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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座座黄黄河河大大桥桥挡挡住住多多少少财财源源
已经超期收费5年，专家称政府可购买使用权优化投资环境

在23日的济南电视问政中，争议已久的黄河大桥超期收
费问题再次被提及。省城北跨空喊多年难以真正实现、县域
经济难有大幅提升，不乏黄河大桥这座拦路虎，人为设障阻
碍南北经济联系。对于企业来说，大桥收费仍然是制约投资
的重要因素。相关部门多以大桥管辖权不在本地作为回应。
专家建议，政府可收回大桥管理权取消收费，促进北跨县域
经济发展。

本报记者 王小蒙 刘雅菲

济南黄河大桥是省城的“北
大门”，是进出济南的重要交通枢
纽。由于大桥收费制约北跨和县
域经济发展，在23日“问发展环
境——— 四个中心如何打造”的电
视问政中，该问题再次被提及。

黄河大桥北连国道104线、
220线、308线，南接济青高速零
点立交桥，是济南市区连通黄河
北岸的必经之路。从济南跨黄河
北到德州、济阳、商河等方向的
车辆，大多选择通过这里。

大桥1982年建成，1985年开
始收费。“到1999年收费14年之
后，山东高速的前身山东基建公
司，又取得了18年的经营收费

权，到2017年收费终止。”
问政调查片显示，截至目前，

大桥收费已经超过30年。而按照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和《收费公
路权益转让办法》相关规定，已超
过我国东部地区最高25年的收费
期限。

据了解，由于常年使用，桥
体和路面有损坏，2009年曾封闭
大修，但只是针对桥梁损坏进行
维护与处理，不能提高桥梁的承
载能力。2009年9月起，济南黄河
大桥通车后对过往车辆限高3
米，而车货总重超过30吨、轴载
超过13吨的车辆也禁止在黄河
大桥上通行。

尽管从2012年起，黄河以北
区域7座以下(含7座)非营运小
客车，可免费在济南黄河大桥通
行，但营运车辆同市区向北过桥
车辆一样，仍要缴纳过桥费，这
成为不少企业放弃投资的重要
原因。

山东省人大代表黄玮说,一
些企业在项目落地、考察时也会
计算运输成本，大企业多辆车来
回穿梭，长年下来也是一个不小
的开支，黄河大桥收费就成了县
域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问题。王
先生是济阳县一家公司的职工,
他公司有20辆车，一天跑两趟，
来回20元，一天下来光过桥费得
八九百，算下来这家企业一年要
交29万多元的过桥费。

“还影响交通，常堵得水泄
不通。”调查片中提到，总部设在
市区的许多商家在向县区发展
业务时，也不希望大桥收费，更
不满意因收费而造成的交通拥
堵，大量浪费时间造成的损失，
比收费的损失还要高。

王尔宽是济南一家大型水
设备制造企业的负责人，他曾瞄
准了济南“北跨”的机遇,把厂子
从黄河南迁到了黄河北。他认
为，黄河大桥收费不是钱多钱少
的事，这直接影响的是投资环
境。“在黄河北的工业园区，不少
人都是看好济南北跨的潜力。从
桥南到桥北实际距离很近，心理
距离却很远，这让不少投资商很
失望。”

在发展县域经济早已成为社会各界共识的背
景下，县域经济却是济南工业经济的短板。在2014
年全省147个县区排名中，我市3县均在70名以后，商
河排141名，济阳排76名，平阴排87名。

济南市发改委主任王宏志说，北跨交通设
施收费或者不畅，将是一个重要制约因素。但苦
于管辖权在山东高速，不是济南市管理的企业，
地方无权取消收费。“发改委将加速推进把黄河
作为市里的河，把黄河桥梁作为市里的桥梁，来
解决黄河大桥收费问题。”

在山东建筑大学教授邓相超看来，黄河大
桥收费增加了黄河以南的居民对跨济南的心理
距离。桥梁使用权是全体市民，至于管理权地方
是可以协商的。“像上海黄浦江大桥由于收费影
响了发展，上海市政府就花钱把它买过来，然后
免费。济南也可以这样做。”

济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包心鉴
说，黄河大桥已经建了30多年，成本早已收回。
一个小小的黄河大桥影响这么多来往的企业，
确实对北跨发展黄河以北的县域经济有很大制
约。“可以主动和有关部门协商把管理权收回
来，更好地优化政策环境。”

制约北跨和县域经济的“凶手”

一家公司年交29万过桥费

可借鉴

黄浦江大桥管理模式

为了鼓励创新创业，济南
也安排了资金，对首次创办并
正常经营一年以上的小微企业
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但是这
笔钱却捂在兜里发不出去。

这笔钱为什么发不下来
呢？济南市人社局副局长、就业
办主任黄厚安表示，补贴发不
出去的根本原因，是政策门槛
过高。黄厚安具体解释说，为了

落实小微企业创业补贴，过去
规定的是小微企业正常创业一
年以上，给自己缴纳养老保险，
给务工者也缴养老保险，才能
领到创业补贴。针对发创业补
贴，我们济南市就业办曾进行
了摸底排查，2014年年底经过
排查发现，一家符合发补贴的
企业都没有，所以这笔钱才没
能发下去。

记者了解到，近期济南市
出台《关于加大财政政策支持
力度促进全市经济转方式调结
构稳增长的意见》，提出将小微
企业创业补贴增加到1 . 2万
元。黄厚安说：“目前这项补贴
的门槛有所降低，我们正在积
极落实这个政策，政策降低门
槛以后，部分小微企业能够领
到创业补贴。”

门槛高，小微企业补助一家也发不出去

济济南南优优惠惠政政策策少少，，企企业业更更愿愿落落户户周周边边
民营经济占济南GDP比重10年下降14%

济南的民营经济到底是个
什么水平？从数据上就能清晰
显现出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成长迅
速，到2000年，民营经济对我国
G D P 的 贡 献 率 已 经 达 到 了
55%，2005年以来，一直保持在
60%以上，广东省在2013年则
达到了80%。

而在济南，2005年民营经
济占全市GDP的48%，而到了
2 0 1 4年底，民营经济在全市

GDP的比重不升反降，一路下
滑到了去年的34%，10年时间
下降了14%。与其他城市相比，
济南的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的数量上，相当于杭州的53%，
相当于南京的61%，相当于青
岛的51 . 6%。

不仅数目少，现有民营企
业的规模也不大。去年民营企
业500强，山东省54家进入，济
南市一家没有。

说起济南民营企业少的原

因，一位民营企业负责人表示，
据他了解，有不少民营企业都
到了济南的周边城市落户，
吸引他们的原因主要是各种
税收优惠、土地划拨等优惠
政策。“佛山、东莞，深圳。深
圳从2014-2025每年对工业
机 器 人 、智 能 装 备 补 贴 5 个
亿。东莞从去年开始对机器
换人都有补贴。”说起“别人
家”这些优惠，这位负责人充满
了羡慕。

民营企业500强，济南一家没有
一说济南经济发展的短板，民营经济必定会被提起。

虽然济南一直在想办法，但这一块短板却一直没有补齐，
给济南的经济发展拖了后腿。

本报记者 刘雅菲 王小蒙

济南黄河大桥车流不断。（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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