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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蓝黄”两大战略,等于重新组合、调度、配置了两大经济区域内外各种发展要素,对外吸引要素

流动形成洼地效益；对内错位互补、优势互促呈现要素叠加效应,从而带动区域合作、产业转移、结构调

整日趋活跃,区域经济活力四射,“山东板块”竞争力不断增强。 

    突出比突出比突出比突出比较较较较优优优优势势势势 

强强强强化化化化““““重重重重点点点点””””带动带动带动带动 

  “制定区域发展规划,第一出发点是促进重点地区发展。”“蓝黄”两大战略规划编制组负责人、国

家发改委地区司司长范恒山说,重点地区包括两类:一是发展基础条件比较好的地区,目的是发挥其辐射带

动作用；二是发展潜力较大地区,目的是推动其加速成为新增长点。 

  这与山东半岛地区、黄三角地区的基础条件、发展要求完全吻合。截至山东半岛上升为国家战略前

的2009年底,该地区海洋生产总值居全国第二,形成了以海洋渔业、海洋生物医药为主的较为完备的海洋

产业体系,并在海洋科研实力、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陆基础设施、海洋管理水平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此时,借助国家战略进一步推动地区加快发展的内在需要和冲动极为强烈。黄三角地区土地后备资源得天

独厚,792万亩未利用地具有发展高效生态经济的独特优势。在国家战略层面配置该地区未利用地资源,将

加快吸引跨区域要素集聚,持续激发该地区的发展活力与潜力,加速培育成为沿海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 

  实施“蓝黄”两大战略的实践证明,两大经济区的重点带动效应非常明显。初步统计,青岛市上半年境

外投资项目数百个,全部为高端高质高效大项目；日照市今年已开工建设大项目114个,完成投资243亿

元,为历年之最；东营市在黄河入海口建起20万亩现代渔业、20万亩生态畜牧业为主阵地的高效生态农

业示范区。尤其令人欣慰的是,在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等比较优势吸引下,日韩、欧美等国家的汽车零部

件、电子信息、食品加工、建筑材料等产业高端环节开始加快向“蓝黄”两区转移,这一现象在青岛、烟

台、潍坊等“两区”核心区域最为普遍。据粗略统计,仅日资企业上半年就向青岛转移项目27个、烟台近

20个、潍坊15个。 

  事实上,国家战略本身即具有强大号召力,实施国家战略规划一般都会随之配套出台系列政策、资金、

项目等方面的优惠举措,此类发展要素可集结、调动更多的项目、资金、人才等资源,带来更多发展机会。

从省委、省政府日前对“两区”建设的督导检查情况看,“两大战略”规划实施以来,交通和水利设施、产

业园区、大项目投资、未利用地开发、集约用海、环境治理与保护等方面,皆呈现又好又快发展态势。 

    改革改革改革改革试试试试点点点点探路探路探路探路 

谋谋谋谋求要素求要素求要素求要素协调协调协调协调 

  陆海统筹科学发展海洋经济和高效生态经济模式,无先例可循,需要通过大胆改革、先试先行,走出一

条适合发展需要的新路。 

  在高效生态经济建设方面,我省将792万亩未利用地开发作为重要突破口,分农业用地和建设用地两大

类进行高效集约开发。在农业用地开发上,实施集中连片开发,推进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专业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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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力图探索一条与未利用地开发相适应的黄三角高效生态农业生产新模式；在建设用地开发上,实施园区

化、集聚化开发,提高投资强度和产出效益。同时,创造性地设立建设用地“备用区”和“飞地经济示范

区”,科学高效开发利用每一寸未利用地,推进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调查显示,劳动力、生产资料、空间、技术、政策等要素,在海陆之间都存在着制度性分割。以海洋污

染治理为例,就有环保局不下海,海洋局不上陆的说法。海洋经济发展改革试点着力陆海统筹,将海洋经济

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临海产业布局与海岸线保护开发、海洋资源综合利用和生态保护有海洋

特色的政策体制与法规体系建设等统筹考虑,重点探索能够使各类要素在陆海之间建立关联,统筹发展的新

机制,为全国海洋经济发展探索科学发展之路。 

  从两大经济区的试点和探索情况看,抓住黄三角未利用地开发这一“主要矛盾”,可有效吸引东部沿海

与国内发达地区的资金、人才、技术、信息向黄三角集聚,加快解决黄三角地区基础设施滞后、产业层次

偏低等自身制约问题,也能为省内外其它地区提供新机遇和空间。而坚持创新驱动、开放带动、海陆联动

推进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在更大范围内重新调动、组合、配置要素资源,发展的支撑和动力变多,建设发展

的步伐加快。数据显示,上半年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主阵地6市2县规模以上工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增长

28%,增幅较去年提高3个百分点；进出口总额增长25.4%,占全省总量的76.3%。 

    凸凸凸凸显显显显““““转调转调转调转调””””目目目目标标标标 

加速加速加速加速结结结结构优构优构优构优化化化化 

  区域经济发展与转方式、调结构相辅相成,以区域为平台,可以更有效地推动转方式、调结构；以“转

调”为动力,可以进一步加深区域一体化发展。“蓝黄”两大经济区建设,给山东转方式、调结构搭建了最

佳平台。 

  青岛市突出海洋科技、基础性研究等优势,着力打造“蓝色硅谷”,加速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

室高性能科学计算与系统仿真平台、国家深海基地等15个海洋科技领域国家级创新平台建设,带动蓝色经

济区海洋科技发展和海洋科技产业转化。烟台市围绕调整优化渔业结构,在12处苗种繁育基地推行健康育

苗制度,建设全国最大健康海水苗种供应基地。上半年,仅海参出苗量就达400万斤,同比增加20%；名贵

海水鱼出苗量同比增加10%。威海市以建设国家海产品质量检测检验中心、南海海洋经济新区和荣成好

运角旅游度假区等重大事项为抓手,加快加工贸易、城市环境、新兴产业转型升级。潍坊市全力打造电子

信息、新能源等八大千亿级产业链,带动大企业、大项目纷纷落户,高新技术融入其中…… 

  目前,以高端高质高效为目标,以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方向,以发展海洋优势产业集群为重点,山东半

岛蓝色经济区强化园区、基地和企业的载体作用,吸引烟台·莱阳丁字湾滨海省级旅游度假区开发项目、

日照·新加坡国际海洋城项目等近百个超大项目加速集聚,带动传统产业和城市发展加速转型升级。以发

展循环经济,推进清洁生产,突破制约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技术为切入点,东营、滨州等黄三角核心地区致

力于培育油盐化工循环经济示范园区、优质粮棉区、生态渔业区、生态畜牧区、绿色果蔬区,构筑现代生

态产业体系,建设全国重要的高效生态农业基地和循环经济示范基地,推动两大经济区率先转入创新驱动、

内生增长轨道。 

  事实上,“蓝黄”两区进入国家区域发展大战略,既是沿海地区的发展机遇,也是“山东板块”整体的

发展机遇。在两大经济区建设中,根据产业发展阶段不同、产业结构差异等情况,我省还以海洋产业链、高

效生态产业链为纽带,以产业配套协作、产业链延伸、产业转移为重点,专门打造了28个海洋产业区联动

发展平台,将发展平台延伸到整个“山东板块”。 

  毫无疑问,“蓝黄”两大发展战略,在一个新高度上,为山东区域经济的现实发展提供了平台；同时,又

在一个新的目标上,为山东更加长远的发展,蓄积了后劲,夯实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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