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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将“河海统筹一体化发展”纳入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的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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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及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河流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世界古代四大文

明无一不是沿河、近海（或通海）的文明。我国古代的诸多城市，尤其是区域中心城市（都城）大都以水

脉与周边地区连通（如洛阳、开封、北京、杭州、扬州等），欧洲健全的连通各大河流的运河网成为欧盟

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载体，美国将密西西比河与五大湖相连，并打通五大湖（经圣劳伦斯河）与大西洋的通

道。16世纪以来的地理大发现更是通过打通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实现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真正到

来。就全球半岛区域来讲，欧洲的日德兰半岛、伊比利亚半岛，美国的鳕鱼角，都有运河连通周边海域

（海湾），促进了该海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进入新世纪，运河经济成为全球公认的低碳经济和生态经

济。 

    山东主要入海河流有100余条，其中长度100公里以上有12条，有黄河、马颊河、套儿河、小清河、弥

河、淮河、漳卫新河、大沽夹河、淄脉沟河、五龙河、胶莱河、白浪河。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规划

（初稿）在海岸与海洋空间布局上，已经考虑了统筹岸、滩、湾、岛、海要素资源的空间布局，似乎缺乏

对于河海统筹，沿河经济及河海一体化经济发展的系统阐述。黄河由于在山东半岛一直是地上河，又缺乏

支流，已有的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只是借用了黄河的概念，而缺乏对黄河流域的一体化带动发展规

划设计，沿河发展的战略定位不明确。山东西部的京杭运河经济复兴也缺乏系统规划和明确定位。小清河

由济南流经淄博、滨州、东营、潍坊五市入海，成为两带（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带、胶东半岛高端产

业聚集带）与省会城市圈相连，由海向陆梯次推进的水路纽带，但在规划中没有体现。特别是已列入国家

战略计划推进的“胶莱人工海河”预研工程具有明显的河海统筹特征，对于半岛蓝色区域经济和黄河三角

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影响缺乏统筹谋划。 

    为此建议如下： 

     1、从海河统筹，由海、河向陆依次推进一体化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统一谋划和规划山东半岛入海

水网的规划与发展，全面修复已有入海河流体系，连通河流之间的水资源共享和水运网络，为蓝色经济由

海向陆梯次推进注入河脉，加速融合，促进海陆、海河一体化进程。 

    2、鉴于 2009年2月，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改委会同环境保护部、住房与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国

家海洋局联合印发的国家战略行动计划《渤海环境保护总体规划》，该规划将“莱州湾水体交换率的定量

评估，人力活动对莱州湾水体交换能力的影响评估”纳入其科技支撑部分先期研究。省应将其作为河海统

筹重大战略项目与国家同步推进，积极支持推进海陆、海河一体化治理工程的预研工作。 

3、通过推动河流整治和生态修复，促进近海海洋环境治理和生物多样性，通过沿河通道建设推进海陆运输

网络建设，形成与沿海、沿河、沿路物流网络协同的运输体系（江苏提出的沿河、沿海、沿路、沿边战略

应该对我省有所借鉴），通过沿河城市与区域景观建设，提升海陆经济一体化意义上的区域旅游休闲等服

务业竞争力，通过重大预研工程聚焦国家及国际投资，拉动区域经济的战略发展。 

以上建议，供领导决策参考。 

 

     

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巡视员、蓝办专家     王诗成 

     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刘曙光 

                         二〇一〇年五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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