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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东 省 人 民 政 府

关于印发山东省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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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轻工业调整振兴规划》（以下简称 《规划》）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轻工业是涉及衣、食、住、行等多个消费领域的综合产业，

在满足内需、稳定出口、扩大就业、服务三农等方面具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造成较大影响，使我

省轻工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制定实施 《规划》，对于贯彻落实

国家 《轻工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优化我省轻工业结构，促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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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经济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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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做好扩大内需、调整结构、

推动创新、协调服务等各项工作，确保我省轻工业调整振兴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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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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轻工业调整振兴规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

轻工业是涉及衣、食、住、行、用、娱乐等多个消费领域的

综合产业，在满足内需、稳定出口、扩大就业、服务三农等方面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使我省轻工业发展既面临严峻挑战，又面临结构调整的重要机

遇。为应对当前形势，促进我省轻工业调整振兴，根据国家 “保

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总体要求，结合山东实际，特制定本

规划。

一、现状及面临的形势

（一）现状。

１．规模总量不断提升。２０００年以来，我省轻工业年均增长

率达到２５％以上。２００８年，全省规模以上企业达到１２８２９家，

完成工业增加值３６９３亿元，实现销售收入１４６４３．４亿元，利税

１３４７．２亿元，税金８５１亿元，经济总量和效益位居全国第二位。

机制纸及纸板、冷冻箱、日用玻璃、植物油、农用薄膜、原盐、

淀粉、太阳能产品、功能糖类、味精、啤酒、葡萄酒、植物油、

肉禽类加工产品、果蔬加工产品、水产品加工产品、搪瓷制品、

手工具等产品的产量，位居全国第一位。

２．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发展形成了海尔家电、青岛啤酒、

张裕葡萄酒、澳柯玛冰柜、金锣肉制品、晨鸣、华泰等纸业、三

环锁具、威达工具、玫德管件、樱花系列钉、泰山体育用品、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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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绣品、艺达工艺家纺、山花地毯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和品牌。中

国名牌产品、驰名商标和国家免检产品分别达到１０１个、６７个

和６１个。

３．产品出口大幅增加。皮革、家具、工艺美术、塑料、家

电、五金等行业的出口具有明显优势和较强国际竞争力。２００８

年，实现出口交货值１９９７亿元，居全省各行业首位，居全国同

行业第三位。

４．产业集群初具规模。发展形成高密制鞋、蓝村制鞋、沾

化制革、宁津桌椅、周村凤阳家具、淄川西河红木家具、菏泽庄

寨桐木制品、惠民安全绳网、阳信餐具、乐陵五金、博兴兴福厨

具、文登家纺、莱州草艺品、临沭杞柳、武城玻璃钢制品等一批

产业集群。

５．全省轻工业发展面临着一些矛盾和问题。一是发展方式

粗放，产品结构单一、同质化竞争、重复建设、低水平扩张以及

资源浪费等问题突出，制约了行业可持续发展。二是自主创新能

力总体不强，研发设计能力薄弱，产品档次不高，缺乏核心竞争

力和自主知识产权，出口产品中贴牌现象普遍。三是节能减排压

力大。造纸、食品、皮革、塑料等行业的单位产值能耗、水耗、

污染物排放指标等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

（二）面临的形势。

１．从２００８年第四季度开始，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省轻工业影

响逐渐加深并呈扩散态势，全球需求量萎缩让欧美等发达国家贸

易保护主义抬头，多数轻工出口企业应对贸易壁垒准备不足，加

之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企业利润空间有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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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由于外需下降、出口下滑、内需萎缩，导致产品过剩、

积压严重、行业效益下降。中小企业尤其是出口为主的企业有的

出现停产、半停产状况，一些地方就业压力增大。

３．国家扩大内需、保障民生的政策导向为轻工业发展提供

了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我省轻工业产业基础雄厚、门类齐全，

具备较强的适应能力。许多产品在国际市场具有比较优势。各

级、各部门和企业要坚定信心，化危为机，调整优化结构，转变

发展方式，缓解和克服当前发展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确保企业

生产稳定和产业振兴。

二、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及任务目标

（一）指导思想。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保增长、扩内

需、调结构”的总体要求，坚定信心，科学务实，积极作为，以

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扩大内需、稳定出

口、增加就业为政策取向，以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为支撑，优化

提升传统产业，实施新、特、优工程，促进轻工业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实现由大变强。

（二）原则。

１．突出市场导向，加大开拓力度。搞好产品结构调整，挖

掘市场消费潜力，拓展国内外市场空间，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和市

场结构。

２．突出技术进步，加快转型升级。推广新技术、新产品、

新工艺、新花色、新材料、新设备，淘汰落后产能，推动结构调

整和产业升级。

３．突出重点行业，注重品牌培育。支持带动作用强、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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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高、发展潜力大的重点行业和骨干企业加快发展，培育自主品

牌。

４．突出扩大就业，强化服务民生。对劳动密集型和手工技

艺密集型的企业予以重点扶持，促进稳定发展。

５．突出产业集群，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挥比

较优势，发展特色经济，培植产业集群，增强产业集中度和集群

效应。

６．突出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

推广节能环保技术，促进资源再生、循环利用，促进循环经济发

展。

７．突出对外开放，提高国际竞争力。支持有实力的企业与

跨国公司开展战略合作，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工艺和设备，提高

行业装备水平。

（三）任务目标。

１．总量平稳增长。到２０１１年实现销售收入２３０００亿元，年

均增长１２％以上；出口交货值２７００亿元，年均增长６％以上。

２．创新能力提高。创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５家、省级企

业技术中心３０家，建立行业技术研发平台１０个，自主研发国际

知名品牌５０个。

３．结构优化升级。实施重点项目１０５８项，完成投资２１９４

亿元，新增销售收入１００亿元以上企业５个、产业集群４０个。

４．推进节能减排。完成全行业２０１１年ＣＯＤ排放量比２００８

年减少７．５万吨的节能减排责任目标。食品、造纸等行业的循环

经济健康发展，废纸、废旧家电、塑料回收利用率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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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淘汰落后产能。淘汰落后的纸浆能力、皮革能力、酒精

能力等。

三、发展重点

（一）家电产业。重点发展节能、环保、智能化、网络化、

多功能产品。冰箱，重点采用节能和环保技术，向节能型、环保

型、多温区、静音型方向发展；空调器，重点发展变频节能、无

氟环保、智能控制产品，增加健康、智能、节能、环保等功能；

洗衣机，重点发展智能化、大容量、节水型、投币型工业或商业

用洗衣机；中央空调，重点发展嵌入式空调机组、多联式家用中

央空调、风冷热泵冷 （热）水机组、螺杆式冷水机组、变风量空

调机组、地温空调机组研发和生产；热水器 （电热、燃气、太阳

能），重点发展节能、节时 （即热）、安全防电型卫浴热水器和厨

房用热水器；小家电 （生活电器），重点做好豆浆机、电水壶、

电锅、电磁炉、吸油烟机、灶具、电风扇、电暖器等小家电产品

及饮水机、净水器、直饮纯水机等水家电产品。充分利用龙头企

业的示范和产业拉动作用，合理规划、积极发展家电产业集群。

重点支持青岛海尔、青岛澳柯玛、淄博多星、山东小鸭、山东九

阳、莱州宏泰、山东润泰、德州中大、招远康泰等龙头企业，加

大技术改造，推进兼并重组，培植规模实力，建立形成青岛、烟

台、济南、淄博、德州等各具特色的家电产业带。发展家电工商

业战略联盟，实施工商业强强联合，提升我省家电工业综合实

力。

（二）造纸工业。重点发展高档涂布纸、涂布白纸板、牛皮

箱纸板、高强度瓦楞原纸、高档新闻纸、胶印书刊纸、信息化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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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纸、食品医疗用纸及商品包装、装潢用纸、中高档卫生纸等

产品；开发特种用纸和工业加工纸、装饰涂布纸、柔性复合包装

纸、彩色喷墨打印纸、高强度纸等新品种，高中档产品比例达到

８０％以上。合理使用麦草资源，鼓励发展芦苇、芦竹、棉秆等非

木纤维，因地制宜发展速生材生产化机浆和化学木浆，开发利用

废纸资源。培育发展晨鸣纸业、华泰集团、太阳纸业、泉林纸业

等２０家重点企业，使之占全省总产量的比重逐步提高到８０％，

形成一批专精尖特种纸生产企业。引进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先

进印刷和纸制品加工先进装备，提高印刷和纸制品加工工业的装

备水平，重点发展商业印刷、环保型纸餐具、纸制文具、各种功

能瓦楞纸箱等产品。

（三）食品工业。与生态农业、高效农业以及畜产水产业相

结合，利用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推进

食品工业向规模化、优质化、营养化、保健化方向发展。重点扶

持山东九发、菱花味精、莱阳鲁花、龙口新龙食油等企业集团发

展粮油加工，生产高质量、高档次食品，开发 “绿色食品”、“有

机食品”。扶持诸城外贸、金锣、得利斯、龙大、烟台喜旺等企

业集团发展肉禽加工，开发面向城乡市场的放心肉和面向欧美市

场的分割鸡系列产品，增加肉制品分割品种，扩大国际注册食品

数量。扶持诸城外贸、西王集团等企业重点发展淀粉深加工及其

衍生产品。扶持德州保龄宝、福田药业等企业重点发展功能糖醇

产品，抢占国际市场制高点。扶持青岛新大洋、裕鲁、汇源、中

鲁等企业集团发展果蔬加工业，重点发展低温脱水蔬菜、速冻

菜、保鲜菜、蔬菜汁，扩大浓缩果汁、天然果肉原汁及饮料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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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扶持青岛正进、威海新港、荣成好当家、文登前岛、潍坊

富氏等企业集团发展水产品加工，重点研发速冻、即食性的熟食

水产食品、调味品及深加工水产制品，搞好鱼类、藻类加工，增

加水产品花色品种，提高低值鱼、藻类、贝类下脚料综合利用

率。油料加工以花生油和大豆油为重点，努力提高食用油质量，

鼓励发展玉米油、葵花籽油、专用油等新品种，扩大精炼油和专

用油比重。罐头行业大力发展果品、蔬菜、牛肉、水产品罐头产

品，进一步加大出口罐头生产基地建设，重点扶持芦笋、食用

菌、桃梨、贝类等具有特色优势产品的生产。大力发展威化饼

干、夹心饼干、水泡饼干、装饰饼干、蛋圆饼干、果蔬饼干以及

适用老年人的无糖低热能饼干、儿童营养饼干等。适应市场需

求，开发多风味糖果，增加花色品种，提高产品质量档次和附加

值。乳制品业要加强奶源基地建设，提高奶源质量，全面推广机

械化挤奶和分散饲养集中挤奶的模式，增加乳品量，大力发展消

毒奶、发酵奶，积极研究开发 “有机奶”、“免疫奶”等营养性乳

制品和高附加值的乳制品，增强市场竞争能力，重点发展青岛圣

元、济南佳宝、文登鹏程、金洋乳品等企业。葡萄酒行业以优势

骨干企业为龙头，以种植基地建设为依托，以技术创新为先导，

重点发展高中档葡萄酒，打造产区个性化葡萄酒，努力培育自有

品牌，扩大规模，增加品种，提高市场竞争能力，拉动农村葡萄

种植产业化，重点发展张裕、烟台长城、青岛华东、威龙葡萄酒

股份有限公司４个企业集团，加快发展蓬莱葡萄酒产业集群。啤

酒行业应优化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布局，提高产业集中度，从原

来单纯追求规模效益到以管理和质量求发展转变，打造啤酒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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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致工艺链条，使整个啤酒工业从原料采购、生产、物流到销

售终端形成有机的整体，发挥最大优势。重点发展青啤、银麦、

泰山等企业集团。白酒行业通过技术创新，改造传统酿酒工艺，

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和档次。重点发展泰山生力源、兰

陵、景芝、扳倒井、古贝春、琅琊台、孔府家等企业集团。

（四）日用陶瓷工业。以华光集团、银凤集团、淄博工陶、

山东硅苑、泰山瓷业、国华瓷器、华洋陶瓷为骨干，重点发展镁

质强化瓷、高石英瓷、骨质瓷、华青瓷、鲁青瓷为主的高级日用

细瓷，打响淄博陶瓷当代国窑品牌。以山东硅苑、山东工陶院、

华光集团、博航电子陶瓷公司、淄博晨鸿电工公司、潍坊华美精

细技术陶瓷公司、山东珍贝瓷业公司为骨干，发展高档日用陶

瓷，并扩大工艺美术陶瓷出口规模，整合陶瓷资源优势，挖掘陶

瓷文化底蕴，促进工艺美术陶瓷产业化。

（五）自行车电动车行业。以英克莱、澳柯玛、比德文、福

田雷沃、美利达、济南轻骑等企业为重点，推进电动车产品系列

化，提高产品档次，增加花色品种，满足不同消费层次需要。同

时，扶持发展一批骨干配套企业，使电机、电池、充电器、控制

器、车架及烤漆形成专业化、规模化生产，培育一批知名品牌和

大型骨干整车组装企业，带动全行业的发展。力争全省有５个电

动车生产企业进入全国前１０名，全省电动车位次前移。锂离子

电池和轻合金车架的电动自行车比例达到１５％以上，锂离子动

力电池达到５０万组 （按１０Ａｈ／３６Ｖ计）。

（六）鞋业 （皮件）产业。发挥区域优势，突出地方特色，

建立完整产业链，在形成一批以生产为主的大型企业集团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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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建立一批成熟的鞋材、鞋机、鞋化配套企业及皮革产品展

示、贸易市场。支持威海金猴鞋业、青岛孚德鞋业、文登制革

厂、淄博大桓九宝恩制革有限公司、烟台制革有限公司、沂源制

革厂、威海制革厂、双星集团、青岛亨达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富

豪菲格尔皮具集团公司、烟台万华超纤股份有限公司，使这些企

业形成经济规模。重点发展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满足环保要

求的产品，发展高效、高质、节能减排的生产技术。

（七）塑料产业。重点支持山东塑料制品试验厂有限公司、

山东清源集团有限公司、聊城华塑工业有限公司等企业加快发展

农用塑料薄膜，满足发展现代农业发展需要。支持山东泰峰塑料

土工材料有限公司、泰安现代塑料有限公司等企业加快发展塑料

土工材料，为建筑业和大型工程提供配套。支持淄博汇丰塑料有

限公司、潍坊现代塑胶有限公司等企业加快发展塑料管材管件。

支持山东齐旺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昌乐盛达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等企业加快发展塑料包装。支持山东春潮色母料有限公司、山东

道恩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加快发展功能性塑料和改性塑料，推进

工程塑料、汽车用塑料、家电产品用塑料、通讯、工业配件及日

用塑料制品开发生产。支持山东省塑料协会加快实施医疗塑料废

弃物的灭菌回收再利用，减少环境污染，实现变废为宝。加强企

业自主创新，建立５个重点企业技术中心、４个行业技术研发平

台，培植８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知名品牌。

（八）家具产业。以济南、淄博、潍坊、烟台作为中心区域，

重点扶持山东凤阳、烟台吉斯、山东今日、济南柏丽雅、诸诚新

华宇、新郎欧美尔、淄博福王以及济南新贵族等软体家具企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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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以济南、滨州、宁津、青岛、日照、东营、临沂等地为中

心，重点扶持济南赖氏、西部牛仔、Ｕ＋家具、邹平富通、宁津

德克、青岛一木、青岛北苑、青岛良木、青岛海燕木业、青岛艺

德、日照三木、临沂恒久、东营胜辉、广田木业、阳信欧亚木器

等实木家具企业以及曹县曹普、鲁艺等出口工艺家具企业的发

展。以济南、青岛、德州、临沂为中心，重点扶持济南雅士达、

山东佳诚、济南财富、青岛泰旭、青岛金羽、青岛太和、德州豪

美帝家、临沂蓝图、临沂伯利恒、济南好百年厨具、泰安大唐宅

配等板式家具企业发展。充分发挥家具研究所优势，全面推进中

国北方家具研发基地的建设和运营，打造行业公工技术平台，为

中小企业稳步、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引导企业开拓多元化

市场并建设稳定的木材资源供应通路，鼓励有条件的出口企业到

国外建立自己的公司和销售网络，重点利用好西北木业在俄罗斯

建立的木材加工园区、枣矿集团在加拿大拥有的１．６万平方公里

森林资源以及日照市国家级木材贸易加工示范区半成品加工基地

等优势，为山东家具生产企业培植原材料供应渠道。规范市场秩

序，重点支持山东东亚、济南银座、青岛富尔玛、青岛海博、兖

州富居、德百家居、烟台嘉禾、烟台棱方圆以及滨州佳泰等品牌

家具商城，针对家具产销比例严重失调的现状，形成定位差异化

和商业模式多样化的市场格局，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

（九）工艺美术产业。围绕培植地毯、抽纱刺绣、草柳编织、

风筝年画、美术陶瓷、琉璃料器等优势产业，抓住产品创新、装

备更新、工艺革新关键环节，以云龙绣品、祥云绣品、艺达绣

品、千榕绣品、青州鲁绣、山花地毯、海马地毯、东升地毯、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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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工艺、青岛工艺、爱美琉璃、淄博宝泉轻工制品有限公司、淄

博博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山东滨州东方地毯公司、山东瑞鑫地

毯公司、精工琉璃、泰山陶瓷为龙头，优化区域布局，实行集约

投入，打造知名品牌，保持全国领先水平。推进产学研结合，建

立玩具设计、首饰设计、模具开发和新材料研发中心，大力发展

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的玩具、首饰和旅游纪念品产业，支持招远金

王等企业发展，拓展工艺美术行业新领域，形成工艺美术行业新

的增长点。加大传统保护力度，对百年以上历史、艺术特点和地

方特色明显、已经灭绝和濒临灭绝或产量急速下降的传统工艺美

术品种，实施抢救保护。培育年销售收入超过１亿元企业７０个，

规模以上企业达到８００家以上，建设产值超过１０亿元生产基地

１５个，将我省建成世界知名的地毯、抽纱刺绣、草柳编织、工

艺美术陶瓷、风筝等产品的生产采购中心。

（十）五金及衡器制造业。利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

提升五金制品的性能和质量。加快建立济南玫德铸造企业技术中

心 （玛钢管件）、济宁樱花五金企业技术中心 （建筑五金）、东平

九鑫工具企业技术中心 （工具五金）、龙口新达工具企业技术中

心 （工具五金）、乐陵国强五金锁具企业技术中心 （五金锁具）、

乐陵泰山体育器材技术中心 （文体用品）。巩固和发展五金制品

基地，重点以文登威力工具集团为龙头，建立文登五金工具生产

基地；以龙口新达工具有限公司为龙头，联合建立龙口五金工具

出口基地；以临沂五金城为龙头，建立临沂河东区五金产销基

地；以济南玫德铸造有限公司为龙头，建立平阴五金管件生产出

口基地；以博兴兴福镇为目标市场，通过与泰山钢铁合作，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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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产业联合基地；以烟台三环为龙头，建立造锁集团基地；

培育发展商河金属丝网生产基地；以泰山体育产业集团为龙头，

建立乐陵体育用品生产基地；巩固发展乐陵五金之乡、阳信餐具

基地。衡器工业应加强现代计量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计

算机技术的研究应用，加强高精度、动态计量和智能化研究应

用，完善产品体系，提高市场竞争力，打造以济南金钟衡器为主

的高精度数字称重传感器和工业自动衡器制造基地。

（十一）日用玻璃行业。以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

中心，以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为动力，加速行业的高新技术改造

步伐，努力实现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的突破、节能减排和发展循

环经济的突破。总结推广节能减排新技术和发展循环经济典型企

业经验，注重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促进行业又好又快发展。重

点扶持山东省药用玻璃公司、山东华鹏玻璃公司、德州晶峰玻璃

公司、烟台张裕玻璃公司、山东景耀玻璃集团、力诺工业集团。

（十二）日化行业。合洗行业重点发展浓缩粉、加酶粉、多

功能和专用洗涤剂，液洗及公共设施清洗剂。加快液体洗涤剂的

发展，提高液洗剂在合成洗涤剂中的比重，发展无磷、低磷洗涤

剂，适应环保要求。积极开发柔软、抗静电、杀菌、消毒和不含

助剂的液体洗涤剂和发展用于油田、造纸、纺织、汽车、食品机

械等工业用清洗剂。调整肥皂品种，重点发展香皂和透明皂，研

制开发复合皂、液体皂；研制开发香精香料的衍生产品。依托国

际品牌，开发新型化妆品。

（十三）电池行业。向高档锂离子动力电池、高档储能电池

倾斜，同时鼓励发展用于汽车行业的各种蓄电池，有条件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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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发展用于数码电子设备的单体锂离子电池。抓住电池行业发

展的新机遇，通过鼓励和吸引国际和国内知名电池企业来山东建

厂，带动整个行业技术水平和质量水平的大幅度提高。

四、政策措施

（一）推进企业重组，发展产业集群。落实中央及省关于促

进轻工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坚持市场机制与政府推动相结合，支

持有实力的企业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进战略合作伙伴，建立战

略联盟，支持骨干企业与上下游企业组成战略联盟，培植大企业

集团，建设优势产业集群，提高产业集中度。到２０１１年，培育

８个食品产业集群、２个皮革产业集群、２个家电产业集群、４个

家具产业集群、５个塑料产业集群、５个工艺美术产业集群、８

个五金产业集群。

（二）坚持扩大内需，稳定出口市场。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

长的根本途径，健全居民生活必需品储备机制。建立地方成品粮

油应急储备制度，确保市场供应。探索建立商业代储制度，引导

企业保持适当库存，满足消费市场需求。加快重点专业市场建

设，通过网络建设、规范秩序、物流配送、品牌展示等手段，扩

大消费区域覆盖范围。加大宣传力度，推进彩电、冰箱 （冰柜）、

手机、洗衣机、电脑、热水器下乡。发展会展经济，办好青岛皮

革鞋机鞋材展览会和中国国际家具及木工机械 （北方）展览会。

扩大国际市场，巩固欧洲、美国、日本等传统市场，开拓中东、

俄罗斯、非洲、北欧等新兴市场。扩大来料加工比重，带动加工

产业升级。加强自主品牌建设，提高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发挥

我省家电、造纸、食品、自行车、陶瓷、塑料等行业优势，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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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条件的企业 “走出去”，带动设备原材料出口，采取投资和贸

易相结合方式，开拓国际市场。

（三）推进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升级。支持企业建立技术中

心，支持行业关键共性技术服务平台与信息网络建设。加大科技

创新投入力度，加快建立完善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产品

为核心、科研院所为支撑、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支持

符合条件的企业建立技术中心，或与世界知名的企业集团、研发

设计机构、高等院校联合建立行业技术中心，打造产学研联盟。

推进电冰箱、电冰柜、空调器、中央空调、洗衣机、小家电等重

点产品以及关键部件生产线改造，引进推广国外先进技术、工

艺、设备，淘汰落后技术、产能和产品，促进产业升级换代。

（四）实施节能减排，推动可持续发展。引导企业推广应用

污水治理和节能环保技术，实现节能降耗任务目标。食品行业要

加快实施新型清洁生产和综合利用技术应用。造纸行业要抓好清

洁生产、非木浆碱回收、污水处理、沼气发电和在线监测系统。

电池行业要推广无铅扣式碱锰电池技术、实现普通电池无铅、无

汞、无隔化。皮革行业要推广保毛脱毛、无灰浸灰、生态鞣制等

清洁生产技术，抓好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家电行业要加大节

能产品生产，提高废旧家电、废旧塑料的回收利用率。建立产业

退出机制，淘汰一批技术装备落后、资源能源消耗高、环保不达

标的落后产能。

（五）健全标准体系，强化监测管理。鼓励企业采用国家标

准和国际先进标准组织生产，严格执行食品添加剂、酿酒、乳制

品、饮料国家新标准和塑料降解、制浆造纸、皮革鞣制、照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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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能耗、电池回收等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标准，完善相应的地方

技术标准体系。加强对粮油加工、食品植物油、肉制品加工、食

品添加剂及发酵、焙烤等企业的原料检验、生产监测、产品出厂

检测，认真落实食品安全法规，建立完善监测和可追溯体系，确

保食品安全。

（六）拓宽融资渠道，强化信贷支持。鼓励民营企业、外资

企业、中介组织等不同类型的企业通过合资、重组、互相持股、

技术入股等方式，投资重点项目建设。金融机构要积极贯彻国家

货币政策，加大对有市场、有效益、有订单企业的流动资金支

持，加大对关系国计民生、关系产业链安全的重点行业和重点企

业的信贷支持。各级政府要组织企业拓展融资渠道，通过发行债

券、股票上市、招商引资、吸纳民资等途径，解决企业融资难的

问题。

（七）完善财税政策，加大扶持力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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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企业技术进步，着力

推动企业产品结构优化升级；支持企业自主创新，着力提高企业

核心竞争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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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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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政策。

（八）强化服务协调，形成振兴合力。各级、各部门要充分

发挥各自职能，加大协调服务工作力度，积极落实相关政策。各

级轻工协会和专业协会要认真履行职能，充分发挥协会在产业政

策、行业信息、运行监测、技术进步、标准制定、贸易促进、行

业准入、市场开拓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作用，促进全省轻工业调

整振兴任务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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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国家级技术中
心、省级技术中心和
技术服务平台建设

经贸委
财政厅、科技厅、轻
工协会、集体联社
及各专业协会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年

２
加快推进列入规划的

１０５８各项目实施

经 贸 委、轻
工 协 会、集
体联社

发改委、财政厅及
各专业协会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年

３

推进节能减排，以及
食品、造纸等行业的
循环经济发展，严格
实施国家、地方能耗
限额标准和排放标准

节 能 办、环
保 局、轻 工
协 会、集 体
联社

经贸委、财政厅、质
监局及各专业协会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年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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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贸委、财政厅、轻
工协会、集体联社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年

５ 加快淘汰落后产能 经贸委
发改委、财政厅、轻
工协会、集体联社
及各专业协会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年

６
落实国家财税政策，
加大财税扶持力度

财政厅
发改委、经贸委、轻工
协会及各专业协会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年

７
组织企业争取国家专
项资金和项目

发 改 委、经
贸委

财政厅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年

８

加大协调服务工作力
度，积极落实相关政
策，充分发挥协会在
产业政策、行业信息、
经济监测、技术进步、
标准制定、贸易促进、
行业准入、市场开拓
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
作用

经 贸 委、轻
工 协 会、集
体联社

质监局、各专业协
会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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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经济管理　轻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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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