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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着力搭台招贤，培育国际院士集聚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人才是实现民族振
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院士港自启动
以来，抓住“中国之治”吸引海外人才向我国流动的
窗口期，连续举办三届“海外院士青岛行”，每届均实
现百名海外院士汇聚，在此基础上创设了“青岛国际
院士论坛”，形成了广泛的国内外知名度。初步构建
了面向33个国家和地区56个科学院、工程院的“国
际院士联系网络”，建立了“全球院士大数据库”，广
泛联系各国院士逾万名。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
医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设计研发等方
向，突出外籍、国际知名、45岁到65岁之间、可长期
稳定驻港工作等标准，按照“引进一名院士、带领一
个核心团队、围绕一个专业领域、落地一个主导项目
和一批配套项目”的运作机制，形成了刚性引进院士
（全年驻港）、全职院士（年驻港3个月以上）、注册院
士（年驻港1个月，核心团队长年驻港）等多层次合
作机制。几年来，在洽谈286名院士的基础上，重点
推进与108名签约院士的合作，其中海外院士97人
（含24名华裔、6名华侨），占89.8%。聚焦我国“卡脖
子”领域，引进了在国际材料科学领域被誉为“发泡
帝”的加拿大、韩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帕克，国际
氢能燃料电池协会主席、加拿大工程院院士李献国。
已有20名院士带领600余名团队成员在港工作，其
中刚性引进了5名全年驻港工作的海外院士，如澳
大利亚科学技术与工程院院士甄崇礼、德国国家工
程院院士葛兴福、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卓敏等，开
辟了院士及家属子女“举家搬”的路子，还有达成意
向的3名。在这些院士的影响和带动下，越来越多的
海外院士对入驻院士港表达了浓厚兴趣。

二、聚焦联合攻关，构建院士创新联合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强调指出：“国
际科技合作是大趋势。我们要更加主动地融入全球
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自身科技创新能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支持组建创新联合体。在院
士港涌动的活力生态，核心就是国际国内院士及其
团队的联合攻关，在交叉融合、碰撞交流、融会贯通
中释放新的更高效的能量。比如，聚焦氢能，通过引
进李献国、甄崇礼等华裔外籍院士及团队，与中国工
程院副院长钟志华院士领衔的“同清湖”（同济大学、
清华大学、湖南大学）协同创新中心开展联合攻关，
取得了催化剂、膜电极、电堆、燃料电池系统等关键
核心技术突破。院士港氢能与燃料电池技术实验室、
氢能与燃料电池系统关键零部件制造项目入列山东
省“十四五”期间氢能产业重大示范试点项目（第一
批）。院士团队自主研发氢燃料电池系统，零部件国
产化率达80%以上，在工信部和交通运输部有关公
告中共配套10款整车及底盘，均为重卡车型，在重
卡领域排名全国前列。NPR钢新材料获评第二十一
届中国专利金奖，是无磁、高强、高韧、高均匀延伸的

“独门绝技”。以澳大利亚科学技术与工程院院士奈
杰尔·勒威尔为首的6名院士牵头，50多名知名专
家参加，组建了新南威尔士大学尖
端技术产业研究院。设立中子科学
国际研究院，已有60余名团队成员
集中入驻，启动布局超高通量混合
能谱中子源大科学装置，两年内将
引进不少于5名国际知名院士和
20名国际知名专家，计划三年左
右形成500人的科研团队。华裔

加拿大工程院院士、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教授陈璞，是最
早入驻院士港的外籍院士之一。2017年，陈璞院士回
国选择入驻院士港，已建成了围绕小核酸领域的新药
研发平台，团队自主研发的纳米多肽转运载体填补了
世界上小核酸药物有效转运载体缺乏的空白。院士团
队研发治疗新冠肺炎的小核酸新药在P3实验室真病
毒试验中表现出明显抑制效果。

三、大力建链成群，打造主导产业集群

聚焦智慧新能源交通、生物医药、数字经济、智能
制造和智能建造等4个主攻方向，启动培育4条千亿
元级产业链。建成院士科研和产业化载体336.9万平
方米，在建198万平方米，集中承载实验室、研究院、技
术中心、工程中心、大数据中心、工业楼宇、人才公寓等
综合功能。引入全省首家公募基金管理公司、全国第
18家“个人系”公募基金——“兴华基金”；15只私募基
金跟投有关项目，院士港基金已通过中国证券基金业
协会备案，正在推进基金产品发行工作，形成了“公
募+私募”金融生态。2020年院士港综合产值623.25
亿元、利税37.55亿元。一是智慧新能源交通方面，海
卓动力建成年产5000台(单班)燃料电池系统的生产
线，2020年仅第四季度就实现产值3.6亿元；建成重卡
车型生产线，已经接到250辆氢燃料电池自卸车（渣土
车）订单和80辆冷链车订单；预计今年6月底前完全
自主国产品牌的氢能源大轿车可实现量产。二是生物
医药方面，对标FDA等国际标准建成工艺研发及检测
认证实验室，边建设边招商，2020年当年启用就引进
医药工业国际互联网中心、赛尔斯干细胞等项目15
个，当年实现营收80亿元。三是数字经济方面，与亚马
逊 AWS、微软加速器等合作，打造“国际特别创新
区”，培育了中瑞车联、九五数科等“准独角兽企业”，获
评山东省数字经济示范园区，连续两年营收超百亿元。
四是智能制造与智能建造方面，打造了智能制造产业
园，实现了NPR锚杆钢、可溶金属、深基础智能施工系
统、整车制造等产业应用，全年营收65亿元，其中：
NPR钢新材料已应用于青岛地铁6号线工程和甘肃省
木寨岭大变形公路隧道项目建设。在目前培育4条千
亿元级产业链的基础上，进一步培育中子技术产业、经
纪人经济，形成六大产业集群布局。

四、争取先行先试，探索打造“院士创新特区”

当前，我国国家创新体系正深刻重塑。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作出部署，布局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
区域性创新高地。青岛在“双循环”中有着连接南北、贯

通东西的“双节点”价值，东向东北亚大湾区，西通黄河
流域，连接我国南北经济板块。从特色定位、功能互补
的角度看，在院士港已有基础上探索打造“院士创新特
区”，将其作为集聚外籍（含华裔）院士的一个“高能集
聚点”，围绕引进海外顶尖人才、一体化配置创新要素
等开展先行先试的改革探索，有望成为国家创新体系
的有益补充。同时在实践探索中也遇到了一些瓶颈制
约的问题，一些入驻院士港的院士积极建言献策，呼吁
国家支持先行先试的探索。一是建立“国际院士联系网
络”常设秘书处，打造永久性“青岛国际院士论坛（技
术）”，吸引国际科技组织落户。二是基于联合攻关需要
打造国际联合实验室，争取布局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家实验室。三是探索以院士为主体力量、以混合所有
制为体制机制特点的工程技术人才培养新模式。四是
探索知识产权和专利跨国互认和保护机制。五是争取
试点高宽容性的创新成果应用场景，创建国际技术创
新中心。六是针对前沿科研项目探索容错免责机制。七
是争取国家支持布局大科学装置。八是对标国际标准
实行富有竞争力的个人所得税政策。九是实行出入境
便利化、社保医保跨国互认衔接、聘雇外籍家政服务
人员等政策。十是探索“双重国籍”政策试点。通过
争取以上方面的先行先试，赋能“院士创新特区”建
设，以集聚外籍和华裔外籍院士为主体力量，以制度
供给上的先行先试探索为内生动力，以我为主、为我
所用，以国际国内联合攻关为主导方式，统筹国际国
内院士资源，集聚帅才型科学家及其团队，促进国际
国内院士领衔“挂帅揭榜”，组建任务型、体系化创
新联合体，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突破“卡脖子”
问题。同时借鉴“自由贸易港”理念，打造人才、知识、
技术等要素跨国流动充分便利化的“自由港”，促进科
学院与工程院科研优势直通，促进东西方科研思维和
体制机制融会贯通，促进港内港外院士资源联通，促进
科学家、企业家、金融家、政府创新力一体融通，塑造国
际院士生态体系、院士技术创新（实验室经济）生态体
系、院士产业集群生态体系、现代金融创新生态体系、
科技经典旅游生态体系，构筑立足东北亚、辐射“一带
一路”的国际院士科创中心。

立足于“十四五”开局之年，实施重点任务突
破,为打造院士创新特区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一是
继续大力引进全年驻港的海外院士。在目前已入驻5
名的基础上，计划2021年累计达到10名、争取突破
20名，带动入港院士团队发展壮大，充分形成国际
院士集聚生态。二是实施关键技术攻关突破。聚焦服
务国家能源战略，重点打造中子科学国际研究院、氢
能国际研究院，加快突破先进中子能“核电宝”在重
点应用场景的率先应用；试点开展燃料电池汽车示范
和“氢进万家”示范工程，创建集制氢、储氢、运
氢、加氢、用氢等环节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装备研发
于一体的国家级氢能与燃料电池汽车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青岛创新基地。推动微型半导体制冷芯片项目达产
运营。推动NPR钢新材料进入舰船制造、汽车制
造、航空航天等领域使用。三是培育壮大产业集群。
在2020年综合产值突破600亿元、利税突破35亿元
的基础上，实现年度产值突破1000亿元、利税突破
50亿元。

从创设“青岛国际院士港”
到探索打造“院士创新特区”

——创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积极探索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突出强调“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

撑”。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国际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
高水平的自立自强”。人才是科技创新的根本，顶尖人才具有不可替代性。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必须聚天下英才而用之。青岛国
际院士港于2016年6月启动，定位于突出“高精尖缺”导向，重点招引外籍 （含华裔） 院士开展科研和成果转化，构筑国际院
士创造创新创业创投高地。在短短四年多的探索中，从无到有、迅速成长，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国际院士集聚效应和融通创新效
应。以甄崇礼、卓敏、陈璞、左明健等入驻院士港的华裔外籍院士为代表，建议在已有发展基础上，探索打造“院士创新特
区”，争取纳入国家创新体系。2021年山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支持青岛探索打造院士创新特区”，将其列为全省100件
大事之一，位列第8位。青岛国际院士港综合管理委员会主任王希静表示，从创设院士港到探索打造院士创新特区，聚焦吸引
和用好外籍院士这一顶尖人才增量，扭住人才和机制两个关键点，激发顶尖人才团队创造创新活力，攻关“卡脖子”问题，助
力国家科技自立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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