解“卡脖子”难题

的密钥

  在专用车领域，高空作业车和

云梯车曾长期依赖进口。2020年

前，国内28米以上高空作业车全部

需要海外采购。九合重工于2019年

立项研发，仅用三年时间便实现从

技术引进到自主创新的跨越：2022

年3月，国内首台38米高空作业车下

线；4月，45米车型问世，突破狭小空

间360°无限回转技术瓶颈；目前，70

米车型已进入研发阶段，预计明年

95米车型将刷新全球纪录。“我们的

高空作业车不仅替代进口，更以智

能化电控系统提升作业效率。”杨世

法表示。

  云梯车领域同样成绩斐然。

通过自主研发，九合重工突破韩

国企业技术壁垒，实现32米至65

米全系列覆盖，成为国内首家掌

握云梯车核心技术的企业。其

产品凭借稳定性强、故障率低的

优势，迅速占领国内市场，并出

口东南亚、欧洲等地。

  支撑技术突破的，是九合重

工对研发的持续投入。企业每

年将销售收入的7%用于科技攻

关，组建8 0余人的研发团队，建

成2个国内研发中心和7 . 6 5万平

方米智造产业园。通过轻量化

设计、智能故障诊断、国六排放

标准提前适配等创新，九合重工

不仅引领行业技术标准，更推动

中国专用车从“制造”向“智造”

升级。

  产业协同 融入青岛汽车城

“强链”蓝图

  作为青岛市汽车产业的重要一

环，九合重工的发展与地方战略同

频共振。依托一汽解放、奇瑞等整

车项目，聚集400余家产业链企业，

即墨汽车产业逐步擘画了延链、补

链、强链的蓝图。九合重工机械产

业园的竣工，为这一蓝图绘就关键

的一笔。该园区投资6.8亿元，整合

原有两个工厂，引入自动化焊接机

器人、智能装配线等设备，产能提升

30%，成本降低15%。未来，园区将

专注于80米泵车、75米高空作业车

等高端产品量产，助力青岛专用车

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高端。

  “政府‘强链’工程为企业提供

巨大机遇。”杨世法表示，即墨区通

过政策扶持、产业链招商、基础设施

配套等举措，为企业技术攻关和产

能扩张注入动力。2025年，九合重

工计划新增专利50项，研发投入占

比提升至8%，并加快布局海外市

场，推动“中国造”专用车走向世界。

  “中国专用车行业正迎来黄金期，

九合重工要成为技术标准的制定者，

而非追随者。”杨世法信心满怀。从即

墨出发，这家“小巨人”正以创新为翼，

在全球舞台上书写中国高端装备制造

的新篇章。 （刘少博）

九合重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

九合重工高空作业车总装车间。

  为破解招投标领域评标专家圈子相对固定，“熟面

孔”评“人情标”这一难题，今年，即墨区积极响应上级号

召，在去年试点市内分散评标、省内远程异地评标的基

础上，又推行跨省远程异地评标，进一步营造公平公正

的公共资源交易环境。

  近日，即墨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在青岛市行政审批服

务局的指导和支持下，与安徽省淮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紧密配合，成功完成首个跨省远程异地评标项目。“现

在可以跨省远程异地评标，天南海北的专家线上评标，

谁也不认识谁，评标结果更公平公正了。”潮海街道作为

我区首个跨省远程异地评标的招标单位，项目负责人对

该做法赞不绝口。

  据了解，依托互联网技术，评标专家只需到所在地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登录远程异地评标系统，即可实现

“云端”评标。跨省远程异地评标的推行，不仅打破了地

域限制，实现了专家资源共享，更有效提升了评标质量

和效率。“以前评标，专家们舟车劳顿，评标效率难免受

到影响。现在专家们就近即可完成评标，节省了大量时

间和成本。”参加这次评标的安徽专家表示，远程异地评

标系统操作简便，功能齐全，为专家提供了更加便捷高

效的评标环境。

  首个跨省远程异地评标项目的顺利完成，标志着我

区远程异地招标工作进入新阶段。据统计，自去年推行

远程异地评标以来，全区已完成49个项目远程异地评标，

交易额75.5亿元。下一步，我区将继续推动远程异地评

标常态化、规范化，构建更加公平公正、竞争有序的招投

标营商环境，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

的保障。 （刘青青 李嘉赞）

即墨区跨省远程

异地评标实现新突破

奋力在新的发展征程中

走在前 显担当 作贡献

  为积极响应青岛市“深入推进科技创新，加快建设

科技强市”的工作要求，融入“科创大走廊”建设，青岛蓝

谷管理局携手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与建设银行即墨支行，

共同举办数智赋能科技创新宣讲会。旨在通过加强政、

银、企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实现资源

共享与互利共赢。

  青岛蓝谷区域内的优质企业、科研机构、研究院相

关负责人参加本次活动。

  活动期间，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青岛晟腾生态经理张

学林就华为Deepseek应用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成果做了

课题分享。建设银行即墨支行就综合金融服务政策进

行宣讲解读，为青岛蓝谷的科技创新企业提供更为坚实

的资金保障和更为便捷的服务体验，与参会嘉宾进行深

入的交流和探讨。

（郑文）

蓝谷举办数智赋能

科技创新宣讲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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