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为动能转换保驾护航

《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总
体方案》（下称《方案》）提出，强化顶层
设计、系统谋划和协同推动，构建促进新动
能加快成长、传统动能改造提升的政策体系
和制度环境，大幅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
素生产率。

试验区将发挥国有企业在动能转换中的
引领带动作用，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
开展地方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
试点。经山东省人民政府依法委托，济南、青
岛、烟台市人民政府可行使部分县（市、区）的
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方案审批权。支持利
用现有资金渠道设立新旧动能转换基金，加

大对重点产业、关键领域的投入力度。
在财税方面，将推进省以下财政事权和

支出责任划分改革。中央财政统筹“蓝黄两
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黄河三角洲高
效生态经济区）扶持政策给予财力补助，对
试验区在化解过剩产能、培育壮大新动能等
方面予以支持。按程序研究选择部分国家重
点扶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旧动能转换重
点行业（项目），先行先试临时性的期末留
抵退税政策。

试验区将创新绿色发展机制，加快推进
“多规合一”，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在市
县层面精准落地。建立节能减排指标体系、监

测体系和考核体系。完善污染防治区域联动
机制，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享受京
津冀大气污染防治协同治理政策。加快货运
交通结构调整，提高铁路货运比例。开展泰山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建设试点。

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我省将推进以人
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推进山东半岛城市群
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
局。支持济南、青岛、烟台等市合理调整行
政区划。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探索城乡
基础设施一体化规划、建设、管理模式，完
善城乡公共服务统筹推进机制。扩大县域经
济社会管理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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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方案》
提出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经
济增长动力加快向创新驱动转换。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方案》鼓励
企业牵头建设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加强中小
微企业创新扶持力度，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试点城市，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实际发生的职
工教育经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8%的
部分准予税前扣除。

试验区将加快重大创新平台建设，突出
关键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

颠覆性技术创新，鼓励试验区企业和科研机
构积极承担和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建设
超算中心，研究建设大洋钻探船等科研创新
平台。推进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
验室建设。打造区域创新发展载体，加快建
设山东半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深入推进
创新型城市建设，支持创建国家级高新区。
培育一批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和农村创新创业
示范基地，支持青岛创建工业互联网创新中
心，支持青岛（古镇口）创建国家军民融合
创新示范区。

为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方案》提
出发展线上线下结合的科技成果交易，支持
建立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开展知识产权区域
布局试点，推进青岛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
和国家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区建设。在山东
开展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支持济南、
青岛建设国家检验检测认证公共服务平台。
完善财政、金融、保险等支持首台（套）重
大技术装备研发、检测评定、示范应用的体
系和政策，健全促进创新产品研发应用的政
府采购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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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发展新
体制，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
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强化青
岛、烟台等海上合作战略支点作用，推进与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港口城市间的
互联互通。深化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
和地区交流合作，依托新亚欧大陆桥、中蒙
俄等国际经济走廊布局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
和重点项目。加快东亚海洋合作平台建设。
推动企业稳妥参与境外油气、矿产等能源资

源勘探和开发，提高利用和配置全球资源的
能力。

塑造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在济南、
青岛、烟台三市，依托国家级新区、国家级
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和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充分借鉴自贸试验区改
革试点经验，加快体制机制创新。深化贸易
便利化改革，大力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外贸
综合服务、保税展示交易等外贸新业态、新
模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大力发展服务
外包产业，支持烟台创建服务外包示范城

市。支持青岛、烟台、济南等城市建设进口
特殊商品指定口岸。支持青岛汽车整车进口
口岸开展汽车平行进口试点。创新引资引智
引技方式，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
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创新区域开放合作模式，积极对接京津
冀协同发展战略，主动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
疏解及京津产业转移。加强环渤海地区合
作，繁荣发展湾区经济。密切与长三角、珠
三角、东北地区等的经济联系，构建区域间
协作发展机制。

深化改革激发动能转换活力

创新驱动增强动能转换动力

扩大开放释放动能转换潜力

《方案》提出，全面提升政府服务效
能，深入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合理布局
重大基础设施，为新动能加速成长、新旧动
能接续转换提供坚实的支撑保障。

为建设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
境，试验区将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营
造宽松便捷的市场准入环境、公平有序的市
场竞争环境、安全放心的市场消费环境。赋
予省级及以下政府更多自主权，推进新兴经
济领域的权责下移试点。

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将更加注重智能安
全，统筹公路、铁路、航空、港口等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完善山东省高速铁路网，加快
推进京沪高铁辅助通道、京港（台）通道、
沿海通道等山东段重点工程建设。支持济南
机场升级改造，建设青岛新机场，新建和迁
建一批支线机场。

健全充满活力的人才支撑体系。试验区
将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
军，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

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
水平创新团队。支持依托现有资源，加快康
复类、能源类高层次人才培养。加快发展现
代职业教育，扩大非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
建设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试验区和一批公共实
训基地，培养高素质实用型技能人才。支持
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在试验区设立新型研
发机构和中试基地，建设国家级博士后创新
创业基地和专家服务基地，支持青岛国际院
士港等平台建设。

加强保障强化动能转换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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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动能转换

保障措施有哪些？
新旧动能转换的实现，要有路径，也要有保障。
以改革激发转换活力、创新增强转换动力、开放

释放转换潜力，《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
总体方案》（下称《方案》）指明了我省实现“无中
生有”“有中出新”总的路径和人才队伍建设等三大
支撑保障。

改革组合拳瞄准重点领域

《方案》提出，要发挥国有企业在新旧动能转换
中的引领带动作用，加快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创新发
展、布局优化，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

“混合所有制改革应作为这轮国企改革的突破
口。”省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冰认为，混合的目的
是为企业打造一个符合现代企业治理的、能够培养竞
争力和创新力的治理体系。

截至2017年年底全省首批58户混改试点企业有20户
已基本完成。其中山东交运集团以“存量+增量”模式
引入战略投资者、实施骨干员工持股，打造了山东国
企混改样板。

据省国资委主任张斌介绍，下一步，我省将继续推
动企业健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及运行机制，推进契约化
高管人员向职业经理人转变。加快资产证券化步伐，制
定全省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优化重组方案，建立健全上市
资源后备库，推动具备条件的企业整体上市、首发上市。

《方案》指出，支持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
度，开展规范化公司制改造，实现企业产权多元化、
治理规范化、管理科学化。刘冰认为，应从政策上给
予更多倾斜，包括降低民企融资门槛及成本、加大资
金扶持力度等。

创新要双轮驱动

“新旧动能转换中的创新，除了科技创新，还包
括理念创新、制度创新、模式创新等。难点在于大机
制、大环境的建设和营造。”省发改委发展规划处调
研员燕纪煌表示，强化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就
要充分调动和激发企业创新的动力，建立健全企业创
新体制机制。改善营商环境，厘清政府、市场边界，
拓展企业家精神生长空间。

在高科技创新方面，《方案》指出，要加快重大
创新平台建设，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

刘冰认为，在创新人才方面，“需要科技创新与体制
机制创新‘双轮驱动’，才能真正推动科技工作者创新的
原动力，才能真正加快技术转移和科技成果的转化”。

发力“放管服”，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放管服”改革是建设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
商环境的先手棋。

据了解，2017年省委深改组先后召开8次会议，审
议通过42个改革文件，从根本上理顺了全面深化改革
的各项体制机制。全省分两批削减省级权力事项1082
项，通过创新事中事后监管方式，实现了市场主体的
宽进严管。

省编办副主任、山东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领导小组
办公室副主任刘书伟介绍说，下一步我省将全面推行一
窗受理、一网通办、最多跑一次等“五个一”改革。

《方案》指出，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
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
做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省发改委体改处处长孟庆立表示，实施市场
准入负面清单，要明确几个要点，第一是要明
确市场主体，其次是准入行业，第三必须是
投资、经营性的行为，“要避免清单成为
部门权利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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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中科院海岸带研究所综合楼。 图②：济南云计算中心。 图③：青岛国际院士港内展示的院士墙。（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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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改革

建设稳定公平透

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包括：“放管服”改革，

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实

行扁平化管理和综合

行政执法等。

健全充满活力的人

才支撑体系。包括：建设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

劳动者大军，吸引国家

“千人计划”“万人计划”

领军人才落户等。

完善智能安全的

基础设施网络。包括：

统筹公路、铁路、航空、

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加快信息基础设

施建设，实施国家节水

行动等。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加快重大创新平台建设、打造

区域创新发展载体、健全科技

成果转化机制。

强化顶层设计、系

统谋划和协同推动。

创新市场主体健康发展机
制、创新要素市场配置机制、创
新财税激励约束机制、创新绿
色发展机制、创新城乡融合发
展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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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开放型经济

发展新体制。

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

设、塑造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

势、创新区域开放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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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

扩大开放

营商环境

人才支撑

基础设施

实现新旧动能转换，要有路径，也要有保障。《方案》提出，深化改革激发动能转换活力，创新驱动增强动能转换动

力，扩大开放释放动能转换潜力。同时，全面提升政府服务效能，深入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合理布局重大基础设施施，为

新动能加速成长、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提供坚实的支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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