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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制定稳增长促发展50条

建设泉城众创空间，可席位注册、一址多企
本报7月14日讯（记者 刘雅菲）

14日，济南市委、市政府通报了《济南
市稳定增长促进发展的若干政策措
施》（以下简称政策措施）的有关情况。
记者了解到，本次济南制定了强化投
资拉动、扩大消费需求、提振外贸出
口、促进创新创业、完善财政金融保障
等五个方面的50条措施。其中在创新创
业方面，济南明确将建设泉城众创空

间，允许“席位注册”或“一址多企”。
据济南市委、市政府新闻发言人

李本海介绍，今年以来济南经济运行
总体平稳，但困难也在增多。一季度
全市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 . 8%，这一增
速低于上年同期 0 . 9个百分点，低于
今年计划预期 0 . 7个百分点。进入二
季度以来的多项指标持续低位运行，
完成全年经济增长目标面临较大困

难。此外，济南目前工业经济不强、县
域经济不强、民营经济不强、外经贸
不强、营商环境不优等问题依然突
出，因此由济南市发改委牵头制定了
该政策措施。

政策措施包括五个方面共50条，分
别是：强化投资拉动22条、扩大消费需
求 6条、提振外贸出口 4条、促进创新
创业13条、完善财政金融保障5条。

据了解，政策措施汇集了近40个市
直部门和单位、10个县（市）区、10个省
级及以上开发区以及 9家有代表性重
点企业的意见建议，市委、市政府召
开专题会议审议修订，最终形成了 50

条有较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
措施。“下一步各项政策措施还将具体
细化，确保尽快转换到操作层面。”李
本海说。

济济南南CCBBDD咋咋发发展展下下月月底底出出方方案案
一大拨创新创业政策出台，都有具体的时间表

本报记者 刘雅菲

济南正在编制的电子产业地
图将覆盖全市建设用地范围内的
所有重点园区和重点片区，包含
每个区域的产业定位、土地情况、
投资条件、相关政策等内容，为提
高招商实效提供重要指导。1 4
日，记者了解到，电子产业地图系
统要于8月31日前投入试运行，
加快形成全市统一的招商服务平
台和投资项目在线并联审批服务
平台。

政策措施中还提出，对新报
建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过程
中的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
性基金在办理施工许可证前一次
性收取。

记者了解到，济南将实行行
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制度，
2015年9月30日前制定公布行政
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凡未列入
目录的一律不收费。加大行政事
业性收费监督检查力度，凡收费
标准有上下限的，一律按下限标
准收取。

行政事业性收费

9月底前公布清单

本报记者 刘雅菲

在扩大消费方面，济南在住
房消费、旅游消费、汽车消费、信
息消费以及电子商务等方面制定
了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到了一个地方先找无线网
络，已经成了很多“手机控”的习
惯动作，今后济南无线网络的覆
盖范围将更广。政策措施中提出，
济南将推动宽带提速降费，推进
交通场站、文体场馆、医疗卫生机
构等公益服务场所和商业街区、
旅游景区等热点区域无线网络全
覆盖。加快智慧城市建设，构建信
息惠民集成服务平台。

在稳定住房消费方面，济南
将落实好放宽住房公积金使用和
提取条件有关政策。优化住房供
给，提高棚户区改造货币化补偿
安置比例，鼓励在存量住房中选
择安置。

汽车产业现在正在蓬勃发
展，济南也将培育和规范汽车4S
店、二手车交易市场，鼓励发展汽
车用品、汽车金融、汽车租赁等后
服务市场。

济南还将加快建设智慧旅游
服务中心，制定实施精准营销的
具体办法，加大信息化营销力度，
完善旅行社地接旅游业务奖励和
扶持政策。

在济南创办养老和医疗机
构，养老机构电、水、气价格按居
民生活类价格执行。新建或合法租
用房屋举办营利性养老和医疗机
构的，减半征收行政事业性收费。

热点区域

无线网络全覆盖

本报记者 刘雅菲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济南将迎来一大拨有关创
新创业的新政策的出台。

其中，为了促进济南
高新区和济南创新谷建设
发展，创新管理体制机制，
7月31日前制定支持济南
高新区拓展发展空间的具
体办法，9月30日前制定促
进济南创新谷产业发展的
实施方案。为对接“中国制
造2025”和“互联网+”行动
计划，9月30日前济南将制
定“互联网+”行动计划。全
市 关 注 的 中 央 商 务 区

（CBD）的建设，也将在8月
31日之前确定发展规划，
明确其产业定位以及加快
建设的支持政策。

有不少科技成果在转
化的时候会遇到一定的困
难，政府在这时将会帮一
把。政策措施中提出，以政
府购买服务形式支持中介
服务机构（个人）科技成果
转化和技术转移。完善大型
科学仪器设备共建共享管
理办法，对共享科学仪器设
备给予资金扶持。

据济南市经信委装备
处处长岳双荣介绍，济南的
装备制造业目前存在有优
势、有龙头、无规模，有产
品、缺产业的问题。因此，济
南提出鼓励工业主导企业
增加本地配套产品采购，按
其上年度新增采购额的1%
给予扶持。鼓励主导企业从
市外引进或在本地培育新
办配套企业，对本市财政有
贡献的配套企业予以支持。

为了鼓励创新创业，济
南将建设泉城众创空间，对
载体建设运营和创业导师
团队、专业技术支撑平台建
设给予资金支持。放宽泉城
众创空间内科技创业企业
注册条件，允许“席位注册”
或“一址多企”。继续深入推
进登记注册便利化，进一步
下放登记权限，除法律法规
规定必须由市级工商部门
登记注册外，新设立注册资
本（金）3000万元（含）以下
的各类公司（企业），由所在
区工商（市场监管）部门登
记；注册资本（金）3000万
元以上的，可自主选择在市
级或区级工商（市场监管）
部门登记。继续放宽住所登
记条件，支持企业盘活闲置
厂房，为小微企业提供低成
本创业场所，允许多个企业
以托管服务的企业住所作
为住所登记。

此外，济南将支持“个
转企”“小升规”，完善规模
以上企业培育目标考核制
度，对完成目标任务的县

（市）区、济南高新区给予适
当奖励。对注册地和纳税登
记均在济南市的新增规模
以上企业给予适当奖励，并
在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安排
上优先支持。

◎延伸阅读

投投资资者者不不诚诚信信将将进进““黑黑名名单单””
稳增长50条涉及强化投资的有22条

投资是稳增长的关键支撑，投资环境问题是济南
各方面反映较多的问题。这一次的50条政策措施中，
关于强化投资拉动的就有22条，涉及行政审批、中介
服务等多个方面。

本报记者 刘雅菲

在权限下放方面，政策措
施规定，凡国家和省、市未明
确要求必须由市级审批核准
的投资事项或未明确实施层
级的，一律下放到具备承接条
件的县（市）区审批核准，涉及
审批事项的部门要同步下放
审批权限。

济南的建设项目前置审批
一直相对复杂，在这一次的政
策措施中提出取消企业投资项

目有关资金证明、履约保证书
等审批要件，凡前一环节审查
收取的审批要件后续环节一律
不得收取。这一要求很快就将
见到成效，7月31日前，济南就
将提出首批清理取消相关审批
要件清单。并将结合编制行政
审批事项业务手册和行政审批
事项服务指南，进一步优化建
设项目审批服务运行管理。

此外，对企业投资的核准

类项目，除国家规定的重特大
项目需环评前置审查外，仅保
留用地预审、规划选址审查，
实行并联审批。对备案项目，
仅需提交项目和投资方基本
情况，审查是否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和全市产业布局规划，做
到即报即备。审批简化之后，
济南将着力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建立备案项目业主承诺制
和失信“黑名单”制。

企业投资核准项目实行并联审批

据了解，济南将试行开发
区或连片开发区域综合审批制
度，由开发区管委会或片区开
发机构统一备齐整个区域的地
震安全评价、地质灾害调查、雷
电灾害评估、水土保持方案、水
资源论证、矿产压覆审查等材
料，报有关部门审批，产生费用
列入片区开发成本。区域内新
建、扩建项目共享区域评价结
果，不再另行报批。

此外，济南明确，对未开
工或在建商品住房项目，在不
改变用地性质和容积率等必
要规划条件的前提下，允许开
发企业适时调整套型结构。对
未开发的住宅用地，通过调整
土地用途、规划条件，引导未
开发房地产用地转型用于新
兴产业、养老、文化、体育等项
目开发建设。

凡在建项目按时足额缴纳

应缴城市建设综合配套费和新
建住宅小区供电配套工程费
的，各项验收须按工程进度同
步进行，建成或交付之日前完
成验收并出具相关证明，市政
公用等部门同步完成相关配套
工程。由于客观原因不具备接
入条件而无法完成配套的，行
政执法部门不得以未完成综合
验收进行处罚，2015年7月31日
前制定具体认定实施办法。

在建商品房可适时调整套型结构

奥体中央商务区着力打造城市新中心。 本报记者 刘军 张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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