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鲁政发 〔２００９〕４８号

山 东 省 人 民 政 府

关于印发山东省纺织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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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纺织工业调整振兴规划》（以下简称 《规划》）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纺织工业是我省传统支柱产业和重要的民生产业，也是现阶

段我省具有明显竞争优势的产业。当前，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

我省纺织工业受到较大冲击。制定实施 《规划》，对于贯彻落实

国家 《纺织工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优化我省纺织工业结构，进

一步增强市场竞争力，保持行业稳定健康增长，促进我省经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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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较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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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自主创新、技术改造、淘汰落

后、优化布局、市场开拓等各项工作，确保我省纺织工业调整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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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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纺织工业调整振兴规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

纺织工业是我省传统支柱产业和重要的民生产业，是现阶段

具有明显竞争优势的产业，在吸纳社会就业、增加农民收入、出

口创汇、繁荣市场、促进城镇化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加入

世贸组织以来，我省纺织工业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产业结构逐步

完善，经济质量效益不断提升，各项经济指标位居全国前列。当

前，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省纺织工业面临生产增速减

缓、主要经济指标环比下滑、资金紧缺、投资下降等严峻形势，

同时也面临结构调整的机遇。为积极应对当前形势，振兴我省纺

织工业，特制定本规划。

一、现状及面临的形势

（一）基本现状。

１．整体实力不断壮大。２００８年，全省规模以上纺织服装工

业企业达到４９３３家，从业人员近２００万人，经济总量居全国第

三位，完成工业增加值１５０８．１０亿元，实现销售收入５５８７．９５亿

元，利税５２１．６８亿元，其中利润３２８．１１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１５．６９％、２０．７７％、１６．５３％、１９．２５％，但增幅分别回落７．９７、

８．３５、１８．８５、２２．５３个百分点。主要产品产量：纱６１９．４万吨、

布１３１．８亿米、服装２６亿件、印染布４５．５亿米、呢绒１３５００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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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绒线６．７万吨、化学纤维７８．５万吨。其中，纱、布产量在

全国同行业居第一位，绒线居第二位，印染、呢绒居第三位，服

装、化学纤维居第四位。

２．装备水平明显提高。目前，棉纺织行业先进装备比重达

到７０％，清梳联、自动络筒机和无梭织机比重分别为４５％、

５５％和６４％；分别高出全国同行业４．８、３．９、３．６、１６．５个百

分点。但部分中小企业装备水平还比较落后，信息化与工业化融

合步伐缓慢。

３．外向型经济稳步发展。２００８年，全省纺织品和服装出口

额达到１５５．５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２．５％。其中，纺织品出口达

到７８．１５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３．６％；服装出口达到７７．３５亿美

元，同比增长１１．５％。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的比重

分别为５８．８％、４０．３％和０．９％。日本、欧盟、美国成为我省纺

织品和服装出口的主要国家和地区。

４．结构调整成效显著。产业链条拓展延伸，结构布局日趋

合理。一批竞争力和抵御风险能力强的优势企业脱颖而出。区域

结构调整初见成效，家用纺织品成为新的增长点。建立国家级特

色产业基地和产业集群１４个，省级特色产业基地和产业集群１４

个，产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

５．技术创新能力不断增强。近３年来，全行业获国家科技

进步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３项，获省科技发明奖一等奖１项、二

等奖１项、三等奖１项，获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２项、二等奖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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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三等奖２９项，获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科技进步奖一等奖７项、

二等奖１１项、三等奖３３项，拥有中国名牌５７个。

６．深层次问题和矛盾逐步显现。行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研发投入强度不足，高性能、功能性纤维开发滞后，高新技术产

品比重较低，纺机装备制造业机电一体化水平有待提高。设计创

意产业亟待发展，公共服务平台不健全，产品出口以贴牌加工为

主，有较强竞争力的知名品牌数量少。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仍

以棉纺织为主，深加工产品比重较低，产业用纺织品所占比例仍

然偏小，家用纺织品比重有待提高，面辅料、服饰配套能力不

强。产业集群发展规模、技术水平、产品档次有待进一步提升。

营销渠道开拓能力不足，高档纺织品服装国内市场占有率低，自

主品牌、高附加值出口产品比重低。

（二）面临的形势。

１．节能减排形势严峻。纺织行业能耗较高，就全国而言，

总能耗约占全部工业的４．３％，用水量占全部工业的８．５％，废

水排放量占全部工业的１０％，大部分为印染废水，平均回用率

仅为１０％。随着国家及地方节能减排标准提高，我省纺织企业

节能减排任务更加艰巨。

２．经济危机冲击加剧。受金融危机影响，国际市场需求疲

软，对纺织行业冲击尤为明显。纺织品出口呈现整体下行的趋

势，订单大幅减少，出口增速下降。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贸易保

护加剧，技术壁垒扩大。人民币升值直接影响企业出口利润，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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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盈利水平不高。企业融资困难，资金紧张。原料短缺，价格波

动较大。企业生产成本大幅提高，劳动用工紧张。

３．结构调整面临机遇。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市场需求

总体下降，竞争更加激烈，纺织服装业面临严峻挑战，竞争力弱

的企业将退出市场，有实力的企业将抓住机遇，利用国家和省有

关政策，加大结构调整和招商引资力度，以产业重组带动产业发

展，加快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培育自主品牌，提高核心竞争

力。

４．政策支持力度加大。在国家实施拉动内需政策基础上，

国务院出台 《纺织工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

度。纺织品服装出口退税率由１４％提高至１６％；对基本面较好

但暂时出现经营和财务困难的企业给予信贷支持；加大中小纺织

企业扶持力度，鼓励担保机构提供信用担保和融资服务，减轻纺

织企业负担。另外，增值税转型、技改贴息等一系列政策相继出

台，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政策支持。

二、指导思想、方针原则与目标

（一）指导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信心，积

极作为，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促进产业升

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目标，以自主创新和技术改造为支撑，

以实施名牌战略为引领，着力解决当前发展中遇到的突出问题，

大力提升核心竞争力，实现全省纺织工业平稳较快发展。

（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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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大力开拓市场，确保平稳增长。积极应对当前需求萎缩、

亏损增加、增速下滑的不利局面，大力开拓国内外市场，着力扩

大内需，确保行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２．加快科技进步，促进产业升级。以技术改造为抓手，淘

汰落后产能，大力推广先进适用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

料，提升产业整体水平，促进产业升级，增强行业可持续发展能

力。

３．突出发展重点，带动整体振兴。扶持重点产业、优势企

业、品牌产品加快发展，促进结构调整优化，建立完善产业集群

公共服务体系，增强应对风险能力，促进产业全面振兴。

４．坚持市场主导，强化政策调控。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

的基础性作用，促进优势资源合理流动，实现优胜劣汰。发挥产

业政策、金融财税政策的调控作用，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三）总体目标。到２０１１年，规模以上纺织服装企业实现工

业增加值２２００亿元，年均增长１３％；出口创汇达到２００亿美

元，年均增长９％；培育１家年销售收入超过１０００亿元、４家年

销售收入超过１００亿元、１５家年销售收入超过５０亿元的骨干企

业，建成２８个省级以上产业集群和产业基地；培育２０个年销售

收入超过１０亿元的自主品牌产品，自主品牌产品出口额的比重

提高１０个百分点；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达到１０家，重点企业信

息网络管理系统普及率达到５％，国际依存度达到３５％。

三、发展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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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以技术改造为抓手，采用先

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装备水平和生产效率，优化产品

结构，增强市场有效供给能力。推进化纤行业技术改造和产业升

级。支持山东海龙、银鹰化纤、烟台氨纶、翔宇化纤、鲁意高新

纤维、华纶化纤等重点企业，加快多功能、差别化纤维的研发和

纺织产品一条龙的应用开发，加大新型化纤纺丝技术研发力度，

实现化纤产品连续化、柔性化、多样化、高效节能、高附加值生

产。加快棉纺织业、毛纺织业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支持魏桥、

大海、如意、鲁泰、冠星、泰丰、三阳、夏津、天信、环宇、岱

银、三和、华乐、孚日、德棉、宏业、华龙、银仕莱、南山、康

平纳等重点企业，继续实施以提高 “三无一精” （无卷、无梭、

无接头和精梳）比重为主要内容的改造升级，淘汰落后产能，加

快发展高档精梳纱线、多种纤维混纺纱线和差别化、功能化化纤

混纺、交织织物，加大化纤使用比例，加大高支毛精纺面料、半

精纺面料等高附加值产品开发，形成一批有品牌、有市场的拳头

产品。加快山东如意集团 “如意纺”（高效短流程嵌入式复合纺

纱技术）国家级产业化示范基地建设，在全省棉纺、毛纺行业大

力推广 “如意纺”技术。加快服装行业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支

持新郎、鲁泰、即发、桑莎、诸城裕泰、舒朗、迪尚、绮丽、耶

莉娅、仙霞、红领、兰雁、海珊等重点企业加快发展，按照 “强

化特色、壮大优势、培育名牌、提高档次、突破辅料、开拓市

场”的思路，促进服装产业链发展。突出抓好服装设计，壮大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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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品牌，做强针织服装，做精高档色织衬衫，做大牛仔服装，培

育女装和时装。加快发展西服、高档色织衬衫、系列牛仔服装、

男女时装、职业装和高档针织内衣、休闲运动装、针织时装八大

类产品，以此带动面料、辅料、设计、技术、工艺、品牌、广

告、营销、服务等产业配套发展，进一步拉长产业链。加快家纺

行业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以孚日、亚光、喜盈门、金号、豪

盛、新光、鸣球、圣豪、东升、东方、山花、海马等巾被、毯类

企业为骨干，加强产品设计以及系列产品的配套开发，提高织造

水平和染色牢度，充分利用各种纤维、纱线，灵活采用提、绣、

贴、割、剪、印、整等新技术，进一步提高产品档次，扩大市场

份额，继续保持我省巾被和毯类产品在全国的优势地位。稳步发

展文登、滨州、高密家纺基地的同时，积极推动潍坊千榕家纺、

烟台北方、齐荣纺织、莱芜泰丰、威海银洁、如意集团、天信家

纺、大海、澳亚家纺、青纺联等企业利用自身优势发展系列化室

内用品，形成新的增长点。围绕高科技家纺产品的生产和阔幅特

种整理深加工的要求，建立印染加工基地，支持现有印染企业淘

汰落后生产线，扩大特宽幅印染生产，提高后整理水平，增强配

套缝制加工能力，形成以中高档床品为龙头的家纺产业链。推广

应用电子、节能、环保等新技术，实现家纺产品系列化、功能

化、时尚化。

（二）振兴纺织装备制造业。重点培育青纺机集团、星火集

团、东佳集团、天一集团、环球集团、山东同大集团、山东同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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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机集团等７家大型企业集团和青岛云龙、日发纺织机械、济宁

圣泰纺机、金鼎印染机械、济南天齐、青岛纺器、日照裕华机械

厂、滕州山鹰、易斯特 （烟台）等９家骨干企业，整合资源，提

升纺织机械制造业装备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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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机电一

体化纺织机械研发，提升传统纺织机械整体技术水平，大力发展

清梳联及新型梳理设备、自动络筒机、合金镍网、特种平带等基

础好的产品，争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大力发展针织大圆机、金

属针布、节能电机、摇架等主机和关键专件，提高市场占有率；

大力发展紧密纺关键专件、高档喷气和剑杆织机等科技含量高的

产品，提高质量水平。加快产业用纺织品设备研发和产业化，形

成纺机行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高效、连续、短流程等节能减

排染整设备和能源、资源回收再利用系统的研发和产业化。加快

青岛纺织机械专用设备基地建设，支持中小纺机企业加快发展，

为大企业搞好配套，提升纺织机械专用基础零部件、配套件技术

水平，打造纺机制造产业链，形成优势互补和集聚效应。

（三）发展新兴产业。支持烟台氨纶、威海拓展纤维有限公

司、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翔宇化纤、山东爱地、德州华源、潍

坊帛方等企业发展，积极开发芳纶、碳纤维、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等高科技特种纤维和复合材料的产业化，延伸产业链，开发高性

能复合骨架材料、消防服、防弹衣、绝缘纸等产品，拓展其在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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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航天、公安消防和化工轮胎、电力交通等产业使用领域，以及

运动器材、劳动防护用品等民用领域的应用，带动相关产业发

展。支持青岛即发、喜盈门、泰安华兴、山东海龙、雅美纤维、

银鹰化纤、青纺联、诸城德利源、德州华源、曲阜锦绣等企业，

利用我省海洋生物、农作物副产品 （棉绒、植物秸秆）、黄麻、

亚麻、汉麻、速生林等资源优势，加快甲壳素纤维、海藻纤维、

黄 （亚）麻浆纤维、阻燃粘胶、高湿模量粘胶、高白／细旦／差别

化粘胶和溶剂法纤维素纤维等环保、可降解、可再生生物质纤维

国产化和产业化进程，积极开展生物质纤维的纺织染整技术和应

用研究，开发生物医用纺织材料、抗菌保健防护服装服饰等，拓

展其在服装、家用纺织品和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应用。支持翔宇化

纤、济宁鲁意、潍坊美柯化纤、龙福化纤、山东同大等企业，重

点开发醋酸纤维、细旦耐高温耐氯氨纶、功能性复合纤维、再生

涤纶长丝和超细纤维等新型聚酯、新型合纤和再生纤维等各类功

能性、差别化纤维，加强各类高仿真、高感性、多功能面料及最

终成品一体化的开发。支持青岛即发、山东海龙、山东俊富、领

潮化纤、纬龙纺织、恒泰纺织、鸿祥汽车内饰、山东康洁、帛方

纺织、济南天齐、东亚太等企业，加强复合技术、功能性整理技

术、整体成型等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加快产业用纺织品技术产品

研发。重点发展聚四氟乙烯膜复合面料、高模低缩型聚酯纤维帘

子布、ＳＭＳ复合无纺布、整体带芯、特种高强低伸聚酯传动带、

特殊装饰用纺织品、新型蓬盖材料、土工高强纺织材料、环保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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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用纺织材料、高性能增强复合材料等，拓展产业用纺织品在交

通基础设施、建筑工程、环保过滤、大型水利工程、汽车船舶、

新能源、旅游、农业等领域的应用。

（四）培育一批自主品牌。一是以鲁泰、即发、如意、希努

尔、魏桥、亚光、孚日、纽士达、兰雁、东升等纺织服装１０大

品牌为龙头，支持品牌企业提高研发创新能力，增加品牌文化内

涵，提升品牌文化及科技含量，使产品实物质量达到和保持同类

产品国际先进水平。加大品牌经营力度，建立完善的销售网络，

不断扩大销售区域和市场覆盖面，搞好售后服务，提高企业信誉

和品牌知名度。二是鼓励舒朗、如意、耶莉娅、迪尚等品牌企业

抢抓机遇，利用国外知名品牌企业调整重组的机会，积极与国际

品牌企业开展合作，引进国际品牌，提升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的竞

争力。三是鼓励新光、岱银、泰丰、亚光、兰雁、即发、莱芜银

河、元首等品牌企业 “走出去”发展，通过收购、入股和合资经

营等形式进行境外投资，在国外设立研发机构、销售公司，创办

企业 （实业），努力开拓新兴国际市场，建立销售网络，扩大纺

织服装自主品牌国际市场份额。

（五）壮大一批产业集群。重点培育以青岛市为龙头的半岛

服装纺织产业带。以名牌精品服装为龙头，重点发展中高档西

装、高级衬衫、女装时装、针织服装及童装，带动新型纤维、面

辅料、染整行业发展，培育一批技术装备水平高、竞争力强、辐

射面广、影响力大的服装产业群，建设青岛、烟台、威海、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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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潍坊服装制造业基地，加大力度发展纺织服装创意设计中

心，把胶东半岛建成国际化、现代化的纺织服装制造基地。统筹

发展中西部地区纺织服装加工和特色纺织产品产业带。加大中西

部地区棉纺织产业集群 （基地）的培育，以滨州魏桥、宏诚家

纺、山东基德、德棉股份、德州华源、如意科技、曲阜锦绣、泰

安岱银、泰安华兴、莱芜泰丰、枣庄万泰、枣庄海扬、临沂新

光、蒙阴棉纺、聊城冠星、临清华润、定陶艺达、东明明胜纺织

等重点棉纺织企业为骨干，重点发展紧密纺、气流纺、喷气纺等

新型纺纱技术；同时，配套进行织机改造，大力提升无卷、无接

头、无梭和精梳产品的比重，提高整经浆纱设备、高速电子多臂

和高速电子提花等配套装备水平。

（六）淘汰落后产能。一是充分利用企业兼并重组机会和有

关政策，进一步加大对能耗高、污染重的落后生产工艺和设备的

淘汰力度。二是加快淘汰列入国家和我省重点淘汰落后工艺技

术、装备及产品目录中的纺织类落后生产工艺装备和产品。棉纺

行业重点淘汰建国前生产的以及所有 “１”字头纺织和织造设备，

１９７９年及以前生产的Ａ５１２型、Ａ５１３型系列细纱机；毛纺织行

业重点淘汰Ｂ２５０型毛精纺机、Ｈ２１２型毛织机等落后设备；印

染行业重点淘汰７４型染整生产线、落后型号的平网印花机、热

熔染色机、热风布铗拉幅机、短环烘燥定型机及其他高能耗、高

水耗的落后生产工艺设备；化纤行业重点淘汰间歇小聚酯、

Ｒ５３１型酸性老式粘胶纺丝机、湿法氨纶生产工艺。限制使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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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年以下粘胶生产线、二甲基甲酰胺 （ＤＭＦ）溶剂法腈纶和

氨纶生产工艺、涤纶长丝锭轴长９００ｍｍ以下的半自动卷绕装置

及间歇法聚合聚酯生产工艺设备。

四、政策措施

（一）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支持纺织工业发展的各项优惠

政策。按照国家 《纺织工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的要求，组织好项

目的优选和上报，积极向国家有关部门汇报，争取有更多好项目

列入国家计划。有关部门的专项资金集中用于支持规划项目的实

施。

（二）加快推进企业兼并重组。充分运用国际金融危机形成

的倒逼机制，鼓励跨地区兼并重组、产业整合，在推进企业结构

调整上迈出实质性步伐。一是鼓励装备先进、有一定竞争力的中

小企业积极与有市场、有品牌、有实力的优势大企业合作，支持

骨干品牌优势企业积极向产业链两端延伸，抓住产业调整机遇，

推进企业重组，把品牌优势企业进一步做强做大。二是加大招商

引资力度，支持有实力的企业引进战略合作伙伴，建立战略合作

联盟，建设大型纺织生产基地；支持骨干企业与上下游产业配套

发展，组成战略联盟，增强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三是支持重点

企业及其核心配套企业成立行业联盟担保机构，共同抵御市场风

险、金融风险；支持优势企业重组中小企业和困难企业，培植大

企业集团，提高产业集中度。

（三）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大力加强企业信息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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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推广适合化纤、纺织、印染和服装等重点行业生产流程和管

理要求、具有行业特点的企业资源计划 （ＥＲＰ）系统、电子商务

（ＥＣ）系统、制造执行系统 （ＭＥＳ）等。突出抓好信息技术与纺

织工业产品设计、制造过程、经营管理、流通体系、人才培训等

方面的融合。加强山东纺织网站建设，更好地为行业服务。

（四）加快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认真落实 《中共山东省委山

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工业结构调整的意见》

（鲁发 〔２００７〕２５号），强化企业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加快行业

公共技术创新及服务平台建设，整合全省纺织科研资源，集中解

决行业关键共性技术难题，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探

索市场经济条件下产学研联合的新途径，积极寻求与国内外著名

高校、研究院 （所）开展长期合作研究与技术协作，建立以企业

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自主创新体系。紧跟国

际纺织工业发展趋势，相互借鉴、相互融合各行业加工技术，加

快发展纺织高科技。

（五）推进企业节能减排。以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促进节能

减排，落实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淘汰落后产能，对陈旧

落后低效高耗的设备实行强制淘汰，促进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和

安全发展，实现纺织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大力推广节能减排示范

项目，以高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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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产业化为重点，推广节能新技术、

新产品，从源头上减少废弃物和污染物，实现由末端治理向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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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和生产全过程控制转变，培育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推广新能

源利用节能示范项目。积极发展循环经济，以重点企业和纺织产

业集群为重点，以清洁生产为手段，提高 “三废”利用水平，发

展循环经济。建立健全节能降耗标准体系、统计体系和考核体

系。

（六）建设高素质职工队伍。把培养具有纺织专业知识及国

际营销经验的高级管理人才和富有创新意识的高级设计人才作为

人才工程重点。开展争创全省纺织行业首席技师活动，进一步做

好山东省首席技师评选工作。积极组织职业技能竞赛活动，为先

进操作技术推广和职工岗位成材搭建平台。组织实施 “金蓝领”

工程计划，为企业培养高级技师等高技能人才。推广纺织重点工

种操作法，扩大职业技能鉴定范围和人员数量。

（七）积极拓宽企业融资渠道。金融机构要积极贯彻适度宽

松的货币政策，加强银企沟通，积极为骨干企业和重点项目提供

信贷支持。支持不同所有制企业通过合资、重组、互相持股、技

术入股等方式，参与重点项目建设。培植上市资源，支持优势企

业上市融资。完善信用担保体系，为重点企业提供信用担保支

持，确保生产经营及项目建设资金链不断。

（八）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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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各级财税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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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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积极整合财政专项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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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引导纺织企业 “走出去”。鼓励有实力的纺织企业到投

资环境好、市场潜力大、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和地区投资办厂，

通过投资和贸易相结合的方式开拓国际市场，规避贸易壁垒，拓

展发展空间；鼓励纺织企业到欧美发达国家地区收购国际知名品

牌，建立研发中心和营销网络，提高产品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

增强纺织产品出口国际竞争力；发挥产业聚集效应，推动纺织企

业境外投资集群式、园区化发展，提高协同竞争力，降低 “走出

去”成本，规避 “走出去”风险。

（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行业协会要认真履行职责，

努力为企业提供规划指导、行业标准、数据统计、信息咨询、教

育培训、技术交流等全方位服务，促进企业健康发展。要加强对

行业发展专题调研，制定行规行约，加强行业自律，促进有序竞

争。及时协调解决行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落实各项政

策，为行业发展提供良好环境。引导企业加强管理，降本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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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风险。分析预测金融危机对纺织工业发展带来的影响，建立

经济运行监测机制、风险预警机制和贸易纠纷法律援助机制，帮

助企业化解风险，确保企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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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推进纺织企业实施

兼并重组

经 贸 委、省
纺织协会

发改委、财政厅、
劳动保障厅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年

２ 推进纺织行业信息化
信息产业厅、
省纺织协会

发改委、经贸委、
科技厅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年

３

加快纺织行业科技创新

体系建设，完善创新公
共服务平台

经 贸 委、省
纺织协会

科技厅、发改委、
财政厅、国税局、
地税局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年

４
推进纺织企业节能减

排，淘汰落后产能
节 能 办、省
纺织协会

发改委、财政厅、
国税局、地税局、
环保局、质监局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年

５

实施名牌带动战略，加
强质量管理，建立完善
企业标准体系，培育一
批名牌产品，创建一批
优质产品生产基地

质 监 局、省
纺织协会

经贸委、财政厅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年

６
加强职工培训，提高职
工素质

劳 动 保 障

厅、省 纺 织
协会

经贸委、教育厅、
科技厅、财政厅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年

７

积极拓宽企业融资渠

道，加大对纺织企业的
金融支持

人民银行济

南 分 行、省
纺织协会

财政厅、发改委、
经贸委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年

８
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减
轻企业负担

财政厅
发改委、经贸委、
劳动保障厅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年

９
组织企业争取国家专项

资金和项目

发 改 委、省
纺织协会

经贸委、财政厅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年

１０引导纺织企业“走出去”
外经贸厅、省
纺织协会

经贸委、财政厅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年

１１发挥行业协会作用 省纺织协会
发改委、人事厅、
经贸委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年

—９１—



主题词：经济管理　纺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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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