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月11日讯“这是您的营业执照，请拿好。”
近日，在青岛西海岸新区政务服务大厅证照窗口，记
者看到政务服务工作人员从打印机中拿出一张微微
发热的证照。这是《青岛西海岸新区企业住所（经营
场所）托管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实施后
新区首张“商务秘书企业”营业执照，颁发给了青岛青
科新经济产业园发展集团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青岛青科新经济产业园发展集团商务秘书有限
公司是由青岛青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申请成立的‘商
务秘书企业’，是一家提供商务秘书服务的企业。经
过有关部门认定后，该公司可以为新区无固定住所或
经营场所的有限公司、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提供
虚拟地址进行注册登记。”新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四级
调研员王宁告诉记者，新区从事电子商务、咨询、策划
等经营活动的企业，都可以用该公司的注册地址——
大村镇文萃路 1 号西 201 室进行住所（经营场所）托
管，不再需要单独租赁住所（经营场所）。新区其他符

合《暂行办法》规定的“商务秘书企业”，经过认定，也
可以从事住所托管服务。“以虚拟地址进行登记的模
式可以降低创业成本、让企业经营更自由。”新区行政
审批服务局副局长徐本宁说，《暂行办法》着眼解决小
微企业初创时期缺少资金、场地受限、人员不足等“烦
恼”，让具有资质的“商务秘书企业”带动小微企业“零
门槛”创业，放宽了企业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条件，降
低了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进一步激发了市场主体活
力，壮大市场主体规模。1月5日，是《暂行办法》生效
首日。这张“新鲜”的“商务秘书企业”营业执照正是西
海岸新区先行先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缩影。徐本
宁说，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市场主体对住所（经
营场所）的需求越来越大，而从事电子商务、咨询、策划
等经营活动的企业，在实际经营中往往不需要实体固
定场所。实体固定场所成为众多市场主体无法获得合
法经营资格的隐形壁垒，是企业开办便利化改革的一
个“堵点”。为破解这一难题，新区行政审批服务局起

草了《暂行办法》，免除了必须拥有实体固定场所的登
记注册硬性条件，企业可以通过签订“托管协议”的方
式入驻具备托管资格的“商务秘书企业”来完成注册登
记。同时，《暂行办法》放开了企业名称限制条件。允
许“商务秘书企业”名称中使用“商务秘书服务”字样表
述行业特征，便于小微企业精准识别、快捷入驻。

记者了解到，新区《暂行办法》实施后，托管企业
不仅能省下场地租金，还可以共享“商务秘书企业”的
会计、财务等服务。同时，监管部门、税务部门也能通
过“商务秘书企业”随时联系到托管企业，有效降低了
一址多照可能存在的空壳公司虚开发票、偷税漏税等
风险。新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局长薛少煜表示：“作为
行政审批改革的新生事物，我们将密切关注政策在推
行过程中出现的难点堵点，及时破解，确保政策落地
落实。进一步扩大宣传，靠前服务，让新区广大创业
者充分了解政策、用好政策，充分享受到新区政策红
利。”（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于波 通讯员 陈蔚）

本报1月11日讯 春节临近，年味渐浓，由市贸促会承办的2023
年春节大型主题景观造型“迎春送福”日前在五四广场精彩亮相，将展
示至2月6日，为岛城营造出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本次景观以中国
红、正黄色为主色调，主体造型为大型立体“春”字，字体下半部分镶嵌

“福”字、2023字样，两侧辅以祥云图案、欢度新春四个字作为装饰，下
方摆放鞭炮、玉兔、礼盒等微造型，寓意中国人民乘着党的二十大的春
风，守正创新，踔厉奋发，怀着对未来的美好向往勇毅前行。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李沛）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实施经略海洋、发
展海洋经济，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是重要支撑。作为
青岛西海岸新区重点突破的产业集群，船舶海工产业
是新区打造海洋强国战略新支点的优势所在、关键所
在。1月 11日，记者从青岛西海岸新区获悉，2022
年，新区强化海洋科技引领，不断优化产业布局，推动
重点项目建设，打响“新区船舶海工”品牌，交出船舶
海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精彩答卷。

党建联盟赋能高质量发展

2022年，西海岸新区按照“产业链延伸到哪里，党
组织就要建到哪里，作用就发挥到哪里”的要求，吸纳
10家链主企业，组建起船舶海工产业链党建联盟。通
过组织共建、产业共促、服务共推、资源共享等方式，
开展产业链恳谈会、校企共建等活动，共同构建优势
互补、深度融合、协同创新的合作新格局。

产业链党建联盟赋能效果显著，产业发展实现稳
中求进：2022年，新区船舶海工产业重点规上企业18
家，年产值预计首次突破300亿元，且青岛市船舶海工
产业链2家“链主”企业（北海造船、海油工程）均在新
区；2022年1-11月份，北海造船新接订单量约378万
载重吨，在全国船舶企业中位列第三位、全省第一位，
造船完工量约178万载重吨，位列全国第七位、全省第
一位，实现产值68亿元；2022年1-11月份，海油工程实
现产值40亿元。据了解，新区还创新“五个一”工作机
制，（一个党建联盟、一个产业专班、一个发展方案、一组
专家智团、一份项目清单），搭建起全方位、宽领域、多层
面的对话交流和协作共建平台，形成了“链主带动、以强
扶弱、全链合作、多方共赢”的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格局。
交付全球首艘10万吨级智慧渔业大型养殖工船“国信1
号”、世界最大的圆筒型“企鹅”FPSO、全球首台新型高
压双燃料主机、国内最大海上风电自升式勘探试验平台

“中国三峡101”，青武麦承揽建设全国首个出口深海采
油平台，全球最大深水油田FPSO P79开工建造，首次
承接的5500TEU集装箱船开工建造……2022年，多个

“大国重器”纷纷从海西湾驶出，标志着新区船舶海工
产业由“造壳”向“造心”加速迈进。

打造一流船舶海工基地

《山东省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发展“十四五”
规划》提出，着力推动以海西湾为核心的船舶与海洋
工程装备产业集群提档升级，打造全球领先的综合性
海洋装备创新基地。依托海西湾船舶海工产业基地，
新区船舶海工产业集聚起 100 余家船舶海工制造及
各类配套服务企业，形成了以修造船、海洋工程装备
制造为主，以低速柴油机、曲轴、船用锅炉等为配套的
产业链条；海西湾船舶海工产业基地连续2年获得国
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五星级），并入选山东省
第三批“十强”产业“雁阵形”集群库。

2022年，山东省船舶产业创新创业共同体落户新
区，将有效融合“政产学研金服用”各类资源要素，进
一步激发大院大所、企业联合创新活力，突破一批船
舶建造关键共性技术，推动一批船舶关键设备成果转
化落地，孵化一批造船设备设计制造优势企业，组建
一批船舶产业高层次人才团队，进一步巩固新区在全
省船舶海工装备领域的领先地位，助力新区打造国际

一流的船舶海工基地。

“重量级”项目扎堆落地

2022年，新区船舶海工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被不
断激活：海洋石油工程（青岛）有限公司获批山东省现
代海洋产业技术创新中心、入选山东省“十强”产业集
群领军企业库，将进一步促进海洋装备产业链、创新
链融合发展；中国船舶集团海洋装备研究院获批青岛
市海洋高技术船舶工程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将聚焦高
技术船舶领域，建立以市场为向导、产学研结合的高
技术船舶产业研发机制，打造新区高技术船舶核心产
业。

新区船舶海工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海
油工程获批山东省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项目，壳牌企鹅
FPSO项目实现5项国内首次应用技术和20余项工艺
创新；中国船柴船用低速柴油机尾气脱硝技术入选
2022年山东省绿色低碳技术成果目录；北海造船新一
代甲醇燃料动力纽卡斯尔型散货船船型设计获美国
船级社原则性认可；海西重机、中船柴获山东省现代
海洋高质量发展项目支持……

2022年，新区涌现出一批重量级海洋产业项目：
中国船舶集团牵头的中船青岛蓝色海洋经济综合体
示范项目，规划建设“现代海洋渔业+高端海洋装备+
海上清洁能源+海洋休闲旅游+智慧海洋信息”为一
体的蓝色海洋经济综合体示范项目，培育新兴海洋经
济支柱产业，构建一二三产融合的现代海洋产业体
系，推进青岛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潍柴（青岛）海
洋装备制造中心项目建设完成后将具备行业一流的
专业海洋装备研发、建造及相关应用技术的开发能
力；高端轴承青岛示范基地项目，将实现高铁、舰船等
高端轴承的自主研制和应用。

接下来，新区将坚持科技引领、产业带动，打好
“新制造”建链强链，加快集聚创新资源，促进创新链
和产业链深度融合，打造高端引领、结构合理、特色鲜
明的船舶海工产业体系，努力建设国家级高端船舶修
造基地和世界级船舶海工装备生产基地。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于波 通讯员 王雪

从“制造”到“智造”从“造壳”到“造心”
2022年青岛西海岸新区船舶海工产业交高质量发展答卷

托管服务助小微企业“零门槛”创业
西海岸新区创新“商务秘书企业”托管改革 进一步降低创业成本

迎春送福
春节景观亮相五四广场

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建造的全球首艘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建造的全球首艘1010万吨级智慧万吨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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