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鲁政发 〔２００９〕４９号

山 东 省 人 民 政 府

关于印发山东省装备制造业调整

振 兴 规 划 的 通 知

各市人民政府，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

属机构，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现将 《山东省装备制造业调整振兴规划》 （以下简称 《规

划》）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装备制造业是为国民经济各行业提供技术装备的战略性产

业，是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的重要保障，也是我省国民经济的支

柱产业。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对我省装备制造业的发展造成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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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制定实施 《规划》，对于贯彻落实国家 《装备制造业调整和

振兴规划》，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全面

提升产业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各地、各部门要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省政

府的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机遇意识，积极作为，科学务

实，切实按照 《规划》要求，积极推进企业技术进步，加快企业

联合重组，帮助企业开拓市场，优化企业发展环境，确保我省装

备制造业调整振兴规划目标如期实现。

各地要按照 《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抓紧制

定具体落实方案，切实抓好组织实施。省政府有关部门要根据

《规划》明确的分工和工作要求，尽快制定和完善各项配套政策

措施，做好对 《规划》实施的指导和支持。

《规划》还筛选确定了一批配套的在建和拟建重点项目，由

省经贸委另行印发，请各地、各部门和有关企业一并抓好落实。

山东省人民政府

二○○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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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装备制造业调整振兴规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

装备制造业是为国民经济发展以及国家安全提供技术装备的

战略性产业，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产业。发展装备制造

业，对于促进调整产业结构、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增强核

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省装备制造业发展进入关键时

期，国际金融危机既带来严峻挑战，也为结构调整带来了重要机

遇。为应对当前形势，推动我省装备制造业实现由大到强新跨

越，制定本规划。

一、现状及面临的形势

（一）现状。

１．经济总量快速增长，支撑拉动作用明显。我省装备制造

业连续多年保持快速发展，形成门类比较齐全、有一定规模和技

术水平的产业体系，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高于全省ＧＤＰ增长速度，

高于全国机械装备制造业年均增速。目前，全行业规模以上企业

６８０３家，总资产４１５７亿元，从业人员 （含汽车）１４５万人。

２００８年，完成工业增加值２３００亿元，实现主营业务收入８６００

亿元，利税８１６亿元，完成出口交货值 （含汽车）９６０亿元。

２．在全国同行业处于优势地位。经济总量占全国同行业的

１３％，主营业务收入、工业增加值、利润均居全国同行业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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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电工电器成为带动行业发展的优势产业，农机行业跃居全国

第一位，农用运输车产量占全国总产量８０％以上，拖拉机、联

合收割机、机动植保机械、工程机械、石油机械等产能及市场占

有率均居全国首位，金切机床居全国第二位。

３．企业装备水平显著提高。重点骨干企业新增设备投资

５０％以上用于引进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各类重要加工及检测设

备。一批重点项目相继建成投产，重点骨干企业５０％的技术装

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其中２５％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行业发展

后劲显著增强，工艺装备水平实现质的飞跃。

４．技术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重点骨干企业新产品产值比重

达到３０％，机械工业新产品产值对机械工业总产值的贡献度接

近２０％。建成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２２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１３４家，行业技术研发中心５家。省级制造业信息化示范企业达

到６８家，计算机辅助设计 （ＣＡＤ）、计算机辅助制造 （ＣＡＭ）

技术在全省机械行业骨干企业得到普及。

５．企业管理水平有了新提高。全行业现有３７个中国名牌产

品，４０８个山东名牌产品，９个中国驰名商标，２４２个山东省著

名商标。９８家企业被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中国机械工业企业

管理协会认定为管理规范化企业，３６家企业被认定为管理进步

示范企业。时风集团、济南二机床、五征集团等企业荣获管理现

代化企业称号。

６．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缺少大型、重型成套设备和为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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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化工、纺织等行业服务的专用设备。高新技术产品比重较

小，缺少国际竞争力强的名牌产品。能够支撑和带动行业结构优

化升级的大企业较少，缺乏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带动性强

的大型企业集团。技术创新水平不高，主要产品技术５０％依靠

引进，原创性技术及产品数量少。重大技术装备自主研发与制造

能力不足，企业平均技术开发费投入仅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１．５％。技术力量比较薄弱，工程技术人员比重偏低，专业技术

人员占从业人员比重仅为１１．９３％。缺乏高层次学科带头人，全

省１７１个 “泰山学者”岗位中，装备制造业仅占１６个。

（二）面临的形势。

１．金融危机影响较大。原材料设备、常规能源设备、中小

型机床等制造业的上游产业受到严重冲击，市场需求急剧萎缩，

一些竞争力差的企业陷入困境。

２．结构调整势在必行。在倒逼机制助推下，结构调整、淘

汰落后步伐加快。有实力的企业将抓住机遇，利用国家和省有关

政策，积极承接国外装备制造业转移，走出去整合重组国外相关

企业和研发机构，竞争力弱的企业将退出市场。

３．政策支持力度增大。国家出台装备制造业调整和振兴规

划，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在项目审批、项目建设、资金保障、

税收、人才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发展环境空前优化。

二、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及目标

（一）指导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落实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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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省关于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以市场为导向，调整振兴

为主线，技术进步为动力，结构优化升级、发展方式转变、重大

装备自主化为目标，突出壮大支柱产业，做精做强骨干企业，培

育扶持知名品牌，培植一批产业基地，提升行业的竞争力，促进

装备制造业平稳较快发展，为制造业强省建设作出新贡献。

（二）方针原则。

１．立足当前与着眼长远相结合。跟踪产业运行态势，果断

采取措施，保增长，调结构，促发展。推动节能降耗、清洁生

产，合理利用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２．坚持装备自主化与重点建设工程相结合。加强政策支持

和市场引导，充分利用实施重点建设工程和调整振兴重点产业形

成的市场需求，加快推进装备自主化，保障工程需要，带动产业

发展。

３．坚持自主开发与引进消化吸收相结合。加强产学研联合，

研发一批共性、关键性技术设备，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支持

企业自主开发新产品，鼓励开展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引导企业

逐步由依赖引进技术向自主创新转变，大力推进技术产业化。

４．坚持发展整机与提高基础配套水平相结合。努力实现重

大技术装备自主化，带动基础配套产品发展。提高基础件技术水

平，开发特种原材料，扭转基础配套产品主要依赖进口的局面。

５．坚持发展企业集团与扶持专业化企业相结合。支持装备

制造骨干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发展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鼓励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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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企业由单机制造为主向系统集成为主转变，引导专业化零部

件生产企业向 “专、精、特”方向发展，形成优势互补、协调发

展的产业格局。

６．坚持 “引进来”与 “走出去”相结合。积极承接国内外

产业和资本转移，鼓励企业加强与跨国企业战略合作，引进资

本、技术、品牌和管理，提高企业综合竞争力。支持我省成熟技

术、过剩产能向境外转移，推动装备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

７．坚持技术改造与产业升级相结合。充分利用高新技术和

信息技术改造提升装备制造业，加快结构调整步伐。推广采用新

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产品，促进行业产业升级。

８．坚持依托重大工程与实施装备自主化相结合。以近３年

内开工建设的交通、能源、原材料等重点领域重大工程所需产品

为对象，开展装备自主化。以重大技术装备自主化带动大型铸造

件、关键基础零部件、元件和材料上档次、增品种。

（三）目标。到２０１１年，全省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完成工业

增加值３５００亿元，年均增长１５％；实现主营业务收入１５０００亿

元，年均增长２０％。新建２－３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８个国家

级企业技术中心、８０个省级企业技术中心。重点骨干企业技术

装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５０％以上大中型企业基本实现信息化。

完成出口创汇１８０亿美元，年均增长２０％，占全国比重达到

１５％左右，成为重要的出口基地。培育形成１户主营业务收入

１０００亿元、３户１００－３００亿元、１０户５０－１００亿元、１００户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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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以上的装备制造业企业。培育内燃机、大型数控锻压设备、

大马力推土机、大马力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高压大容量变压

器、大型发电机组、高压超高压电缆、超高压循环流化床锅炉、

时速３００公里以上动车组等１０大民族品牌。建设潍坊内燃机、

潍坊农业装备、济南数控机床、济南发电设备、青岛纺织机械、

青岛物流器械、高唐农业装备、济宁工程机械、滕州中小机床和

日照农业装备等１０个基地。全面提高重大装备技术水平，满足

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和重点产业调整振兴需要；基础件制造水平得

到提高，通用零部件基本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关键自动化测控部

件填补国内空白。

三、发展重点

（一）机床工具行业。

１．发展７大类产品。重点发展数控车床，包括全功能数控

卧式车床、大型数控立式车床等；车削复合加工中心，包括车

铣、钻铣、铣磨等复合加工中心等；卧式、立式加工中心，包括

数控化、精密化、高速化、工序复合化的专用机床；柔性制造生

产线，包括大型、重型压力机生产线、数控专机生产线等；重型

数控机床，包括镗铣加工中心等；数控机床功能部件，包括数控

转台、智能伺服刀架、滚珠丝杠、高速精密电主轴、磨具磨料

等；车用高负荷活塞铸造自动化成套装备等。

２．壮大１１家大型企业集团。支持济南二机床集团公司等企

业，重点发展大型、重型数控锻压设备和大型、重型数控龙门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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铣床、数控精密多工位大型压力机、上下料机器人及自动化冲压

生产线，进一步扩大规模，加快改制重组步伐，提高竞争力。支

持济南一机床集团公司等企业，重点发展全功能数控车床及加工

中心，发挥技术和装备优势，加快改制重组步伐，加速做强做

大。支持德州普利森集团等企业，重点发展深孔钻镗床、中大型

数控车床和加工中心，加快新产品开发，引进高级人才，提高产

品开发和管理水平，扩大经济规模。支持鲁南机床集团等企业，

重点发展中小数控车床和加工中心，加快新产品开发力度，提高

产品技术含量，加快新厂区建设，扩大出口。支持威海华东数控

公司等企业，重点发展加工中心和数控系统，发挥区位优势，加

快与国外合资合作，开发高精度、全功能的大型数控机床。支持

滨州盟威制造集团等企业，发挥研发优势，重点发展车用高负荷

活塞铸造、加工自动化成套装备，加快发展高自动化、高精度的

全自动铸造机和加工机床，进一步扩大规模，增加出口。支持济

南法因数控公司等企业，重点发展钢构数控加工专用机床，发挥

技术优势，尽快形成规模效益。支持济南捷迈数控公司等企业，

重点发展薄板冲剪数控机床，发挥铸锻所技术优势，加快新产品

开发，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经济效益。支持烟台环球集团等企

业，重点发展数控机床功能部件。支持山东威达重工集团等企

业，重点发展铣镗类数控机床及加工中心。支持威海齐全木工集

团等企业，重点发展数控、数显木工机床，进一步提高技术含

量，增加功能，扩大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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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培育４个特色产业集群。分别为：济南数控机床及数控

锻压设备产业集群，枣庄滕州中小数控机床及加工中心产业集

群，威海加工中心和数控木工机床产业集群，烟台数控机床功能

部件产业集群。

（二）工程建筑机械行业。

１．加快发展１０大类产品。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保

持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发展。引导企业向节能、高效、可靠和环

保型发展，广泛应用机、电、液一体化等高新技术，向大型化和

小型化发展，提高配套动力技术先进性。重点发展推土机、挖掘

机、装载机、起重机、压路机、推耙机、平地机和建筑塔机、水

泥搅拌车、高楼泥浆泵等产品。

２．重点培育１８家大型企业集团。支持山推股份公司等企

业，加快发展推土机系列产品，进一步增加品种，扩大出口，满

足市场多元化需求，加大研发力度，保持世界先进、国内领先水

平。支持小松山推等企业，建设挖掘机系列产业基地，巩固在全

国领先的技术及市场优势。支持山东工程机械集团、临工集团、

福田雷沃重工、泰安工程、德州工程等企业，建设装载机生产基

地。支持山推、常林集团、青岛科泰重工、青岛科瑞特机电集团

等企业，加快路面机械系列产品研发，重点发展压路机、推耙

机、平地机等。支持山东起重机、青岛起重机、济南丰汇、福田

雷沃重工等企业，加快大型起重机建设。支持方圆集团、鸿达集

团、济南建工、中通汽车工业集团和华夏集团等企业，加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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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塔机、水泥搅拌车、高楼水泥泵等产品。

（三）农业机械行业。

１．加快发展８大类产品。适应现代化农业发展及市场需求，

重点发展大中型拖拉机及耕作机械、设施农业机械、大型联合收

获机械、粮油及农副产品深精加工机械、保鲜贮藏设备、植保机

械、田园收割机、园林机械等市场需要的装备，扩大出口，提高

国内外市场占有率，巩固全国领先的整体优势。

２．重点培育１１家大型企业集团。支持山东时风集团、五征

集团等企业，建设低速汽车基地，占全国的市场份额达到８５％

以上。支持福田雷沃重工、时风集团、山拖农机装备公司等企

业，形成大中型拖拉机及变型产品、大中型耕作机械的生产基

地。支持福田雷沃重工、润源、大丰、巨明、金亿公司等企业，

形成稻麦、玉米联合收获机械生产基地，同时加快饲料及其他收

获机具的开发研制。支持常林集团等企业，继续保持小型拖拉机

（含手扶）产能优势。支持山东华盛中天公司等企业，发展棉花、

粮食、油料等作物保护机械，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扩大产品出

口。支持烟台冰轮集团等企业，发展农副产品保鲜储藏设备，食

品连续速冻装置、食品真空冻干设备，果蔬预冷成套装置、冷风

干燥设备等。进一步提高玉米淀粉加工、淀粉制糖设备、油脂浸

出和高级烹调油精炼设备的加工精度，开发性能先进的奶制品加

工设备。

（四）纺织机械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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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加快发展４大类产品。坚持自主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

创新相结合，提高研发设计、核心元器件配套、加工制造和系统

集成的整体水平，建立较完备的纺织装备制造业体系。重点发展

专用织造成套设备、非织造成套设备、产业用纺织品后整理设

备、高速高精耐磨纺织机械配套件等产品。

２．重点培育４家大型企业集团。以宏大集团、星火集团、

东佳集团、天一集团等企业为龙头，加快推进青岛纺织机械专用

设备基地建设，依托骨干企业整合资源，提升传统纺织整机的技

术装备水平。加快机电一体化纺织装备的技术升级，研发应用新

型纺织技术和机械设备，提升纺织机械技术装备水平。推进产业

用纺织品机械开发和产业化，加大节能减排和资源再利用设备的

研发力度。加快高效、连续、短流程等节能减排染整设备和在线

能源、资源回收再利用系统的研发和产业化。加大纺织机械专用

基础件、配套件的研发和产业化力度，以专用基础件、配套件可

靠性为切入点，重点发展适应高速高精耐磨纺织机械配套件的设

计与制造技术，提高产品可靠性，提升纺织机械整体竞争力。鼓

励和支持中小纺机企业积极为大企业配套，开发特色纺机零部件

产品，完善纺机制造产业链，形成优势互补和集聚效应。

（五）电工电器行业。

１．加快发展３大类产品。重点发展以锅炉、汽轮机、发电

设备为主的电站成套设备，以变压器、高压开关、电缆为主的输

变电设备，各类电机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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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重点培育２１家大型企业集团。发电设备，支持齐鲁发电

设备厂、青岛捷能集团等企业，按照国家产业政策，进一步巩固

中小容量发电机组及成套设备的技术优势，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

进技术，积极推进大功率发电机组的研发，提高１００－２００ＭＷ

空内冷汽轮发电机性能，开发３００ＭＷ 大型空内冷汽轮发电机，

发展大容量汽轮机和工业拖动式气轮机。锅炉，支持济南锅炉集

团等企业，重点发展１５０ＭＷ—３００ＭＷ 以上高温高压及超高压

循环流化床锅炉、煤粉炉以及燃烧垃圾、掺烧废弃物或可燃气体

的余热锅炉、处理造纸废液的碱回收锅炉、完全燃烧生物质的循

环流化床锅炉。输变电设备，重点支持山东达驰、济南变压器、

青岛汉缆、鲁能泰山电力、万达集团、东辰集团、青岛中能、特

变电工集团、阳谷电缆、泰开电气集团、东方铁塔、武晓铁塔、

邹平齐星铁塔等企业，积极采用微电子技术，向电器设备无油、

防火、组合、集成、智能化方向发展，增加高可靠性、低噪声、

节能型、免维护型产品；重点发展高压、超高压成套设备和智能

电器，包括变压器、交联电缆、互感器、断路器、开关、组合电

器及铁塔等。支持济南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山东长星机

械集团和通裕集团等企业，加大研发力度，扩大风力发电设备产

能，占领单机１ＭＷ、５ＭＷ 的国内市场。支持中南集团、山东

中凯风电设备、恩德能源等企业，重点发展风电塔筒、叶片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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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风电零部件。电机，加快产品优化升级，重点开发新型、高

效、节能、特殊用途的产品；牵引电机围绕铁路系统提速和重载

的要求，开发提速牵引电机和船用重载电机，并研发城市轨道交

通用牵引电机；汽车电机紧跟汽车发展，增加品种，满足配套要

求；中小及微特电机，重点研发无刷电机、步进电机等产品，满

足各行业配套需要，并进一步扩大出口。

（六）内燃机行业。

１．发展４大类产品。跟踪市场新变化，加快发展能为各类

汽车、工程机械、船舶、农机配套的柴油机、汽油机、燃气机系

列及配套产品。

２．壮大１４家大型企业集团。支持潍柴动力等企业，加快发

展重型汽车、工程机械用高速柴油机和船用、发电机组用中速

机，加快国Ⅲ排放标准的１０－１２升大功率内燃机形成批量生产

能力，并向国Ⅳ排放标准过渡，建成产品功率齐全、配套范围广

泛、品种多元化、技术与国际全面接轨的世界级通用动力制造基

地，打造民族自主和国际动力的双品牌。支持烟台东岳通用动力

总成公司，扩大１．４－１．６升轿车用汽油机产能，提高科技含量，

增强竞争能力。支持威亚汽车发动机，加快推进汽车研发中心建

设，开发生产α、θ、γ等各类汽油发动机。支持济柴等企业，加

大研发力度，继续保持大功率陆用柴油机在国内的领先优势，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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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船用发动机生产规模，培育气体发动机主导品牌，加快天然气

压缩机组及液力传动等相关产品的研发。支持胜利动力机械公

司，发挥国内最大燃气发动机及发电机组制造企业优势，加强研

发，扩大产能，继续保持与国际先进水平同步。支持淄博柴油

机，加强国际合作，加快消化吸收引进技术，重点开发大功率船

用柴油机、燃气及柴油发电机组、背压式工业汽轮机。支持莱动

内燃机，加快国Ⅲ／国Ⅳ高速柴油机技术创新项目建设，尽快形

成为轻型汽车、大中马力拖拉机、工程机、收割机的规模配套能

力。支持滨州盟威集团、文登天润、荣成连杆、聊城鑫亚、山东

康达、龙口油泵、淄博华成集团等企业，加快发展活塞、曲轴、

油泵油嘴等内燃机配件产品。

（七）轻工机械行业。依托产业优势，重点发展造纸机械、

塑料机械、食品与包装机械，提高光电机一体化水平，推进生产

过程自动化。支持山东二轻机、恒星造纸机电设备厂等企业，发

展宽幅高速纸机及配套设备。支持济宁轻机，发展以速生材为原

料的化学浆、化学机械浆成套设备。支持汶瑞机械等企业，重点

发展造纸黑液处理设备。支持华冠集团等企业，重点发展大型工

程塑料、农用宽幅薄膜、废旧塑料回收再生成型设备。以三金集

团为依托，加快发展多滴行列式制瓶机组及自动检验、包装生产

线、大型液体包装线、多品种灌装机等专用设备，大力开发深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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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机械。支持威海印刷机、青岛瑞普电气等企业，加快发展胶印

机系列产品。支持青岛泰发集团等企业，加快青岛物流器械产业

化基地建设。

（八）化工机械行业。依托青岛高校软控、双星机械、山东

豪迈、东营金泰等公司，发展轮胎成套制造设备；支持高原石油

装备公司、山东墨龙、孚瑞特石油装备公司、九环机械集团、昌

盛机械、明珠石油装备公司等企业，发展石油开采勘探、钻井、

采油、集输等系列产品以及海洋钻井设备。

（九）大型、重型成套装备。加快发展济南轨道交通装备有

限公司、南车集团四方车辆厂的时速３００公里以上高速列车、新

型地铁车辆、重载货车和中车集团济南车辆有限公司的铁路运装

罐车及零部件项目等。组织重点企业研发６００ＭＷ 以上大型发

电、输变电成套设备；强化大型医疗器械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

和集成创新。支持山东矿机集团、景津压滤机集团等企业，加快

大型煤炭井下综合采掘、提升和洗选设备以及大型露天矿设备的

研制开发力度，实现大型综采、提升和洗选设备国产化。支持山

东华兴机械集团等企业，扩大大型石材加工设备规模，加快锯石

污水处理设备研发和产业化生产。加快发展大型水泥成套设备、

大型造纸成套设备、石油钻采输油成套设备、盾构隧道掘进机

等。加快研发，加强联合，争取３年取得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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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基础部件及其他重点机械。依托现有优势，加快发展

气动元件、液压件、密封件、标准件、大型精密轴承、密封耐热

防腐高压阀门、核电阀门、水泵、风机、高档模具、大型铸锻

件、高精度齿轮传动装置、高强度紧固件等基础部件；加快发展

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及仪器仪表、中高档传感器等；重点发展高

效、高性能、精密复杂刀具，高速列车转向架、轮对用特种钢

等。优化提升集装箱、矿山机械、试验检测设备、工业制冷成套

设备、大型电站脱硫设备和环保设备等。支持山东核电设备制造

有限公司等企业，加快核电装备国产化，重点发展ＡＰ１０００核电

站安全壳压力容器、结构模块、设备模块及相关产品制造。支持

烟台台海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重点发展ＡＰ１０００核电站主管道

及核级锻件产品，争取在未来３至４年内核电国产化程度从

５０％提高到７０％以上。

在加快发展上述重点行业和产品的同时，严格按照国家 《产

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的要求，坚决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工

艺、设备和产品。加快高新技术的应用和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

产品的开发，运用首台首套的鼓励支持政策，加速产品更新换

代。

四、政策措施

（一）强化营销手段，开拓市场空间。依托重点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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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重大装备省内自主化工作。对今后３年内开工建设的交通、

能源、原材料等重点领域重大工程，以及列入国家重点产业振兴

规划的项目，鼓励项目业主单位优先采购省内生产的设备。利用

当前国家推进农业现代化、强农惠农的有利时机，大力推广使用

省内生产的农业机械。

（二）加强协调指导，推进企业联合重组。发挥市场机制的

作用，鼓励装备制造业企业与上下游企业、研发机构之间通过上

市、兼并、联合、重组等形式，组成战略联盟，实现优势互补，

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竞争力强的大企业和企业集

团，提高规模效益和整体竞争力。支持以战略联盟的形式实施国

家和全省的重大项目。推进企业联合兼并重组，形成优势产业和

产品结构，避免结构雷同，防止重复建设。对国家倡导的企业兼

并重组，可给予一定政策支持或资金补助。

（三）加快发展现代制造服务业。围绕产业转型升级，支持

装备制造骨干企业在工程承包、系统集成、设备租赁、提供解决

方案、再制造等方面开展增值服务，逐步实现由生产型制造向服

务型制造转变。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延伸扩展研发、设计、信息

化服务等业务，为其他企业提供社会化服务。

（四）完善技术创新体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支持企业建

立技术中心，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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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主导产品和核心技术，培育核心竞争力。鼓

励实力较强的技术中心实行区域性开放，建立为中小企业服务的

技术创新体系，推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高和区域经济结构

调整。支持企业通过自主研发、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及国际合作、

参股国外先进的研发、制造企业等方式，掌握核心技术。支持建

立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发挥山东省机械装备业省级行

业技术中心、山东大学、山东理工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人才技

术优势，加强装备制造业共性关键技术攻关开发，提高重大技术

装备和高技术装备的设计、制造和系统成套水平。加快人才培

养，重视继续教育和培训，培育一批适应产业提升和发展急需的

专业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造就具备开发创新能力的人才队

伍；努力营造人才成长的良好环境，增强吸引人才优势；加强人

力资源管理，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积极落实国家有关技术入

股、持股、提高薪酬等政策措施，吸引国内外高水平专业人才。

对重大技术装备研制、开发、使用和推广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员，

给予表彰和奖励。

（五）拓宽融资渠道，做好资金供应保障。各级、各部门要

在技术创新、技术改造方面对重大技术装备研发和引进消化项目

给予重点支持。各金融机构要进一步扩大信贷规模，创新金融服

务产品，积极为符合条件的企业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提供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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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管理部门要充分满足装备制造企业从事国际贸易的用汇需

求，为省内企业设立海外研发机构、并购国外研究开发机构或企

业提供便利条件。

（六）加强国际合作，开拓国际市场。实施国际化战略，利

用好国家优惠政策，拓宽发展空间。进一步加大合资、合作和招

商引资力度，有选择地利用好外资，通过与国外大公司的合资合

作，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建立新的运行机制，推动行业发展；

积极支持和鼓励有经济实力、有技术和品牌优势的企业并购国外

研发机构、国外企业或到国外建厂、承揽工程，输出技术和产

品，扩大国际贸易；扩大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和成套设

备的出口，大力开拓国际市场。

（七）加强财税政策扶持，引导资金投向。一是认真落实财

税优惠政策。加大政策宣传、贯彻落实力度，积极引导企业充分

用足用好财税优惠政策，强化对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切实

把优惠政策用足、用好、用活。各级财税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

用，积极研究制定财税配套政策和税收管理措施，促进行业调整

振兴。二是整合财政专项资金，大力支持企业技术进步，着力推

动企业产品结构优化升级；大力支持企业自主创新，着力提高企

业核心竞争能力；大力支持节能减排、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着

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三是对国家确定的重点支持项目，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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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政府要创新资金筹集方式，调整资金支出结构，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给予配套资金支持。四是切实落实国家新税法规定的增值

税转型税收政策。

附件：有关部门工作分工及进度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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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有关部门工作分工及进度安排表

序号 工作任务 牵头单位 参加单位 实施时间

１

研究支持鼓励装备制

造业加快科技创新的

具体办法和措施。

科技厅

发改委

财政厅

经贸委

省机械协会

２００９年５月

２

研究进一步加大装备

制造业技术改造力

度，制定支持规划列

入的１１８５个重点项

目建设的具体措施。

经贸委

发改委

财政厅

外经贸厅

省机械协会

２００９年５月

３

落实有关国家财税支

持政策，研究制定支

持装备制造业发展的

配套措施和具体实施

办法。

财政厅

发改委

经贸委

国税局

地税局

省机械协会

２００９年５月

４

完善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工作中对装备制造

企业进一步支持的措

施。

科技厅

财政厅

国税局

地税局

省机械协会

２００９年５月

５

研究制定推进全省电

工电器及仪表、农业

机械、铸造、模具、

石油装备四个行业快

速发展的具体措施。

经贸委

省机械协

会

发改委

财政厅

科技厅

外经贸厅

２００９年６月

６

研究制定支持鼓励装

备制造业产品扩大出

口的具体措施。

外经贸厅

经贸委

财政厅

省机械协会

２００９年６月

—２２—



主题词：经济管理　装备制造业　规划　通知

抄送：省委各部门，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

省法院，省检察院，济南军区，省军区。

各民主党派省委。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４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