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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渤海经济圈经济发展问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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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渤海经济圈狭义上是指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京津冀为主的环渤海经济带，

同时延伸辐射到辽宁、山东、山西及内蒙古中东部。环渤海地区拥有独厚的经济发

展优势，一向被当作继长三角和珠三角之后的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 

    

环渤海经济圈区域发展优势 

    

（一）区位优势突出 

 

环渤海地区的地理位置优越。它背靠亚欧大陆，东临太平洋，毗邻朝鲜，与韩

日俄地理位置接近。目前，沿海已建成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日照等6

个年吞吐量在千万吨以上的大型港口，以及若干百万吨以上的中型港，港口的货物

吞吐量占全国的60%。陆路有10多条铁路干线和20多条高速和高等级公路，空中有以

北京为中心的10个机场，已开通国内外航线100多条。此外，该区内分布了我国三个

大的城市群，即京津唐、辽中南、鲁北工业区。这三大城市群工业发达、技术先

进、经济辐射较广，这对开展经济技术交流、国际贸易提供了良好的经济环境。 

 

   （二）资源优势突出 

    

自然资源丰富。环渤海经济圈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海洋资源及旅游资源。本

地区已发现的矿产资源多达110多种，已探明储量的达70多种，尤其煤、石油、铁的

储量均居全国前列，这就为发展钢铁、石化等工业在原料上提供了充分的保障。环

渤海经济圈是全国唯一兼备海洋、平原、丘陵、山地和高原的地区，人文景观独具

特色，旅游业发展后劲十足，更能带动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 

        

科技力量密集，人才优势突出。环渤海经济圈占全国11.8%的土地上拥有了

20.6%的人口。区内人力资源较为丰富，为我国现阶段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充足的

劳动力。此外，该区域还拥有我国一流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在全国批准建设27

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本地区有7个，现有科研机构1000多个，各类科技人员达

130多万，约占全国的27%。 

        

（三）对外开放势头良好 

        

环渤海经济圈对外开放已经出现良好势头。1984年国家批准的14个沿海开放城

市中，环渤海地区就有5个。1988年进一步批准了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对外经济开放

区，以后又批准了5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并在天津港和大连港建立保税区。至2006

年，环渤海地区初步形成保税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边境贸

易合作区、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高技术园区、国家旅游度假区等多类型、多层

次、灵活多样的对外开放格局。 

        

制约环渤海经济圈发展的因素 

        

（一）区域内经济发展落后 

        

经济圈内老工业基地较多，环渤海地区国有经济比重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003 年北京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比例高达53.85%；辽宁则高达62.7%，非常不利于

该区域经济的顺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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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分隔严重，民企经济发展缓慢。由于缺乏市场经济意识、体制僵化，各地

争夺企业、资金、技术等要素流入而限制外出，对企业的异地并购设置障碍，导致

该圈内民营经济数量和质量都较长三角、珠三角低。 

        

（二）经济圈内没能形成统一的规划 

        

环渤海经济圈提出 20多年来，由于行政区域与经济规划不协调，制约着生产

要素的流动，其一体化进程不尽人意。北京、天津、河北已经联手打造“京津冀经

济圈”，山东的“半岛都市群”战略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辽宁正借振兴东北工业

基地之东风大张旗鼓营造自己的制造业基地。政府间相互制约，没有形成统一的思

想认识。 

        

（三）产品出口竞争力弱 

        

环渤海地区利用外资和经济总量小，且内部产业结构不合理、调整结构方向差

距大，使得出口加工区难以迅速发展，无法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四）基础条件因素的制约 

        

淡水资源紧缺。区内人均水资源仅占全国人均水资源的1/5，京津唐、辽中

南、胶济沿线等地区缺水尤为严重。“南水北调”工程的实施，情况虽有所缓解，

但短期内仍不乐观。 

        

电力不足。近年来，环渤海地区的电力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电力供应“瓶

颈”更加纤细，阻碍了环渤海地区的经济腾飞。 

        

运输能力滞后。环渤海地区主要港口大多处于100%以上的超负荷状态(不超过

70%为宜)。环渤海地区港口集散主要是铁路运输，且多港共用一路的现象普遍。 

        

环渤海经济圈加快经济发展的对策 

        

（一）国家应全面统筹并统一规划 

        

国家应从宏观调控层面上进行统一规划，这是促进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前提。 

        

统一规划基础设施。其重要性在于它能减少一体化的营造成本，避免出现大量

重复建设，提高产业链的生成效率。如北京机场高利用率使得机场建设一再扩大，

而高标准建成的石家庄机场和天津机场却航班少，客流小。 

        

统一规划区域产业结构。国家应该从政策上引导区域内的产业整合。如北京应

该强化商务、金融、信息、科技创新功能；天津则要进一步发挥港口和滨海新区的

作用，增强物流功能和制造基地功能；河北应加强发展生态农业、特色农业、出口

型创汇农业，发展有比较优势的医药和纺织等行业；在辽中地区要增强现代服务业

功能，发展以重型机械、造船、化工等为主题的制造业；山东半岛则在石油石化、

海洋化工、机械电子、轻纺等行业具有较好的整合优势。 

        

核心城市的规划。一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往往要靠若干中心城市的带动，珠三角

靠广州、深圳的带动；长三角靠上海、苏州的带动。同样环渤海经济圈也应多规划

几个核心城市。除了将京津唐作为核心城市之外，青岛和大连以及各省会也可作为

重点城市予以规划。 

        

（二）地方政府加强沟通与协调合作 

        

环渤海经济圈内各省市政府应组建一个环渤海合作机构，加强相互沟通和协

作。可以建立经济圈内各省市区高层领导定期会晤的制度，加强政策协调，就主要



基础设施建设和使用，筹建重大项目的信息(包括引进外资的项目)，建立合理的产

业分工与合作等定期进行信息交流。 

        

制定完善区域经济的政策。要保证区域政策的连续性与可预见性，必须加速完

善区域政策和立法工作，从而保证区域政策的正常执行与评价。 

        

转变地方政府职能，逐步改变这一区域的政府推动型经济。政府职能应主要变

为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发展环境，而不是直接干预企业。政府重在营造环

境，引导各个创新要素在区域内进行新的组合，支持企业探索新型产学研联合的新

形式。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为构架区域创新体系发挥重要作用。鼓励

企业跨地区、跨行业投资和合作，在产业转移中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和

政府的引导作用。 

        

（三）企业要抓住机遇实现互利共赢 

        

有效吸引外资，促进产业优化升级。目前外资一般以集团方式进入，外资企业

更注重产业链的培养。吸引外资应避免引资的盲目性，保持吸引外资的稳定才能有

效促进当地产业优化升级，企业要通过引资实现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外部市场竞争力。环渤海经济区工业产品附加值低，技

术含量不高，产品出口竞争力弱。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一是引入先进的科研成果，二

是自主研发，这都需要企业加大 R&D的投入。环渤海地区企业 R&D投入普遍较低，

远远低于沿海及南方地区企业科技经费投入比重。 

        

企业之间应加强合作，实现共赢。企业发展过程中除了面临商机还有更多的挑

战。企业不仅要利用好政府提供的政策扶持，企业之间更要通过合作、兼并等方式

解决企业在人才、资金、研发、信息、贸易等方面的不足，加强自身竞争力，同时

为该地区经济的发展注入更多的活力。作者：陈秀山、王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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