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户登录

 作者投稿

 稿件查看

   时代金融 -=> 下半月刊 -=> 正文 欢迎光

热门文章

 [2008年7月]运用多元线性
回归模型分析..

 [2008年2月]民间借贷利率
与银行贷款利..

 [2006年1月]如何加强会计
人员职业道德..

 [2006年4月]中国外汇储备
现状分析与建..

 [2008年11月]如何处理银行
业务发展与..

相关文章

·暂无

推荐文章

 [2006年1月]产品市场竞争
强度影响上市..

 [2006年1月]商业银行走混
业经营是必然..

 [2006年1月]中国存款保险
制度 模式..

 [2006年1月]中国创业板市
场风险成因及..

 [2006年1月]从华夏并购案
看券商重组

[2009年7月]东北亚区域合作视角下的山东半岛城市群建设 【字体：大 中 小】

作者：[闫付美] 来源：[本站] 浏览：[] 评论：[] 

山东半岛城市群是指由济南、青岛、烟台、淄博、威海、潍坊、东营、日照等8个地级市和2个县级市
组成的城市密集区。山东半岛城市群的规划建设，是山东省委、省政府面对新形势作出的重大战略举
措，对增强全省竞争力、实现山东的跨越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在经济全球化的主旋律下，在各国积极
寻求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大背景下，山东半岛城市群成为中国参与东北亚、东亚乃至亚太地区经济
分工协作的重要区域经济高地，它的崛起及其带动作用将成为推动山东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一、国内外城市群研究 
国外对城市群的研究起步很早，英国城市学家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1898）最先从
城乡结合的角度研究城市群，设计了由若干个田园城市围绕中心城市构成城市组群-社会城市，并称之
为“无贫民窟无烟尘的城市群”。20世纪初，英国城市和区域学者格迪斯（Patrick Geddes，1915）
在其《进化中的城市》中预见性地提出了城市扩大到更大范围内而集聚、连绵，形成由城市地区（Cit
y Region）到集合城市（Conurbation），再到世界城市（World City）的城市群体形态演化过程。二
战后，全球城市化进程加快推进，城市群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也取得了重大突破。1950年，邓肯（O. 
Duncan）在其《大都市与区域》中首次引入城市体系（urban system）的概念，认为美国大城市诸如
底特律、西雅图、达拉斯、亚特兰大等把区域经济相互连接成一个整体，这样可以更好地发挥区域优
势，组织和进行专业化生产，进行区域分工和交换。现代意义上城市群研究的开拓者当属法国学者戈
德曼（Jean. Gottmann），他提出了全新的城市群体概念—大都市带（Megalopolis），并认为它是未
来城市发展的方向。 
20世纪80年代初，于洪俊、宁越敏引入戈德曼大都市带理论后，国内对城市群发展演化、城市群内部
结构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逐渐开展起来。姚士谋在其著作《中国城市群》中对城市群发展演变规律作
了探索，并提出城市群是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依
托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以一个或两个超大或特大城市作为地区经济的核心，借助于现代化的交通工
具和综合运输网的通达性，以及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发生与发展着城市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共同
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综合体”。在实证研究方面，主要针对国内“长三角”、“珠三角”等城
市群，开展可持续发展研究（廖重斌）、产业发展研究（许学强、刘新平）、城市群特征及形成机制
研究（阎小培、顾朝林）、空间发展模式研究（章国兴）、功能与结构研究（邓先瑞等）等。  
城市群经济是一种高聚集、高能级、开放型经济，其优越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发达的交通通讯设施、
集中的金融商业机构、充足的生产要素资源供给、巨大的消费市场等，使城市群比其他地区具有更高
的经济势能，从而对周围地区产生强烈的经济吸引和经济辐射功能，演变为带动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
高能反应堆。 
二、东北亚区域合作与山东半岛城市群的构建 
东北亚地区1区域经济合作为山东半岛城市群的发展壮大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同时我们应该清楚
地看到山东半岛城市群存在成熟时间较晚、龙头城市发育不充分、整体基础相对较差等明显弱点。山
东半岛城市群应该积极参与到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去，在全球服务链和产业链中承担起重要的角
色。 
（一）东北亚区域合作为山东半岛城市群的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 
在各国各界的努力下，东北亚地区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并正在探索和创造适应本地区特点
的新的合作形式和途径。作为东北亚合作的主要合作对象—中日韩的经济合作不断走向深入，正在构
筑互利、共赢的区域合作新机制。东北亚区域合作为山东省半岛城市群的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 
东北亚地区的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在自然资源、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其他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这使得东北亚区域合作具有极强的互补性。这种互补性包括资源上的互补性、产业机构的互补性等，
所以东北亚合作必然带来规模效益。经济合作不仅会使其交换范围扩大，形成大的市场规模，而且市
场规模的扩大又会促进生产规模扩大和生产分工精细化，推动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因此东北亚
区域合作有利于半岛城市群紧密型国际分工体系的形成。 
目前，世界制造业，特别是日韩制造业正进一步向中国转移。从转移的趋势看，不仅速度加快，而且
数量上不断增加，同时转移的系统性和关联性也大大增强，特别是跨国公司积极在中国构筑价值链。
国际制造业产业转移，特别是日韩两国产业转移为山东半岛城市群的腾飞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东北亚
各国的经济具有极强的互补性，日本在技术开发、应用和科技成果商品化方面有较大优势，韩国在工
业生产技术及科技成果的实用和商品化方面也有相对优势，山东省寄希望日韩资本提升产业结构。以
日韩为重点，推动半岛八市经济从更广泛的领域、更高的层次融入全球经济，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化的
分工与协作，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全面提高半岛城市群的发展质量和水平。参
与东北亚区域合作，在更大范围和更多领域内形成与东北亚其他国家的合作，促进和带动山东半岛城
市群的产业结构调整，为山东半岛城市群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 
（二）山东半岛城市群参与东北亚经济合作的优势分析 
山东半岛城市群聚集了全省主要的优势资源和先进生产力，是带动全省经济高速发展的“龙头”区
域，也是全省发展水平、潜力最大、活力最强的经济区域。 
1.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山东半岛位于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北部，是欧亚大陆桥的东部出海口。山东半
岛东望日本和韩国，与日、韩具有良好的承接性；北接辽东半岛，西临京津唐地区，南接长江三角
洲，是京津唐地区重要的出海口、中国环黄渤海地区的核心区域，又是环黄渤海经济圈与长江三角洲
的交会点，具有较好的地缘优势。这种优越的区位条件，使山东半岛城市群有了与韩国的仁川—汉
城—釜山城市群、日本的下关—北九州—福冈城市群共同构筑环黄海经济圈跨国城市走廊的基础，从
而有望成为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重要经济隆起带，并成为黄河中下游地区与日韩等国经济交流愈合作
的桥头堡。 
2.明显的产业发展区位优势。20世纪90年代，中国实施地区协调发展战略，山东半岛成为中国环黄渤
海经济圈发展的核心区域之一，处于中国“T”字形经济宏观布局中的重要发展轴线上。半岛制造业与
周边省市在产业布局上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与合理的分工机制。山东半岛在家电、电子产业基础建设中
处于重要地位，与东北老工业基地、京津冀地区在产业发展重点上存在明显的差异。 
3．完善的基础设施。山东半岛城市群内交通发达，形成了由铁路、公路、水路、航空和管道等多种运



输方式相互补充的立体化交通网络。山东公路以密度大、质量好著称，全省公路通车里程7万多千米，
其中高速公路超过3000千米。拥有17处沿海开放港口。远洋航线可抵达日本、韩国等10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360多个港口。有济南、青岛、烟台、威海四个机场，以济南、青岛国际机场为枢纽的空中运输通
道日趋完善，目前已开辟国内外航线300多条，其中国际航线16条。  
4.良好的自然资源条件。山东属暖温带季风气候，宜于多种动植物生长，有着发展名优农产品和特色
农业的特殊优势。区内已发现矿产资源128种，是全国最大的黄金生产基地和第二大石油生产基地；建
材、滑石、菱镁矿、石墨等矿产资源均在全国具有重要地位。海洋资源是本区的特殊优势所在，有海
岸线约3100公里，其中岩基海岸约2000公里，海岸线和近海海域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数十种
矿产，渔业产量、原盐产量、地下卤水储量和可建深水泊位的天然港址均居全国第一位，有着建设深
水大港的独特优势，也是发展核电的理想区域。 
三、山东半岛城市群建设面向东北亚区域合作的策略筹划 
山东省应充分把握国际流动资本及跨国公司在东北亚地区的整个投资动向，认真分析东北亚经济圈中
包括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对华投资策略，从山东省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发挥本省区域优势，开拓
招商引资思路，做到扬长避短、合理引进、合理使用，最终达到提高山东省产业竞争力的宏伟目标。 
（一）合理规划，建立通畅的沟通与协调机制 
山东半岛城市群建设要纳入全国乃至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发展框架内来考虑，制订总体发展规划和各项
专业规划。《山东半岛城市群总体规划》深入剖析了半岛城市群发展的宏观背景、存在问题和环境容
量，通过对总体发展目标、区域空间结构、产业发展布局、重大基础设施等进行了统筹安排，为半岛
城市群确定了一条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资源永续利用、环境不断改善、生态良性循环的发
展道路。 
（二）抓住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这一机遇，积极承接世界产业转移 
加强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通过合作领域的扩大、合作模式的创新，将有力地推动山东半岛城市群的
建设。要把承接日韩产业转移作为吸引国外资金和技术的重点，努力扩大对日韩的开放；积极构建面
向日韩的跨国城市走廊，切实把半岛建设成为一个日韩制造业转移的生产基地。要加大对跨国公司的
招引力度，推动跨国公司实施外部一体化战略，与本土企业优势互补，结成战略性的合作双赢关系。
要推动本土企业加快与跨国公司的合作，纳入跨国公司的全球制造业网络。要大力发展对外加工贸
易，加快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的建设，探讨建立与日韩海产品、蔬菜、纺织品等产品的自由贸易，争
取依托港口形成自由贸易区，增强区域的国际竞争力。 
（三）调整产业结构，融入国际产业分工 
发掘传统制造业潜力，建设全新的先进制造业体系。承接以日、韩为核心的国际制造业转移，主动融
入国际产业分工，有的放矢地承接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转移。重点抓好交通运输设备，电子信息及家
电，纺织服装，化工医药，食品等五大优势产业群。济南要增强中心城市的服务功能，青岛、烟台加
强物流功能和外向型制造基地功能，其他中小城市要发展农产品加工和功能互补关系，现阶段特别是
要加强港口间的合理分工和物流发展的合理布局。 
（四）济南、青岛要在半岛都市群的经济发展中起到积极的核心作用 
《山东半岛城市群总体规划》明确将青岛、济南列为区域发展的双中心城市。作为山东半岛城市群的
两大区域型中心城市，济南与青岛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省会济南今后将着力打造以现代服务业为主
导、高新技术产业发达的综合性省会城市；青岛将致力于打造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达的国际性
港口城市和国际性海滨旅游城市。今后济南、青岛两大城市之间，要实行高速铁路、通勤铁路和高速
公路连接，山东半岛城市群内部县级城市之间以及县级市与中心城市之间，均由一级以上公路连接，
实现两大中心城市之间更紧密的联系与衔接，从而使济南和青岛发挥各自的特色功能，共同带动半岛
城市群的腾飞。 
（五）加快港路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区域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以沿海港口为核心，加强港口、疏港铁路和公路及空中走廊的高等级运输体系建设，着力构建海路相
连、空地一体的现代化交通网络。加快青岛南北向的铁路、公路、海底隧道等通道的新建步伐，提高
西行与内陆腹地的运输通过能力，解决胶济铁路运力不足问题。积极构筑青岛和日照的一小时经济
圈，青岛到烟台、威海及青岛到淄博、济南的两个骨干经济带的“一圈两带”交通框架。完善以青岛
港为龙头，以日照和烟台港为两翼的现代化港口体系，搞好分工合作，探讨成立以青岛港为核心的半
岛港口群集团，积极培育青岛港成为与上海港分工配套的次世界航运中心。 
注 释： 
1 本文所称东北亚指朝鲜半岛、日本、俄罗斯远东地区、蒙古和中国的东北三省（吉林、辽宁、黑龙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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