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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山东半岛城市群∗ 

陈小红，林玉璞 
（江苏工业学院工商管理系，江苏常州 213164） 

摘  要：城市群是地区经济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山东半岛城市经济较发达，构建山东半岛城市群，

可以进一步发挥集聚效应和区位优势，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建立现代化开放型产业体系，以增强辐射能力，

通过扩散效应有力地带动西部地区发展，使之成为和珠三角、长三角并肩的中国北方地区的增长极之一。

本文阐述了山东半岛经济发展的现状、优势，结合辐射理论和梯度推移理论分析了山东半岛经济发展的问

题，并提出了发展构想。 

关键词：城市群；山东半岛；经济增长的第三极 

一、山东半岛经济发展的现状 

目前国家把长三角城市圈、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圈、环渤海经济圈、成渝经济区列为四大重点扶持经济

区。但在这四大经济板块中，山东半岛没有单独提及。很显然，山东半岛城市群列在了“环渤海经济圈”

内，在全国的总体概念上，是一个大板块中的小板块。只要精心谋划，充分利用机遇抓住发展不放松，山

东半岛完全有可能变小板块为大板块，成为独立的一极，甚至成为同长三角和珠三角等量齐观的第三极。 
山东半岛城市群包括青岛、烟台、威海、济南、日照、东营、淄博、潍坊等 8个城市。其实早在 2003

年，有识之士就对山东半岛城市群与长三角、珠三角的经济差距做过详细地对比。数据列表如下： 
 

表 1  2002年社会经济发展统计数据表 

经济区 
国内生产总值 
（亿元） 

地方财政收入 
（亿元） 

外贸出口 
（亿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山东半岛城市群 7013 341 188 53 
长三角 19101 1640 920 182.8 
珠三角 9419 773 1125 149 
全国 102144 8542 3251 551 

 

从 2002 年的有关数据来看，长三角地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外贸出口、实际利用外
资分别占全国总量的 18.7%、19.2%、28.3%和 33.2%；珠三角地区相应的数字为 9.2%、9.1%、34.6%和 27.1%；
而山东半岛的 8个城市几项指标占全国总量的比率为 6.8%、4.0%、5.8%和 9.6%。从当年的人均 GDP看，
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大多数城市已处于工业化中、高级阶段，而山东半岛 8个城市大多处于工业化初、中
级阶段；从引进外资看，2002年长三角地区实际利用外资是山东半岛 8个城市总量的 3.5倍，珠三角则是
山东半岛 8个城市总量的 2.8倍；而从“龙头”看，山东半岛城市群的龙头——青岛 2002年完成国内生产
总值、地方财政收入和出口总额分别占该地区的 21.6%、29.5%和 56.3%，三项指标分别相当于上海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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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和 32.9%，相当于广州的 50.6%、41.0%和 76.7%。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山东半岛城市群与长三角、
珠三角经济区的差距几乎是全方位的。 
但是到 2005 年，山东的各项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均有大幅提高，山东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

近 29%，首次超越广东居全国第一位，山东的国内生产总值也排到了全国第二。2005年社会经济发展各项
数据列表如下： 

 

表 2  2005年社会经济发展统计数据表 

经济区 
国内生产总值 
（亿元） 

地方财政收入 
（亿元） 

外贸出口 
（亿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山东地区 18468.3 3342.2 462.5 89.7 
长三角 33858.6 3189.9 2698.7 261.7 
珠三角 21701.3 4431.97 2381.6 123.6 
全国 182321 31628 7620 603 

 

从表 2的有关数据来看，各项经济指标变为：长三角地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外贸出
口、实际利用外资分别占全国总量的 18.6%、10.1%、35.4%和 43.4%；珠三角地区相应的数字为 11.9%、
14.01%、31.3%和 20.5%；山东地区的指标占全国总量的比率为 10.1%、10.6%、6.1%和 14.9%。由于长三
角地区的非公有制经济比重高，加上税收优惠，所以该地区的财政收入相对全国经济总量偏低。而山东正

逐渐成长为一个经济大省和利税大省，因此，有些媒体也开始将“中国鲁尔区”的概念加在了山东头上。 
有分析认为，如果说这些年中国经济重心区是由北向南变迁，那么，根据区域投资回报的边际递减规

律，国际资本在中国的空间走向将日益呈现“北上西进”的态势，特别是“北上”会日趋明显。目前，珠

三角和长三角经济圈的综合商务成本趋于上升，土地紧缺，发展空间受限，人力成本及水电等费用也在升

高，这些都会迫使企业做出区位调整，并影响到投资者的空间决策。以后的 20 年将可能逆转为由南向北
的波浪式演进，环渤海经济圈特别是山东半岛正在焕发出迷人的魅力。 

二、山东半岛经济发展的优势 

山东半岛城市群原有经济实力较强，中型城市的市场竞争力较高，县域经济发展较好，总体经济基础

较为雄厚，具体表现在：1、人才技术力量雄厚。全省共有两院院士 33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128人，省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200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2570人。普通高等教育规模
稳步扩大，在校学生达到 117.1万人。在山东半岛城市群中，集中了全省 80％的科研院所、科研人员和大
中型企业工程技术人员，人才荟萃，科研实力雄厚，并开辟有济南、青岛、烟台、威海、潍坊、淄博等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2、电子资讯业发达。浪潮、海信、海尔计算机产品在国内市场有较大影响；齐鲁软
件园、中创的软件产品拥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3、机械工业先进。拥有济南机床厂、济南重型汽车集团、
潍坊柴油机厂、烟台经济型轿车厂等一大批国家级、省级大中型企业。4、石油与化学工业基础较好。拥
有齐鲁石化、济南炼油、青岛及威海橡胶等大型企业及正在筹建中的青岛大型炼油项目。5、农副产品加
工业基础坚实。有在沿海小城市建起的水产品精深加工为主的外向型产业带，有以寿光批发市场为核心的

蔬菜加工产业带，有在诸城、东营等地建起的畜产品加工产业带。 
山东半岛基础设施完备，高速公路通车里程 3033 公里，全国第一；胶济铁路电气化改造取得阶段性

成果，2006年 6月全部改造完成后济南到青岛只需 2.5小时；另外省内港口、机场齐全且档次不低，在漫
长的海岸线上有众多优良海港，港口年吞吐量达到 2.2 亿吨，有济南、青岛两大空港，能保证物畅其流；
信息化通讯基础好，高速宽带网已经在全区域建成；电力供应充足，电力装机总容量全国第二，近两年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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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其他省份拉闸限电，山东却一直没有，这种靠内源经济和基础产业发展起来的省份发展后劲足，增长潜

力大；劳动力丰富而且成本很低，山东的劳动力成本相当于上海的 1/2，广东的 1/3；山东半岛的建设用地
相对宽裕——仅潍坊北部不占建设用地指标、可以征用的非耕地就有 300万亩，这在沿海地区省市是少有
的。有专家测算，山东企业发展的综合成本比南方地区要低 20%～30%，这对投资者无疑具有很大吸引力。 

山东省毗邻日韩，具有接受其产业转移的地缘便利，半岛制造业正在逐步承接日韩制造业的转移。山

东的大企业与日韩企业有一种互补和对接的关系，像韩国要转移的造船、汽车这些资本密集产业正好是山

东的强项。 
综合比较一下这些优势，山东半岛的条件是我国众多地区所不具备的。这就是说，山东半岛已经具备

了快速发展的物质基础。利用好这些客观条件，从主观上下功夫，促进山东半岛快速稳定发展，在全国大

发展的背景下胜出是当前的主要发展方向。 

三、把山东打造成为全国经济增长第三级的战略构想 

（一）打造良好的软环境，实现快速发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过于强大的行政区经济，过多的行政干预，与市场运行机制是相悖的。由于受行

政区划的过度制约，各行政区之间的经济表现出重复建设、资源浪费、产业重构、地区封闭的种种矛盾。

现代城市理论认为，在工业社会，城市的增长潜力基本取决于城市的规模，在后工业社会和信息化社会，

其潜力取决于城市与其他城市的相互协调能力。因此，打破行政区域封锁，建立以共同发展为目标，以相

同或互补的禀赋要素为基础的经济区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我们要在山东半岛制造一个政策乃

至制度高地，靠政策和制度提升山东的优势，弥补山东的缺陷。在不冲击现有政治形态的前提下，最大限

度地发挥制度的张力，刺激经济细胞的活力，减少两者之间的摩擦。 
山东沿海和胶济铁路沿线的济南、青岛、烟台等 8个城市，区位优势明显，发展基础较好，经济关系

密切，要增强全局意识和协作观念，坚决打破地区分割，消除行政区域间的经济壁垒和体制性障碍，在资

源开发、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统筹规划、合理安排，建立协商对话、协作行动机制，以减少因管

理体制不同而造成的城市间的相互封锁、排斥和内耗，推进人口、资金、物资、技术、信息的加速聚集，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形成现代产业和高素质人力资源集中、综合服务功能完备、科技文化创新能力较强的

城市群。 
（二）树立科学发展观，实现快速发展 

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能源短缺已导致一些外资向北方和内地的能源大省转移。按山东的发展趋势，

外资制造业向山东的转移过程，必然加剧山东的能源短缺。因此要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降低发展成

本，突破发展瓶颈，实现持续快速发展，山东就不能再走“多投入，多产出”的粗放型经济增长路线，而

要走“少投入，多产出”的集约型经济增长路线。山东要围绕建设制造业强省的总体目标，整合现有各类

资源，进行适当的产业分工，建设全国一流的石化、现代家电、电子信息、机械装备、汽车、船舶、食品

和海洋产业基地，构建起各城市间特色突出、配套有序的胶济沿线和半岛沿海两条优势产业带。以济南、

青岛为两极，系统整合各城市内外的交通、供水、物流、环保、信息化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功能，加快

城市现代化、国际化进程，使之成为在国内外有吸引力、影响力的创业生活两相宜的城市群体。 
提高青岛和济南的辐射带动作用，对于提高半岛城市群的整体水平至关重要。济南和青岛位于胶济铁

路两端，半岛城市群区域的中轴，在半岛经济区中处于中心地位。要努力提高青岛、济南及区域中心城市

资金密集型产业、高技术产业和制造业最终产品、中间产品比重，并强化青岛、济南两大中心的辐射源功

能，进一步增强实力，发挥其带动作用。对于青岛来说，“区港联动”是其向国际“自由贸易区”迈出的

关键一步，作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国际集装箱中转港，青岛港对承接日韩产业转移有着促进作用。要把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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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成为半岛城市群的龙头，积极扩大青岛腹地，把陇海铁路的经济流引向山东、引向青岛，逐步使青岛

经济做得更强更大，使龙头城市的作用更加突出。经过几年的努力，力争使半岛城市群的综合竞争力和现

代化水平有一个大的提高。 
半岛内其他城市要自觉融入这个经济圈，烟台、淄博、潍坊及其他二级中心城市可作为协作配套基地

或高科技产业的中试加工基地，倡导新兴产业共建，传统产业互补，协同发展。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制造

业初级产品产业转移到半岛区域的县级城市和小城镇，在城市群体向产业现代化发展的同时，实施开放型

城镇化策略，引导人口向城镇迁移，加快小城镇建设，使区域内小城镇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载体，

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对那些非农经济发达、人口规模大、基础设施好、发展潜力大的村落，可以就地工业

化，建设城镇型居民点，实现人口城镇化。 
1988年，由山东发起的沿黄河省区等 11方组成的“黄河经济协作区”，目前进展顺利，每年经贸活动

不断，沿黄河省区多有收益。山东应继续打好“黄河经济协作区”这张牌，每年应该同沿黄河省区政府、

企业达成更多的协作项目，扩大半岛城市群辐射力。另外，中国重汽、青岛港、日照港、烟台港口、济钢、

青啤、潍柴等半岛城市群特大企业，要加强与黄河流域的企业资本技术合作，与其结成利益共同体，逐渐

将其化为自己的腹地。 
（三）借助日韩资金形成“鲁日韩黄海地区成长三角” 

实现快速发展。当前, 世界经济正在向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国际产业正在进行新一
轮的转移。山东半岛城市群滨临沿海，与日本、韩国一衣带水，隔海相望。要充分利用半岛地区的地缘、文

化优势，全方位、多层次开拓日韩市场，招商引资，大力开发加工贸易，率先构建国际化产业带。要充分认

识吸引韩日产业转移的重要性，抓住日韩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的重要机遇，加强与日韩方面的沟通协商，

共同规划构建以系统推动各方产业对接互动、技术贸易合作为重点，以山东半岛城市群为基地，以政府、企

业、民间全方位参与、优势互补、长期合作为特征的山东与日韩“产业协作互动区”，构筑由山东半岛、韩

国西南海岸地区、日本九州地区组成的跨国城市走廊，推动“鲁日韩黄海地区成长三角”形成。 
根据国家的“十一五”规划，山东在“十一五”期间将打造电子信息、汽车、船舶、石化、家电、食

品、服装七大产业链。胶东半岛的定位原则是“国际性先进制造业基地”，我们有理由相信山东由经济大

省向经济强省跨越的战略目标，会在不久的将来得以实现。山东半岛有望发展成为中国经济板块，乃至东

北亚地区极具影响力的经济隆起带，成为带动全省、辐射北方及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核心地区，成为我

国又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制造业基地和极具开放活力、各城市协调发展的新的都市连绵区，与京津

唐、辽中南地区共同构筑环渤海地区经济合作圈的领头军。在全国范围内，与珠三角、长三角共同成为拉

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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