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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东 省 人 民 政 府

关于印发山东省汽车工业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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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汽车工业调整振兴规划》（以下简称 《规划》）

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制定并实施 《规划》，是认真贯彻落实国家 《汽车产业调整

和振兴规划》精神，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抓住机遇全面推进

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重要举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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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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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认识当前面临的形势，树立全局观念和机遇意识，切实履行职

责，加强协调配合，加快汽车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重组，积极推

进汽车企业自主创新，不断完善汽车消费环境，确保我省汽车工

业调整振兴规划３年目标如期实现。

各地要按照 《规划》确定的目标、重点和政策措施，抓紧制

定具体落实方案，做到责任到位、措施到位，确保取得实效。省

政府有关部门要把落实 《规划》作为当前扩内需、保增长、调结

构的重要举措，尽快制定和完善各项配套措施，加强调查研究，

加大工作力度，切实做好 《规划》实施的指导和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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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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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汽车工业调整振兴规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

汽车工业是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产业链长、关联度

高、就业面广、消费拉动大。“十五”以来，我省汽车工业快速

发展，在促进全省工业经济增长、带动相关行业发展、增加就业

和拉动内需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积极应对国际金

融危机的影响，落实国家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要求，加快

我省汽车工业结构调整，推动我省汽车工业由大变强，特制定本

规划。

一、现状及面临的形势

（一）现状。２００８年，全行业规模以上企业达到８００多家，

职工近３０万人，总资产１６２６亿元，全年生产汽车８３万辆、专

用车１３．１万辆、摩托车１５２万辆，实现工业增加值５０８亿元，

产品销售收入２３０９亿元，完成出口交货额３４亿美元，销售收入

列广东之后，居全国第二位，汽车零部件出口居全国第一位。

我省汽车工业经济总量快速增长，重型汽车、轻型汽车、三

轮及低速汽车在全国同行业的优势地位突出。２００８年，全省共

生产重型汽车１６．７万辆，占全国的３０．９％；生产轻型汽车３０．２

万辆，占全国的２７．４％；生产三轮及低速汽车１４９．９万辆，占

全国的７４．６％；重型、轻型、三轮及低速汽车的产量均居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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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装备水平显著提高，重点企业６０％的技术装备达到国

内先进水平，其中３０％达到国内领先水平；重点企业的新产品

产值率达到３０％以上，已建成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８家、省级

技术中心４５家，依托重点企业建立行业技术中心２家，汽车行

业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占全省总量的１２％；拥有 “中国名牌”

１０个，“山东名牌”８５个。

我省汽车工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的矛

盾。一是自主创新水平不高，生产的汽车在节能、环保、安全技

术等方面与国外同类产品水平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专用车企业的

产品趋同化严重，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高；二是产品结构不合

理，轿车产量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较低，２００８年生产轿车１６．４万

辆，仅占国内产量的３．２４％，缺少大、中、小配套，产量过百

万辆，主营业务收入过千亿元的大企业集团；三是汽车零部件企

业规模小，专业化程度低，出口产品以低附加值、原材料和能源

消耗型产品为主，经济效益不高。

（二）面临的形势。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全球汽车市

场普遍出现严重下滑。进入年第四季度，我省汽车市场也出现了

快速下滑。企业面临产品订单大幅减少、企业经济效益下降、行

业亏损面急剧扩大、产品出口增速放缓等困难。另外，我省汽车

工业还面临着能源、环保等外部环境的制约等深层次矛盾。为确

保我省汽车工业持续、健康和快速发展，必须加快结构调整和产

业振兴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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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导思想、原则和目标

（一）指导思想。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国家 “扩内需、

保增长、调结构”的总体要求，贯彻落实国家汽车产业调整振兴

规划，加快结构调整和产业重组，以新能源汽车为突破口，推进

汽车企业自主创新，加快技术改造，培育自主品牌，完善汽车消

费市场，确保我省汽车工业调整和振兴规划３年目标如期实现。

（二）原则。

１．坚持开拓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大力

开拓国内外市场，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

认真落实国家促进汽车消费的政策措施，大力培育汽车消费市

场。

２．坚持结构调整。坚持市场主导、政府推动，积极推进汽

车产业重组，整合要素资源，提高产业集中度，实现组织结构优

化升级；拉长汽车产业链，实现专业化、规模化、集群化发展的

产业新格局；积极支持中小企业发展，鼓励民营资本进入汽车行

业参与重组。

３．坚持自主创新。加强自主品牌体系建设，支持企业自主

创新和技术改造，力争在关键技术上实现突破，提升核心竞争

力；转变发展方式，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实施产业优化升级；积

极发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提升核心竞争力；加快实施新能源汽

车战略，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４．坚持国际化战略。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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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国内外大型汽车企业在我省建立零部件生产基地，加快汽车

及零部件出口基地建设；支持具备条件的企业通过实施国外并

购，迅速掌握核心技术和销售渠道。

（三）主要目标。

１．总量。到２０１１年，全省汽车整车年生产能力达到１３５万

辆。专用车２０万辆、新能源汽车在新车中所占比重达到５％；

全行业销售收入３５００亿元，年均增长１５％，汽车及零部件出口

交货值６０亿美元，工业增加值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

重力争达到５％。

２．区域布局。调整汽车产业区域布局，使济南、青岛、烟

台、潍坊等四个整车主产区的生产能力分别达到２０—３０万辆，

淄博、威海、聊城、日照力争各达到１０万辆。以上八大区域整

车生产集中度达到９０％以上。

３．骨干企业。推进企业兼并重组，培育８—１０家具有较强

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其中营业收入过１０００亿元的２家，过

２００亿元的４家，过５０亿元的４家。以大企业集团为核心，形

成一批聚集先进零部件配套企业的汽车工业园区。

４．产品品种。产品结构得到优化，全省乘用车比重超过

４０％，力争达到５０％。以节能、环保和车辆安全技术为主攻方

向，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化发展，重点发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加快产品升级，提高整车技术水平，开发适合农村市场需求的汽

车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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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技术进步。形成与国际接轨并具有较强自主研发能力的

汽车工业技术创新体系，全行业建成１５个以上行业和国家级企

业技术开发中心和８０个以上省级企业技术中心，主要技术装备

保持国内先进水平，关键装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使整车的节

能、环保、安全性能和新能源汽车整体性能均达到国内领先水

平，汽车零部件系统化、模块化、集成化比重和产品质量标准水

平显著提高。

６．自主品牌。大力发展自主品牌，自主品牌汽车占总量的

７０％。汽车出口占产量的１５％。培育２０个以上的中国名牌产

品，１５０个以上的山东名牌产品。

三、发展重点

（一）优化产品结构。

１．重型车。支持中国重汽、一汽解放青岛汽车厂、北方奔

驰蓬莱分公司等重型车企业，提升大吨位重型车的技术水平，扩

大生产规模，使其成为国内重要研发、生产基地，提高市场占有

率，扩大整车出口规模。到２０１１年，整车燃油消耗率平均降低

１０％以上，重型、中型汽车生产能力提高到２５万辆，继续保持

我省重型汽车在全国的优势地位。

２．轻型车。支持北汽福田诸城汽车厂、山东凯马、唐骏欧

铃、时风集团、五征集团、山东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等轻型车企

业，进一步整合资源，以中档车型为主，兼顾高档和低档，开发

适合城乡市场需求的多功能车、专用车和客车，形成规模优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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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优势，把轻型车做强做大。到２０１１年，轻型、微型汽车的

年产能力达到８０万辆。

３．轿车。支持上海通用东岳汽车、上汽通用五菱青岛分公

司、华泰汽车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坚持走合资合作的道路，加

快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进一步提升经济型轿车的技术含量。加

快开发和生产１．６升以下排气量经济型轿车，提高市场占有率。

积极推进济南吉利、青年汽车工业园区建设，争取早日投产。

４．客车。支持中通客车、舒驰客车、齐鲁客车等企业客车

研发和生产。加快发展大中型豪华客车、ＢＲＴ城市快速公交车

和新能源客车，实现产业化。积极开发客车智能底盘系统，加强

底盘匹配技术研究，提高车辆的安全性、驾驶舒适性和操控稳定

性。到２０１１年，年生产能力达到３万辆。

５．专用车。支持中集集团、重汽青专、临清迅力、山东东

岳、重汽五岳、蓬翔汽车、中通汽车工业集团、泰安航天、青特

集团以及军队在鲁等企业，按照 “规模、速度、质量、效益”相

统一的原则，坚持产品结构调整为主线，提高优势产品的专业

化、产业化、规模化水平，大力开发填补国内空白的专用车产

品。加快技术改造步伐，提高专用车生产质量和效率，推广专用

车轻量化技术，降低成本，提高产品附加值和技术含量，实现专

用车行业整体素质和技术水平的新跨越。重点发展高等级公路运

输车、城市环卫车、市政作业车、公路维护车、机场用车、油田

特种车、医疗卫生用车和军用车等专用车。大力促进企业间的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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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重组，尽快形成若干生产规模大、产品技术先进、市场竞争力

强的专用汽车产业集群，达到优化资源配置、调整产品结构、提

高技术水平、形成规模效益的目标。

６．发动机及零部件。支持潍柴动力、盟威集团、义和车桥、

天润曲轴、首钢电装、华源莱动、省汽车集团、兴民车轮、海通

车桥、金麒麟集团、青特集团、鲁达轿车配件等发动机及汽车零

部件企业，围绕整车配套，实施 “新、特、优”工程，面向国内

外市场，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汽车零部件配套服务体系。抓住国内

重型车市场快速增长和大功率柴油机需求量大的有利时机，搞好

产品升级换代，促使其向 “高性能、低排放、宽系列、多品种”

方向发展。通过兼并重组扩大生产规模，使潍柴动力发展成为国

际重型车、工程机械、船舶柴油机的重要生产基地。

７．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加快实施新能源汽车战略，支持中

通客车利用国家对节能和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专项政策，尽快将

自主研发的混合动力、纯电动客车实现产业化。支持时风集团、

齐鲁客车、烟台中上客车等企业，按照汽车产业政策要求发展新

能源汽车。鼓励企业积极研发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降低研发和制

造成本，推动电动汽车、充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及其关键零部件的

产业化，争取汽车产业发展的主动权，提高自主品牌竞争力。

８．三轮汽车及低速汽车。认真落实 “汽车下乡”惠农政策，

鼓励时风集团、五征集团等三轮及低速汽车企业，根据需求研究

农村汽车产品细分市场，不断调整产品结构，缩小技术差距，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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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三轮及低速汽车的节能、环保和安全水平，推进低速汽车与轻

型车并轨。

（二）突破关键技术。

１．加强整车产品开发能力建设。支持中国重汽 “国家重型

汽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建立整车设计开发流程，积极开

发和应用空气悬架、盘式制动器、车身总线、自动变速器、汽车

电子控制系统等先进总成，掌握整车匹配技术及排气净化等关键

技术，改进提升重型车的安全性、可靠性和舒适性；提高经济型

轿车的节能、环保和安全技术水平，重点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数字化仪表、车载电子装置及汽车电子元器件；支持专用车企

业研发工程、环卫、市政、消防等专用性强、高附加值的专用车

和特种车。

２．提高发动机及零部件配套水平。鼓励发动机及关键零部

件企业研发节能、环保和多种燃料的发动机及关键总成，逐步满

足国Ⅳ、国Ⅴ排放标准的要求；零部件企业要按照国际化标准组

织生产，提高系统化配套、模块化供货能力，提高零部件行业工

艺装备水平和产品质量标准，推动传统优势零部件企业实现产品

结构升级。支持零部件企业研发车身稳定、悬架控制、驱动防滑

控制等汽车电子产品，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研发手自一体变速器

（ＡＭＴ）、电动助力转向装置 （ＥＰＳ）、柴油机增压与共轨电喷系

统、发动机管理系统 （ＥＭＳ）、电子随动灯光系统及ＬＥＤ车灯

系统、轮胎监测系统、电子稳定系统 （ＥＳＰ）等系统和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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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支持新能源汽车及关键零部件发展。在保证整车匹配技

术完善成熟的前提下，优先支持电机、电池、电控系统的研发和

产业化。

４．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加大技术改造力度。淘汰落后产能，

提高产品水平。引导企业发展自主品牌，建立境外营销服务网

络，建设汽车出口信息、产品认证、共性技术研发、试验检测、

培训等公共服务平台；引进国外关键技术，积极吸引国外知名零

部件企业投资建厂，鼓励共建零部件研发基地。

（三）培育汽车市场。

１．采取有力措施，遏制汽车产销下滑势头，确保２００９年稳

定增长。在汽车购买、使用、报废更新等环节，认真落实国家汽

车调整和振兴规划的政策措施，清理取消各种不利于小排量汽车

发展的规定，通过税收等经济手段引导增加小排量汽车消费。

２．发展现代汽车服务业。加快发展汽车文化产业、生产性

物流、汽车销售和售后服务、汽车租赁、二手车交易、汽车保

险、消费信贷、汽车报废回收等服务业，落实相关政策法规。支

持企业积极开拓农村市场，建立健全售后服务网络，在汽车购

买、使用、维修、报废、更新等方面确保收费合理，投诉渠道畅

通，完善售后市场方面的法规政策和配套标准，规范市场行为，

提升服务业水平。

四、强化政策措施

（一）推进企业兼并重组。抓住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和汽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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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结构调整的机遇，大力推进企业兼并重组。支持汽车零部件骨

干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扩大规模。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

作用，加强宏观调控和政策导向，坚持以产权为纽带，以产品为

主线，以规模经济为目的，推进汽车企业的兼并重组。在尊重市

场规律和双方合作意愿的前提下，政府要为企业重组创造有利条

件。

（二）支持重点项目建设。支持符合产品结构调整的重点项

目，特别是新能源汽车研发、车用发动机升级、先进变速器研发

及产业化、关键零部件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鼓励企业采用国际标

准，进行国际认证，支持企业利用信息化手段和ＥＲＰ （企业资

源计划）管理系统，全面提升运营效率和管理水平。简化重点项

目审批程序，区别不同情况，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加快科技成

果转化速度。抓住国家增加投资的机遇，争取技术进步和技术改

造专项资金，用足用好各项政策，在一批重点项目上实现突破。

以增量投入促存量调整，围绕汽车工业基地和产业聚集区建设，

培植产业集群，引导理性投资，遏制盲目扩张产能，促进企业健

康发展。

（三）加大财税信贷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金融信贷支持力

度，对我省重点企业和重点建设项目在信贷资金和担保上给予有

力支持，促进汽车工业平稳较快发展。金融机构要落实好适度宽

松的货币政策，积极为骨干企业和重点项目提供信贷支持和信用

担保，扩大买方信贷融资规模，保证生产经营资金链衔接。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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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政策宣传和贯彻落实力度，积极引导企业充分利用好财税优惠

政策，强化对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切实把国家的各项政策

落实好。积极整合财政专项资金，大力支持企业技术进步和自主

创新，推动产品结构优化升级。对国家确定的重点建设项目，各

级政府要创新融资方式，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配套资金支

持，并落实好国家新税法规定的增值税转型税收政策。

（四）支持企业技术创新。鼓励企业加快开发具有国际先进

水平和市场容量大、附加值高的产品。对企业开发新产品、采用

新技术和新工艺所发生的费用，按照国家税法及税收政策的有关

规定，进行扣除和摊销。加大名牌产品宣传和知识产权保护力

度，鼓励企业实施名牌战略，提高产品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建

立企业战略联盟，形成产、学、研长效合作机制，抓紧企业自主

创新和人才培养。积极支持具备条件的汽车及零部件企业建立省

级和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加大科研开发投入，对重大科研成

果，政府应予以奖励。

（五）大力开拓汽车消费市场。认真落实国家对１．６升及以

下小排量乘用车减按５％征收车辆购置税、农民购买１．３升及以

下排量的微型客车以及将三轮汽车或低速货车报废换购轻型载货

车给予一次性财政补贴等一系列优惠政策，积极争取国家老旧汽

车报废更新财政补贴，清理取消限购汽车的不合理规定。取消二

手车交易市场的不合理收费，降低交易成本，加强二手车市场监

管，严格经营主体市场准入，加快二手车交易职业经理人和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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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鉴定评估人才队伍建设，充分发挥行业组织作用，促进二手车

市场健康发展。支持举办各种汽车展览、展销会，活跃汽车消费

市场，引导理性科学消费，提高营销和服务水平，实现汽车制造

业和汽车服务业协调发展。努力开拓国际市场，在巩固现有俄罗

斯、中东、非洲等地区重型车、轻型车、零部件市场的基础上，

努力开拓东南亚等地区的汽车市场。

（六）强化协调服务。各级、各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加大协调服务力度，积极落实相关政策措施，及时协调解决汽车

工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行业协会要发挥政府和企业沟通

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并在规划、标准、政策、市场、技术、信息

等方面做好协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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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实国家 “汽车下

乡”专项政策
财政厅

农业厅、发展改革委、经

贸委、汽车协会等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

２

落实国家关于清理取

消限购汽车的不合理

规定

发展改革

委

各部门、地市各级人民政

府、汽车协会等
２００９年３月

３
执行老旧汽车报废更

新政策
财政厅

发展改革委、公安厅、工

商局、汽车协会等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

４
落实国家汽车消费信

贷管理条例
法制办

发展改革委、公安厅、人

民银行、工商局、银监

会、汽车协会等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

５
制定促进新能源汽车

消费的配套政策

财政厅

经贸委

发展改革委、科技厅、环

保局、汽车协会等
２００９年６月

６
制定推进新能源汽车

发展的若干意见
科技厅

发展改革委、经贸委、汽

车协会等
２００９年６月

７
制定新能源汽车管理

办法
经贸委

发展改革委、科技厅、汽

车协会等
２００９年６月

８ 规范二手车市场秩序 工商局
发展改革委、地税局、公

安厅、汽车协会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

９
落实国家汽车产品出

口政策
经贸委

外经贸厅、财政厅、青岛

海关、汽车协会等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

１０
组织企业积极争取国

家专项资金和项目

发展改革

委

财政厅、科技厅、经贸

委、汽车协会等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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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协

会等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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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经济管理　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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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