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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下放 144项
市级管理权限

导报讯（记者 王伟）为推进重
点领域改革和扩大开放， 济南市拟
出台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实
施意见》。 其中，拟向县（市）区下放
166项市级管理权限。 放权后，市级
行政审批权限仅为 173项， 成为全
国拥有行政批权限最少的副省级城
市。 目前， 沈阳市这一数据为 198
项，青岛市为 274项，南京市为 311
项，广州市为 511项。

据了解，实施意见中，济南市取
消和调整市级行政许可事项 427
项。 其中包括城市社区有线电视系
统设置许可，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原
址保护措施审批许可等。另外，为进
一步压缩审批时限， 市各审批部门
的备案事项， 年检事项以及审批条
件、 申报材料符合要求且不需要现
场勘察的事项， 一律在市行政审批
服务中心窗口即时办结。

金融等五大行业
有望营改增

导报讯 1日， 天津市、 浙江
省、 湖北省和宁波市启动营改增试
点，这是年内最后一批试点地区。据
权威部门统计， 营改增试点所覆盖
的企业数量也将会达到 91万户。据
参与扩大试点的一名消息人士介
绍，营改增推向全国是大势所趋，接
下来极有可能被纳入试点的行业有
金融、邮电、通信、铁路运输、建筑安
装五大行业。

不过，有业内人士担心，这些新
纳入的行业会遇到与交通运输业相
同的税负不降反升的问题。 也有专
家建议， 未来试点行业应选择适应
增值税征收特点的、 进项税额容易
确认的行业， 选择的行业还应具有
典型性。 （陈岩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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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青岛”谋划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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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报记者 赵雪
! 见习记者 范琪 青岛 济南报道

日前，国务院作出《关于同意
山东省调整青岛市部分行政区划
的批复》、山东省政府发出《关于
调整青岛市部分行政区划的通
知》， 决定青岛市部分行政区划实
施调整。

调整的主要内容是：撤销青岛
市市北区、四方区，设立新的青岛市
市北区，以原市北区、四方区的行政
区域为新的市北区行政区域；撤销
青岛市黄岛区、县级胶南市，设立新
的青岛市黄岛区，以原青岛市黄岛
区、县级胶南市的行政区域为新的
黄岛区的行政区域。

在经济导报记者对多名经济界
人士的采访中，他们普遍提到，这次
青岛市行政区划调整是为了紧抓蓝
色经济区建设的发展机遇。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开
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表
示，行政区划进行合并调整的节点，
往往是在城市发展进程中，因地域
狭小或两个区域各成体系，对空间
共享、统筹安排等已造成制约之时。
这次胶南和黄岛区的合并，就是希
望区域间能够优势互惠、统一到一
个大框架下来发展。

五次申请终获批

青岛市民政局局长姜军建介绍
说，青岛目前行政区划，是 1994 年
经省政府和民政部同意、国务院批
准调整的。 经过近 20年快速发展，
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国家海洋战略实
施、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对青
岛加快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进作
用， 青岛的内外部情况和条件发生
了重大变化，进行新的区划调整的

必要性和迫切性日益突出。
这期间， 青岛市先后于 2004

年、2005 年、2006 年、2009 年 4 次
申请调整行政区划， 但因条件和时
机尚未成熟而未能获得国家批准。

青岛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隋
映辉 2 日接受导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这次青岛市调整行政区划获批，
是大势所趋， 符合国家在沿海的布
局。除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外，辽
宁、江苏沿海经济区、福建海峡两岸
经济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等，都负
有针对性的先行先试任务和转型发
展的使命。

在他看来， 国家在实现大的结
构调整时， 空间布局调整和实现全
域发展是很重要的点。 青岛作为山
东半岛的重中之重， 如何真正达到
全域联动，实现大青岛发展规划，还
需全局统筹部署，分阶段去完成。

西海岸资源互惠

被纳入此次区划调整的黄岛区
与胶南市， 前者有设立已久的经济
技术开发区，偏重制造业与物流业；
后者土地广博，区位优势显著，还拥
有不可多得的近海天然深水大
港———董家口港区。 二者都属青岛
市着力打造的西海岸沿线。

近年来， 西海岸在青岛发展部
署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港口、
钢铁、 项目园区等都在向西海岸转
移。 西海岸经济新区规划部负责人
王波曾说，“我们的目标是 5 年再
造一个新青岛。 ”

这次将胶南与黄岛合并， 在隋
映辉看来， 也是将胶南纳入西海岸
布局的一个体现。
“胶南的条件得天独厚， 它直

接对接长三角地区， 将来随着铁
路、轻轨的逐步建设，会有很大发

展空间。 而且胶南还拥有土地，现
如今空间就是资源。”隋映辉表示，
黄岛区有制造业和物流业，胶南有
土地和旅游业，未来如何来做“加
减乘除”， 实现资源良好配置又兼
顾生态发展，还需要慎重思量和合
理布局。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经济学专
家、青岛市青年蓝色经济区建设研
究会副秘书长徐胜分析说，胶南有
旅游资源，但其旅游产业长期以来
未有系统性的发展规划。 这次合
并，有助于黄岛的人力、物流等资
源与胶南富有的旅游资源实现优
势互惠。

对于老工业区四方区，徐胜表
示， 其长期以来缺少大的发展亮
点，但拥有车辆制造业等重要工业
基础，这次并入市北，就看它能否
在发展口径及出口等方面找到突
破点。

“大青岛”还有多远

“在我看来， 青岛要想成为龙
头城市，仅沿海发展是不够的。 青
岛的发展还要看北部，我指的北部
包括李沧、城阳、莱西等地。 ”隋映
辉说。

隋映辉强调说， 沿海发展要有
以制造业主导的实体经济为支撑。
“从国内外情形来看， 沿海城市工
业用地越来越少，地价越来越高，空
间布局调整滞后， 产业结构转型缓
慢。 要想总结并走出沿海经济区战
略发展与产业转型的盲区， 就要全
面反思沿海经济区大规模投入产出
的利益得失， 充分把握国际金融危
机以来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演变态
势， 明确沿海经济区建设的战略使
命及其科学发展的标准， 真正展现
出空间布局的宏观战略。 ”

导报讯（见习记者 范琪）近期，青岛
市行政区划调整的消息引发热议。
“我们公司接到上级通知，知道了胶南

和黄岛合并的消息，具体对企业有哪些政策
影响还不清楚。 但是合并后，政策层面肯定
会有一些倾斜优惠，我们充满期待。 ”厂址
在胶南的青岛恒信专用车辆有限公司总经
理冯兆德告诉经济导报记者。
“我感觉行政区划的调整，对各个区市

的影响是次要的，主要是营造‘大青岛’这
个概念。房地产是不动产，已经建成的房子，
其地理位置是不会变的。 能影响房价的，是
各个区市的发展情况。青岛原来各区市的区
域经济发展特色明显， 市南区侧重金融业，

市北区商贸特色明显， 四方区老工业比较
多。 四方老厂房往外搬迁，可以提供土地空
间，市北区本身土地紧缺，二者合并后，能在
空间上进行融合，形成合力，推动经济的发
展。 ”专注房地产投资业务的青岛今鹏翔投
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翔说。

刘翔同时表示，黄岛和胶南合并，体现
出青岛对西海岸的重视。此前，胶南市的青岛
万科小镇、保利海上罗兰等地产项目，已经带
动了西海岸的发展。这次行政区划调整后，将
会助力西海岸概念的推广。 从公司发展角度
看，在西海岸原本就有的项目，会进一步扩大
规模。 公司也会把一些投资类客户和购买力
比较强的客户，往新区项目上进行引导。

撤销三区一市 青岛重设两新区

西海岸布局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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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总结并走出沿海经济区战略
发展与产业转型的盲区，就要全面反思
沿海经济区大规模投入产出的利益得
失， 明确沿海经济区建设的战略使命，
真正展现出空间布局的宏观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