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政办发 〔２０２３〕２号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印发关于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持续打造

对外开放新高地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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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持续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的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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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干措施»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０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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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

持续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的若干措施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促进内外贸融合发展,推动内外循环双向互促、供给

需求协同发力,按照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

的意见»(国办发 〔２０２１〕５９号)要求,结合山东实际,制定如

下措施:

一、提升市场主体一体化发展能力

１做强外贸新业态企业主体.开展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

区扩能行动,提升海外仓综合服务平台功能,支持符合条件的企

业建设跨境电商园区,建设跨境电商保税直播基地,力争跨境电

商年均进出口增长１０％以上.推动临沂、烟台、即墨市场采购

贸易试点政策全省共享,３年内努力培育１０家以上出口过亿元

的市场主体.(省商务厅牵头,青岛海关、济南海关参与)

２促进境外经贸合作区提档升级.推动合作区与跨境电商、

公共海外仓、国际物流节点等外贸新业态融合发展,增强辐射带

动作用,力争３年内累计带动国内货物出口５００亿元以上. (省

商务厅牵头,省国资委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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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扩大山东手造品牌影响力.推动 “山东手造”在高速公

路服务区、景区、商超、酒店、非遗工坊设立展示体验销售专

区,支持手造产品出口,３年内打造国内知名的 “山东手造”品

牌５０个以上.(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牵头,省交通运输

厅、省商务厅参与)

４培育一批内外贸一体化标杆企业.加快 “好品山东”遴

选标准 (技术文件)制定,进一步完善遴选标准体系、评价体

系.支持外贸企业加强自有品牌建设,支持老字号企业创新发展

新国货品牌,纳入 “好客山东 好品山东”品牌培育库,推动形

成更多区域公共品牌并走出国门.(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牵

头,省文化和旅游厅参与)

二、打造内外融合发展高地

５深化综合保税区与自贸试验区统筹发展.加强创新成果

复制推广,支持自贸试验区内的综合保税区扩区或调整区位,积

极探索监管方式创新,促进保税维修、保税研发等新业态提质增

量.(省商务厅牵头,青岛海关、济南海关、省税务局、青岛市

税务局参与)

６推动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提档升级.做强山东大宗

商品交易中心,丰富平台交易品种,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中心节

点和电子仓单金融服务平台.做强大宗商品现货交易、保税物

流、进口原油保税仓储等进口促进平台.支持青岛市等高水平建

设国家级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省商务厅、省地方金融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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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局牵头,青岛海关、济南海关参与)

７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加快推进服务贸易数字化,打

造数字贸易特色园区载体,支持齐鲁软件园建设国家数字服务出

口基地.积极探索开展优化文化贸易审批流程改革试点,大力促

进中医药、鲁菜、传统服饰、非遗、杂技、武术等特色文化服务

出口.３年内培育１０家以上省级特色服务出口基地.(省商务厅

牵头,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卫生健康委、省体育局

参与)

８促进展会与 “十强”产业协同发展.积极引进产业关联

度高、行业影响力大的展会项目,３年内招引５家以上国内外品

牌展会和会展龙头企业,国际展览联盟认证品牌展会达到３５个.

(省商务厅牵头,省贸促会、省文化和旅游厅参与)

三、构建内外联通现代物流网络

９提升国际货运能力.大力拓展国际航线,３年内开通１０

条以上国际全货机航线,海运外贸航线达到２７８条,沿海港口货

物吞吐量超过２０亿吨.(省交通运输厅牵头,民航山东监管局参

与)

１０打造多式联运 “山东模式”.开展多式联运 “一单制”

试点,实现 “一次委托、一口报价、一单到底、一票结算”.推

行铁路 “快速通关”模式,布局省内集结中心,积极发展 “班列

＋电商”“班列＋邮件”“班列＋供应链金融”等新业务.(省交

通运输厅、省发展改革委牵头,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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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１１发展国际寄递物流业.建设机场快递分拨中心、区域集

散中心.支持邮政快递企业货机在我省机场起降,支持省外跨境

邮快件在山东中转寄递.鼓励企业建设和租用 “海外仓”服务省

内产品跨境寄递.(省邮政管理局、民航山东监管局负责)

１２开展 “商品市场优化升级”专项行动.优化交易环境,

加快数字化转型,健全服务体系,３年内培育认定２０家省级商

品市场转型升级基地. (省商务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市场监管局、青岛海关、济南海

关参与)

四、促进国内外认证衔接

１３优化标准供给结构.大力发展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

方标准,积极参与标准制定,推动将原创性技术和管理成果转化

为国家、国际标准.开展国际国内标准比对,招引更多国际性专

业标准组织.(省市场监管局负责)

１４促进国际国内市场认证衔接.鼓励认证机构对出口转内

销产品采信已有检测认证结果,精简优化认证办理程序.推行绿

色低碳高端产品认证,支持省优秀工业新产品 (新技术)、名特

优农产品、首台 (套)产品参与认证,培育一批专业绿色低碳认

证机构.(省市场监管局牵头,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参与)

１５探索制定 “三同”标识.分类分行业推进省级试点,率

先在出口农产品、中小型农业机械、农业种植、工业消费品等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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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开展探索.成立 “三同”促进联盟,鼓励 “专精特新”“瞪羚”

“单项冠军”等企业参与 “三同”工程,３年内发展５００家以上

“三同”企业,培树一批 “三同”自主品牌. (省市场监管局牵

头,省商务厅、省农业农村厅、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参

与)

五、推进黄河流域市场融合协同

１６深化自贸试验区创新联动.发挥黄河流域自贸试验区联

盟作用,推进社会信用体系、行政审批服务、知识产权保护、物

流运输服务等 “一体化”建设.深化沿黄省区关际一体协同机

制,积极争取青岛港作为离境港实施启运港退税政策. (省商务

厅牵头,省财政厅、省发展改革委、青岛海关、济南海关、青岛

市税务局参与)

１７建设沿黄达海国际大通道.加快推进日照港 “铁路＋仓

储”运输体系、济郑高铁山东段、齐河至东阿高速公路等工程建

设,构建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为骨干的沿黄走廊.健全陆海港口

合作机制,确保３年内内陆港数量达到５０个,打造辐射沿黄省

区、面向亚太市场的便捷 “出海口”.(省交通运输厅负责)

１８扩大农食产品出口规模.加快建设黄河流域农食产品技

术性贸易措施研究中心,建立黄河流域农食产品评议基地联盟,

提供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预警和应对服务.支持潍坊国家农

综区对外开放发展,促进预制菜、微生物食品等新兴农食产品高

质量发展.(济南海关牵头,青岛海关、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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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参与)

六、优化一体化发展环境

１９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探索赋予铁路运输单证物权属

性,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贸易金融.扩大 “鲁贸贷” “齐鲁进

口贷”“齐鲁电商贷”“汇率避险试点”等惠企数量和放贷规模.

(省财政厅、省商务厅牵头,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山东银保监局、

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参与)

２０推进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壮大电子商务、数字经济、市

场营销、法律法务等人才队伍,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鼓励高等

院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加强人才培养合作,为内外贸一体化发展

提供人才支撑.(省教育厅牵头,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

商务厅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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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３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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