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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二版）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
格局，锚定“走在前、开新局”，全面贯
彻青岛市“一二三四六十”目标定位和
思路举措，坚决落实区第二次党代会
精神和工委（区委）二届二次全会决策
部署，围绕“一四四六”总体思路，深化
实施“十一大全面提质行动”，更好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好统
筹发展和安全，大力提振市场信心，突
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
聚力攻坚、创新突破，推动经济实现质
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让“稳”
的基础更牢固、“进”的动能更充沛。
　　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
增长6%左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7%，固定资产投资提质增效，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增长7%，城乡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全面
完成节能减排降碳约束性目标和环境
质量改善目标。
　　（一）聚焦“国之大者”、扛牢使命
担当，在彰显国家级新区特色特质上
实现全新跃升。放大战略叠加优势，
有效形成示范引领，高水平推动国家
战略取得重大成果。
　　全力打造海洋强国战略新支点。
抓好总投资1000亿元的60个海洋重点
项目，引进亿元以上项目50个，海洋生
产总值增长10%以上，推动经略海洋全
面向海图强。加大船舶海工领军企业
服务和引进力度，推进北海造船双燃
料散货船、712所大型特种电机等项目
建设，推动船舶海工装备向高技术、高
附加值和深远海等方向发展。引进培
育海洋生物医药龙头企业，打造全国
领先的专业园区，生物医药产业链产
值增长16%。高标准建设国家深远海
绿色养殖试验区、国家级渔港经济区。
推动中科院海洋大科学研究中心、省
海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落地运
营。建设智慧港口物联网，建成前湾
港区泛亚码头、液化天然气三期码头，
提升东北亚国际航运枢纽中心地位。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特色海军城。
推进古镇口核心区转型突破，高水平
做好示范区建设“下篇文章”。拓展提
升装备维修等平台功能，提升“一核三
基地”保障格局，打造靠前综合保障基
地。加快推进古镇口大学城开发建
设，开工空天动力结构安全大科学装
置先导项目，打造国际一流海洋科教
创新高地。壮大航空航天、水面水下
无人装备等百亿级产业集群，打造高
端科技装备引领示范区。探索融合创
新、港城一体发展新模式，高水平创建
国防教育基地，打造融合创新标杆
样板。
　　深化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
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
开放，形成30项含金量高的创新成果。
加快自贸片区产业联动发展，推动政
策红利加速释放。聚焦航运贸易金融
耦合，繁荣大宗商品生态圈，发展新型
易货贸易、离岸贸易等新业态，外贸进
出口额增长5%。建设基因技术等四个

“千亩”以上专业园区，打造千亿级实
体经济产业集群。推进投资贸易便利
化，推广自贸贷、汇率避险政策，实施
本外币合一银行账户体系、人民币海
外基金等试点任务，加快打造RCEP经
贸合作示范园区。
　　全面增创体制机制创新活力。深
化省级综合改革试点，推出101项创新
举措，形成5项重大制度创新成果。完
善功能区管理体制，梳理规范责权清
单。推进国资国企改革，构建综合考
评体系，推进市场化、专业化整合。加
快国家级农村改革试验区建设，争取
宅基地“三权分置”试点。统筹土地资
源，强化房地联动和产城融合，保障重
点区域和产业集聚区域用地供给。构

建“大金控”体系，引领区域性金融要
素大市场建设。
　　（二）聚焦实体经济、力促转型升
级，在培育发展现代产业体系上实现
全新跃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
放在实体经济上，壮大“5+5+7”重点产
业集群，推进建设制造强区、质量强
区、数字强区。
　　增强先进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坚
持以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加固“底板”，
以培育壮大新兴产业锻造“长板”。服
务存量企业扩产增效，推进3D车载盖
板等总投资2600多亿元的121个重点
制造业项目加快建设，规上工业增加
值力争增长8%以上。提升高端装备等
五大传统优势产业，产值力争突破
4000亿元。攻坚五大战略性新兴产
业，“芯屏”产业产值增长23%，人工智
能等产业产值增长15%。超前布局深
海开发、空天信息等未来产业，抢占发
展制高点。聚力建设四大新兴产业发
展高地，重点推进集成电路产业园代
傲电子等总投资500多亿元的16个项
目、新型显示产业园万达光电等总投
资1600多亿元的35个项目、绿色低碳
新材料产业园国橡中心等总投资1700
多亿元的8个项目、氢能与储能产业园
鸿基氢燃料电池等总投资80多亿元的
13个项目，以特色产业园区的超常规
发展铸就青岛新兴产业强劲引擎。
　　构建优质高效服务业新体系。把
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推出
消费扩容提质系列措施，深化开展促
消费活动，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
车、养老服务等消费，改造提升海上嘉
年华等20条步行街，推动一刻钟便民
生活圈建设，促进消费活力加快释放。
重点发展现代金融、现代物流等七大
现代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突
破1800亿元。加速聚集优质金融资
源，引进金融机构6家，新增过会、上市
企业3家，存贷款余额突破7800亿元，
金融业增加值增长8%。建设现代商贸
流通体系，启用国家级航空物流超级
货站，引育30家大型批发贸易企业和
区域总部，新增国家A级物流企业2家，
争创全国流通服务网络强区。发展网
红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推动流量型
经济快速增长。
　　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促进数
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核心产
业增加值增长10%、产值突破700亿元。
推进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完成
300家企业数字化改造，新建15个智能
工厂、数字化车间和自动化生产线，竣
工50个“两化”融合项目。提升橡胶等
特定行业互联网平台，新发布应用场
景200个。加快青岛国际虚拟现实产
业园等载体建设，促进数字产业集聚
发展。加快中国电信青岛云基地二期
等项目建设，数据中心物理机架突破
5000个。探索建设区域数字干线，协
同 打 造 新 型 基 础 设 施 数 字 创 新 发
展带。
　　实体经济是西海岸强区之本，企
业是实体经济根基所在。我们将把惠
企服务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推动有
效市场、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设身处地
解决各类困难和问题，为广大企业保
好驾、护好航，让广大企业与西海岸同
奋进、共成长。
　　（三）聚焦科教兴区、强化人才引
领，在打造创新引领型城区上实现全
新跃升。坚持教育、科技和人才三位
一体，整体谋划、统筹推进，加快建设
教育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
　　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实施基础教

育优质资源倍增行动计划，开工建设
烟台路小学、淮河西路幼儿园等学校
16所，增加学位1.3万个。推进省级“强
镇筑基”试点。支持驻区高校加强基
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推
进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青岛校区等6所
高校项目，加快首批国家级特色化示
范性软件学院青岛软件学院建设。深
化国家产教融合试点，打造3所省级高
水平职业学校和6个特色专业群。加
强师德师风建设，营造尊师重教氛围。
强化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推动“种子
计划”提质扩面，提升家庭学校社会协
同育人水平。
　　增强科技支撑能力。实施重大技
术装备攻关工程，加快吸气式发动机
热物理试验装置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建设。鼓励驻区高校、科研机构科技
创新。支持求是工业技术研究院、青
岛航空技术研究院等平台发展，新增
市级以上科创平台15家，攻关50项关
键核心技术。实现科技型企业研发机
构全覆盖。打造基因科技等16个重点
科技园区，新增专精特新企业和创新
型中小企业200家，培育“小巨人”等新
锐企业6家，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200
家。推动设立惠城环保等中试基地10
处，技术合同成交额增长20%。
　　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制定科技激
励机制，完善政企科技咨询论证制度，
深化创新指数评分试点。试行科研经
费“包干制”，赋予科研人员更大自主
创新空间。推动科技载体规范发展，
新入驻科技企业500家。深化校城融
合，构建环高校创新经济圈。实施“才
赋西海岸”三大行动，引入高端产才融
合团队10个，人才总量达84万人。成
立青岛未来人才引聚和沿黄流域人才
协同创新中心。完善人才政策配套实
施细则，建设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区，搭
建“才来无忧、才尽其用”的创新创业
广阔舞台。
　　（四）聚焦全域统筹、提升功能品
质，在构建城乡协调发展格局上实现
全新跃升。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
民城市为人民，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
型城镇化，打造美丽宜居典范城市。
　　高水平开展规划设计。精准研究
城市布局、发展规模、用地结构，统筹
整体规划与单体控制，推进重点片区
详细规划和专项规划，增强规划的系
统性、前瞻性、特质性。整合城市规划
和三维底图，建成“一张图”信息系统。
编制工业产业空间布局规划。完善城
市和建筑风貌管理体系，塑造“显山露
水”的城市特色风貌。以创新设计引
领创新建设，开展滨海学院站TOD等
城市设计，打造能聚人、有活力、有热
度的创新型示范城区。
　　高质效推进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
攻坚行动。扎实做好保交楼、保民生、
保稳定各项工作，有效防范化解房地
产领域风险，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展
模式平稳过渡。突出抓好160个城市
更新和城市建设项目。加快王台、自
贸、董家口等重点低效片区开发改造，
实施35个重大项目，完成年度投资286
亿元，征迁腾地6000亩以上，拓宽产城
融合新空间。处置批而未供、供而未
用土地和低效用地1.7万亩，争创全国
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示范区。开展旧城
旧村改造提升行动，实施22个城中村
和30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完成5个村
居回迁，让群众安居更宜居。
　　高标准完善基础设施。推进地铁
6号线二期工程，实现6号线一期空载
试运行、13号线二期北段通车。加快

胶州湾二隧建设，推进G228丹东线等
15个重点道路工程，打通隐珠二路等6
条未贯通道路，实现珠江路全线通车。
实施前湾港周边交通整治。疏通6处
积水点、11处堵点路口，在重点路段增
设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建设5处公
共停车场，新增泊位1400个。改造公
交站点100处。推进大唐热力出线等
36个供热配套项目，实施松泉输变电
等41个电网项目。
　　高品质提升城市环境。完善公园
城市建设长效机制，完成4处口袋公
园、2条滨海绿道、5处林荫廊道等建
设。加大违法建设治理力度，拆除存
量违建50万平方米以上，新生违建动
态清零。创建30个生活垃圾分类五星
小区。集中开展线缆入地、乱贴乱画
整治等行动，加大违法停车、破坏市容
等违法行为处罚力度，以绣花功夫提
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
农村优先发展，促进城乡、一二三产融
合发展，创建省级“十百千”示范区，全
域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先行区。建
好12个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提升12个
产业振兴集聚区，引进10家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新增3家乡镇商贸中心，
壮大海青茶、宝山蓝莓、大村食用菌等
特色产业集群。新建高标准农田2.4万
亩。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推广“乡
村公共资源+共富公司”模式。完成农
民专业技能培训4000人。修建“四好
农村路”54公里，改造供水管道13公
里，建成21个美丽乡村示范村，保护传
统村落和乡村风貌，建设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
　　（五）聚焦扩大开放、增创竞争优
势，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上实现全
新跃升。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巩固开放先导地位，打造国
内大循环战略支点、国内国际双循环
重要枢纽。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施扩大内
需战略，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打
造全国统一大市场区域性节点。推动
构建沿黄流域关港铁协同机制，完善
黄河流域“9+2”跨境电商合作交流平
台，深化跨区域产业交流合作。深度
参与胶东经济圈一体化发展，加快实
施瓦韩路等与周边县市衔贯工程，促
进区域间基础设施联通。推动京沪高
铁辅助通道开工，加快沈海高速、青兰
高速和董沂铁路建设，实现明董高速
通车，完善港口集疏运体系。主动融
入长三角、京津冀协同发展。扎实做
好东西部协作和省内帮扶工作。
　　提升开放型经济质效。积极链接
全球市场，组织企业“走出去、引进
来”，面向欧美、日韩等国家和地区开
展经贸洽谈活动，抢抓经济复苏先机。
强化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鲜明导向，
加快总投资3400多亿元的100个省市
重点项目建设，引进50亿元以上项目
16个。突出优化外资结构，加大制造
业领域标志性外资项目引进力度，实
际利用外资增长5%以上。积极融入共
建“一带一路”。深化与友好城市互动
交流。加快中日（青岛）地方发展合作
示范区建设，推动节能环保、新材料等
领域深度合作。加快建设国家进口贸
易促进创新示范区，贸易进口规模超
过2000亿元。建立海外仓资源共享机
制，开工山东国际大宗交易大厦，建设
进口商品集散分拨中心。新增进出口
实绩企业350家，新认证AEO企业10
家，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增长20%，货物
进出口额稳定增长。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推行行政许
可事项清单管理，确保清单之外零审
批；落实新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优化
外商投资和国际人才（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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