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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讯 昨日上午，山

东省政府新闻办举行“走在前、开新局”主题系列

新闻发布会第八场。山东省发展改革委介绍了

山东在纵深推进三大经济圈建设方面的打算，在

具体工作上突出做好联动、培强、扶弱三篇文章。

培育济青科创智造廊带

突出做好联动文章，着力推进三大经济圈

一体化发展。强化中心城市联动。开展济南、

青岛都市圈范围研究，加快编制都市圈发展规

划。完善济青联动发展机制，研究制定济南青

岛双心联动、打造山东半岛城市群济青发展轴

带行动计划。

强化经济圈联动。研究制定经济圈一体化

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发布三大经济圈一体化发展

指数，客观反映三大经济圈一体化发展情况。加

快推动经济圈基础设施、产业协同、公共服务等

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打造高效便捷通勤圈、优

势互补产业圈、便利共享的生活圈。创新区域合

作机制，依托济青、鲁南通道和沿黄、沿大运河生

态带，培育济青科创智造廊带、鲁南物流能源廊

带、沿黄文化旅游生态廊带、运河文化经济廊带。

强化省际联动。深入推进沿黄9省（区）合

作，强化与冀苏豫皖省际交界地区合作，谋划共建

省际合作区。对接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

区，大力实施“双招双引”。支持德州打造对接京

津冀协同发展先行区。合作编制淮海经济区发展

规划，推动鲁南经济圈融入淮河生态经济带。

高标准建胶东临空经济示范区

突出做好培强文章，着力打造区域发展战略

支点。培强县域经济。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发展

壮大县域经济的部署安排，深入研究山东省县域

经济创新突破发展路径，不断优化县域经济发展

政策环境。持续开展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差异

化评价，复制推广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进县典

型经验，加大财力薄弱县支持力度，培育一批制

造、农业、商贸、文旅等特色强县，激发县域发展

活力。

培强国家级功能区。落实落细支持青岛西

海岸新区深化改革创新加快高质量发展若干措

施和三年行动方案，打造全省高质量发展引领

区。推进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提速提效，大

力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

新材料和现代服务业“3+1”主导产业。聚焦产城

融合、对日合作、临空经济等重点任务，高标准建

设潍坊、临沂、威海产城融合示范区和中日（青

岛）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胶东临空经济示范区。

培强区域发展战略支点。鼓励跨市域相邻

县（市、区）探索联动发展路径，打造一体化发展

平台。高水平建设莱西-莱阳一体化发展先行

区，打造毗邻县域同城化发展样板。谋划打造滕

州-邹城一体化发展引领区。发挥自贸试验区等

高能级开放平台作用，加快建设联动创新区。加

速推动省级新区破题起势。

支持鲁西5市加快发展

突出做好扶弱文章，着力补齐区域发展短

板。强化政策支持，研究制定新一轮突破菏泽、

鲁西崛起行动计划，支持鲁西5市加快发展。振

兴发展沂蒙革命老区，推动济南、临沂加快建立

对口合作机制，共同编制对口合作五年实施方

案。支持淄博老工业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

建设，推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等5个方面政策措

施落实落地。做好滩区居民迁建和易地扶贫搬

迁后续扶持工作，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有就业、

逐步能致富。

本报综合

关注<

普华永道 24 日发布的
《2022 年中期中国企业并购
市场回顾与前瞻》显示，2022
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国内并
购交易数量仍保持在历史高
位，但并购交易金额跌至
2367亿美元，创多年新低。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能
源局等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
通知，部署促进光伏产业链
供应链协同发展，提出强化
跨部门联合执法，严厉打击
光伏行业领域哄抬价格、垄
断、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等违
法违规行为。

8月2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稳

经济一揽子政策的接续政策措施，加力巩固经

济恢复发展基础；决定增加政策性开发性金融

工具额度和依法用好专项债结存限额，再次增

发农资补贴和支持发电企业发债融资；确定缓

缴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的举措，保市场主体保就业；决定向地方派出

稳住经济大盘督导和服务工作组，促进政策加

快落实；部署进一步做好抗旱救灾工作，强化

财力物力支持。

会议指出，在落实好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同

时，再实施19项接续政策，形成组合效应，推动

经济企稳向好、保持运行在合理区间，努力争

取最好结果。

实施19项接续政策
推动经济企稳向好

工信部努力推动“中国制
造”向“中国创造”迈进。十年
来，从基础材料、基础软硬件
到重大装备、重大工程，制造
业核心竞争力逐步增强，制造
业知识产权能力建设迈上新
台阶，规模以上制造业重点领
域企业每亿元营业收入高价
值专利数从2012年0.62件
提升至2020年2.38件。

创业板注册制满两年创业板注册制满两年

新上市公司新上市公司355355家家，，总市值突破总市值突破22..66万亿元万亿元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讯 昨日，记者

从山东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2022年是省级新区发展规划实施开局之

年，也是省级新区建设的起步之年。今年以

来，山东加快推进省级新区组机构、建机制、

培产业、抓项目，主要经济指标普遍快于全省

平均水平，实现良好开局。

主导产业体系加快构建。上半年，10个

主导产业营业收入1069亿元。其中，烟台黄

渤海新区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

现代海洋 3 个主导产业营业收入 401亿元。

临沂沂河新区以山东临工、山重建机为代表

的智能制造产业营业收入286亿元，菏泽鲁

西新区以步长制药为代表的生物医药产业

营业收入175.8亿元。德州天衢新区全力推

进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新能源、新材料、电子

信息3个主导产业营业收入156.5亿元，电子

信息材料产业集群被认定为省战略性新兴

产业集群。

重大项目建设加快推进。上半年，山东

开工重点项目 248 个，已完成投资 604.6 亿

元。一批标志性重大项目相继落地，烟台中

节能万润新材料、泰和新材料等重大项目集

中开工，德州有研8英寸硅片、12英寸硅片项

目稳步推进，氢普（德州）氢燃料电池电堆自

动化生产线一期项目正式投产。

重点功能园区加快培育。烟台黄渤海新

区万华新材料低碳产业园启动，总规划面积

25平方公里，总投资2380亿元，着力打造集

石化、精细化学品及新材料于一体的综合园

区。德州天衢新区启动实施北方应急（医疗）

救援产业示范区（二期）项目，在北京设立

5000平方米的德州驻京人才飞地。菏泽鲁西

新区加快建设生物医药港。

上半年山东10个主导产业营收1069亿元

>>>A>>>A33版版

开展济南、青岛都市圈
范围研究，加快编制都市圈
发展规划。

完善济青联动
发展机制，研究制
定济南青岛双心
联动、打造山东半
岛 城 市 群 济
青 发 展 轴 带
行动计划。

国务院常务会议：

>>>A>>>A22版版

本报综合消息 中国人民银行24日发布

7月份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数据显示，7月份，

银行间货币市场成交共计146.5万亿元，同比增

长37.8%，环比增长4.7%。

债券市场发行方面，7月份，债券市场共发

行各类债券48590.3亿元。国债发行10535.8亿

元，地方政府债券发行4063.1亿元，金融债券发

行7629.6亿元，公司信用类债券发行11386.9亿

元，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发行97.4亿元，同业存

单发行14645.0亿元。

7月银行间货币市场
成交同比增长37.8%

截至2022年8月23日

注册制下已有
355家公司在创业板上市

占创业板公司总数30%

新上市公司中

近9成为高新技术企业

近6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

2021年平均实现营收同比增速
高于创业板公司平均水平

超5成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净利润双增长

■相关新闻

山东纵深推进三大经济圈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