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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李文明
通讯员 王 周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1月29日从省质监局获悉，我省对工业
产品生产许可制度作重要改革，自1月15日开始，在全省范围
内开展“一企一证”改革，以企业为主体，一张证书载明所
有获证产品，改变过去“一品一证”管理方式。

据统计，我省纳入工业产品生产许可管理的企业共有5240
家，发放生产许可证数5696张。其中涉及“一企多证”的企业共
359家，证书数量最多的企业达7张，最少的2张。实行“一企一
证”改革后，跨产业多品种生产企业将直接受益，由原先按产品
多次申请，接受多次审查，取得多张证书，变为一次申请，一并
审查，一次发证，一张证书载明企业全部获证产品。

省质监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一企一证”改革，将按新企业
和老企业分类实施。对新企业直接按照“一企一证”“一证一号”
的原则办理，已获证企业在换证时按“一企一证”换发新证书，
逐步换发完毕。同时，省质监局还将同步推行工业产品简化审
批程序改革，推行“不见面”审批。取消发证检验，实行先证后
核，对符合条件的企业作出承诺后先行发证，核查后置，推行电
子证书，电子证书与纸质证书同等效力。

据悉，自从被国家质检总局确立为全国首批简化审批程
序改革省份以来，我省已有278家企业通过简化审批程序获得
了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从受理到取证不到10天时间。同时
取消发证检验和后置现场审查，每家企业获证时间平均缩短3
-4个月，为企业减少各类费用近2000万元。

变“一品一证”为“一企一证”

我省对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制度作重要改革

□记者 于新悦 代玲玲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近日从青岛海关获悉，2017年，山东

口岸出口汽车18 . 8万辆，比上年增加27 . 9%。出口量延续了
2016年的快速增加势头，再创新高。

数据显示，11月份是2017年汽车出口量最高的月份，当
月出口2 . 6万辆。全年出口汽车价值为159 . 6亿元人民币，增长
18 . 5%，出口平均价格为每辆8 . 5万元，下跌7 . 3%。

美国、东盟、墨西哥、印度和哥伦比亚是汽车的主要出
口市场，出口量合计占同期山东口岸汽车出口总量的60 . 1%。
在“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我国汽车企业对“一带一路”
沿线新兴市场开拓成效显著。2017年，山东口岸对印度、菲
律宾、伊朗和马来西亚等国汽车出口量大幅增加2 . 2倍、
62 . 3%、84 . 2%和96 . 1%。

2017年山东口岸以一般贸易方式出口汽车14 . 8万辆，增加
46 . 7%，占同期山东口岸汽车出口总量的78 . 8%。同时，海关
特殊监管方式出口激增，去年，山东口岸汽车以海关特殊监
管方式出口5493辆，增加6 . 6倍。

此外，外商投资企业为出口主导力量。2017年，外商投
资企业自山东口岸出口汽车12 . 4万辆，增加24 . 4%，占65 . 7%；
民营企业出口3 . 5万辆，增加63 . 3%；国有企业出口3万辆，增
加12 . 2%。小轿车出口倍增。2017年，山东口岸出口小轿车7 . 6
万辆，增加1 . 1倍。

18 . 8万辆，去年山东口岸

出口汽车创历史新高

□ 本报记者 杜文景 杨学莹

1月30日，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
省发改委、科技厅、财政厅、商务厅解读《山
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介绍我省新旧动能转换
工作推进情况。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随着国务院批准
《方案》，我省新旧动能转换由战略规划阶段
转向建设推进阶段。概算总投资4万亿的900
个重大项目已策划就绪，省级领导协调机构
人员已到位，各部门已经行动起来。“可以预
判，今年将是我省动能转换取得突破性、实
质性进展的关键一年。我们媒体朋友可以把
2018年加上一个限定词，叫做‘2018——— 山东
动能转换年’。”省发改委主任张新文说。

2022年十强产业增加值

占比60％才“及格”

按照《方案》，我省新旧动能转换的时间
表是：到2022年，基本形成新动能主导经济发
展的新格局；到2028年，基本完成这一轮新旧
动能转换；到2035年，基本建成现代化强省，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继续走在前列。

到底怎样才能算“新动能主导”呢？《方案》
确定了劳动生产率等主要指标。发布会上，张
新文给出了一个更直观可感的“标尺”：到2022
年，十强产业增加值占比力争达到60％。

“这是一条及格线。”他说，新动能主导
主要体现为“五个全面”：质量效益全面提
高、创新能力全面增强、生态环境全面改善、
动能转换体制机制全面建立、开放型经济新
优势全面形成。

总体方案中对综合试验区的布局概括
为“三核引领、区域融合互动”，范围怎么界
定？张新文在发布会上作了说明：包括济南、
青岛、烟台3市全域和其他14市国家和省级
经济开发区、高新区、海关特殊监管区等区
域，面积近4万平方公里，涉及全省182个园

区，其中济青烟38个，其他14市144个。
“从实际情况看，我省重大生产力主要布

局在省级以上园区，均可享受到总体方案中的
产业、创新、投资、财税、土地等政策。”他说，

“为了更加科学系统地推进全省新旧动能转换
重大工程，实施规划的范围涵盖了我省全部
15 .7万平方公里陆域，15 .9万平方公里海域。”

记者获悉，我省在综合试验区方案起草之
初，还同步启动了规划编制、意见制定和重大
项目库建设等工作。目前，实施规划和实施意
见已经省委第十一届三次全会审议通过，重大
项目库储备了900个工程项目，形成了一个方
案、一个规划、一个意见、一个项目库“四个一”
的推进体系。这“四个一”，既相对独立、各有侧
重，又一脉相承、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新旧动
能转换的顶层设计和实施安排。

政策“金矿”成色足

重大政策今年6月或明确

《方案》确定，在综合试验区推行国家级新
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全面创新改革试验
区可复制、可推广的政策措施的同时，还赋予
综合试验区一系列先行先试、试点示范的权
利。“这些政策涉及创新、产业、财税、金融、土
地、开放、生态等重点领域，每项政策都具有很
高的含金量和可操作性。”张新文说。

税收政策体现的是国家产业政策和发
展方向，对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具有重要激励
引导作用。省财政厅副巡视员袁培全介绍，

《方案》中的税收政策内容丰富、涉及面广，
除推广复制现行部分区域性政策外，还批准
山东先行先试创新性税收政策。

关于近期上报批复实施的税收政策，袁培
全介绍，一是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城市，
将科技型中小企业实际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
支出税前扣除限额比例提高到8％。这一政策
在全国是首创性的，国家选择在我省试点，充
分体现了对我省新旧动能转换的大力支持。二
是在试验区推行国家级新区、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和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可复制推广的政
策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创业投资企
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抵免所得税政策，我省将成
为“8+1”区域后首个实施这一政策的省份。三
是科技人员转让科技发明、专利技术等，在计
算个人所得税时不能准确计算财产原值的，由
税务机关依法核定财产原值。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除了税收政策，
国家支持我省创建全国医养结合示范省、全
域旅游示范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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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受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防治协同治
理政策，支持老工业区、资源型城市经济转
型发展；支持济南高水平规划建设新旧动能
转换先行区、青岛创建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
等，这些政策都有很高的含金量。

张新文介绍，我省已将方案中的重大政
策进行认真梳理，细分为112项具体任务，并
逐项明确了责任主体、任务目标和完成时
限，将以省委、省政府联合印发的形式来强
化政策实施的刚性约束。围绕《方案》中给出
的政策，我省将加大与国家部委的对接，需
要近期上报批复实施的政策，争取在今年6
月份得到明确。

900个重大项目

几乎全部面向“四新”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记者从发布会上
感到，推进新旧动能转换的行动已如火如荼
地开展起来。

推进新旧动能转换，核心在产业，关键
在项目。张新文介绍，从去年4月，我省在综
合试验区方案起草之初，便同步启动了重大
项目库建设。经过9个月的精心策划、筛选，
目前已入库了900个新旧动能转换重大项
目，概算总投资4万亿元。

“这900个项目，几乎全部是‘新动能’、
全部面向‘四新’。没有一个火电项目，没有
一个传统制造业项目。”张新文说。比如，中
国重汽MC发动机智能制造项目、青岛空客
年产36架直升机项目、烟台万华100万吨/年
乙烯一体化项目、潍柴动力氢燃料电池制造
基地项目等，几个名字可以窥豹一斑，看起
来“高大上”、带动力强。

创新是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省科技厅
副厅长李储林介绍，今年，我省将精准聚焦十
强产业，继续组织实施信息安全、高端装备、新
能源汽车、高性能特种新材料、透明海洋、精准
医疗、绿色化工、精准农业等重大科技创新工
程，加大重大关键技术研发部署和重大科技创
新平台布局，构建以政府为引导、以企业为主
体、高校院所共同参与的协同创新体系。

“力争每年突破100项左右制约产业发

展的重大关键技术，带动十强产业高端发
展。加大对关系产业跨越发展的重大研发项
目的支持力度，单项支持额度由最高500万
元提高到1000万元。”李储林说。

高新技术企业是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力
量。李储林介绍，今年，我省将大力构建和实施
支持企业创新的普惠性政策，强化对科技型中
小微企业的精准服务，强化省市联动形成合
力，力争全省高新技术企业尽快突破1万家，培
育一批成长性好的瞪羚企业和独角兽企业。

构建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体制，对标自贸
试验区是个重要抓手。省商务厅副巡视员张
型成介绍，目前，在全国复制推广的自贸试
验区改革试点经验有123项，我省已落地117
项。下一步，我省拟在济南、青岛、烟台核心
区分别选定一个区域，建设自贸试验区改革
试点经验复制推广示范区，主动和先行的自
贸试验区“结对子”，学习、借鉴、创新制度，
争取用2-3年的时间，把示范区建设成特点
突出、优势明显，营商环境全国领先、投资贸
易便捷便利、事中事后监管科学有效、新旧
动能市场主体活力大幅增强的区域，明显增
强区内市场主体获得感，形成一批在我省可
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以点带面，推
动全省体制机制创新、投资环境改善。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工作也在推进。去
年以来，我省大力实施削权减证、流程再造、
精准监管、体制创新、规范用权“五大行动”，
削减省级行政权力事项1082项，超额完成本
届政府削减任务，首批公布3 . 6万项“零跑腿”
和“只跑一次”事项。下一步，我省将加大改
革力度，与国际惯例对标，向先进省份看齐，
高水平打造“审批事项少、办事效率高、服务
质量优”的政务环境，吸引各类创新资源、创
业主体向山东集聚发展。

组织和制度保障正迅速健全起来。张新
文介绍，日前，省委、省政府决定，省新旧动
能转换战略规划领导小组更名为新旧动能
转换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发改
委。省编办也已批复同意，在发改委原区
域办的基础上整合组建新旧动能转换推进
办公室，下设综合协调处、发展政策处、
动能转换推进处、督导考核处等6个处室，
目前人员已到位，进入紧张的工作状态。
目前，省发改委正与相关部门一起，研究
建立新旧动能转换监测指标体系，实时跟
踪评估进展；改进优化考评体系，激励各
地竞相推动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

4万亿项目驱动山东新旧动能转换
900个重大项目无一传统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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