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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the	perspective	of	 innovation	ecosystems,	 focuses	on	 the	electronic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industry	chain	in	Rizhao	City.	It	delves	into	its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core	components,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s,	and	discusses	its	applications	in	traditional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through	practical	industry	
example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Rizhao	has	initially	formed	an	electronic	information	industry	cluster	through	locational	advantages	
and	policy	support,	but	faces	issues	such	as	a	lack	of	core	technologies	and	insufficient	industrial	chain	collaboration.	By	examining	
actual	cases	 like	 the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Rizhao’s	steel	 industry	and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in	traditional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the	cultivation	of	emerging	fields,	and	proposes	targeted	
optimization	paths,	including	region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nd	improving	the	industrial	ecosystem,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electronic information industry in Rizhao and similar cities. The study proposes an industrial chain 
optimization	framework	based	on	dynamic	capability	theory,	providing	both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regional econom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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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基于产业集群理论与创新生态系统视角，聚焦日照市电子信息工程化产业链，深入剖析其发展现状、核心构成与运
行机制，结合产业实践阐述其在传统产业升级、智慧城市建设等领域的应用。研究发现，日照市通过区位优势与政策扶持
已初步形成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但存在核心技术缺失、产业链协同不足等问题。文章结合日照钢铁智能化改造、智慧城市
建设等实际案例，探讨产业链在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领域培育中的应用，并针对性提出区域协同创新、完善产业生态等优
化路径，为日照市及同类城市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研究提出基于动态能力理论的产业链优化框架，为区域
经济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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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区域电子信息产业链的整合

能力已成为衡量区域经济韧性的核心指标。既有研究多聚焦

于长三角、珠三角等成熟产业集群，对新兴工业化地区的产

业链演化机制缺乏深入探讨。本研究选取日照市为典型案例，

其特殊性体现在：①作为港口城市具有独特的海陆联动优势；

②正处于产业链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关键阶段。

本文的创新性在于：①构建包含 23 项观测变量的产业

链成熟度评价指标体系；②解析产业协同网络拓扑结构； 

③提出基于动态能力理论的“双循环”优化模型。研究数据

来源于 2018—2023 年产业普查数据、企业深度访谈及专利

大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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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照市电子信息工程化产业链发展现状

2.1 产业发展规模
日照市电子信息工程化产业链已形成一定规模。在硬

件制造领域，依托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区等产业园区，

集聚了一批电子元器件生产、智能终端组装企业。例如，日

照某光电科技公司专注于显示屏模组生产，产品广泛应用于

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终端设备；软件与信息服务领域也逐

步发展，部分企业在智慧城市、工业互联网软件开发方面取

得突破 。2023 年，日照市电子信息产业规模以上企业产值

同比增长 12%，展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2.2 产业发展基础
产业规模与布局日照市形成“双核驱动、多点支撑”

的产业格局：以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为智能制造核心区，重

点发展智能终端、电子元器件制造；以日照高新区为软件与

信息服务核心区，聚焦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应用开发。截

至 2024 年，全市集聚规上电子信息企业 68 家，其中光电显

示、智能传感器领域企业占比超 40%。例如，日照经济技

术开发区的海恩半导体产业园，专注于半导体封装测试，年

产能达亿颗芯片，已成为山东省重要的半导体封装基地 [2]。

重点企业发展本土企业呈现差异化竞争优势。山东比

特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耕酒店智能控制系统领域，其自

主研发的智能客房控制系统覆盖全球 5000 余家酒店，市场

占有率稳居全国前三。企业通过与清华大学合作，在物联网

与人工智能融合技术上取得突破，相关产品出口至欧洲、东

南亚等 30 余个国家。此外，招商引资成果显著，2023 年落

地的威奕新能源汽车电子产业园，主要生产车载显示屏、智

能驾驶辅助系统，填补了日照市汽车电子产业空白。

2.3 区域优势与政策支持
日照市具备独特的区位优势与政策红利。作为沿海开

放城市，其港口运输便利，有助于电子信息产品的进出口贸

易；同时，山东省“十四五”数字强省建设规划等政策，为

日照市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提供了政策引导。日照市也出台了

《日照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行动计划》，通过税收优

惠、研发补贴等措施，吸引企业入驻，推动产业链完善。

2.4 发展优势分析
区位交通优势日照港作为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

年吞吐量超 5 亿吨，拥有至日韩、东南亚的 12 条集装箱航

线。这一优势显著降低了电子信息产品的物流成本。例如，

日照富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显示屏模组通过日照港

出口至韩国，相较于经上海港中转，运输时间缩短 3 天，物

流成本降低 20%。同时，依托港口优势，日照市积极推动

电子信息产业与跨境电商融合发展。日照跨境电商产业园引

入亚马逊、速卖通等平台，帮助本地电子信息企业拓展海外

市场。如日照某智能穿戴设备厂商通过跨境电商渠道，2023

年海外销售额突破 5000 万元。政府同步出台物流补贴和通

关便利化政策，形成“产业 + 物流 + 电商”的完整生态链 [2]。

政策支持体系山东省“数字强省”战略与日照市《新

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规划（2023-2027）》形成政策合力。

市政府设立产业引导基金，对关键技术研发企业给予补贴。

2023 年，日照晶创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因开展新型半导体

材料研发，加速了企业从实验室技术到产业化的进程。此外，

在“双碳”目标指引下，日照市规划建设“零碳电子信息产

业园”，采用光伏发电、智能楼宇管理系统等技术，预计园

区单位产值能耗较传统园区降低 30%，吸引对环保要求高

的企业入驻。

2.5 现存主要问题
尽管取得一定成绩，日照市电子信息工程化产业链仍

存在短板。一是产业链上下游衔接不足，本地配套率较低，

部分关键元器件依赖外部供应；核心技术瓶颈高端芯片、基

础软件等关键领域对外依存度超 70%。例如，日照市智能

终端企业所需的主控芯片、操作系统均依赖进口，在国际贸

易摩擦背景下面临供应链风险。产业链条不完善上游核心元

器件本地配套率不足 30%，中游企业多集中于组装、封装

等低附加值环节。以智能穿戴设备生产为例，本地企业仅能

提供外壳、电池等基础部件，传感器、芯片等核心组件需从

深圳、上海采购，导致生产成本增加约 15%。二是高端人

才稀缺，技术创新能力较弱，企业研发投入占比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人才结构性矛盾高端研发人才缺口较大，本地高校

毕业生留驻率低。三是产业生态有待完善，缺乏公共服务平

台与产学研合作机制，制约了产业的协同发展 。

3 日照市电子信息工程化产业链构成要素解析

3.1 技术要素
优势领域：在物联网感知技术、显示模组封装等应用

层技术具有一定积累。日照智联物联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智

能环境监测传感器，集成温湿度、空气质量等 6 项监测功能，

广泛应用于农业大棚、智慧城市项目，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5

项。此外，日照市结合本地文化资源，推动电子信息与数字

文化融合。日照海洋文化数字创意中心利用虚拟现实（VR）、

增强现实（AR）技术，开发“海上丝绸之路”数字文旅项目，

吸引 3 家本地电子信息企业参与技术开发，带动相关产业收

入超 2000 万元 [2]。

短板领域：芯片设计、半导体材料等基础层技术薄弱。

全市尚无企业具备 7 纳米以下芯片设计能力，半导体材料国

产化率不足 10%[1,2]。

3.2 企业要素
形成“金字塔型”企业结构：头部企业（如比特智能、

海恩半导体）承担产业链整合；腰部企业（约 20 家）专注

细分领域；底部中小企业提供配套服务。但企业间协作深度

不足，本地供应链配套率仅 35%。例如，某智能终端企业

生产所需的50种核心零部件中，仅18种可实现本地采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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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人才要素
本地高校每年培养电子信息类毕业生约 1500 人，但高

端人才引育困难。调研显示，企业对芯片设计、AI 算法等

岗位的需求满足率不足 40%。日照职业技术学院虽开设电

子信息类专业，但课程设置与产业需求存在脱节，学生实践

能力较弱 [2]。

3.4 政策要素
“省 - 市 - 园区”三级政策体系初步建立，但存在精准

度不足问题。如对初创型科技企业的政策扶持多以税收减免

为主，缺乏设备补贴、场地租金减免等直接支持，导致部分

企业政策获得感较低 [2]。

4 电子信息工程化产业链在日照市的应用实践

4.1 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
钢铁产业智能化改造日照钢铁控股集团联合浪潮集团

打造智能炼钢系统，通过部署 1200 余个传感器，实时监测

炼钢温度、成分等参数。系统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自动调

整冶炼工艺，使生产效率提升 20%，能耗降低 12%，年节

约成本超 2 亿元。该项目入选 2023 年山东省工业互联网示

范项目 [1,3]。此外，日照中兴汽车电子有限公司在新能源

汽车电控系统研发中，引入节能芯片技术，使车载控制器能

耗降低 18%，助力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提升，推动产业绿

色升级 [2]。

化工产业安全管控岚山化工园区引入华为技术有限公

司建设智能监测平台，集成 1500 个监测点位，对有毒有害

气体、压力、温度等数据进行实时采集。平台采用 AI 算法

进行风险预警，响应时间缩短至 30 秒内，园区安全事故发

生率下降 45%[1,3]。

4.2 智慧城市建设
智慧交通系统在日照市主城区部署智能交通管理平台，

整合 1800 路高清摄像头与 500 套智能信号灯。平台运用深

度学习算法，根据实时车流量自动优化信号灯配时，高峰期

通行效率提升 35%。例如，烟台路与山东路交叉口通过智

能信号灯调控，早晚高峰拥堵时间减少 15 分钟 [2]。

数字政务服务“日照通”APP 集成 128 项政务服务与

生活应用，注册用户突破 200 万。市民可在线办理社保查询、

公积金提取、违章处理等业务，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达

98%。2023 年，该平台累计办理业务超 1200 万件，群众满

意度达 96%[2]。

4.3 新兴产业培育
依托电子信息产业链，日照市积极布局人工智能、

大数据领域。日照高新区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已吸

引 12 家企业入驻，其中山东星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开发

的工业质检系统，利用机器视觉技术检测产品缺陷，准确

率达 99.2%，已应用于日照 5 家制造企业，检测效率提升

80%[1,3]。

5 日照市电子信息工程化产业链优化路径

5.1 构建区域协同创新体系
深化产学研合作推动曲阜师范大学日照校区与中科院

半导体研究所共建联合实验室，设立 5000 万元产学研专项

基金。目前，双方已在新型显示材料领域开展合作，成功研

发出一种高亮度 Mini-LED 封装材料，相关技术进入中试阶

段。同时，加强国际合作，2024 年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与

韩国釜山科技园区签订协议，共建“中韩电子信息创新基

地”，聚焦 5G 应用、智能传感器等领域，计划三年内引进

多家韩国高新技术企业 [2,4]。

融入胶东经济圈与青岛共建“飞地园区”，在青岛设

立研发中心，在日照建设生产基地。同时，联合威海、烟台

组建半导体材料产业联盟，共享研发设备与技术人才。2024

年，日照已与青岛高新区签订合作协议，计划引入 3 家芯片

设计企业 [2,4]。

5.2 完善产业链生态
强链补链行动制定产业链招商图谱，重点引进芯片设

计、高端传感器制造企业。2024 年，日照市赴深圳举办电

子信息产业专场招商会，与 6 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涵盖芯

片封装、智能传感器研发等领域 [2]。

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投资 3 亿元建设电子信息产业创新

服务综合体，配备先进检测设备与中试生产线。例如，综合

体设立的半导体检测中心，可提供芯片性能测试、可靠性验

证等服务，降低企业检测成本 40%[2]。

5.3 实施人才强基工程
引育并举策略对顶尖人才团队给予最高综合支持，提

供住房补贴、子女入学等配套政策。2023 年，日照市成功

引进由国家杰青领衔的芯片研发团队，落地日照高新区 [2]。

产教融合创新推动日照职业技术学院与比特智能共建

智能电子产业学院，开设智能终端制造、工业软件等专业。

学院采用“订单班”培养模式，学生毕业后直接进入合作企

业工作，就业率达 98%[2]。

6 结论与展望

日照市电子信息工程化产业链已具备一定发展基础，

但在核心技术、产业链协同等方面仍需突破。通过构建区域

协同创新体系、完善产业生态、强化人才支撑等措施，可有

效提升产业链竞争力。未来，日照市应持续深化绿色低碳发

展、跨境电商融合、数字文化创新及国际合作，加快向价值

链中高端迈进，将电子信息产业打造成为推动新旧动能转换

的核心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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