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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商　业

第一节　机　构

1985年7月，青山区商业局（以下简称商业局）成立。

1991年，内设党政办公室、人劳科、业务科、财计科、共青团、工会、第三产业办

公室、保卫科，审计科。

1996年，根据《关于青山区党政机关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青党发〔1996〕23

号）文件精神，商业局改为商务局。

2002年5月，根据《关于印发青山区经济贸易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的通

知》（青党办发〔2002〕47号）文件精神，撤销商务局，其行政职能划归经济贸易局。

2005年6月，根据《关于成立青山区招商局的通知》（青机编发〔2005〕6号）文件

精神，成立青山区招商局，撤销青山区对外开放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区第三产业办公室。

上级机构编制部门未批复该机构。并将原隶属于计经贸局的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所承担

的全部职能划入区招商局。

2008年9月，根据《关于青山区对外开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增挂青山区商务局牌子

的通知》（青机编发〔2008〕24号）文件精神，将原经济贸易局的商贸职能划入对外开放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该办公室增挂区商务局的牌子。         

2010年，根据《关于印发青山区商务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青府办发〔2010〕132号）文件精神，成立青山区商务局（以下简称区商务局），增挂青

山区对外合作局的牌子，不再保留对外开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内设综合办公室、商贸

流通股、市场发展建设股、服务业促进股、招商引资股、项目服务股，核定行政编制8名。

6月，根据《关于成立青山区供销合作社》（青机编发〔2010〕6号）文件精神，成立青山

区供销合作社，为区商务局所属相当股级事业单位，核定编制5名，经费实行全额拨款。

第二节　体制改革

1991年，为适应改革的需要，成立“四放活”（即经营放活、价格放活、人事用工

放活、分配放活）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并在钢城摄影器材公司、青山第一百货公司进行

试点。把企业推向市场，从而使企业逐步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完

善的经济实体。

1992年底，青一百股份有限公司、钢城摄影器材公司、乌百、春来、糖一、糖二、

糖三批发部实行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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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青山区商业企业全面推进租赁制，对“小、穷、亏”企业积极引入个体经

营机制，实行“国有民营”，在部分单位实行承包制。以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全面

深化改革：推行股份制；对自有产权的小型商业网点实行“国有民营、民有民营”；对

效益不佳、亏损严重、濒临破产的小型商业网点进行分期、分批、有计划、有步骤的通

过“包、转、租、卖”等形式实行改制；对一些资不抵债、无力生存的小企业走兼并、

联合、集团化道路或连锁的形式实行资源整合；在局属较大的企业：青一百、副食商场

全面推进柜组承包、联销、联利计酬的三项制度改革。

1994年，经济体制改革全面铺开。

1996—1998年，商务局围绕区委六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采取“产权一次

买断、债务一次划拨、资产一次脱钩、改革一步到位”的办法进行改革。1998年底，对

锦龙饭店、钢照公司、钢城摄影公司、青山区饮料食品厂、青山区五金公司、青山区鹿

士达糖酒副食品有限公司、青山区糖业烟酒公司、青一百股份有限公司、福大股份有限

责任公司等实行改制。

1999年，调整商品经营结构，建立网络式营销格局，不断扩大经营辐射面，招商引资、

内引外联，陆续打造柯达、富士、鳄鱼服饰系列，创办包头钢城玻璃精工有限公司、上海兆

材实业有限公司、俞兆林南极棉保暖内衣专卖、蒙奴皮衣等名品、名牌。在市场营销方面，

形成东胜—达旗市场、前旗—五原市场、白云鄂博矿区、固阳、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及昆都

仑区批发市场、自选市场广客隆批发市场等辐射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营销网络。设立包百蓝

天商厦东河分店，呼市民族商场专柜、兰州销售点、娜琳商厦等网络或经营模式。

2001年底，青山区商贸企业改制工作全面完成。

1991—2000年青山区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统计表

表10-1-1		 	 	 	 	 	 	 	 	 单位：万元

年份 商品销售额 社会商品零售额 利润完成情况 税金完成情况 服务业收入

1991 6975(127.61%) 3560(104.43%) 129.61(111.73%) 1582.27(102.89%) 306(127.50%)

1992 7187.27(115.92%) 4006.73(109.30%) 128.60(105.41%) 162.01(102.54%) 307.39(102.46%)

1993 8506.54(118.36%) 5188.77(103.78%) 100.26(100.26%) 253.97(116.82%) 380.45(100.12%)

1994 8052.54(100.66%) 5238(100.73%) 60.25 237.36 400(100%)

1995 8012(101.68%) 5510(100.18%) 70(101%) 233(101%) 350(100.295)

1996 8407.32(103.60%) 6100.30(100.33%) — — 324(120%)

1997 6540.70(77.15%) 3798.10(60.29%) — — 347.10(100.32%)

1998 — 4506(100.13%) 1.2 160.8 388(102.11%)

1999 — 4353.10(82.13%) — 155.86(86.59%) —

2000 — 6074(86.47%) — 151.26(66.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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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2000年商务局计划表

表10-1-2		 	 	 	 	 	 	 	 	 单位：万元		

1995年
完成

1996年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计划 ±% 计划 ±% 计划 ±% 计划 ±% 计划 ±%

商品零售额 5510.9 6080 10.33 6748 10.99 7490 11 8314 11 9230 11.01

利税总额 303.28 335 10.46 365 8.95 398 9.04 434 9.05 473 8.99

服务业收入 351 270 -23.08 284 5.19 298 4.93 312 4.7 328 5.13

第三节　商业网点

1990年，青山区有个体工商户2800户，注册资金860万元；私营企业38个，注册资金

127万元。

2000年，青山区有个体工商户131户，注册资金757万元；企业户数90户，注册资

金63 823万元。

2010年，青山区有个体工商户2197户，注册资金7768万元；企业户数804户，注册资

金268 688万元。

第四节　商业产业

一、规模与效益
1990—2000年，青山区国营集体商业企业全部走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道路。按

照“工业立区、三产兴区”的指导方针，先后引进沃尔玛、肯德基、麦当劳、王府井、

北京华联、国美电器、大连万达、香格里拉、东海商厦、维多利商厦等一大批重点商贸

项目。实施错位经营战略，以幸福路、文化路商业步行街为中心，以向阳市场、凯来购

物、宝林商厦、娜琳商厦、联华商场、包百青山超市、彩虹超市等大型超市为龙头，形

成新型化一体的商贸圈。进入2000年后，为推动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 ，按照区域的划分

规划五大商务区。初步形成布局合理、结构优化、业态特色明显、消费环境舒适、管理

规范、服务优质的多层次、多功能、商业氛围浓郁的商业网络，为包头市建设中西部地

区重要商贸中心奠定基础。在五大商务区（九星数码、沃尔玛、万达广场、金融商务、

国际会展）的建设中，重点加强文化路商贸经济增长带和富强路、劳动路、民族东路、

少先路餐饮娱乐街的建设。完善商业街区，规划建设特色专业街，引进沃尔玛、万达城

市综合体、北京王府井、北京华联等一些国际国内知名品牌和世界500强及本土企业。提

升整体业态层次和水平，带动经济快速发展和服务水平的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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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实际利用外资13 000万美元，进出口总额完成10 500万美元，固定资产投资

完成 234.84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8.01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完成227.84亿元。

2010年，实际利用外资15 600万美元，进出口总额完成14 500万美元，固定资产投资

完成 288.52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5.95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完成259.79亿元。

二、特色商业街区
2005年，为实现“巩固二产、发展三产”的战略目标，努力打造“三街”（即娜琳

步行街、富强美食街、万达金街），实现区域经济快速发展。按照区委、区政府的有关

要求，区商务局成立美食协会，不断完善“三纵一横”（即富强南路、劳动路、民族东

路和少先路）美食街的硬件设施。2009年，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推行非餐饮娱乐服务行

业置换工程，将与美食街不相关的产业商店通过总体规划逐步置换出美食街，形成以餐

饮、娱乐、休闲茶吧、酒吧为主体，其他服务业为补充的商贸集中区域。不断提高少先

路青山段的商业功能，使之和其相毗邻的3条美食街相互呼应，形成包头市独具特色的餐

饮集散中心。

（一）娜琳步行街
位于文化路与幸福路的交汇处以北，街长360米，街宽30米，总经营面积约22万平方

米。2008年，不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提升行业规模，由过去传统单一的经营模式发展

到现代多元化、品牌化和规模化的经营模式。营业面积发展到22万余平方米，年销售额

约达20亿元。娜琳步行街是以沃尔玛、王府井百货等国际知名品牌为核心，辐射周边形

成的一个集购物、餐饮、酒店、休闲、公寓、专卖店等为一体的大型商业步行街。

（二）富强路美食街
位于青山区富强中路，钢铁大街与友谊大街之间，街长约1.2公里。有餐饮企业30多

家，年销售额在6000万元以上，是青山区重点打造的“美食街”工程。截至2010年，青山

区餐饮业实现营业收入28.98亿元，同比增长23.60%。

（三）万达金街
位于体育馆道以西，青年路以南，万达路以北，围绕住宅底店形成一个商业街区，

处于万达中央商务区内。2010年11月，正式投入使用，有商户约350家，年营业额约5000

万元，是青山区又一个大型新兴商贸圈。

三、商贸功能区
（一）九星数码商务区
围绕九星数码国际广场，打造以东鸽电器、包百超市等国内外知名商企入驻，形成

集家电、通讯、数码产品、家具为一体的数码集聚区。

（二）沃尔玛商务区
以沃尔玛、王府井等大型知名商业中心为核心、辐射周边而形成的一个集购物、

餐饮、酒店、休闲、公寓、专卖店、商业街为一体的大型商业集聚区。商务区东起哈达

道，西至光荣道，南起繁荣道，北至先锋道，区域面积约42万平方米，有规模以上商家

12家，年销售额约20亿元。

（三）万达商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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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包头市区中心，东起体育馆道，西至民族东路，南起钢铁大街，北至青年路。

区域面积约28万平方米，有规模以上商家3家，年销售额约15亿元左右。以万达广场为中

心，逐步形成以酒店、餐饮、娱乐为主体，集文化、办公、购物、休闲、游览为一体的

辐射力强、功能完善、高档次的新型商务区。作为商务区一期项目的香格里拉大酒店已

于2007年11月开始营业，是包头市引进的第一个五星级酒店，总投资6700万美元，占地面

积41亩。二期万达广场项目商业部分已于2010年11月4日开业，总投资15亿元，占地面积

约170亩。

（四）现代金融商务区
是中共包头市委、包头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委、市政府）打造的金融商务区，

规划建设含银行、证券、保险、融资租赁、担保、典当等金融和非金融机构总部在内，

软、硬件设施配套齐全的城市商业综合体。位于包头市区中心，居包头市金融商务一条

街中央黄金地段—北至青年路、南至钢铁大街、西至富强中路，是由包头市正翔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90亿元，占地面积439亩，总建筑面积约150万平方米，

地上建筑面积约120万平方米，住宅总建筑面积约50万平方米，公共建筑总建筑面积约70

万平方米，其中包括酒店12万平方米、商业20万平方米、办公17万平方米、公寓20万平

方米，会所占地3000平方米，国际双语幼儿园占地4000平方米。拟建设成为集精品商业

中心、主题步行街、5A级甲级写字楼、超五星涉外酒店、尊尚都会大宅、独栋总部办公

楼、专业量贩式卖场为一体的城市综合体。预计2014年分期完工。

（五）国际会展中心商务区
2007年6月6日开工建设，位于建设路以南，建华路以西，划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

为包头市大剧院、包头市国际会议中心区域，南部为包头市国际展览中心区域，占地面

积200亩，总建筑面积9万平方米，项目总投资预计达到12.2亿元，是内蒙古地区规模最

大，设施最全、最先进的国际会展中心之一。其中包头大剧院建筑面积为1.7万平方米，

有两层观众席，可容纳观众1500人。舞台具有伸缩、升降、旋转、平移等功能；包头国

际会议中心建筑面积为1.5万平方米，分为东、西会议区，拥有大小会议厅32间；包头国

际展览中心建筑面积5.8万平方米，设A、B、C、D、E、F 6个大型展馆，有1342个国际标

准展位，两条环形车道和两个面积共15 500平方米的大型室外展场，能够满足各种室内

外、大中型展览活动的需求；位于一层东侧的D馆已作为包头市城市馆，用于城市规划展

览。此外，17米长的草原文化长廊将会议中心与展览中心相连。

2008年12月，包头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同意，青山区成立包头市国际会展

管理中心，为正科级事业单位，核定科级领导职数4名（1正、3副）。2010年10月，青山区

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复包头市国际会展管理中心内设6个部门，核定人员编制18名。

四、集市贸易
青山区所辖专业农贸市场有10个，大多建于2000年前。2006年，以打造大型综合农

贸市场为目标，对10个农贸市场进行整合与扩建。2010年，望隆市场、锦林市场、互助道

市场、银润市场、广客隆市场、振华农贸市场、迎宾市场、九星市场、向阳市场、繁荣

道市场运营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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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酒类流通管理
2008年前，酒类属区经济贸易局管理。2008年，区商务局成立后，对酒类流通管理

进行严格的整顿和监管，要求各酒类经营企业在区商务局备案，领取并使用随附单。截

至2010年4月底，共办理酒类流通备案登记证的零售企业211家，批发企业83家，餐饮企业

60家，酒类流通随附单使用情况良好。

第五节　商贸物流

2010年，青山区从事物流业注册单位达90家以上，物流从业人员达7000人以上，人

均创造增加值约为43万元/人，物流业实现增加值25.2亿元，占全区地区生产总值7.2%。

青山区规模以上物流企业14家，其中在建大型综合物流项目4个，大型钢铁行业物流

5家，其他5家为仓储及配套物流企业。

一、大型钢铁行业物流企业
（一）鑫通钢材市场
建于2001年7月，是西部地区最大的双面埋弧螺旋焊钢管生产基地之一。占地面积

11.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6万平方米。  

（二）永隆钢材市场
建于2002年，位于110国道二〇二厂西段，总投资6500万元，占地面积18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可同时容纳商户100家，仓储面积达10万平方米，年吞吐量可达

98万吨。

（三）通港建材城
建于2003年，是西北地区最大的钢材建材城。总投资额7800万元，占地面积340亩，

总建筑面积2万多平方米，2005年8月中旬正式运营。主体业务楼可容纳商户300余家，仓

储面积17万平方米，年吞吐量可达150万吨。

（四）航茂钢材物流市场
建于2005年，位于包头市110国道726公里处，占地面积150亩，拥有可供企业办公的

单体办公室250多间，物流管理办公室70多间，是包头市大型的物流仓储中心，共有商户

及一级代理商110余户，企业注册资金1000万元。

（五）武银福钢材市场
建于2007年，位于友谊大街11号，总投资6000万元，占地面积19万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1.7万平方米，仓储面积11.5万平方米，可同时容纳120家商户，年吞吐量可达95万

吨。

二、其他类物流企业
（一）内蒙古小尾羊餐饮连锁有限公司加工物流基地
建于2007年，位于包头市装备制造产业园区内。该项目标志着餐饮类物流产业

完成加工物流基地的产业布局，形成从肉羊养殖、加工配送到市场销售的完整产业链

条，有利于降低企业成本，增加农牧民收入，使羊肉就地转化增值，拉动肉羊养殖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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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发展。

（二）同利仓储物流项目
建于2008年，位于110国道青山区银海新村北两公里处，规划用地52亩，总投资5100

万元，建有库房16 500平方米、物流办公调度楼1500平方米及车库3000平方米，2010年10

月投入使用。仓储分为自用和对外出租两部分，运营状况良好。

（三）和泰物流园
建于2010年，位于110国道青山段，是由5名自然人投资建设的仓储物流园，占地面

积70亩，有库房23 000平方米，拥有办公楼、羽毛球场、多功能活动室等。依托区位和资

源优势，以信息化、现代化手段为客户提供仓储管理、运输、配送、物流设计、内外贸

易、金融物流等物流业务。

（四）银海新村冷库项目
由内蒙古伊德清真肉业食品有限公司建设，占地面积50亩，总建筑面积1.3万平方

米，包括新建厂房、冷库及污水处理、变配电站等。项目总投资0.7亿元，全部由企业自

筹，2009年11月竣工，年实现销售额1亿元。项目的实施，有效带动农村牧区畜牧业的发

展。

第六节　招商项目

一、工业招商
青山区采取“大小活动”（自治区外大型招商及区内招商活动）并举，统一招商

与分口招商相结合，“走出去、请进来”相结合，专业组招商、产业链招商、专题项目

招商相结合等方式进行招商。强调招商环境与招商并重，突出招商环境建设，达到以商

招商、以商带商的目的。主要从机电装备、综采装备、铁路装备、新能源装备、重汽装

备、工程机械装备、化工设备及装备、冶金设备及装备、环保装备、核电装备及新材料

上入手。     

2005—2010年，先后引进以福建南平太阳电缆、大成机电设备、中电变压器为代

表的机电装备产业集群；以北方重工液压支架、钻削式采煤机、北重安东石油钻杆、石

油油杆、一机集团大地石油机具等设备为代表的综采装备产业集群；以晋西车轴、一机

集团陆通弹簧有限公司、北方创业为代表的铁路装备产业集群；以华锐风电总装、中复

联众叶片、国电增速机、京晶光电、中科恒源、科盛太阳能为代表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集

群；以宏昌天马、北奔重卡为代表的重型汽车装备产业集群；以北重特雷可斯非公路矿

用车、挖掘机、一机集团大地推土机、厦门装载机、上海龙工为代表的工程机械装备产

业集群。

二、	服务业招商
1991—2001年，在进行全面企业改制的过程中，招商工作主要是以辖区各街道办事

处为主实行全民招商。2002年，逐渐转变为以各经济单位为主要的招商单位，在区委、

区政府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招商。2006年，招商局成立后，以“立足二产、发展三产”



包头市青山区志（1991—2010年）·400·

为战略方针，大力开展招商引资活动。以文化路为轴心向两翼拓展，东至呼得木林大

街，西至富强路。2006—2010年，陆续引进沃尔玛、肯德基、麦当劳、国美、王府井、华

联以及本土企业小尾羊大厦、永盛成大厦等项目，2009年相继开业。营业面积由过去的

近万平方米发展到10万余平方米。2010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总量完成259.79亿元，同比增

长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195.95亿元，同比增长19.1%。截至2010年11月，文化

路经济增长带的社会消费零售总额达62.87亿元，同比增长20.35%。服务业已成为拉动青

山区GDP增长的强势力量。

2006—2010年，文化路重点项目（包括小尾羊大厦、大福林、王府井、沃尔玛商务

区、娜琳步行街改造、永盛成大厦、欧鹿生活城、都市阳光社区、文化路改造工程、意

城晶华、青山宾馆改造）建设陆续完工。

第七节　区域经济技术协作

一、区域协作
（一）友好交往
区政府全力提供信息，加强与区内外大型企业、商会联系。通过经济协作办的协调

和努力，多次举办招商引资见面会、项目推介会、对接会、发布会、恳谈会等。如与武

汉青山区、南京江宁开发区、广西桂林叠彩区，东莞三秦光电科技等友好交往，1999年

后陆续展开合作。

（二）区域合作组织和行业协会
经济协作办是区政府负责对外招商引资和协调区域内外横向经济联合工作的综合

部门。围绕区委、区政府的战略方针和政策，本着互惠互赢、长期合作的原则，1999年

后，陆续与广东揭阳商会、厦门商会、珠海斗门商会、杭州商会、汕头同乡会、乐清

营销员协会包头分会、内蒙古包头浙江商会、内蒙古河北商会、内蒙古广东商会、包头

山西商会、包头江苏商会、包头温州商会、包头台州商会、包头永康商会、包头福建商

会、包头山东商会。包头湖南商会、包头市文化产业促进会、包头市礠雨爱心协会、包

头市电动车自行车协会、包头市五金机电协会、包头市眼镜行业协会、包头市虹桥二手

车流通协会、包头市书画古玩业协会、包头市滨河新区中小企业商会、包头市煤炭运销

协会、包头市装备制造业协会、包头市紫砂艺术和茶文化交流协会、包头市小丽花商业

互助联合协会、包头市粮油商会、包头豪德商会等建立双赢的友好往来关系。

二、经济协作企业
1997年，成立区经济协作办公室，为区计经贸局所属相当副科级事业单位。

1998年，经济协作企业有青山区辽兴轧钢厂、四川玻璃钢复合材料制品厂、富达花

园（自治区外投资）等。

1999年，经济协作企业有福建泉州实兴阀门物资公司、黑龙江正义供水设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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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能达物资有限公司、江苏无锡宜兴电缆总汇等。

2000年，经济协作企业有中美合资包头佰思特绝缘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中港合资生

产搪瓷壁炉项目、韩国独资包头坝上农业技术发展公司等。

2001年，经济协作企业（项目）有哈尔滨导电高能加热器、大连新型集团、蒙牛乳

业包头分公司、中纺包头分公司（PE防弹材料项目）、一机综企公司弹簧厂（研发ST型

缓冲器项目）等。

2002—2010年，经济协作企业有大成机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福建南平太阳电揽

电动汽车充电站、中国兵器北方重工、一机集团大地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北重安东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包头市联德石油有限公司、内蒙古一机集团陆通弹簧有限公司、华锐

风电科技集团、国电联合动力技术（包头）有限公司、京晶光电、包头新宏昌专用车有

限公司、厦门装载机（包头）有限公司、阿特拉斯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北大（包头）科

技园、万达广场商务区、金融商务区、九星数码商务区、沃尔玛商务区、国际会展商务

区、奥特莱斯商务区等。

第八节　对外贸易

1991—2010年，青山区进口以风机模块、橡胶制品、亚麻等产品为主；出口以专用

汽车产品、石油钻具、羊绒制品、钢材制品为主，主要销往加拿大、美国、俄罗斯、日

本、印度、英国、法国、阿根廷、哈萨克斯坦等国家。

2000年，外贸出口额完成269万美元，为年目标的107.6%。

2004年，外贸出口额完成1563万美元，同比增长48%。

2005年，外贸出口额完成4543万美元，同比增长190.70%。

2006年，外贸出口额完成8525万美元，同比增长87.70%。

2007年，进出口总额完成12 078万美元，同比增长25.49%，其中，外贸出口额完成

11 000万美元，同比增长29.03%。

2008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7亿美元，同比增长40.88%，其中，外贸出口额1.64亿美

元，同比增长49.24%。

2009年，进出口总额完成10 500万美元，完成年计划的51.47%，其中，外贸出口额完

成10 390万美元，完成年计划的56.52%。

2010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45亿美元，同比增长38.1％，其中，外贸出口额完成

1.4289亿元，同比增长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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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10年青山区对外经济贸易额统计表

表10-1-3

指标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进出口总额（人民币、万元） 76 745 90 258 118 159 71 726 98 158 

出口总额 67 974 82 737 113 999 70 974 96 729 

进口总额 8771 7521 4160 752 1429 

进出口总额（万美元） 9625 12 000 17 015 10 500 14 500

出口总额 8525 11 000 16 416 10 390 14 289

进口总额 1100 1000 599 110 211

第九节　驻区企业主要民品

截至2010年，青山区驻区企业主要民品如下：

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特殊钢及延伸产品有厚壁无缝钢管、超高压钢

管、风机主轴等。矿用车及工程机械有电动轮矿用车、矿用洒水车、液压挖掘机、旋挖

钻机、非公路矿用车等。煤矿综采设备有煤矿掘进机、液压支架、井下救生舱等。石油

机具有四方钻杆、整体加重钻杆、钻铤等。

内蒙古第一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的重型车辆与工程机械有重卡、大客车、矿用

车、震动压路机、挖掘机、小挖掘机、推土机、煤矿掘进机、液压支架、塔式起重机、

石油钻具、旋转钻机、铁路货车及装备等。特种化工与精细化工有光伏电池、人造金刚

石、特种钢、夜视仪、光电仪器、光电材料与器件、光学玻璃等。

北方奔驰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有V3系列：牵引车、改装车、搅拌车、自卸车、宽体车

等。NG80（天然气）系列：改装车、搅拌车、自卸车、牵引车、宽体车等。

中核二〇二核燃料元件公司有核电压力容器、核级泵阀、仪器、反应釜等核电新能

源产业等。

北大工学院包头研究院有口腔全瓷修复系统氧化锆瓷块生产与加工、硅酸盐系列的

LED荧光粉研究项目、提高等离子屏显示发光效率的氧化物微晶材料开发、5/10KW级峰

谷电网调节储能电池实验及演示系统、兆瓦级跨临界CO2热泵电厂余热利用研究、

稀土复合半焦催化脱硫脱硝一体化、微生物采油技术、煤质提升剂、微生物保水

固沙剂的开发、盐碱化农田复合微生物肥料的研发、等离子体处理高难度工业废水的研

究、大功率半导体激光再制造技术、柴油机SCR系统关键技术开发、AlN陶瓷封装基板烧

结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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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专营商业

第一节　烟　草

一、管理机构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烟草专卖局、内蒙古自治区烟草公司包头市公司（以下简称市

局（公司））成立于1984年，实行一套机构两块牌子，合署办公，隶属于内蒙古自治区

烟草专卖局、中国烟草总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公司（以下简称区局（公司））。

1994年9月27日，区局（公司）同意市局（公司）组建内蒙古自治区烟草公司包头市

青山区公司，规格为正科级。

1999年，成立青昆烟草稽查中队，由市局专卖科管理。同年，成立青山烟草专卖管

理所。

2000年，成立青山烟草稽查中队。

2002年3月24日，按照市局（公司）安排，取消市内批发部，组建一个访销中心（即

包头市烟草公司营销中心）。青山区辖区内的卷烟营销工作由营销中心青山组负责。

2008年7月，经自治区局（公司）同意，市局（公司）成立青山区烟草专卖局。

二、自身建设
按照上级部门要求，积极配备法规员，负责普法宣传教育组织工作。

坚持专卖执法与执法监督人员资格认证管理制度，积极参加市局组织的专卖执法与

执法监督人员资格认证考试。通过岗前资格认证管理，提高专卖执法人员与执法监督人

员法律意识，为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奠定基础。

不断加强自身法制建设，截至2010年，未发生因执法不公正、不规范、不作为、不

文明造成恶劣影响的事件，无重大违法行政行为，无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案件发生。

三、法制宣传
借助报纸、普法宣传专版专栏、LED电子屏等载体，加强法制宣传教育阵地建设，扩

大法制宣传教育覆盖面，增强宣传教育的灵活性与感染力。

通过法律培训、法律咨询、法律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对领导干部及全体干部职

工、专卖执法人员、法规工作人员、零售户及消费者进行普法宣传教育。深入推进“法

律六进”活动，形成自觉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6·29”烟草专卖法颁布日及“12·4”全国

普法宣传日等主题活动日，开展法制宣传，以设立法律咨询台、张贴横幅、制作展板、

发放《烟草专卖法》读本、《致广大吸烟爱好者的一封信》、宣传单等形式，向广大消

费者宣传其关心的有关烟草专卖法律法规及行业政策、吸食假冒卷烟对人体的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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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烟真伪鉴别检验方法等内容。通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法制宣传，提高广大消

费者的法制意识、打假防范意识与维权意识。

第二节　医　药

青山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前身是青山区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2006—2010年

9月，为包头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派出机构，受包头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委托开展

工作。2010年10月，按照《关于旗县区单独设立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复》（包

机编发〔2010〕82号）和《关于调整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制划转机构和人员编制的通

知》（包机编发〔2010〕83号）文件精神，青山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区食药

局）成立，为区政府组成部门，内设办公室、食品综合监管股、药品综合监管股、保健

食品化妆品监管股，工作人员6名。承担着辖区食品安全综合监督、组织协调，依法组织

查处重大食品安全事故职责，负责辖区药品（含医疗器械）监督管理工作。

第三节　石　油

内蒙古自治区石油公司包头市分公司（以下简称分公司）始建于1953年。1991年，

是分公司实现第二轮承包的第一年。全年完成销售总量14.57万吨，同比增长5.79%。

1992年，全年实现销售总量13.6万吨，同比减少6.9%。

1993年，按照内蒙古石油总公司转制工作安排，分公司制定转换经营机制方案及7个

实施细则，成立内蒙古包头石油总公司，将原14个职能科室压缩为七部三室，成立9个实

体公司。4月底前，基本上完成转换经营机制工作。

1994年，是石油销售企业最困难的一年，市场起伏变化，多头经营，销售疲软，竞

争激烈，加上成品油流通体制改革不能到位，导致经营渠道和价格不能理顺，全区乃至

全国成品油市场整顿工作步履艰难，也使企业的经济效益受到严重影响。全年销售总量

达到8.3万吨，与同期相比，减少7638吨。在内蒙古石油总公司的直接领导下，分公司不

断扩大经营范围，转变观念，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扩大销售，努力完成销售任务。包头

石油总公司被评为1990—1993年包头市模范企业。

1995年，石油市场供过于求，分公司制定27个改革方案，加快清欠力度，实行费用

承包办法，开展双增双节，为困难职工办理优惠卡等活动来促进成品油的销售。

1996年，分公司在新的领导班子的带领下，本着稳定、求实的原则调整内部结构，

聘用环节干部，把工作目标分解到有关科室、单位，实施以市场为导向，不断调整价格

并用价格竞争来扩大市场占有率，加强零售环节的销售，取得销量与效益同步增长的可

喜成绩。成品油销售总量8.8万吨，增幅13.57%。

1998年，分公司上划中国石油后，及时调整经营方针，全年取得较好的成绩。销售

总量12.2万吨，增幅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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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分公司转制为股份制企业，并更名为包头销售分公司。全面贯彻新机制下

的新经营策略，销售总量大幅增长，完成12.4万吨，增幅4%。

2002年，以销售工作为中心，采取措施，围绕机构用户，加大油品销售。按照《加

油站管理规范》，突出“中国石油”的视觉冲击，严格加强加油站管理。有网络建设工

程项目17项，新建加油站9座，改造8座，四级网点全部包装，加快网络建设。全年销售

总量达到26万吨，增幅18%。

2003年，受“非典”的影响，分公司进一步强化营销工作，通过促量、推价、降费

等措施来保证“低成本零库存”，全面完成销售任务。

2004年，积极发挥销售代表作用，做强做大成品油市场，加大加油站形象工程建设

力度，开展市场调研，实行精细化管理，树立安全意识，强化员工培训，增强企业竞争

力，全年销售总量完成21.25万吨，增幅47.29%。 

2005年，完成新增加油站38座，其中新建14座，租赁24座，销售总量30.5万吨，增幅

43%。

2007年，投入200余万元资金对加油站形象进行重新包装，打造“中国石油”品牌。

全年销量完成40万吨，增幅19%。

2008年，分公司迁至青东路中路。全年完成销售43.5万吨。

2010年，全年销售总量完成40.4万吨。

第三章　粮　油

第一节　机　构

1957年，包头市粮食局青山分局（以下简称青粮分局）成立，是青山区粮食行政管

理机构，实行政企合一体制。粮食统购统销时期，负责青山区城市居民粮食关系管理，

居民口粮、军粮和行业用粮供应。

1991年，青粮分局内设12个科室：党总支办公室、人事科、工会、团总支、办公

室、财会科、业务科、食品科、企业管理办公室、议价科、监察审计科、保卫科，设局

长1名，书记1名，副局长2名。

1992年10月，内设机构调整为5个科室，即办公室、粮办室、人保科、综合经营科、

财会科。

1993年11月，内设机构撤销综合经营科，增设新技术开发办公室、经销科。

1994年10月，撤销新技术开发办公室，设立多营科。

1995年，撤销经销科，设立业务科。

2004年3月，内设办公室、财会科、行业管理科、工会、纪检委，撤销其他科室。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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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10年，内设机构无变化。

第二节　体制改革

1991年4月1日，全市印发“包头市地方粮票”，取代“包头市粮油专用食品票”。5

月1日，调整粮油统销价格，继续凭粮证供应，证存粮按调整后价格供应。社会所有厂矿

机关职工工资（粮补）增加6元。

1992年4月1日，全市提高粮食统销价格。9月1日，粗细粮供应比例放开，证存粮适

度放开，粮证不再有新的粮油结存。8月，全区换发新粮证，取消粮食工种补贴。10月9

日，放开粮油销售，变暗补为明补。除军供粮油外，城镇居民、牧民定量粮油，农村因

灾返销粮，国营农牧场及其他平价粮油，11月1日全部放开，实行随行就市。行政、事

业，国营企业干部，职工月补贴10元（含菜，副食）；大中专学生，优抚对象月补贴8

元。

1993年2月1日，存粮证作废。成立包头市青山区粮油食品公司，负责管理国有粮店

经营，与青粮分局实行一套领导班子。

1993年2月1日，粮票停止流通，城镇居民粮证供应取消，保留粮证和粮食关系。从

3月开始，按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包死基数、超收全留、亏损自补”原则，青粮分

局所属粮店实行全员风险抵押承包经营。撤销3个中心粮店，职工实行岗位技能工资制，

精简内设机构，分流机关人员办经营实体。三季度全国部分地区粮价上涨，市场波动。

7月，行政副职领导实行聘任制。10月，全市恢复计划供应，对市镇居民凭粮证按户低价

供应粮油，粮价低于毗邻地区，市场趋于平稳。11月，所属食品厂改制，成立包头市赛

音粮油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1994年5月17日，所属机关粮站承担的军粮供应业务移交市军粮供应服务中心统一管

理。6月10日，国务院决定，提高定购粮收购价格，适当调整粮食销售价格。按照国有民

营企业改革要求，所属粮店1月底全部实行职工租赁经营，2月底前抽回企业全部流动资

金。门店低值易耗品作价卖给承租者，价款一次性付清。

1995年2月，粮店实行集资经营，取消个人租赁经营。3月，实行政策性（平价供

应）和经营性（议价供应）业务、财务分开的“两线运行”机制，所属政策性粮店36

个，经营性粮店12个。4月，贯彻《劳动法》，建立分局所属企业职工集体劳动合同制

度。采取停薪留职等方式分流安置粮店富余人员。

1996年2月，成立包头市为民粮油食品连锁总店，直属分局管理。划转11个粮店为直

营店，实行商品采购、配送、价格、核算、管理、标识、服务规范、职工分配“八个统

一”。粮店职工实行定额、定岗、定员。所属部分粮店经过改造转向粮油食品自选超市

经营。

1997年4月，所属丰泽园饭店产权实行有偿转让，所收资金用于分流安置职工。7

月，所属12个骨干粮店资产和职工划转给包头市家乐粮油食品总店。7月7日，依据《包

头市粮食行业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分局具体负责青山区粮食行业管理工作、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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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许可证审核发证和粮食行业基本情况统计。粮食行业管理工作人员经过培训、考

核，领取《行政执法证》，建立粮食行业行政执法队伍。

1998年11月30日，根据《包头市关于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实行政企分开的实施

意见》规定，青山区，昆都仑区，东河区粮食行政管理机构人员不超过8人。

1999年5月，青粮分局机关分流工作人员，年龄较大者实行内部退养。粮店部分职工

自愿辞职，自主创业。7月1日，按照市粮食局统一部署，青粮分局正式行使粮食行业管

理行政处罚权。

2000年，所属粮店继续实行自愿组合，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竞争承包，资产租赁

形式。饭店、浴池、建材，日用百货等跨行业经营初具规模。

2001年11月，按照市粮食局部署，组织开展粮食行业评优创先，放心粮油工程创建

活动。会同区工商、卫生、物价，技术监督部门检查、考核，经市粮食局验收批准，包

头宏基面粉有限公司、包头市康士达保健品开发有限公司、家家乐个体粮店首批命名为

放心粮油工程示范单位。

2002年10月，包头市前口子粮食储备库命名为放心粮油工程示范单位。

2003年5月，抗击“非典”时期，按照市粮食局部署，认真执行粮食供需情况日报制

度，详细填报面粉、大米、食用油销量，价格，库存状况，加强粮食市场检查监控。4月

1日，按照国家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政策，全市放开粮食收购、粮食市场和粮食价格，

取消粮食定购和运输凭证制度，取消财政粮食超储补贴。12月10日，市政府批复同意

《包头市粮食局青山分局企业改制重组方案》。在册职工140人，按照每人基数4000元，

年工龄400元标准发给经济补偿金，职工一次性置换国有身份（买断工龄）。退休职工232

人移交包头市退管中心管理，每人一次性交纳管理费600元，大病保险费200元。企业整体

改制退出国有序列，成立包头市天韵生态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股本30万元。其中

经营者占51%，管理层占25%，员工占24%。

2004年3月，改制重组的包头市天韵生态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经工商登记，正式投

入运营。至此，青粮分局正式与企业分离。5月26日，国务院407号令颁布《粮食流通管

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依据《条例》规定，青粮分局对青山区社会粮食流通

负有行政管理和行业指导的职责。执行社会粮食流通统计制度，并对粮食收购、运输等

经营活动进行监督检查。从事粮食收购的经营者经市粮食局审核，取得《粮食收购许可

证》，方可进行收购。

2005年7月，青粮分局粮食行政执法人员参加自治区粮食局行政执法培训、考核，领

取国家粮食局颁发的《粮食监督检查证》。

2007年5月，按照国家粮食局、自治区粮食局部署，组织开展粮食行业诚信体系建

设，完善企业信誉评价体系。

2008年1月，开展粮食转化企业（指非直接销售粮食，粮食再加工的企业）粮食收支

平衡情况和餐饮企业、单位食堂粮油消耗情况的基础调查。

2009年1月，统计社会粮食收购企业粮食使用情况。

2010年2月，调查社会粮食供需平衡，粮油仓储单位，城镇居民家庭粮油收支平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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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11月，按照市政府建立区级成品粮食储备制度规定，配合有关部门落实青山区成品

粮食储备任务。

第三节　粮油销售

1991年，是粮油统购统销，计划供应时期。年销售平价粮食3941万公斤，平价油165

万公斤，议价粮油408万公斤，食品转化274万公斤。利润169万元，其中食品96万元，议

价73万元。由于粮食、糕点、副食、饲料4项用粮放开，青粮分局议价公司调入粮食146万

公斤，食油73万公斤；销售粮食252万公斤，食油155万公斤。

1992年7月，为居民换发新粮证，取消粮食工种补贴，干部、职工及离退休人员粮

食定量一律按14公斤供应，居民和儿童按规定标准执行，大中专学生定量不变。8月，取

消工种粮。继续执行一证双卡售粮办法。11月1日，放开粮油销售价格。放开粮价后，

全国、内蒙、包头市地方粮票停止流通使用。年销售平价粮2762万公斤，平价油57万公

斤，议价粮油279万公斤，食品转化252万公斤。利润101万元，其中食品92万元，议价9万

元。

1993年2月开始，粮食企业全部进入市场，取消粮油供应，并且证存粮油停止供应，

粮食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条件下，效益下滑，经营处于困难局面，所属粮店实行全员

风险抵押承包或租赁经营。10月，由于全国部分地区粮价上涨，市场波动，国家采取调

控措施，平抑粮价，青粮分局恢复城镇居民凭粮证按户供应粮油。年销售平价粮食649万

公斤，平价油135万公斤。利润63万元。

1994年4月1日，全国粮价再次大幅调整。4月16日，主要粮油品种继续实行限价供应

销售，每0.5公斤标准粉0.55元，精粉0.68元，葵花油3.80元。年销售平价粮893万元，平

价油151万公斤。确定42家粮店定点供应区民政局列出的社会救济对象、优抚对象、残疾

人和军烈属中的救济户，在粮油品种和价格上给予照顾。截至8月底，优惠供应停产，半

停产企业食油7560公斤，每500克4.20元；大米27 000公斤，每500克1.20元；标粉7000公

斤，每500克0.55元。

1995年3月，实行政策性与经营性业务分开的“两线运行”机制。本年销售平价粮食

2214万公斤，平价油160万公斤，利润30万元。

1996年，销售粮食1328万公斤，压缩平价销售100万公斤。

2008年7月，青山区粮食行业有经营单位126户，注册资金281.7万元，从业人员329

人，经营面积7075平方米，日生产经营能力1.62万公斤。

第四节　经营企业

1991年，青粮分局主要企业有议价公司、挂面厂、中心粮店3个、粮店30个，共有职

工628人。



·409·第十篇　商贸粮油　社会服务

1992年10月，共有职工592人。

1993年1月，组建包头市青山粮油食品公司，青粮分局与粮油食品公司一套机构两块

牌子。所属粮店全部更名为包头市青山粮油食品公司第某粮油食品店，自主经营，自负

盈亏。4月，新建4个（31、32、33、34）粮油食品店。撤消3个中心粮店和议价公司。机

关人员由原来的54人精减为28人。主要企业有丰泽园饭店、挂面厂、职工服务处、雪峰

面粉厂，粮油食品店34个，共有职工618人。

1994年10月，按照市政府的部署，实行“租、转、卖”，所属粮店全部实行国有民

营。4月，成立青山粮油食品公司物资交易市场。11月，成立包头市赛音粮油实业有限责

任公司。共有职工584人。

1995年，青粮分局下设政策性粮店36个，多营点12个，经营性公司3个，粮油批发市

场1个。在岗职工550人。有18个粮店的产权属于内蒙古一、二机厂等驻地单位。

1996年6月，成立青山粮食分局为民粮油食品连锁总店。

1997年10月，注销所属中美合资包头市桑尼粮食精加工公司、华瑞工贸公司、第一

粮店、包头市雪峰面粉厂、为民粮油连锁总店、包头市新烨商贸公司营业执照。

1998—1999年，共被拆除、收回外单位产权的粮店6个，63名职工下岗。

1999年1月，成立青山粮油食品公司第47、48、51粮油食品店。8月，在册职工238

人，离退休人员244人。有粮店16个，其中产权属分局的8个，即1、2、3、8、18、19、

31、36站。产权属内蒙古一机厂的3个、二机厂的2个、二〇二厂的2个、棉纺厂的1个。年

底，青山区粮食行业有经营单位131户（其中国有1户、集体6户、私营个体124户），加工

企业3户，其他为零售门店。

2000年，青山区有粮食经营单位165户（其中国有1户、股份制1户、集体户8户、私

营个体155户），加工企业3户，其他为零售门店。

2003年12月10日，市政府批复同意青粮分局企业改制重组方案。青粮分局仅有4个粮

店，即第1、21、36粮店和赛音道3号街坊浴池，有在册职工140人，退休职工232人，离休

干部6人。

2004年3月16日，青山粮油食品公司整体改制为包头市天韵生态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登记后正式运营。

2005年，青山区粮食行业有经营单位210户（其中国有1户、集体8户，股份制1户，

私营个体200户），加工企业5户，其他为零售门店。

2006年，有经营单位149户（其中集体6户，股份制1户，私营个体142户），加工企

业1户，批发企业3户，其他为零售门店。

2009年，有经营单位126户（其中集体2户、股份制3户、私营个体121户），有加工

企业3户，批发企业2户，零售门店121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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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社会服务业

第一节　批发零售业

2004年，青山区共有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有717家，从业人员8510人。其中，国有企业

12家，从业人员1006人；集体企业50家，从业人员735人；股份合作企业24家，从业人员

171人；其它有限责任公司379家，从业人员4371人；私营企业201家，从业人员1457人；

外商投资企业3家，从业人员97人。全年商品销售额合计43.58亿元，其中批发业销售额

12.49亿元，零售业销售额31.09亿元。

2008年，青山区批发业企业有763家，从业人员8980人。其中，国有企业1家，从业人员11

人；集体企业34家，从业人员540人；股份制企业16家，从业人员1504；私营企业261家，从业

人员2591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450家，从业人员4293人；外资企业1家，从业人员41人。

2008年，青山区零售业企业有940家，从业人员14 738人。其中，国有企业3家，从业人员

185人；集体企业42家，从业人员760人；股份制企业7家，从业人员100；私营企业261家，从

业人员360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613家，从业人员9727人；外资企业1家，从业人员16人。

第二节　住宿餐饮业

2004年，青山区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有77家，从业人员3950人。其中，国有企业3家，

从业人员373人；集体企业2家，从业人员31人；股份合作企业4家，从业人员65人；其他

有限责任公司48家，从业人员2651人；私营企业15家，从业人员543人；外商投资企业1

家，从业人员10人。全年经营额20223.7万元。

2008年，青山区住宿业企业有46家，从业人员2634人。其中，国有企业2家，从业

人员410人；集体企业2家，从业人员152人；股份制企业5家，从业人员135；私营企业13

家，从业人员468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22家，从业人员408人；中外合资企业1家，从业

人员65人；外资企业1家，从业人员298人。

2008年，青山区餐饮业企业有127家，从业人员5145人。其中，集体企业4家，从业

人员139人；股份制企业9家，从业人员487；私营企业45家，从业人员2342人；其他有限

责任公司69家，从业人员2177人。

第三节　房地产企业

2004年，青山区共有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77家，从业人员1762人；房地产个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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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户11户，从业人员19人。

2008年，青山区房地产企业有165家，从业人员3156人。其中，国有企业14家，从

业人员566人；集体企业2家，从业人员38人；股份制企业2家，从业人员43；私营企业19

家，从业人员444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125家，从业人员1994人；港澳台合资企业2家，

从业人员44人；中外企业1家，从业人员27人。

第四节　居民服务业

2004年，青山区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有37家，从业人员626人；居民服务和其

他服务业行政事业及其他单位有1家，从业人员81人。

2008年，青山区居民服务业企业有90家，从业人员1435人。其中，国有企业2家，从

业人员237人；集体企业2家，从业人员26人；股份制企业5家，从业人员87；私营企业22

家，从业人员275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59家，从业人员810人。

第五节　交通运输邮政业
  

2004年，青山区共有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16家，从业人员4783

人；个体交通运输经营户8268户，从业人员10 141人。

2008年，青山区交通运输邮政业有76家，从业人员5286人。其中，集体企业2家，从

业人员198人；股份制企业5家，从业人员669；私营企业7家，从业人员247人；其他有限

责任公司62家，从业人员4172人。

  

第六节　信息传输软件业

2004年，青山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企业有12家，从业人员367人；信息

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行政事业及其他单位有2家，从业人员44人。

2008年，青山区信息传输软件业企业有78家，从业人员1168人。其中，国有企业5

家，从业人员81人；集体企业3家，从业人员28人；股份制企业2家，从业人员21；私营企

业24家，从业人员213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44家，从业人员825人。

第七节　金融业

2004年，青山区金融业企业有2家，从业人员75人；金融业行政事业及其他单位有1

家，从业人员209人。

2008年，青山区金融业企业有59家，从业人员10 090人。其中，国有企业3家，从业

人员564人；集体企业1家，从业人员121人；股份制企业22家，从业人员8754；私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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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家，从业人员110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17家，从业人员149人；外资企业1家，从业人

员33人；外资股份1家，从业人员4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