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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半岛城市群包括青岛、济南、烟台、淄博、威海、潍
坊、东营、日照等，面积约 7.3 万平方公里。该地区受日韩经济

辐射影响较大，以轻纺、食品、石油、机械电子、石油和天然气

开采、化学工业为主导产业，自然资源丰富，农业和海洋产业

基础雄厚，劳动密集型产业发达，特别是电子和家用电器产

业竞争力很强，是中国重要的对外开放基地。

一、山东半岛对外贸易发展优势

1.优越的地理位置。山东半岛介入京津塘和长江三角洲

两大经济区之间，形成东联日韩、南联长江、北联辽中南、西
联京津的桥头堡。其完善的基础设施进一步强化了区位优

势：区内交通发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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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半岛拥有众多的优良港口，有着强大的吞吐量和运

输量，对当地经济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但能带动

以港口为核心的港行产业以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也能带动第

三产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并增加就业量，也是吸引跨国公司

来此投资办厂的重要因素。
作为面向海外的窗口，山东半岛承接着日韩和欧美国家

大规模的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尤其是胶东半岛的制造业，

以青岛、烟台、威海三市为核心，凭其优越的条件和机遇，成

为了世界制造业中心。
2.知名企业众多，产品竞争力强。山东半岛大中型企业众

多。青岛，全国重要的家电制造业中心，汇集了海尔、海信、澳
柯玛等一批知名品牌。另外，青岛还是全国重要的纺织服装

产业基地，目前，知名服装品牌有红领、巴龙等。青岛还是重

要的钢铁、化工、重型机械、机械制造基地，海洋食品和医药

产业也具有较强实力。烟台蓬勃发展的机械制造、电子信息、
黄金和食品加工四个支柱产业也渐具规模，莱阳市的农产品

加工业、招远市的黄金冶炼加工业、莱州市的石材加工和汽

车零部件、海阳市的毛衫加工业、威海的纺织服装和橡胶轮

胎产业等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具有区域竞争力。
3.廉价而充足的劳动力。据统计，2009 年 1—7 月的山东

纺织品、农产品出口仅次于电子电器，为第二大出口商品；出

口贸易中，加工贸易占总贸易的 49.1%。山东对外贸易中劳

动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明显。山东半岛人口众多，其中农村

人口居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待业青年与再就业职为山东半

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第三产业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

同时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国际市场竞争力。
4.对外贸易的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是国外投

资者来山东半岛投资的重要动因之一。国家根据外商投资企

业的设立地区、企业性质等项目的不同，分别规定了可减按

24%、15%税率征税的规定，外加“五免五减”、“二免三减”、
“一免二减”或减按 10%税率征收和再投资退税等优惠规定。

另外，地方政府在认真执行国家的优惠政策的同时，积

极营造更为优越的政策软环境来吸引外资。比如威海文登市

的简山镇，通过建立仿真式韩国工业园，吸引韩资企业在此

建厂立业。
在进出口环节，国家制定了对特定地区、特定企业进口

特定货物的行为实施减免关税、增值税和工商统一税、对特

定地区特定企业或特定用途的进出口货物可减征或免征关

税等一系列优惠政策。

二、山东半岛对外贸易中出现的问题

凭借优越的条件和机遇，山东半岛对外贸易取得了骄人

的成绩，同时也出现了诸多问题，影响其进一步发展。
1.港口群功能不协调。山东半岛港口众多，但港口功能雷

同，结构矛盾突出，港口间各有利益取向，出现职能分工不明

确，重复建设等问题，不适应大型化、专业化的市场需求。比

如烟台四大港口在功能上存在较大的同构性，主要以煤炭、
液体化工、粮食和建材为主要货种。缺少大型深水码头，全市

港口 127 个生产性泊位中，万吨级以上泊位只有 34 个，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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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65 页）理是一项长期持久的工作，除了在法律法规、
技术手段等方面需要有明确保障、得力措施外，对其进行全

面研究极其重要。2007 年，扬州市园林局出台了《扬州市园林

管理局技术津贴、科研成果奖励实施办法》，组建了扬州市园

林文化等六个研究所，倡导机关干部、基层负责人以及每一

个园林工作加强对扬州市古典园林旅游学术研究，以期形成

浓郁的研究氛围。下一步，要将研究工作落到实处。一是要加

强在职培训，提高园林工作者的综合素质。二是要加强各个研

究所科研队伍建设，落实研究资金，充分发挥其收集资料、研
究和展示园林历史文化的多功能作用。三是要创办办好《扬

州园林》刊物，使其成为研究古典园林旅游文化的阵地，学习

古典园林旅游文化的课堂。四是开展扬州园林修志工作。总

之，要使扬州市古典园林旅游研究工作走在全国同行前列。
6.加快古典园林旅游产业化的进程。要研究新形势下古

典园林旅游发展的新规律，树立新的经营理念，要站在“大园

林、大产业、大发展”的高度，进一步面向市场、服务市场、适
应市场、走向市场，增强经营创收能力。各个古典园林旅游管

理处，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树立扬州大园林的观念，加快资产

重组，迎接市场挑战。可以剥离瘦西湖的经营资产、整合个园

“花局里”经营资产以及绿化养护管理处的部分经营资产，按

照现代企业制度，组建“扬州园林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成立后要实施特色经营和精品战略，积极探索“一业为主，多

业兼营”的经营方争，拓展新的经营领域和新的经营项目，实

施多元化发展；着力抓好旅游产品、旅游纪念品的开发经营，

主动承揽园林工程。还要跳出园林求发展，涉足生态房地产业、
生态农副产品业等；积极创造条件与从事园林经营、园林旅游

的公司合作经营，实现园林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的有机对

接；甚至可以跨行业、跨地区经营，实施集团化发展战略。

四、结论

通过科学规划、创新体制、加快建设、塑造品牌以及推进

古典园林旅游产业化的进程等多种措施和手段，可以为进一

步保护、恢复和建设扬州市古典园林旅游提供强有力的物

质、体制、资金、人才上的支撑，为扬州市古典园林旅游再度

辉煌，赢得过去曾有的“扬州园林，甲于天下”的美誉创造更

好的条件，让每一位来到扬州国内外游客，徜徉于精致而秀

美的扬州市古典园林旅游之中，一定会感受到扬州“诗画瘦

西湖，文史古扬州”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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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万吨级以上泊位，不能接卸大型散货、液货船舶。缺少专业

码头，装卸效率难以提高。全市大部分码头为散杂货泊位，对

发展大进大出的大项目如钢铁、石化暂时造成制约。
2.产业结构不合理。临港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关联效应

不明显，生产集中度低。很多港口城市临港工业中轻工业占很

大比重，能够借助港口大进大出降低生产成本的产业比重很

小。产业链不够长，缺乏上游产业，大部分为初级加工产品。
3.技术含量不高。山东半岛在土地和劳动力成本方面具

有一定优势，但在信息、人才和研发力量方面与发达国家和

地区比较还有一定差距。对外贸易中出口的大多是劳动密集

型产品以及初级产品，无论竞争力还是效益都大打折扣。
4.腹地经济一体化进程缓慢。强大的腹地支持是港口城

市群提高竞争力的关键。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山东半岛地方

保护主义盛行。等级观念渗透到经营关系和区域合作方面，

大城市之间缺乏合作，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更谈不上合作，

狭隘的地区主义和本位主义制约着区域经济一体化。

三、关于山东半岛对外贸易发展的几点建议

1.协调港口群功能。山东半岛应该避免恶性竞争，根据各

港口特点和优势，明确港口定位，突出特色，合理规划山东半

岛各个港口的发展，由“竞争”走向“竞合”，实现各自利益最

大化，促进山东半岛港口群的协调发展。
2.构筑产业链。山东半岛临港产业应在注重专业化的基

础上，通过招商引资等方法引进最需要的项目，将产业链较

短的环节予以补足，使新区产业集群的生产链条更加完整。
另外注重企业之间的配合，互相配套，互为市场，努力克服低

水平竞争以及规模不经济等，纵向形成产业链，横向形成产

业群，打造世界产业基地。
3.提高产品层次和技术含量。山东半岛应注重对产品深

加工，需要大力引进各类科研机构、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和

大专院校，不断提高产品技术含量，注重技术创新，尽快培育

壮大产业集群，逐步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

提高市场竞争力。
4.加快腹地经济一体化进程。山东半岛应在积极争取政

府的政策支持基础上，构建有效的区域合作组织，加快一体

化发展战略，消除制约协同发展的诸多限制，加快市场化民

营化进程，为腹地经济快速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同时利用企

业分工合作的力量，推动地域分工体系的形成，推动地域产

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达到企业发展、地域发展和经济一体

化的多赢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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