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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东 省 人 民 政 府
印发关于支持八大发展战略的财政政策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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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支持八大发展战略的财政政策»印发给你们,请
认真贯彻执行.

山东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０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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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支持八大发展战略的财政政策

为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精准支持实施八大发展战略,推

进新时代现代化强省建设,现提出如下财政政策:

一、支持推进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

１大力支持淘汰落后产能.设立专项奖励资金,对钢铁、

炼化、焦化、化肥等行业淘汰落后及过剩产能给予奖励,引导企

业加快产能置换出清.实施危化品企业搬迁改造奖补政策,对异

地迁建、关闭退出和就地改造企业给予分类补助,促进化工行业

转型升级.(责任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

２大力支持改造提升传统动能.设立重大项目要素收储交

易专项基金,支持开展能耗等指标收储交易,定向用于重大产能

布局调整项目.整合资金实施技改奖励和财政贴息等政策,重点

支持 “零增地”和智能化技改项目.(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

３大力支持发展新动能.整合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类资金,

对国家工业互联网平台和工业互联网核心技术攻关项目给予股权

投资支持,完善 “云服务券”补助政策,重点支持工业设备上

云,打造工业互联网产业示范园区.对首台 (套)重大技术装

备、首批次新材料、首版次高端软件等新产品保险给予保费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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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对符合条件的产品推行政府采购首购制度,重点支持自主创

新产品推广应用.对高端芯片产前首轮流片费用给予补贴,对承

担技术含量高的封装测试公共服务平台给予奖励,加快培育形成

集成电路产业生态圈.支持重点城市申报国家氢燃料电池汽车推

广示范试点.对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按规定给

予退还.(责任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省税务局)

４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人才建设.整合设立科技创新发展

资金,采取科技攻关 “揭榜制”、首席专家 “组阁制”等方式,

支持重大关键技术攻关、重大原始创新、重大技术创新引导及产

业化和重大创新平台建设. (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财政厅)

深入实施 “人才兴鲁”行动,完善人才奖补政策,更加突出产业

需求和绩效导向,支持实施引进顶尖人才、泰山系列等高端人才

工程,培育引进大国工匠等技能型人才. (责任单位:省委组织

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其他相关成员单位)

二、支持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５拓宽乡村振兴筹资渠道.健全涉农资金整合长效机制,

优化涉农资金整合范围和分配办法,增强资金分配与乡村振兴目

标任务匹配度.研究制定土地出让收入优先支持乡村振兴的实施

意见,稳步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完善农业信贷

担保体系,用好担保费补助、贷款贴息、综合奖补政策,着力解

决涉农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新型经营主体融资难融资贵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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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深化财政金融政策融合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制度试点,引导更

多金融资源投向乡村振兴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 (责任单位:省

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地方金融监管局、人民银行济南分

行、山东银保监局)

６支持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粮食稳产增产财

政政策,将高标准农田建设纳入涉农资金整合的约束性任务,支

持稳定种粮面积和千亿斤粮食产能.支持落实政策性粮食储备任

务,优化提高省级储备比例,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健全多层

次农业保险保障体系,逐步提高小麦、玉米、水稻三大主粮作物

农业保险覆盖率和农业保险深度、密度水平,拓宽农业保险服务

领域,增加特色农产品保险,提高农业保险保障水平.支持创建

国家和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打造农业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培育

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农村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责任单位:省财政厅、省发展改革委、

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畜牧局、

山东银保监局)

三、支持海洋强省建设

７完善海洋强省建设财政投入保障机制.整合优化各类专

项资金支持海洋强省建设.对海洋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省级通过

专项债券、基建投资给予倾斜支持.将长岛海洋生态文明综合试

验区专项债券单列支持政策再延长三年.对现代海洋产业相关基

金,省级引导基金最高出资３０％,省市县三级最高出资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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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支持现代海洋产业优选项目.(责任单位:省财政厅)

８强化重大海洋科技创新财政支持政策.实行省级财政与

青岛等有关市经费投入联动机制,支持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

国家实验室创建国家实验室.争取更多国家海洋科技重大专项和

重大科学装置超前布局落户山东,省级科技创新发展资金给予支

持,巩固山东海洋科技领先优势. (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财

政厅、省发展改革委)

９建立海洋科技成果产业化应用激励机制.对引领海洋产

业发展、突破 “卡脖子”关键技术重大研发项目,省级科技创新

发展资金通过科研资助、股权投资方式给予重点支持.积极将海

洋装备、海洋新材料等科技成果转化产品纳入首台 (套)装备、

首批次新材料财政政策支持范围,支持核心设备自主化. (责任

单位: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

四、支持打好攻坚战

１０支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持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省级专项扶贫资金重点用于扶贫开发项目和贫困群众

补贴,巩固提升脱贫成果.强化财政保障性扶贫政策,进一步完

善社会救助体系,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责任单位:

省扶贫开发办、省民政厅、省财政厅)

１１支持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完善生态文明建设财政奖补

机制,对各市政府征收主要污染物排放调节资金,整合建立 “环

保资金池”,实施大气、地表水、海洋和重点区域生态补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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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财政涉企资金 “绿色门槛”制度,对节能环保未达标企业一

律不予支持.加大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力度,重点支持东平湖生态

治理、黄河三角洲湿地修复保护等重大项目,积极支持南四湖生

态综合治理.(责任单位:省生态环境厅、省自然资源厅、省海

洋局、省财政厅)完善冬季清洁取暖财政补助政策,巩固污染防

治成果.(责任单位:省财政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１２防范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完善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强

化政府投资项目财政承受能力论证,严格执行政府举债融资负面

清单制度.建立全口径政府债务风险识别地图,稳妥有序化解隐

性债务,确保政府债务率控制在合理区间.分类推进政府融资平

台公司市场化转型.强化监督考核问责,坚决查处各类违法违规

举债行为,严守政府债务风险底线.(责任单位:省财政厅)

五、支持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

１３支持稳定外贸外资基本盘.优化 “双招双引”财税政策

供给,对 “十强”产业具有 “领航”作用和产业链突破性重大外

资项目订制财税支持政策.完善外贸外资财政奖补政策,对跨境

电商平台和企业给予奖励,加大对小微企业出口信用保险支持力

度,落实关税保证保险风险补偿和进口贴息政策.实施综合保税

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落实内销选择性征收关税政策.

(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省财政厅、省税务局、青岛海关、济南

海关)

１４支持建设高能级开放平台.依托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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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区、中国 (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

方经贸合作示范区,争取国家先行先试更多税收优惠政策,推广

复制财税制度创新成果,强化国家战略平台驱动力.完善开发区

财税支持政策,实施税收增量和土地收入阶段性支持政策,对国

际合作园区以及利用外资增加较多的开发区给予奖励.支持企业

建设公共海外仓,对企业自建境外经贸合作区给予一定奖励.

(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省财政厅、省税务局)

１５支持畅通国际互联互通大通道.完善欧亚班列支持政

策,推动济南、青岛、临沂三个集结中心建设,支持增加图定线

路和增开特色班列.对新增海运航线和新开国际货机航线给予财

政补贴,支持国际航线拓宽加密.支持国际性、全国性物流快递

企业在山东建设一级分拨中心. (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

交通运输厅、省邮政管理局、省商务厅、省财政厅)

六、支持区域协调发展

１６支持实施重点区域发展战略.建立省级引导、市县为主

的财政投入激励机制,对接融入黄河流域重大国家战略,吸引高

端要素资源向省会、胶东、鲁南三大经济圈集聚.加大财政资

金、政府债券和基建投资倾斜力度,支持突破菏泽鲁西崛起,引

导金融和社会资本更多投向鲁西地区.支持省会城市加快发展,

通过政府专项债券、新旧动能转换基金等方式,支持省会重大基

础设施建设和 “十强”产业发展,对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给

予财政政策和资金支持.(责任单位:省财政厅、省发展改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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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支持县域经济加快发展.启动基层财政 “强基固本”三

年攻坚行动,对财源质量优化、自我保障能力提升的财政困难县

给予激励支持,引导薄弱县加快发展.实施工业强县财政激励政

策,竞争性确定１０个工业强县 (市),整合运用产业类、基础设

施类专项资金以及符合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条件的债券资金,支持

县域重大工业转型升级项目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强县率先

发展.(责任单位:省财政厅)

１８推进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民生领域财政事权

和支出责任划分机制,形成稳定的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

力相适应的制度.以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均衡性转移支付为

重点,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体系,增强财政困难地区的兜底

保障能力.加强市县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标准备案管理,加快推行

城乡统一、区域均衡的保障标准,避免地区间差异过大. (责任

单位:省财政厅、省发展改革委)

七、支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１９支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落实省级出资责任,加快铁路

发展基金和民航机场发展基金运作.推行 “铁路项目＋土地综合

开发＋铁路运营分红”建设运营模式,对铁路运输企业现金流缺

口给予过渡性补助,增强铁路建设筹资能力,支持稳定铁路运

力.统筹中央车购税补助以及港口建设费中央补助和市县留成资

金,阶段性重点支持海空铁公联运枢纽建设,加快进出口货物流

通.支持水运基础设施建设. (责任单位:省交通运输厅、省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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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厅、各市政府)

２０支持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创新实施 “财政补助＋政府债

券＋水费收入＋N”筹资模式,支持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建立公

益性水利工程维修养护经费保障机制,省级通过奖补引导方式,

支持市县落实维修养护经费,解决 “重建轻管”的问题.多渠道

筹集资金,加快引黄灌区农业节水工程建设. (责任单位:省水

利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

２１支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政府引导基金、财政资金

股权投资等方式,支持５G商用、特高压、数据中心、工业互联

网、物联网、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新基

建带动作用.(责任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大数据局、省

能源局、省财政厅)

八、构建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财税体制机制

２２强化财政体制激励功能.深化转移支付制度改革,坚持

保障与激励并重、 “输血”与 “造血”并举,在继续发挥转移支

付保基本、促均衡功能的同时,重点强化转移支付激励导向.整

合设立支持高质量发展奖励资金,对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的重点

企业和市县政府给予奖励,形成 “发展越好,得奖励越多”的体

制导向.(责任单位:省财政厅)

２３发挥税收政策调节作用.结合 “亩产效益”评价改革,

开展城镇土地使用税差别化改革试点,对 “亩产效益”高的企业

降低适用税额,促进企业提升经营质效.在全面落实国家各项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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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降费政策的基础上,结合八大发展战略实施,积极争取国家批

准在我省开展相关税收政策试点. (责任单位:省财政厅、省税

务局、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自然资源厅)

２４推进财政金融政策融合.整合设立中小微企业贷款增信

分险资金,通过贷款贴息、保费补贴、风险补偿、应急转贷等方

式,支持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加快构建全省政府性融资担

保体系,加大 “支小支农、降费让利”力度,降低企业融资成

本.推进财政资金股权投资改革,强化投贷联动,重点支持 “十

强”产业和 “四新”经济项目.支持发展供应链金融,拓展政府

采购合同融资功能,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投放力度. (责任单

位:省财政厅、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人民银

行济南分行、山东银保监局)

２５全面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推行 “零基预算”管理,建立

能增能减、有保有压的预算分配机制,集中资金优先保障八大发

展战略.对涉及八大发展战略的重大支出政策和资金,加强绩效

跟踪监控与评价,及时调整或取消绩效低下的政策和项目,最大

限度发挥政策效益.(责任单位:省财政厅)

２６深化财税 “放管服”改革.加快财税业务流程再造,推

进政府采购便利化,优化会计审批服务,不断优化纳税服务,提

升科技管税水平,支持打造良好营商环境.建立健全降本减负长

效机制,全面落实国家减税降费政策,在地方权限和财政可承受

范围内充分减税让利,坚决整治违规涉企收费. (责任单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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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厅、省税务局)

除有明确规定外,以上政策实施期限为２０２１—２０２３年,期

间如有情况变化,适时作出调整.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根据上述

财政政策,结合实际研究具体落实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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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委各部门,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监

委,省法院,省检察院.
各民主党派省委,省工商联.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１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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