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服务业迎来又一个黄金发展时期。培
育服务业四大载体(重点服务业城区、园区、企
业和项目)，是省委、省政府确定的推动服务业
跨越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几年来，全省上下
不断强化政策措施、加大推进力度，服务业四
大载体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总量规模不断扩大

2007年省政府确定在全省培育50个重点服
务业城区、50个重点服务业园区和100家重点服
务业企业。2010年又将重点服务业载体项目列
为服务业四大载体之一，每年培育100个重点服
务业项目，同时将重点园区增加到100个。2013
年将重点项目扩大到200个。2007年，50个重点
城区实现服务业增加值6678 . 4亿元，占全省服务
业增加值的比重77 . 6%；50个重点园区实现营业
收入2762亿元，实现税金72 . 7亿元；100家重点
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799亿元，实现税金78 . 5亿
元。到2012年，重点城区实现服务业增加值
1 6 0 6 6 . 8亿元，占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
80 . 4%；100个重点园区实现营业收入9424亿元，
实现税金292 . 7亿元；100家重点企业实现营业收
入3836 . 7亿元，实现税金144 . 3亿元；100个重点
载体项目完成投资386 . 9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102%。2013年200个重点载体项目建设进展顺
利。截至9月底，已完成投资609 . 6亿元，占年度
计划的71%。

示范带动作用不断增强

培育服务业发展载体是我省探索发展服务
业的积极尝试，在培育初期，载体单位普遍存
在规模小、层次低、管理不规范、示范带动作
用不强等问题。经过几年的发展，载体规模不
断扩大，层次质量不断提升，示范带动不断增
强，有力地引领和带动了服务业跨越发展，对

全省转方式、调结构起到了积极作用。重点城
区把服务业作为主导产业，科学规划布局，有
效整合资源，立足优势特色，突出重点产业和
优势产业发展，全方位提升服务业功能，大力
提升服务业规模、速度和比重，努力提高服务
业层次质量，有力带动了全省服务业快速发展。

2008年全省只有4个县(市、区)服务业增加
值占GDP比重超过50%，到2012年达到18个。重
点园区在发展中加强规划引导，加强基础设施
和服务平台建设，进一步明晰功能定位，突出
发展优势和特色，充分发挥产业、人才、技术
集聚优势，不断壮大发展规模，不断提升产业
集聚度和辐射带动能力，有力地引导和带动了
服务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重点企业紧紧围
绕市场需求，努力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积极
调整和优化企业组织结构、经营结构，不断做
大做强，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综合实力
和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已成为我省服务业跨
越发展的主力军和领航者。

一批物流、金融、科技、信息、商务服务
等重点载体项目建设顺利推进，现代服务业项
目的建设和投入使用，成为各地带动服务业投
资、提升服务业层次、引领现代服务业发展方
向、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益的中坚力量。

对经济社会的贡献不断提高

2012年全省50个重点城区服务业从业人员
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达到42%，比全省平均
水平高9 . 3个百分点。重点城区服务业吸纳就
业的能力不断增强。2012年重点城区服务业投
资12061亿元，占全省的79 . 3%。重点城区成为
服务业投资的主要区域，服务业投资成为拉动
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2012年全省50
个重点城区所含的82个县(市、区)中，68个县
(市、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全省平均水
平。

建设四大载体 实现山东服务业跨越发展

前三季度，济南市历下区全区实现服务业增加值580 . 4亿
元，同比增长9 . 6%，占GDP的比重达到86 . 4%，较年初提高
4 . 6个百分点，总量继续保持全市各县(市)区首位。服务业发
展主要呈现两方面运行特点，一是优势行业带动作用突出。
前三季度，全区金融、批发零售和房地产业分别实现增加值
143 . 4亿元、108 . 8亿元、63亿元，同比增长21 . 2%、10 . 2%、
11 . 6%。其中，金融业增加值位列全市各县(市)区第一位。三
大行业实现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总量的比重达到54 . 3%，占
GDP的比重达到46 . 9%，分别比年初提高2 . 9和4 . 2个百分点。
二是重点企业财税贡献能力显著。上半年全区纳税百强企业
中，42家房地产和30家金融业企业实现区级税收分别达到10 . 9
亿元和10 . 2亿元，占区级税收总量的26 . 97%和25 . 28%，比年初
再提高0 . 99和2 . 45个百分点。

优化服务业发展环境。对落户辖区的企业给予买房、租
房补贴，对财政贡献大、产业集聚特色明显的楼宇、科技企
业给予奖励，引导服务业向高端、优质、集聚化发展。优化
审批流程。区一级的各项行政审批服务事项办结时限压缩
30%。目前，全区工商登记事项办理从原来的15日压缩到5个
工作日，质监方面机构代码证办理从原来的5个工作日压缩到
3个工作日。

突出抓好金融产业发展。一是加强银企服务。截至三季
度，新入驻金融机构30余家，全区金融机构总数达到378家。

二是加强金融业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前三季度3家小贷公司累
计实现营业收入0 . 7亿元，为743家客户发放贷款13 . 8亿元；15
家融资性担保公司新增客户3522家，新增担保额15 . 9亿元。三
是培育新型金融业态。以支持实体经济为立足点，积极发展
金融中介等金融组织。历下区全省唯一的山东金融超市目前
已入驻金融企业39家，为企业、个人提供融资32亿元，保险
理财8亿元。

高标准建设济南中央商务区。目前，中央商务区内已建
成各类载体100万平方米，成功引入了包括国开行山东分行、
省农村信用联合社等大型金融保险类企业，省国电、山东能
源集团、山东高速集团等国内知名企业总部入驻，中央商务
区内各类企业总数近两百家，总计注册资本1200亿，年营业
额700多亿，年纳税额近百亿。

加快提升楼宇、总部经济发展水平。近两年，历下区努
力突破地域面积瓶颈，围绕楼宇、总部经济这一发展重点，
不断加大政府介入，强化政策引导，尽力控制招商业态，通
过政府转租或补贴，开展街道办事处考核工作等方式，实现
了楼宇、总部经济快速发展。目前，全区1万平方米以上的重
点楼宇81座，总建筑面积近300万平方米，入驻率达到95%以
上，入驻各类企业近3500家。中信广场、天鹅大厦等一批优
质楼宇资源年实现区级地税收入超过5000万元，81座楼宇年
度实现区级地税收入17亿左右。

作为烟台市实施“一极领先，多极崛起”战略的服务经
济核心区，芝罘区牢固树立并纵深推进“服务业强区”战
略，把服务业作为经济发展的生命线、转方式调结构的总引
擎，积极创新思路，强化措施，倾力打造以服务经济为主的
城市经济，实现了服务业发展质量效益的持续提升。2012
年，全区实现服务业增加值201 . 6亿元，服务业增加值占地
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69 . 3%，高于全省、全市平均水平
29 . 3和33个百分点。连续四年被省政府评为“全省服务业发
展绩效考核先进县(市区)”。

夯实载体，增强服务业发展承载力。一是规划建设一批
特色产业园区。重点规划建设了海港路中心商贸区和滨海广
场金融商务区两个省级服务业重点园区。两园区2012年分别
实现营业收入199亿元和331亿元，发展成为区域性的商贸娱
乐中心和金融商务中心。二是举全区之力抓大项目、好项
目。筛选了万达广场等122个总投资1266亿元的服务业项目
全力推进。全年完成服务业投资244 . 5亿元，服务业投资占
全社会投资的比重达95%以上，大悦城等3个项目被评为全省
服务业载体项目。三是大力实施骨干带动战略。省级重点服
务业企业振华集团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93亿元，资产总额达
152亿元，经营范围扩展到省内外十几个地区；恒丰银行是
全国唯一一家总部设在地级市银行机构；瑞康医药A股成功
上市，实现了服务业企业上市的突破。

狠抓楼宇，构筑服务业发展新高地。面对中心城区土地
紧缺、企业外迁等问题，该区立足长远，依托自身服务业领
先发展的产业优势和人流、物流、资金流集中的区位优势，
提出了“向蓝天要空间、向空间要效益”的发展战略，大力
发展楼宇总部经济，走出一条产业空间向楼上布局、产业层
次向高端升级的“双提升”之路。目前，全区商务建筑面积
5000平方米以上楼宇共88幢，商务建筑总面积突破175万平方
米；楼宇入驻各类企业及机构2945家。2012年，全区楼宇经济
共实现市区级税收13亿元。市区级税收过亿元的楼宇2幢、过
五千万元的楼宇6幢、过千万元的楼宇24幢。

聚焦高端，打造服务业发展新亮点。该区在烟台市率先
提出发展文化创意、动漫广告、服务外包、电子商务等新兴
产业，培育形成“三园三基地”的发展格局，高端服务业发
展亮点纷呈。“三园”即总投资近70亿元的中央财政支持试
点广告产业园——— 烟台广告创意产业园、省级服务业载
体——— 东和科技园、烟台市唯一的电子商务类园区——— 烟台
电子商务产业园；“三基地”即总投资近20亿元的国家级动
漫产业发展基地——— 烟台动漫基地、省级服务外包示范基
地——— 烟台服务外包基地、省级小企业创业辅导基地——— 青
年科技创业大道。上述项目全部建成后，可容纳各种类高端
服务业企业1万家以上，形成税收100亿元以上，成为推动芝
罘经济快速发展的强力引擎。

历下区———

高端服务业引领全区服务业升级
芝罘区———

打造服务经济核心区

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发展，齐鲁软件园在产业载体建设、
服务平台搭建、企业集聚发展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先后获
得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国家软
件出口基地、国家服务外包示范区、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
范基地等殊荣，已发展为国内外知名的软件服务产业集聚
区，同时也是“国家信息通信国际创新园”的核心产业园
区。

在产业布局上，园区利用优势，突出重点，已形成软
件、集成电路、高端数字装备、网络通信和信息服务五大主
体产业，聚集企业近千家，服务业企业595家，其中近80%为
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企业，服务业从业人员达到4 . 4万人。2013
年1-9月，园区服务业实现收入255亿元，同比增长16%，预计
全年370亿元。

近年来，一大批高精尖的大项目落户园区发展。航天工

业软件基地落户园区，国家“863”重大项目“国家超级计算
济南中心”落户园区，中国科学院量子技术与应用研究中心
暨济南量子技术研究院在园区成立。德国德累斯顿—济南产
业合作仪式在园区正式启动……

为了保障园区可持续发展，目前已启动了齐鲁软件园二
期产业规划，要规划建设成低密度、低容积率、生态型、智
能化的具有国际水平的软件和信息通信创新基地。

在公共技术平台建设方面，建成了面向山东省及整个华
北地区软件行业的综合性开放式公共技术服务支撑平台，建
设了面向各应用方向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在人才培养方面，通过采取国内、国外双向结合的国际
培训国内化、国内培训国际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建立了校、
企、园三位一体的人力资源服务平台，形成了“一校三基
地”的实训基地空间布局。平台年服务能力达到5000人。

齐鲁软件园———

打造一流软件服务产业集聚区
近年来，潍坊市潍城区立足潍坊资源优势，把广告

创意产业作为加快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重点来抓，
积极探索园区化、集约化发展模式，着力打造广告创意
产业集群发展的高端平台。特别是潍坊广告创意产业园
被列为国家级广告园区试点以来，潍城区不断完善规划
布局、搭建服务平台、优化政策环境，使园区规模效益
和产业层级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和提升。目前园区聚集
各类广告业户300家，专业设计人才3000余人，今年1-9月
份实现广告经营额7 . 2亿元。

在园区规划建设过程中，依托潍坊特有的文化、产
业、资源优势，逐步整合形成了四大特色：利用艺术人
才和园区企业资源优势，打造广告人才实践基地；发挥
人力科技优势，打造广告服务外包基地；依托山东省广
告交易中心，打造广告企业综合性交流交易服务平台；

建设新媒体广告产业园，打造广告业创新融合发展高效
平台。

以高端发展为目标，科学规划园区布局。聘请上海
ADD创意工场、中国传媒大学创意中心专业人士，对园区
发展规划进行了深入论证，对园区的空间结构、功能分区、
品牌形象进行了优化提升，大力推动园区高端化、专业化发
展。规划建设了以西街99等三个孵化器为核心、辐射周边
1 . 5平方公里的广告创意孵化区，打造以策划为前端，设
计、营销等业态融合发展的广告企业聚集区。打造总面积2
平方公里的产业、居住、商务融合发展的广告创意总部聚集
区。目前，园区初步形成了广告创意、新媒体、展示交易三
个产业板块，培育了从广告创意、设计，到制作、发布的完
整产业链条，实现了企业互动和产业互补，目前园区人均年
创收达30万元。

潍坊广告创意产业园———

探索产业集群发展新路径

闻名业内外的济南留学人员创业园

芝罘区——— 振华世界广场项目鸟瞰图

蓝伞国际定期免费对加盟商进行培训

潍坊创意产业园区

聚焦山东服务业

济南阳光大姐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秉承“安置一个人，温暖两个家”的
服务宗旨和“责任加爱心”的服务理
念，积极为生活困难、就业困难群体
解决教育培训、就业安置等民生问
题；热心为不同家庭、不同社会成员
提供所需求的服务；不断创新管理，
引领服务消费，推动家庭服务业发
展，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各项经济指
标连续多年在全国同行业中名列前茅。

阳光大姐始终将安置就业、服务
民生当做首要工作来抓。目前，阳光
大姐已有4万人次通过职业技能资格鉴
定，5000余人成为高级工、技师、高
级技师及突出贡献技师和首席技师等
高技能人才。不断深化的职业培训，
正逐渐改变着阳光大姐服务员队伍的
技能素质结构，她们的市场适应力越
来越强，就业道路越来越宽。

针对社会对家庭服务需求越来越

呈现多样化、高端化的趋势，阳光大
姐相继开发出母婴生活护理、养老护
理、医院陪护、家务保洁等4大模块、
12个门类、31种家政服务项目，济南市
场占有率达85%。其中母婴生活护理员
(月嫂)、育婴师等已成为济南市场的品
牌服务项目，长年供不应求。实施品
牌延伸战略，经营项目由单一的家政中
介服务，不断向布局合理的母婴用品配
送、儿童早教、水泳、摄影等十余个领域
延伸和发展，形成了多元化、规模化、产
业化的发展格局。有越来越多的家政服
务员，不仅会打扫卫生，还会美化居
室；不仅会带孩子，还会早期教育；
不仅会做饭，还懂得营养配餐，成为
复合型、全能型的家政服务人才。

在巩固本地市场的同时，积极开
拓外地市场，发展连锁经营，目前，阳
光大姐连锁机构已达92家，辐射省内各
市和北京、河南、内蒙古等省区市。

济南阳光大姐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扩大就业平台 展示品牌魅力
山东蓝伞国际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是2007年成立于济南市历城区的民营
企业，通过搭建创业服务平台，专业
从事生活服务业领域创业项目的挖
掘、设计、运营、推广和经营模式输
出，推动生活服务业创新发展。5年
来，公司立足创新驱动，积极探索
吃、住、行、用等服务业创业服务项
目，逐步打造了汽车节能服务、家庭
环保清洗服务、文化创意定制服务、
健康快餐服务等四大创业服务平台，
形成了“洗车人家”汽车服务、“绿之源”
家庭清洗、“奇思妙想”个性礼品、“潘师
傅红烧肉”餐饮等多个品牌创业项
目，在生活服务业创业和创新发展、
连锁发展方面探索走出成功之路。

蓝伞国际确立了为创业者提供创
业服务平台的市场定位和发展目标，
通过创新驱动创业，推动服务业升级
和创新发展。对每个创业服务项目都

有明确的发展定位。公司采用连锁经
营模式，共同开拓市场。对深入市场
调研选定的每一个创业服务项目，先
是自己开设店铺经营摸索经验，取得
成功后再寻找加盟商，做大市场。为
开拓市场，公司十分重视市场研发和
经营设备、技术的创新，几年来先后
取得了1 3项国家专利，成功打造了
“挖掘市场精选项目、寻找培训加盟
商连锁发展、标准化流程指导经营管
理”的经营模式。

公司创立之初仅有5个员工，到今
年 1 0月底达到 5 0 0余人，大学生占
90%；3900多个加盟店，从业人员3万
多人。为指导加盟商成功创业和经
营，公司设立了专业培训机构——— 启
航商学院，定期免费对加盟商进行培
训，宣传公司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
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经营管理指导服
务。

山东蓝伞国际公司———

为创业创新发展搭建服务平台
“招远皮革城”已成为中国皮革

行业最具影响力的皮革市场。为打造
招远“皮革之都”，实现由“硬黄
金”致富到“软黄金”引领时尚的跨
越，并于2011年11月投资建设了招远
皮革城二期项目。

招远皮革城二期项目总投资额30
亿元，规划总用地面积为122966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为314858平方米。皮
革城的快速建设成为招远施工速度最
快的建筑项目，现今皮革城主楼已完
成外墙铺贴，地面铺贴已完成90%，
仅余收尾工作，全场400多家商户已全
部进场装修；楠铂萬大酒店已完成封
顶，壁挂外墙工作将逐步展开；东西
网点及箱包城部分已完成土建建设，
干挂外墙也将逐步进行。

为了加快项目开业运营，招远皮
革城同时启动商铺招商。目前商铺423
户，其中已销售72户，已租赁312户，

招商完成91%，经营业主要由来自海
宁、余姚、广州、香港、佟二堡、河
北等1000多个皮草、皮革生产厂家组
成，商场内汇集鄂尔多斯、啄木鸟、
紫貂夫人、KC皮草、第一夫人、华天
奴等国内外知名品牌，预计2013年10
月19日开业。

项目建成运营后，将成为中国
北方最大的集科研、贸易、销售等
于一体的皮革集散基地，带动招远
餐饮、住宿、购物、娱乐等服务业
的突破性发展，年可增加营业收入
60亿元，年增加地方税收6亿元，成
为拉动招远乃至胶东半岛服务业快
速发展的新动力。同时皮革城功能
齐全、购物方便、环境优雅，成为
集展示、购物、餐饮、休闲于一体
的具有现代都市生活品质的品牌商
业中心，能满足片区及全市居民生
活及休闲消费需求。

皮革之都 招远之耀
——— 招远市打造全国最大的皮革交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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