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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啤酒重回榜首
中航沈飞跻身15强

山东拟实施五大专项行动，加快区块链产业创新发展

到2025年打造2-3家高能级技术创新平台

新能源汽车明年
人才缺口103万

“大张旗鼓”呵护股市
上涨的机制和环境

导报讯（记者 吴淑娟）山东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日前就《山东

省区块链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行

动方案(2024-2025年)(征求意见

稿 )》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

稿》提出，到2025年，山东省区块

链技术创新能力和产业综合实力

达到国内先进水平，高水平打造

2-3家高能级技术创新平台，在区

块链底层技术、安全技术、融合技

术等领域形成一批高质量知识产

权，培强2-3家引领行业发展的平

台型企业、20家左右场景应用特

色突出的创新型企业。

据了解，山东将以应用需求

为牵引，以跨界赋能为路径，充分

依托我省产业门类齐全、基础雄

厚和场景丰富等优势，全面加强

区块链技术的前瞻性、原创性、引

领性科技创新，统筹打好优布局、

强生态、拓场景、促融合“组合

拳”，努力为现代化强省建设筑牢

数字技术支撑。

《征求意见稿》提出，将对应

发展目标着力实施技术创新能力

筑基、产业布局优化提升、产业生

态协同发展、实体经济精准赋能、

公共服务模式创新五大专项行

动。

发挥济青产业发展先行优

势，优化要素配置，打造产业发展

引领区。有条件的市打造一批基

于特定行业、特定场景的垂直应

用案例，形成差异化发展路径。支

持济南、青岛两个中国软件名城

聚焦区块链技术创新和融合应

用，建设一批区块链孵化器、加速

器和众创空间，集聚一批重点科

研院所、骨干企业等优质资源，进

一步优化人才、资本等要素配置，

打造创新突出、支撑有力、辐射面

广的区块链产业发展引领区。

积极培育名企名品、规范行

业发展、建强基础设施，构建主体

丰富、特色突出、安全合规的产业

生态。推动建设一批区块链领域

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企业

技术中心、“一企一技术”研发中

心、软件工程技术中心等创新载

体，培强山东区块链研究院、赛迪

(青岛)区块链研究院、省区块链

技术应用创新中心等高能级研究

平台，全力抢占创新制高点。

面向先进制造、智慧农业、文

化旅游、能源物流等领域，推动区

块链跨界赋能，打造一批特色行

业标杆场景。支持研发机构依托

国家金融业密码应用研究中心，

开展基于“区块链+数字人民币”

的清分结算应用研究。

◆导报记者 段海涛

在证监会连续发声并采取行

动、“国家队”积极下场的共同作

用下，A股终于摆脱了连续下跌的

困局，2月6日出现了久违的大涨。

与流动性问题暂时解除相比，投资

者的信心能否恢复、怎么恢复，是

监管层更需认真考虑的问题。我们

需要“大张旗鼓”呵护股市上涨的

机制和环境，只有让投资者真正在

股市中赚到钱，A股市场才有发展

的基础。

证监会近期采取的措施确实有

效，包括暂停新增转融券规模，严

禁向利用融券实施日内回转交易

（变相T+0交易）的投资者提供融

券，全面暂停限售股出借，并将转

融券市场化约定申报由实时可用调

整为次日可用，持续加大监管执法

力度等。其实，对于限售股出借等

问题，早有媒体和市场参与方进行

过讨论，对其合理性进行过质疑。

此次出台相应的措施，虽是亡羊补

牢，总是让人颇多遗憾。毕竟，在

连续下跌的过程中，社会财富真真

正正缩水了，投资者的账户余额实

实在在减少了。

关于股市的涨跌，有种看似荒

谬却颇有市场的声音，似乎总是害

怕A股上涨多过害怕下跌，担心上

涨带来风险。其实，与上涨的风险

比，下跌的风险一点也不小，且更

有可能外溢。国家正通过鼓励消费

带动经济发展，一个上涨的股市和

一个下跌的股市，哪个更能带动消

费，似乎并不是费解的难题。

还有投资者提出，从人民币国

际化的角度看，A股总市值占全球股

市总价值的比例，不能低于SDR的人

民币特别提款权。低于这个数，说明

证券市场拖累了整个人民币国际化

的进程。任何中国式资本市场理论的

落子和抓手，都无法回避这一点。

从各个角度看，我们都需要一

个上涨的股市，一个给投资者持续

带来希望的股市。从监管的角度，

则要呵护股市上涨的基础，呵护投

资者利益，对于欺诈发行、财务造

假，必须严厉处罚，而不能仅仅罚

酒三杯。同时，对于A股市场的容

量，我们也应有清醒的判断。

农历新年即将到来，希望A股

在龙年能真正昂首起势，给投资者

带来实实在在的回报。

2月7日，沪深两市继续回升，

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1 . 4 4%报

2829 . 7点，深成指涨2 . 93%报8708 . 24

点，创业板指涨2 . 37%报1707 . 02

点。两市合计成交10219亿元，北

向资金净买入16 . 84亿元。

山东板块，近130只个股上涨，

占比约4成。小盘股表现不俗，青岛

中程、荣昌生物、正海磁材均涨超

10%，青岛中程封至20%的涨停板。

齐翔腾达封至10%的涨停，公司总

经理车成聚在2023年11月28日至

2024年2月2日期间通过深交所交易

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共计135 . 8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 . 047%），增持金额共计617 . 93万元

（不含手续费）。

华金证券指出，当前市场处于筑

底阶段，因此反弹主要关注央企改革

相关的低估值国企、高弹性的成长蓝

筹，以及超跌的高景气行业如TMT、

新能源、医药等成长性行业。

(本栏目仅对市场做出理性分

析，不对您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据

此操作，风险自担。)

提提升升产产业业竞竞争争力力，，是是目目前前山山东东船船舶舶产产

业业继继续续破破浪浪前前行行的的砝砝码码。。通通过过融融链链固固链链，，

集集聚聚一一批批龙龙头头引引领领型型和和高高成成长长型型优优质质中中

小小企企业业，，山山东东将将凝凝聚聚船船舶舶产产业业高高质质量量发发展展

的的新新动动能能

◆导报记者 戚晨 济南报道

近日，多家造船业上市公

司披露新签订单或在手订单完

工消息。从行业数据看，2023

年山东新承接海船订单量、完

工量、手持订单量等造船行业

指标均显著增长。

“专精特新”企业长期专

注细分领域，是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山东持续

推进海洋强省建设，在经略海

洋这篇大文章的谋篇布局中，

“蓝色新动能”正成为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底色。

生产任务
排到2028年

1月31日，第五批国家级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蓬莱中柏京鲁船业有限公司

（下称“京鲁船业”）为德国

Nordic Hamburg公司建造的首

艘 1 4 0 0TEU集装箱船“BG

GREEN”轮如期举行交船仪

式。同日，系列船的第二艘也

顺利试航归来。

“BG GREEN”轮于1月

15日解缆试航，1月18日顺利

返航，在船东、船检、服务工

程师以及公司相关人员的共同

配合及努力下，首艘船耗时68

小时。系列船第二艘更是在多

艘新造船连续试航的前提下，

仅用时38小时便高效完成所有

的试验项目。可以说，“ B G

GREEN”轮的交付和后续船的

试航，是京鲁船业向全球市场

展示其技术实力和服务品质的

重要时刻。

2023年12月12日，在招商

局金陵船舶（威海）有限公

司，芬兰船东定制的一艘货值

约10亿元的高端客滚船完成交

付，驶向欧洲。

“订单火爆、生产繁忙，

我们目前手持造船订单27艘，

生产任务已排至2028年。”招

商局金陵船舶（威海）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倪维松接受经济导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艘交付

的船集运输、旅行、休闲、娱

乐等功能于一体，山东船舶制

造企业凭借强大的实力，迎来

发展良机。

“尽管全球航运市场已恢

复常态水平，但在船舶更新换

代超级周期下，叠加航运业的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

型 ， 中 国 船 企 发 展 势 头 良

好。”倪维松表示。

英国造船和海运业分析机

构克拉克森最新数据显示，

2023年全球新船订单同比下降

18 . 7%，但中国船企承接了更

多新船订单，市场占有率达

58 . 9%，连续三年全球第一。

与国际顶尖同行
“掰手腕”

“专精特新”的灵魂是创

新。能与国际顶尖同行“掰手

腕”，这份底气来自持续不断

的投入创新。

近日，第五批国家级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 烟台

洛姆电子有限公司的镀锡铜线

生产车间内，工人正在有条不

紊地进行放线、退火机、酸洗

等作业。该公司研发的耐高温

镀锡铜线是国内首创含稀土元

素的助剂，以其独创的热重熔

拉光处理技术，填补国内空

白。 >>下转5版

2023年海船完工量等指标显著增长

山东船舶业订单排到2028年
沪深两市持续回升
近4成鲁股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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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告读者

因“春节”假期，本报2月9
日、12日、14日、16日休刊四期，
2月19日恢复出版。

假日期间，欢迎读者朋友登录
山东财经网、经济导报手机客户端、

“大众”新媒体大平台导报频道，了
解更多财经资讯。

本报编辑部
2024年2月7日

导报讯 (记者 刘勇 )2月6

日，山东省政府新闻办举行

“数说山东看发展”系列新闻

发布会，介绍2023年税收服务

山东高质量发展情况。经济导

报记者在发布会上获悉，2023

年，山东省累计落实新增减税

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1774 . 05

亿元，助力稳定市场预期、提

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

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

局副局长李亚兵在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2023年山东税务系统

依法依规组织税费收入，夯实

财力保障基础，坚守收入原

则，圆满完成预算收入目标，

实现了税费收入与经济社会协

调发展。

同时，落实落细税费优惠

政策，推动经济回升向好。持

续强化政策落实力度，细化配

套措施，搭建全流程、递进

式、差异化精准推送链条。

2023年7月，国务院延续优化

完善税费优惠政策以来，累计

开展政策精准推送5341 . 8万户

(人 )次，从“政策找人”到

“政策落地”，全环节提升税

务行政效能。2023年，全省新

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

1774 . 05亿元，包括新增减税

降费1078 . 37亿元，增值税留

抵退税693 . 71亿元和阶段性缓

缴企业社会保险费1 . 97亿元，

助力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

信心、激发市场活力。

2023年，先进制造业企业

增值税加计抵减和集成电路、

工业母机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

除累计减免96 . 2亿元，占新出

台减税降费政策的81 . 2%，缓

解了企业资金压力，使企业有

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新型产品研

发和改进创新。

优化创新办税缴费举措，

改善税收营商环境。山东省税

务局连续第十年扎实开展“便

民办税春风行动”，聚焦各类

经济主体，先后分五批推出

系 列 便 民 办 税 缴 费 服 务 举

措，不断提升税费服务的精

细 化 、 智 能 化 、 个 性 化 水

平。联合省工商联开展“春

雨润苗”专项行动，推出3大

类12项40条服务举措。组织

中小企业服务月、服务季活

动 ， 累 计 开 展 走 流 程 听 建

议、税费服务体验师等活动

422场，及时响应纳税人缴费

人的诉求和意见建议。

切实提升税收监管能力，

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持续健全

以动态“信用+风险”为基础

的新型税务监管体系，对高风

险行业开展专项整治，充分发

挥税务、公安、法院、检察

院、人民银行、海关、市场监

管、外汇管理八部门常态化打

击涉税违法犯罪工作机制作

用，依法查处虚开骗税等涉税

违法案件，挽回各类税款损失

60余亿元。同时，加大典型案

件曝光力度，有效维护公平公

正的经济税收秩序。

加快 推 进 智 慧 税 务 建

设，提升税费治理效能。深

入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印发

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

管 改 革 的 意 见 》 ， 精 确 执

法、精细服务、精准监管、

精诚共治取得新进展，一体

推进智慧税务建设。

持续强化国际税收服务，

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聚力打

造“税路通·税之家”跨境税

收服务品牌，为“走出去”和

“引进来”企业提供全方位税

收政策支持和精准服务，助力

全省外经外贸向好发展。山东

税务“‘一带一路’税之家”

经验做法被税务总局和省政府

发文推介。

2023年山东落地1774亿元税费“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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