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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植亮丽的山东海岸带经济 打造山东最大的亮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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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山东海岸带区域，地理位置优越、海陆资源密集、产业集群荟萃、开放程度高、城市密

度大，打造新的“海岸带经济”品牌，有利于推动山东经济由单项突破逐步向整体优化发展。应突

破陆海分割和产业壁垒，整合海岸带资源，培植新兴产业，完善综合管理，形成新的特色经济板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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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是海洋世纪。在山东全省战略的指导下，“海上山东”建设应与时俱进，推进创新，力求突

破。从国内外沿海发展形势与山东发展优势特色来看，应进一步拓展发展海洋经济的思路，谋划亮丽的 

“海岸带经济”，使之真正成为发展沿海，联动全省的大工程，促进全省经济更快发展。 

一、海岸带经济是适应全球海岸带发展大趋势，带动全省强势突破的迫切需要。 

人口与经济活动在海岸带空间上集聚，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二十世纪初期以来，在城市

化、工业化的驱动下，这一趋势更加突出。联合国《21世纪议程》记载，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海

岸线60公里以内的地方，到2020年全球总长45万公里的海岸带上人口居住比例将提高到四分之三。特殊的

地理、人文、资源环境使海岸带成为经济最发达、开放度最高、发展活力最盛的区域，国外发达国家高度

重视海岸带的管理，“海岸带经济”的巨大生命力已显现，并必将成为重要的经济模式。我国和山东的发

展也不例外。在15 年前，山东就开始实施建设“海上山东”和开发黄河三角洲两大跨世纪工程，近几年

又实施半岛制造业基地、半岛城市群、半岛港口群、突出青岛、突破烟台等战略，这些措施无不与发挥沿

海优势有关。海，是这些战略确立的基本要素，开放发展、海陆联动、海外连接是其重要特征。在进一步

抓好这些举措的基础上提出打造亮丽的海岸带经济，是顺应沿海发展大势、由点到面、整合优势、强势突

破、带动全省的必然选择。 

山东的海岸带区域，具有地理位置优越、海陆资源密集、产业集群荟萃、开放程度高、城市密度大的

特点，经济发展三大亮点显示度最高。海岸带经济是开放式的区域性经济，是促进山东经济超常规发展的

最具核心竞争力的特色经济。发展海岸带经济，可以加大沿海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推进力度，从而形成新的

特色经济板块。3100多公里长的海岸带构成亮丽的风景线，囊括了海上山东、黄河三角洲、半岛制造业和

半岛城市群、半岛港口群的核心区域。据山东统计局统计的数据显示，2004年，山东沿海7市陆地面积为

7.1万平方公里，占全省的44%；人口3301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33%；国内生产总值7844亿元，占全省

GDP总量的50%；实际利用外资78亿美元，占全省实际利用外资79%；出口创汇283亿美元，占全省出口创汇

总额的74%。可见，这一区域聚集了全省的主要优势资源和先进生产力，是带动全省经济超常规、高速

度、跨越式发展的“龙头”区域，是全省发展水平最高、潜力最大、活力最强的经济区域。 

加快海岸带经济的发展，具有带动山东全省加快发展的重要作用。珍惜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性机遇，

从海岸带经济这一更大范围来构筑战略工程，实施山东经济大联动、大发展，可以更有效地拓展环渤海、

环黄海经济联系，发挥通达海外的经济要冲作用，广泛集聚经济势能，激活生产力，对于改变传统的海陆

分治、产业壁垒，确立系统整体的科学发展理念，对于推动山东经济由单项突破逐步向整体优化发展，保

证省委省政府一系列重大举措的实施，促进山东经济上台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把海岸带经济打造成山东最具特色的亮点工程 

打造海岸带经济的总体思路是：贯彻省委“一二三四五六”的发展目标和工作思路，通过对传统海洋

经济发展的创新与突破，与半岛城市群、制造业基地、生态等省建设相衔接，促进沿海生态、经济、社会

协调发展，构筑海岸生态带，海岸产业带，海岸城市带，海岸国际旅游度假带等四带，形成新的海岸带板

块经济。实行海陆联动，综合开发，实现沿海高新技术、支柱产业、生产力布局、生态环境、城市发展的

新突破，提高全省经济综合实力，走出一条具有山东特色的海岸经济创新发展之路。在打造国际知名山东

黄金海岸的同时，并打造出新的亮丽的“海岸带经济”品牌。 



海岸带经济是指发挥沿海区位、资源、科技、开放优势而形成的海陆一体经济，具体来说是指以海

域、海岸带为载体，海陆衔接这一地域空间的经济体系。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海岸带，都是资源、风光、产

业、城市复合度最高，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和潜力最大的区域。从山东的实际来看，海岸带经济的区域范

围，向陆一侧应为沿海各市，向海一侧应为《海洋法公约》规定的海域。而其中向陆一侧30公里，向海一

侧12海里，是海岸带经济的核心区域。 

目标是：到2010年，全省海岸带经济占全省GDP60—65%到2020年达65—75%；沿海的外向型经济要有

更大发展，形成高度开放的格局，提高开放的层次和水平；海岸带集聚人口和城市化水平到2010年分别达

到40%、60%，到2020年分别达到55%、70%；进一步促进生态区、工业区、城市区与旅游休闲区四位一体发

展，实现沿海地区生态、经济与社会的高度和谐与协调，陆海一体化达到国内先进水平。2020年，使山东

沿海成为环境优美、经济发达、社会和谐的具有国际水准海岸经济带和临海经济区。 

山东海岸带经济建设的重点是：在突出青岛和突破烟台战略指导下，实施9大海岸工程，打造3千公里

亮丽的黄金海岸： 

（1）海上山东建设工程。 

（2）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工程。 

（3）海岸带制造业基地建设工程。  

（4）海岸带生态建设工程。 

（5）海岸带国际旅游度假建设工程。 

（6）黄河三角洲开发建设工程。 

（7）海岸带城市群建设工程。 

（8）突出青岛、突破烟台建设工程 

（9）园区建设工程 

三、山东海岸带经济面临的挑战与应对措施 

海岸带经济的快速膨胀必然给海岸带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目前，海岸带经济的发展与环境保护面临

严峻的挑战，如何抓住难得的发展机遇期，走可持续的海岸带经济发展之路，我们认为必须积极应对，采

取相应措施： 

1、进一步更新观念，树立海岸带发展保护新理念 

按科学发展观和省委突出青岛和突破烟台等重大战略部署，进一步开阔视野，拓展工作思路，对新世

纪的山东海岸带进行新的谋划，作出新的战略部署，把海洋、陆地与海外山东更好地结合起来，把沿海建

设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和更新的阶段。在全省进一步掀起一场解放思想发展海岸带经济的大讨论，以实现

思想观念的更大突破，特别是突破陆海经济分割的传统观念，树立陆海经济一体化统筹发展新观念；突破

地域分割行政壁垒的诸侯经济狭隘意识，树立发展市场化的区域合作经济新理念。进一步提高在发展海岸

带经济的同时加强海岸带空间管制重要性的认识，把发展与保护结合起来，既增强机遇意识、危机意识和

创新意识，又承担起宏观经济管理的责任，用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或其它方面的手段，对海岸带环境

资源加强管理，既要考虑行为主体对资源利用提出的各种需求的相对合理性，又要考虑整个社会的资源环

境的管理要求，进一步加强发展与保护的政策机制建设，围绕建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相一致

的生态化大产业，在生态环境保护、可持续循环利用上做文章，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海岸带循环经济发展

模式。 

2、坚持科学发展观，加强海岸带工程的空间管制 

随着海岸带经济的深入，海陆之间资源的互补性、产业的互动性、经济的关联性进一步增强。要使技

术、资源、人才、资金得到合理配置与有效利用，空间布局更加合理，要素组合更加优化，使海岸带优势

在与沿海陆域经济联动发展中，在与全国的生产力布局紧密结合中和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中得到充分的开发

和利用，必须构筑合理的空间发展格局。由于海岸带是一个特殊的环境体系，重点工程都布局在此，生态

环境十分脆弱。针对海岸带管理中的发展与保护、利用与储备矛盾突出、生态环境恶化的实际，必须实施

海岸带产业发展规划管制、空间分类管制、重点区域布局管制，统筹海域与陆域的发展，统筹各项建设工

程，统筹海岸带开发的国内区域合作和国际合作与竞争，在空间布局和产业整合上多做文章，合理配置现

存的海岸带资源，使海岸带经济产生最佳的配置效益，取得更大增长。还要实施海岸带生态整治和资源修

复行动计划，搞好海岸带环境的综合治理，保护脆弱的海岸环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使海岸带区域经济

的核心竞争力长盛不衰。 

3、培植高新技术产业，增强海岸带经济发展活力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高新产业在海岸带经济系统中的比重迅速增加，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日益

扩大，海岸带经济成为综合性的复杂经济体系。适应这种变化，在产业政策上，应努力优选战略产业，积

极培植新的长远增长点，从而带动海岸带经济的长足发展。要把有限的资金投到这些产业上去，投到关系

长远发展的关键环节上去，使产业结构在动态发展中优化，在前进中升级、提高。另外，在产业发展的指

导上，要制定各项优惠政策，改变靠拼资源环境求发展的办法，努力依靠科技、通过提高科技含量求速

度，求发展。实施突出青岛、突破烟台战略工程，重点在发挥科技优势上做文章，培育区域性科技经济航

空母舰。 

4、整合海岸带管理资源，强化海岸带管理 

为保证海岸带经济的顺利打造，必须加强海岸带经济综合管理机制建设。当前海岸带管理，政出多



门，管理力量分散，形不成合力，局部地区海岸带建设存有盲目性，管理滞后。要整合管理力量，探索联

合执法的新模式。要高度重视海岸带自然风貌的保护管理，严格控制填海工程项目和打击偷盗违规开采海

砂。要高度重视海岸带生态环境整治，针对我省“两湾一口”，即莱州湾、胶州湾、黄河口生态环境脆

弱，海水交换能力差，生态灾难突出现状，加大海洋生态治理和渔业资源修复，再造碧海蓝湾和黄金渔

场。通过强化管理机制建设，促进海岸带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把半岛海岸建成亮丽的黄金海岸带、阳光

生活海岸带、绿色海岸带。 

5、建立健全综合协调机制，保障海岸带经济健康发展 

海岸带经济建设涉及产业布局、空间管制等众多领域，是一个系统工程，协调任务繁重。要打破条块

分割，消除体制障碍和产业壁垒，建立具有权威性的综合协调机制，统筹规划，搞好各大战略工程之间的

协调，激活各种生产力要素，显著提高资源配置水平和宏观调控能力。把市场机制和政府管理机制结合起

来，解决好领导、投入、政策等机制建设存在的问题，大幅度提高决策和宏观管理水平。鉴于半岛经济综

合实力强，产业关联度高，建议由省、市有关部门组成联席会议，增强地方与部门的协调性，强化对海岸

带经济重大决策、重大工程项目的协调及政策措施的督促落实。积极探索由社会、企业特别是专家参与的

科学决策、咨询、评价机制，调动涉海各部门的积极性，形成沿海开发与保护的合力，推动海岸带经济上

台阶、上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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