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自贸区首个外商投资企业诞生
今年起，外商投资企业可直接通过“山东政务服务网平台”在线新设变更

□记 者 杨润勤
通讯员 闫 栋 报道

本报济南1月3日讯 今天一大早，
顾延彬赶到济南市高新区政务服务中
心，顺利地拿到了公司的营业执照。由
顾延彬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济南知元半一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为《外商投资
法》施行后，在中国（山东）自由贸易
试验区内成立的首家外商投资企业。

该公司由山东知仁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出资70%和株式会社半一（日本）出资
30%合资而成。“没想到这么快就拿到了营
业执照！”顾延彬告诉记者，这意味着公司
可以提前开业，更快地开展业务。

今年1月1日，《外商投资法》正式
实施。实施后有哪些新的变化？济南高
新区市场监管局行政审批办公室李蕴莹

说，新法确立了外商投资促进制度，对
外资企业实行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加负面
清单制度，除了少数限制投资的行业，
中国人能从事的行业，外国资本也可
以，确保内外资一致原则。而且负面清
单也进一步压缩，从原来的48项修改调
整为40项。“原来的时候，中国自然人
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和外商合资成立公
司，现在可以了。再就是原来的商务部
门备案审批环节取消了，简化为信息报
告制。”

信息报告制对外商投资企业带来什
么？以山东的外商投资企业为例，从今
年起，外商投资企业的新设变更，无需
再通过商务部门审批备案，而是直接通
过“山东政务服务网平台”在线提交初
始报告、变更报告，并通过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在线提交年度报告，实
现了市场监管、商务、外汇年报的“多
报合一”。简而言之，过去要跑两个部
门、填两个系统，现在一个窗口、一套

系统就能搞定。
这种变化也体现在顾延彬刚刚拿到

手的营业执照上。《外商投资法》实施
前，营业执照上“企业类型”一栏应写
“中外合资”，现在变成了“有限责任
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李蕴莹说，
新法施行后，外商投资企业的组织形
式、组织机构及其活动准则，将适用
《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等法律的规
定。

同时，《外商投资法》的实施，也
意味着此前基于“外资三法”设立的外
商投资企业，需根据《公司法》的规定
对其公司治理结构、组织机构及其活动
准则进行梳理、调整、规范和统一。为
此，《外商投资法》给予了5年的过渡
期。5年过渡期后未作改变的，市场监管
部门将不予办理该企业其他登记事项的
变更或备案手续，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也
将会同有关部门公示违反过渡期要求的
企业名单。

2019中韩（威海）人才

交流合作大会举办
□记 者 彭 辉

通讯员 任现辉 丛海平 报道
本报威海讯 2019中韩（威海）人才交

流合作大会于日前召开。本次大会以“创新
共享·合作共赢”为主题，旨在搭建与韩国
人才领域高端对话、资源共享、项目对接的
专业性平台，为深化高质量“双招双引”、
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国际人才智力支
撑。韩国驻青岛总领事馆总领事，韩国高
校、研发机构、科技企业、人才团体负责人
等200余名嘉宾参会。

会议期间，“中韩人才交流合作金桥联
盟”（简称“金桥联盟”）成立，并发起了
联盟倡议，共建长效合作机制，互设智力交
流中心，轮流举办中韩人才交流合作大会，
打造新时代中韩人才交流合作“新金桥”；
举行了集中签约仪式，威海市人才工作领导
小组、山东大学（威海）、威海市农业科学
院等与韩国高校、研发机构等签署合作协
议。

□ 本 报 记 者 王新蕾
本报通讯员 马立军

当前，金融扶贫引进的资金活水，改
变了贫困地区的面貌；未来如何让扶贫资
金留存沉淀，继续发挥更大作用？扶贫产
业如何持续发展？

资金跟着产业走，产业跟着市场走。
为使扶贫资金发挥最大价值，我省农商银
行将扶贫目光瞄准特色产业，以“扶持一
个龙头企业、支持一个项目、带动一个产
业、辐射一片贫困农户”的发展思路，大
力支持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
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导吸纳贫困户就
业，实现产业扶贫。

高密市宏基农机专业合作社是农商银
行产业扶贫的亲历者和受益者。此前，该
合作社拥有一个核桃示范基地，种植核桃
树1万多棵，但由于缺少核桃深加工项
目，核桃产品价格不高，农户们收入并不
稳定。在农商银行的帮助下，该合作社办
理了300万元金融专项扶贫贷款，扩大了
专业合作社的经营范围和能力，解决了周
边地区60名贫困人口的就业问题，间接带
动200多名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致富。

为指导全省农商银行开展金融扶贫工
作，省农信联社研究印发一系列文件，明
确了全省农商行金融扶贫目标任务，为全
省农商银行金融扶贫奠定了制度基础。同
时，省联社围绕重点区域、关键环节建立
了完善的督导机制，对全省农商银行金融
扶贫工作进行不定期调度和督导，形成上
下联动、激励约束的扶贫工作长效机制。
通过不断探索创新扶贫模式，山东农商银
行打出精准扶贫“组合拳”，使源源不断
的金融活水浇灌到贫瘠之地。

“像我这样一个身有残疾、行动不便
的贫困户，做梦也没想到能成为养殖专业
户。”安丘市兴旺沟村的高立习身有残
疾，妻子双耳失聪，女儿在外求学，全家
仅有几亩薄田，生活非常困难。当地农商
银行经过考察后，为他发放了5万元扶贫
贷款，帮助他购买了8头牛犊。他靠着自
己的辛勤劳动，实现了脱贫致富。

去年以来，全省农商银行加大向贫
困地区和贫困人群的信贷投放，创新推
出了富民农户贷、富民生产贷、双保惠
农贷等3 0余种扶贫系列贷款。截至1 1月
末，累计发放扶贫贷款210 . 2亿元，其
中，5万元以下小额扶贫信贷21 . 6亿元，占全省银行机构的
91 . 2%。

棉被、羽绒服、米、面、油……日前，潍坊市农信联社将这
些物资发放到临朐县冶源镇朱阳村32户贫困户手中。“第一次穿
这么暖和、这么好看的新衣裳！”贫困户王学春说。

去年以来，省农信联社党委将金融扶贫作为重要的政治任
务，共走访贫困村3361个、走访贫困户4 . 48万户，向贫困户捐款
144 . 3万元，捐助物资29 . 9万元。

让百姓富起来，更要让他们富下去。山东农商银行系统将
“扶贫”与“扶智”结合，选拔优秀干部职工3874人，挂职乡
（镇）副乡（镇）长、街道办副主任、村主任助理，为金融精准
扶贫增添活力。各地农商银行通过“金融夜校”“行长大课堂”
“金融知识进万家”等形式，为群众送去金融知识和致富技术，
目前已举办“金融夜校”2371次，受众15 . 53万人。

我
省
农
商
银
行
累
计
发
放
扶
贫
贷
款
逾
两
百
亿
元

金
融
扶
贫
有
看
头

资
金
跟
着
产
业
走

上合示范区

多式联运

突破67万标箱
□记 者 白晓

通讯员 刘伟 报道
本报青岛1月3日讯 今天上午，位

于青岛胶州的上合示范区青岛多式联运
中心（右图）发布数据，该中心2019年
到发总运量突破67万TEU（20英尺标准
集装箱），同比增长25%。其中，国际
班列到发500列，增长45%，占山东到发
总量的35%。

截至目前，上合示范区青岛多式联
运中心已相继开通“胶黄小运转”省内
循环班列，胶州至乌鲁木齐、西安、郑
州、洛阳等7条国内班列，“中亚”“中
韩”“中蒙”“中欧”“青凭越”“中
俄”等6条国际班列，对全国600多个站
点开展业务。

□记者 申红 张鹏程 报道
本报济南1月3日讯 “有了营业执照，

以后和客户签合同更方便，也能开发票。我
现在还交了社保，孩子上学、买房也更方便

了。”今天上午，“好活华北运营中心”在济
南市槐荫区揭牌，来自江苏盐城的邱立顶
通过“好活互联网灵活就业平台”注册成为
个体工商户，拿到自己的个体户营业执照。

“‘好活平台’可以让企业降低用工成
本，让成为个体工商户的创客增收入，同时
还能让政府监管起来更简单。”北京众志好
活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张欣堂说，“好活平
台”打造了“2平台+1基地”发展模式，即由
共享经济服务平台、共享经济双创基地以
及政府大数据协同监管平台共同构成的综
合服务体系。“2平台+1基地”无缝对接，形
成政府、企业、人力资源公司、灵活就业者
联动，最终打造成为多方共赢“生态圈”。

举例来说，需要用工的企业开展某项
业务可通过“好活平台”发布信息，并规
定完成时间以及相关验收标准等。一位灵
活就业者接单后，只管保质保量做好业

务，签订合作协议、收款、纳税等工作可
全部交给“好活平台”完成。业务完成
后，“好活平台”将以最快的速度把业务
款项汇到接单者的账户。

据悉，“好活平台”拥有推动企业员
工内部创业，破解招工难，支持企业组织
结构创新；灵活就业者通过“好活平台”
转变为个体工商户等商事主体；有效破解
线下劳务派遣公司与中介公司信息不透
明、资源不匹配等问题，建立起企业与人
力资源分散产能之间的共享经济新模式；
灵活就业者享受全程网上办理工商营业执
照的便捷服务等四大优势。

张欣堂表示，未来，“好活平台”将
根据平台中小微企业在互联网环境下的生
产经营情况，通过对数据的解读，推动小
微企业打入产业互联网发展的生态链条
中，实现与企业间的共享、共生、共赢。

“滴滴打工”来啦！
“好活华北运营中心”落户济南，用工找活更简单

（上接第一版）未来值得期待。2019
年，省财政拿出120亿元支持科技创新，是
上年的3 . 7倍，一批重大科技平台和重大科
技创新工程正在推进；20家“政产学研金
服用”创新创业共同体已开始建设；高新
技术企业加速增长，瞪羚企业、独角兽企
业不断涌现……假以时日，新动能将迎来
星火燎原的时刻。

转型前后，一滴原油里效

益大不同

1月2日，天气寒冷，在利津经济开发
区，利华益集团的2个新化工项目却干得热
火朝天。围挡内，正在进行控制室、化验
楼、供热系统等公用工程和辅助设施的施
工。

“这两个项目，分别是年产100万吨轻
烃催化裂解联合项目、年产20万吨环氧丙
烷联产45万吨苯乙烯项目。这两套装置，
在国内地炼行业都是第一套。”利华益集
团科研开发部部长贺宗昌介绍，这两个项
目，加上已立项、正在筹备建设的年产40
万吨高性能ABS树脂一体化项目，将形成
从炼油到ABS树脂的完整产业链，是公司
继聚碳酸酯之后的第二条全产业链。

利华益是地炼企业出身，“油头”已

定，要想提高产品附加值，只能向“化
身、高化尾”方向发展。2008年国际金融
危机时毅然转型化工以来，12年间，利华
益新上了22套化工装置，产品多为替代进
口的紧缺化工新材料。贺宗昌说，现在，
一滴原油进入利华益，40%炼成了油品，
60%变成了各种化工产品，化工已取代炼
油成了公司的主导产业。“每吨油品净挣
几百元，靠的是‘大进大出’，业内自嘲
‘挣的是搓手皮子钱’；而化工品每吨能
挣几千元，附加值高得多。”他说。

从全省来看，我省化工产业在经历了
两年的布局调整之后，新上项目也在渐次
放量、提质升级。

不仅是化工产业。我省还实施“万项
技改”，截至2019年11月，投资500万元以
上的技改项目已完成9 5 0 0个；大力推进
“现代优势产业集群+人工智能”，第一
批公布的150家试点示范企业及项目正在实
施，通过“换脑”“换芯”，提高“十
强”产业发展水平。

与此同时，淘汰落后产能的力度在加
大。其中，对煤耗总量占我省工业一半的
钢铁、地炼、电解铝、焦化、轮胎、化
肥、氯碱等七大高耗能行业，我省分别制
定了产能总量压减和转型升级方案，把落
后产能出清任务具体落到了企业。

按计划，2019年开始的五年间，我省
煤炭消费争取净压减5000万吨，省下的煤
炭消费指标，将用来保障大项目、好项
目。这一增一减间，山东工业结构将变
轻、变绿。

项目推进有了“千里眼”

“110千伏高压线迁走，从问题申报到
最终解决用时1个月，可谓‘极速’。”山
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企信部负责人王
卫亮告诉记者，为了推进这一工作，济宁
高新区成立了工作专班，施工方案设计、
塔基塔干采购、占地清表补偿、停电时间
审批，都是按照时间节点完成的。

2018年7月，济宁在全省率先推出“新
旧动能转换可视化督导服务平台”，集项
目管理调度、政府服务企业、工作督导考
核、可视化分析研判于一体。整个流程清
清楚楚挂在网上，有效杜绝了“慢拖瞒”
“层层画圈、层层批转、不了了之”现
象。

尽管有了“千里眼”，济宁市发展改
革委项目推进科科长高宏星的汽车后备厢
里，仍常年备放着一套洗漱用品和一双胶
靴。“确保有事随时可以到现场。动能转
换关键靠项目，就要头拱地向前推。”他

说。
济宁的“千里眼”，是全省新旧动能

转换项目推进机制的缩影。2019年，我省
建立省级项目推进可视化督导服务平台，
实行“集中办公、并联审批、省市联动、
专班推进”落地机制；省、市、区县投资
500万元以上的项目，竣工一批、开工一
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形成一月一调
度、一月一梳理、一月一会商、一月一反
馈、一月一通报的“五个一”协调推进机
制……土地、资金、政策等要素跟着项目
走，多项推进政策汇集形成合力，加快项
目建设速度。2019年1-10月，我省两批新
旧动能转换优选项目完成投资1994 . 3亿
元，完成年度计划的99 . 7%。

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重大项目
作为培育现代产业体系的有力抓手，完善
“要素跟着项目走”机制，以重大项目带
动若干项目、企业“星罗棋布”，形成一
个个产业集群。

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我省新旧
动能转换第三批优选项目和2020年度省重
大项目的筛选工作正加快进行，确保项目
名单早下达，项目建设早实施、早见效。
“要紧紧抓住重大优质项目建设这个‘牛
鼻子’，狠抓落实，全力扩大有效投
资。”省发展改革委主任周连华表示。

1、企业类型中不再有“中外合资”
“中外合作”。新法实施后，外商投资企
业的企业类型只区分有限公司、股份有限
公司和合伙企业，不再有“中外合资”
“中外合作”的概念。

2、中国自然人可以投资外商投资企
业。新法明确了中国自然人作为中方投资
者的合格主体身份。

3、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变更，从逐案
审批（备案）制到信息报告制。

4、董事会不再是企业最高权力机
关。新法实施后，外商投资企业的最高权
力机关将与内资企业保持一样，改为“股
东会”。

《外商投资法》
带来哪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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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链接

“好活平台”打造了“2平
台+1基地”发展模式，即由共享
经济服务平台、共享经济双创基
地以及政府大数据协同监管平台
共同构成的综合服务体系。“2
平台+1基地”无缝对接，形成政
府、企业、人力资源公司、灵活
就业者联动，最终打造成为多方
共赢“生态圈”。

全省首个！烟台开发区上市

公司党建工作联盟成立
1月3日上午，烟台开发区召开上市公司党建工作联盟成

立大会，首批19家企业入盟，其中上市公司9家，新三板挂
牌企业10家。此举旨在推动上市公司党的建设和企业发展互
促共融，探索新时期上市公司党建工作的新途径。上市公司
党建联盟主要在事务共商、政策共享、发展共促等方面开展
合作。（□记者 杨秀萍 报道）

全国首家！聊城建筑业

有了应急转贷平台
1月3日，聊城市建筑业应急转贷平台启动大会召开，

会议下发了《关于设立聊城市建筑业应急转贷平台的通
知》，这是全国首家建筑业应急转贷平台，该平台已经山
东省企业应急转贷平台备案，纳入省级企业应急转贷服务
体系。聊城市平台由聊城市安康民间融资登记服务有限公
司负责运营，初期筹集3个亿应急转贷资金，为全市建筑业
企业提供应急转贷业务。（□记者 高田 报道）

扫描二维码阅读详细内容。

近日，济南印发《济南市人才购房补贴申请发放实施细
则（试行）》，明确四大类人才可享受购房补贴。《细则》
规定，A类人才实行“一人一策、一事一议”；B类人才购
房补贴标准为购房金额的50%，最高100万元；C类人才购房
补贴标准为购房金额的50%，最高70万元；D类人才购房补
贴标准为购房金额的50%，最高40万元。全日制博士、硕士
研究生享受一次性购房补贴，补贴额度分别为15万、10万。
（□记者 申红 段婷婷 报道）

大礼包！四类人才

来济南买房财政补贴50%

济南

烟台

聊城

动能转换，向“三年初见成效”加速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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