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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发展对烟台地区经济的影响 

 
摘要：21 世纪是海洋的世纪，以海洋经济为基础的蓝色经济已成为推动世界发展的强大力

量。全球范围内，向海洋要资源、要财富的“蓝色革命”汹涌澎湃。新年伊始，《山东半岛蓝

色经济区发展规划》获得批复，成为我国第一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区域发展战略。烟台在

这一战略规划中处于核心区位置，并被赋予骨干城市地位，烟台由长期以来的国家战略旁观

者，变成了国家战略主要承担者。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战略中，烟台层次高、辐射广、综

合性强，蕴含着巨大发展潜力和广阔发展前景。本文首先介绍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概况，

而后利用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理论，分析了烟台地区近十年间经济发展的变化，最后得出结

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战略为烟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发展机遇，烟台从此开启了海陆

统筹、科学发展的新篇章。 

 

关键词：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烟台市蓝色经济发展 

 
Abstract: The 21st century is the century of the sea in which the blue economy based 
on sea industries has become a powerful force throughout the world. Nowadays, all 
countries are struggling for marine resources and wealth, thus start the “blue 
revolu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year, the “Shandong Peninsula Blue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ject” won its approval, and it is the first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that based on marine economy in our country. Yantai possesses a core 
position in this strategic plan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as the backbone city. Instead 
of being a long-term national strategy onlooker, Yantai now has become a major 
undertaker for national strategies. In Shandong peninsula blue economic strategy, 
Yantai bears a high-level, a wide scope and a comprehensive strength, thus containing 
enormous potential and broad prospects for development. In this paper, firstly, I gave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Shandong peninsula blue economic zone. Then, by using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s theory, I analyzed the changes took place 
in Yantai’s economy during the last ten years. At last, I got the conclusion: Shandong 
peninsula blue economic strategy brings an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y for Yantai’s 
development, Yantai should make integrated plan on the use of land and the sea 
resources, therefore obtains a scientif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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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1.0 引言 

胡锦涛总书记 2009 年 4 月视察山东时强调指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科学开发海洋

资源，培育海洋优势产业，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这一重要指示为山东省顺应国际国

内发展大势，积极抢占发展战略制高点，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指明了努力方向。 

终于，今年年初，我国第一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区域发展战略——《山东半岛蓝色经

济区发展规划》获得批复。烟台在这一战略规划中处于核心区位置，并被赋予骨干城市地位。

依海而立、因海而兴的烟台，再次迎来历史性的重大发展机遇。 

改革开放以来，烟台作为沿海城市能够实现率先发展，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临海之便、海

洋之力。跻身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行列，成就了烟台 30 年的辉煌发展。“十一五”时期，

烟台把发展海洋经济、临港产业作为全市的重点工作来抓，奠定了发展蓝色经济的坚实基础。 

鲁东大学蓝色经济研究所所长、商学院副教授刘良忠说，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蓝色

经济都是烟台最大的优势和潜力所在。以海洋、临港、涉海产业为支撑的蓝色经济，集中了

烟台主要的高端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因此，挺进海洋，大力发展蓝色经济，为烟台经济的

“转调”提供了新的契机。“传统的观念是以发展陆域经济为主，海域经济为辅。这次蓝色经

济区规划要求着眼点从沿海向深海、近海向远海拓展，这样对我们转变发展方式起到非常好

的推动作用。” 

2.0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 



2.1 蓝色经济区的定义 

蓝色经济区，是指依托海洋资源，以劳动地域分工为基础形成的、以海洋产业为主要支

撑的地理区域，它是涵盖了自然生态、社会经济、科技文化诸多因素的复合功能区。基本特

征是：依托海洋，海陆统筹，高端产业聚集，生态文明，科技先导。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是

全国海洋科技产业发展的先导区，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和谐进步的示范区，海陆一体开发和

城乡一体发展的先行区。 

2.2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地位 

2.2.1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提出 

党的十七大提出，发展海洋产业，构筑现代产业体系。2009 年 4 月，胡锦涛总书记视

察山东时强调指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科学开发海洋资源，培育海洋优势产业，打造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这一重要指示为山东省顺应国际国内发展大势，积极抢占发展战略

制高点，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指明了努力方向。 

2.2.2 建设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上升为国家策略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以于 1 月 4 日得到国务院正式批复，成为“十二五”

开局之年第一个获批的国家发展战略，也是我国第一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区域发展战略。

这标志着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国家海洋发展战略和区域协调

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2.3 建设、发展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原因 

建设好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的重大举

措，关系到我国实施海洋发展战略和完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全局。 

为此，山东省政府表示，在新形势下，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加快建设山东半岛蓝

色经济区，有利于拓展国民经济发展空间，维护国家战略安全；有利于加速形成新的

经济增长极，完善我国沿海整体经济布局；有利于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海洋

经济可持续发展；有利于提高海洋经济国际合作水平，深化我国沿海开放战略，意义

十分重大。 

2.4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发展优势 

山东省是海洋大省，海岸线长 3000 多公里，占全国的 1/6。拥有海湾 200 余处，其中优

良港湾 70 余处，海岸 2/3 以上为基岩质港湾式海岸，是我国长江口以北具有深水大港预选

港址最多的岸段。  

  此外，山东省海洋科技优势得天独厚，是全国海洋科技力量的“富集区”，拥有海洋科研、

教学机构 55 所，包括中科院海洋研究所、中国海洋大学、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中

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等一大批国内一流的科研、教学机构，1 万多名海洋科技

人员，占全国同类人员的 40%以上。  

  而经过近 20 年“海上山东”的建设，山东沿海地区已经形成了一系列海洋产业隆起带，

具备很强的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产业基础。 

2.5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区域发展的基本思路与战略定位 

山东加快推进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的基本思路，就是以沿海七市为前沿，以

全省资源要素为依托，以海带陆、以陆促海，内外联动，努力建设我国海洋科技教育

中心、海洋优势产业聚集区、滨海国际旅游目的地、宜居城市群和海洋生态文明示范

区，形成连接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沟通黄河流域广大腹地，面向东北亚全方位参与

国际竞争的重要增长极。此举准确把握了山东在国内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中的定

位：对内，可以强化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互补性和兼容性，打破行政壁垒和市场分割；

对外，加强国内区域合作和扩大对外开放；向北，对接天津滨海新区，参与环渤海开

发，加强同东北亚经济区的合作；向南，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淮海经济区经济合作；



向东，加强与日韩合作，承接产业和资本转移；向西，加强与豫冀晋陕等的省际协作，

延伸发展腹地，为山东省长远可持续发展储备战略资源，使山东区域经济不断实现新

的腾飞。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战略定位是：建设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现代海洋产业集

聚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海洋科技教育核心区、国家海洋经济改革开放先行区和全

国重要的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  

3.0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理论与十年前烟台市产业结构分析 

3.1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理论 

1.待开发阶段 

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区域经济处于为开发或者不发育阶段，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

方式原始，手段落后，产业结构单一，第一产业占有极高的比重，商品经济不发达，市场规

模小，长期停滞在自给自足甚至自己不能自足的自然经济中。 

2.成长阶段 

当区域经济跨国工业化的起点呈现出较强劲的增长势头标志着区域经济进入了成长阶

段，在这一阶段中区域经济呈现高速增长，经济总量规模迅速扩大，产业结构急剧变动。 

3.成熟阶段 

经历长期的高速增长，区域经济进入了成熟阶段，其主要特征有：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减

慢，并逐步开始稳定，工业化已有较长的历史，达到较高水平，第三产业也较发达，基础设

施齐全，交通与信息已基本形成网络，生产部门相当齐全，协调能力较强，区内资金能力人

口素质较高。 

4.衰退阶段 

由于运输位置的转变产业布局指向的变化，资源枯竭，资金技术的变化区域进飞机在经

历成长阶段后逐渐进入衰退阶段。 

3.2十年前烟台市产业结构分析 

3.2.1烟台市经济发展阶段分析 

第一，从国内生产总值来看， 2004年已经达到1639亿元，比1990年增长11%，生产力大

幅提高，已经进入工业化成长阶段。 

第二，从产业结构变动看，处于工业化的中级阶段。根据钱纳里工业化阶段理论，中期

产业，是指经济发展中期对经济发展起主要作用的制造业部门，主要是第二产业。 2004年，

烟台市的三次产业构成为10.45:56.42:33.13。在三次产业的构成中，第二产业远远超过第一

产业的比重，稳定在50％以上，已达到工业化中期水平。 

3.2.2 烟台市产业结构分析 

1.第一产业 

年份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第一产业 2323314 2302560 2374500 2412273 2604464 

农业 1224386 1148977 1203872 1157891 1177218 

林业 39496 43749 45116 48245 44276 

畜牧业 295061 322358 344303 450237 422759 

渔业 764370 757542 781210 805699 8696891 

第一产业结构中传统的种植业与渔业部分一直含有绝对的比重，林业和畜牧业的比重较

小，农业产业机构总体发展态势比较稳定，第一产业增加的构成中农业和渔业占有与绝对的

比重。当前烟台市第一产业的主要问题是： 

(1)第一产业中农业比重过高，就业人数比重过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2003年第一产



业人数150 万约占社会总人口的41.05%，高于第二产业的30.5%和第三产业的28.44% ，农民

收入一直在增长但是增长速度越来越缓慢。 

(2)产业结构不合理，传统种植业比重较大，具有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的林果业和畜牧业

渔业比重较小，烟台市有71% 的土地面积为山丘，非常适合发展畜牧业，但是烟台市畜牧业

的总产值尚不足。 

2.第二产业 

年份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第二产

业 

2927100 3462700 3790000 4159000 4559700 5031800 5780300 7049300

工业 2686600 3202900 3490000 3844000 4224700 4635600 5265000 6391900

建筑业 240500 259800 300000 315000 335000 396200 515300 657400

(1)工业比重过大建筑业比重小，2003年烟台市全市的第二产业总产出为704.93亿元，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3.57%，第二产业基本呈线性增长，工业几乎以相同的斜率逐年稳步增长，

在第二产业中，工业处于绝对优势，建筑业的比重很小，制造业形成了四大支柱工业，以制

造业为主制造业形成了机械制造、黄金和食品加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其中食品加工业明

显拉动烟台经济增长，形成良好的产业链。 

(2)经济外向型特征明显外向型经济已经成为烟台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烟台市

2002年进出口总额为44.78亿元，约占全省的1/5。烟台市外贸依存度为33%，高于山东省的

平均6个百分点，但低于中国的60%和青岛的92%，主要问题第二产业比重过大，缺少具有竞

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高新技术产业，规模较小资源开放性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较多。 

(3)制造业现状为传统性和现代性制造业度有所发展，但是潜力性产业刚刚起步，且传

统产业比重还是很大，资源集约利用度差，制造业的配套生产能力差区域合作处于初级阶段。 

3.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以统的社会服务业为主，2003年烟台市第三产业产业增加值469.20亿元，其中

批发零售餐饮业交通运输和社会服务业贡献率较大，新型的产业发展较快但仍处于初级阶段

第三产业吸收劳动力最多，对地方经济的贡献率也最大，但是从烟台的第三产业发展情况来

看第三产业发展不足服务业也上有欠缺。 

3.2.3烟台市产业发展的建议 

三大产业结构的调整主要解决社会资源在三大产业之间的合理分配，已达到最优的经济

效益。烟台市的三大产业结构调整原则是减少第一产业的比重，巩固第二产业，大力发展第

三产业，尤其是旅游业等吸纳劳动力较多的第三产业。 

4.0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的发展对烟台地区经济的影响——烟台市蓝

色经济发展全面提速 

4.1 烟台市发展蓝色经济的优势 

第一，区位条件优越。烟台位于山东半岛中部,是山东省 7 个沿海城市中唯一跨黄、渤

两海的城市。在山东省,烟台是胶东半岛制造业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东省的副中心城市,

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整体规划“一区三带”的发展格局中,占据其中一区两带的重要位置。

在环渤海地区,烟台市位于出入渤海湾的门户位置,起到连接东北与华北、衔接“两海”(渤

海与黄海)的重要作用;在东北亚经济圈和亚太经济圈,烟台市承担着沟通中日韩、辐射朝蒙

俄(朝鲜、蒙古、俄罗斯)的重任。即将建设的中韩轮渡,如果建成通车,我国的铁路和韩国、

日本有望实现联网,那时,烟台的区位优势将更加明显,必然会更进一步促进烟台经济的发

展。上述区位不仅赋予了烟台发展高端产业的重任,而且也为高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众多合



作的平台和机会。 

第二，资源丰富。烟台市海域面积达 2. 6 万平方公里,接近陆地面积的两倍; 909 公里

海岸线在全省位居第二;岛屿面积达 68. 57 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 40. 7%。烟台市不仅拥

有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而且有高尔夫、酒庄、温泉、沙滩、岛屿等高端滨海休闲度假旅游

资源,还有黄金、卤水、煤炭、石油、天然气等海洋矿产资源。 

第三，蓝色产业初具规模。十五以来,烟台市海洋经济快速安展, 2008 年实现总产值 943 

亿元, 增长 18. 5% ,初步形成了以海洋渔业、港口物流、滨海旅游业等优势产业为支撑,以

海洋生物制药、海洋装备制造、海洋风电和海水综合利用等产业为先导,较为完善的蓝色产

业体系。 

第四，海洋科技能力较强。据统计,烟台市集聚了中科院烟台海岸带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等 9家涉海科研机构和高校,培育起 13 个国家级、15 个省级海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海洋科

技研发工程技术人员超过 1000 人,学科带头人 80 多人。 

4.2 烟台市发展蓝色经济的重点产业 

区别于传统的海洋经济，蓝色经济更加注重一、二、三产业在更高水平上的协同发展。

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充分发挥渔业资源优势，加快发展现代水产养殖业、渔业增殖业和现代

远洋渔业，建设全国重要的海水养殖优良种质研发中心、标准化健康养殖园区、出口海产品

安全示范区和海洋牧场示范区，打造一批国内远洋渔业基地和海外综合性远洋渔业基地。同

时，优化发展以海洋生物、装备制造、能源矿产、现代海洋化工、海洋水产品精深加工等为

代表的第二产业，强化海洋第二产业的支柱作用。突出发展海洋旅游、物流、海洋信息服务

等海洋第三产业，以自主化、规模化、品牌化、高端化为方向，大力培育一批海洋优势产业

集群，全面增创现代海洋产业新优势。 

烟台是海洋大市，却不是海洋强市。就海洋经济总量而言，我们走在前列，但在海洋产

业中的新兴领域还不处于领先地位。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只有以高端技术、高端产品、高端

产业为引领,强化港口、园区、城市和品牌的带动作用，加快发展海洋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新

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海洋优势产业集群,烟台才能真正成为有较强自主创新

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现代海洋产业集聚区。 

结合烟台市实际和蓝色经济区建设的要求,烟台市蓝色产业发展思路应确定为“面向全

球,立足基础,着眼长远,突出高端”,重点发展如下六大产业:现代海洋渔业, 海洋资源综合

利用产业, 海洋环保产业, 海洋重化工产业, ，现代物流业以及休闲度假旅游产业。 

 4.3 烟台市发展蓝色经济取得的显著成果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项目推介，烟台签下 485 亿大单。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部分市、县

政府和企业与投资合作单位进行了项目签约。共签约项目 23 个，投资额均在 20 亿元以上，

总投资额达 2549.4 亿元。其中，烟台共有四个项目签约，总投资额 485 亿元。烟台的四个

签约项目分别是：中冶烟台国际商务城；无线宽带物联网（数字）产业示范园区项目；莱州

黄金半岛蓝色海岸旅游开发项目；莱阳丁字湾滨海省级旅游度假区项目。 

烟台大学拟成立山东半岛蓝色经济研究院。为了抓住国家建设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重大

战略规划的机遇，烟台大学拟成立山东半岛蓝色经济研究院，并增加与海洋有关联的相关新

兴专业，逐渐把烟台大学建设成为烟台蓝色经济发展的人才培育基地。蓝色经济研究院的设

置，必将促进优化资源配置，增加科技投入，形成合力，为烟台的蓝色经济发展提供人才保

障。 

济南到烟台规划动车直通。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离不开完善的交通体系建设。烟

台积极打造面向中日韩的交通物流枢纽城市，加快德龙烟铁路、青荣城际铁路、烟台潮水国

际机场等重大交通设施建设，推进渤海海峡跨海通道、中韩铁路轮渡等战略性项目的研究论

证，构建海陆相连、空地一体、便捷高效的现代立体交通网络。 



烟台将建国家级核电基地。充分发挥开发区、高新区、保税港区三个国家级园区和一批

省级园区的“洼地”效应，烟台市将着力建设国家级核电研发中心和核电基地、海洋新材料

产业基地、现代远洋渔业基地、海产品冷链物流基地等，发展一批特色园区，形成新的经济

增长点。  

4.4 烟台市促进蓝色经济更快向前发展的对策 

作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中的重要城市，烟台市在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面前，如何拟定

切实可行的发展思路，积极融入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推动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和建设，我

认为，应努力从四个方面实现突破： 

1.深入更新观念，转变发展思路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烟台市的每一次大发展都是解放思想的结果。山

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战略是山东省发展战略的一次重大调整，也是一次战略性转折。对烟台市

而言，也要尽快打破思维定势，更新传统观念，转变发展思路，开阔发展视野，发挥自身优

势，拓展发展空间，将发展的目光更多的从陆地投向海洋，实现以海带陆、以陆促海，海陆

统筹、城乡统筹、区域协调、产业协调，促进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实施全面协调可持续

发展。 

2.转变发展方式，实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蓝色经济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新的发展模式，鲜明特征是创新、科技、开放、生态。山

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建设，要求烟台市转变发展方式，增强科技创新，由陆地向海洋扩展，

从近海向深海延伸，注重生态环境，实现海洋开发和保护并重，沿海和内陆发展同步，国内

和国外双向开放，各方面、各领域统筹兼顾，在海陆统筹协调发展、区域统筹协调发展、城

乡统筹协调发展、产业统筹协调发展等方面，实现新的突破。 

3.纳入国家战略，增强区域竞争力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若上升为国家战略，作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的烟台市，亦将进入国

家决策层面，可以充分利用国家和山东省的政策优势，放大自身的区位效应，拓展城市的腹

地和开放空间，城市的发展将提升到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城市和区域发展将面临更大的空

间，地位进一步提高，功能进一步强化，在山东省和环渤海经济圈、东北亚经济圈内的区域

竞争力也将显著增强。 

4.提升和优化产业结构，培育和发展南北沿海产业带 

烟台市正在建设的南、北两条沿海产业带（经济带），均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规划范

围内。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九大核心区”中，烟台市有三个，即丁字湾海上新城、龙口湾

海洋装备制造业集聚区和莱州海洋新能源产业集聚区。此外，莱州市还被纳入了黄河三角洲

高效生态经济区规划，能够利用半岛蓝色经济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两个方面的资

源优势。以丁字湾海上新城、龙口湾海洋装备制造业集聚区、莱州海洋新能源产业集聚区等

新兴的核心区为增长点，烟台市南、北两条沿海产业带（经济带）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时

期。 

5.0 结论 

随着海洋世纪的到来，以海洋经济为主导的蓝色经济越来越成为新世纪发展的制高点，

成为带动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强大引擎，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实现新跨越的主导力量。山东

半岛蓝色经济区战略正是顺应着这样的时代潮流。优越的区位条件、丰富的资源禀赋、雄厚

的产业基础、有力的政策支持，成为助推烟台蓝色经济腾飞的强力支撑。抓住机遇、发挥优

势、用足用好优惠扶持政策，乘势而上，烟台蓝色经济必将踏浪前行，前景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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