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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西海岸新区区域合作战略研究

[摘要]青岛西海岸新区的发展需要广大腹地的支撑，国家新一轮区域发展战略为新区腹地建设和开展广泛的区

域合作带来了契机。青岛西海岸新区在区域合作中应该层层推进，逐步发展，由青日潍一体化逐渐推进到泛黄淮

流域的合作．以不断扩大的腹地来支撑青岛西海岸新区的建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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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西海岸新区的发展需要广大的腹地

作为支撑，因此，要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战略，

加强区域合作，谋划区域发展新棋局，打造

新的区域经济支撑带，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增

长极。

一、西海岸新区区域合作的基本背景与

定位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西海岸新区

已经具备了向更高水平发展的坚实基础，同

时，国家实施海洋强国战略，新一轮开放呈

现沿海、内陆和沿边全方位推进格局，转方

式、调结构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等重大部署，

为新区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也赋予新区

新的历史使命。这一新的历史使命就是国务

院在《关于设立青岛西海岸新区的批复》中

明确提出的“打造我国区域发展的新引擎和

海洋强国建设的战略支点”，这一使命也是西

海岸新区未来发展的目标定位。

如果说国家新一轮区域发展战略把“全

面实施海洋战略，发展海洋经济”作为重点

是为西海岸新区的发展提供了契机，那么国

务院《关于设立青岛西海岸新区的批复》中

提出的“区域发展的新引擎”就为西海岸新

区实施区域合作战略奠定了基调。这个“新”

就是要适应当前的新形势，体现国家战略的

新要求，与其他新区的发展有所不同。集中

体现在：新区要在带动周边区域转方式、调

结构、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上起带头作用，

在深化改革、增强创新驱动力上起引领作用，

在增创开放新优势、促进内陆开放上起推动

作用，在推进城乡统筹、绿色低碳、产城融

合和探索新型城镇化建设新模式上起示范作

用，更好地发挥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核心区

的龙头带动作用和推进东部地区转型升级、

实现区域协调与陆海统筹的促进作用，成为

山东半岛城市群乃至泛黄淮区域一体化发展

的“领头雁”、“火车头”，发挥类似上海浦

东新区在长三角经济区、天津滨海新区在京

津冀经济区中的引领与带头作用，进而带动

整个泛黄淮区域的发展。

西海岸新区上升为国家战略以后，新区

的发展站在了新的起点上。一个城市在不同

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历史使命，需要根据经

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和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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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城市发展战略】
依托其特有的功能优势和发展基础，对未来发展的

目标定位和发展路径做出相应的调整，确定新的发

展战略。西海岸新区发展需要广大的腹地支撑，泛

黄淮区域的发展也需要西海岸新区的带动和引领，

因此，实施优势互补、彼此支撑的区域协同发展战

略是泛黄淮区域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西海岸新区实施区域合作战略的总体思路

西海岸新区区域合作战略总体思路应该发挥西

海岸新区国家级新区的重要作用，配合国家区域发

展总体战略，以西海岸新区为内核，沿交通轴线，

向外逐步扩展，做到外引内联、东承西就、由点及

线、以线带面，带动整个泛黄淮区域的发展，把西

海岸新区建设成我国东部沿海开放的重要门户和东

北亚国际航运枢纽。

(一)内核：西海岸新区

青岛西海岸新区是国家海洋经济发展战略确定

建设的新区。规划范围：陆域面积2096平方公里，

海域面积约5000平方公里，具体如图1所示。

按照青岛市建设“世界海湾，蓝色之都”的城

市发展总目标，西海岸新区将成为推动青岛、潍坊

和日照合作，形成半岛蓝色经济区核心，发挥青岛

作为山东半岛龙头城市作用的重要区域。除此之

外，西海岸新区上升为国家级新区之后，其带动和

引领作用将进一步增强。

(二)核心层：青日潍一体化区域

青岛西海岸新区东连青岛主城区，西北与潍坊

相连，西南与日照衔接，处于青岛主城区、潍坊和

日照的合围之内，其发展首先辐射的区域就是这3

个区域(见图2)。以西海岸新区为核心，把与其紧

密相连、有一定合作基础的青日潍区域建设成新区

区域合作的核心层，对发挥西海岸新区的引领作

用，推进青岛、日照和潍坊抱团发展具有重要的战

略意义。

(三)紧密联系层：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规划范围包括山东全部海

域和青岛、东营、烟台、潍坊、威海、日照6个市

及滨州市的无棣、沾化2个沿海县所属陆域，海域

面积15．95万平方公里，陆域面积6．4万平方公里。

201 1年1月4日，国务院批复《山东半岛蓝色经

济区发展规划》。青岛市是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的

核心城市，西海岸新区优越的海洋条件和基础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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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适合发挥蓝色经济引领和示范作用。同时，青岛

西海岸新区区域合作需要半岛蓝色经济区内其他沿

海城市资源的支撑。以青岛西海岸新区为核心，紧

密联系半岛蓝色经济区内其他地区，实现优势互

补、资源共享和抱团发展是青岛西海岸新区和半岛

山东省西部区域是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的重要

腹地，在西海岸新区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承接产业

转移，提供有效资源的重要作用。所以，山东全省

可作为西海岸新区区域合作发展的影响拉动层，在

省政府的统一领导规划下，进行全域统筹发展。

随着西海岸新区的不断发展，其对支撑腹地范

围的要求将越来越大，像浦东新区需要长三角经济

区、天津滨海新区需要京津冀经济区一样，西海岸

新区也需要更大经济区的支撑。黄淮河区域大部分

要么远离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和环渤海经济区，要么

处于两大经济区的边缘地带甚至是外围区域，被辐

射和带动的效果不明显。泛黄淮经济区主要包括山

东、河南全省，晋南和晋东南，陕西东部，苏北，厂—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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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城市发展战略】＼

皖北等广大黄淮区域。

青岛西海岸区域合作的辐射带动层，将从山东

省进一步向外扩展，包含长三角和京津冀经济区之

间比较宽广的泛黄淮区域。国家新一轮区域发展政

策鼓励打破行政区划限制，推进沿海、沿江、沿边

和沿路桥的轴线开发，以此带动更大范围的腹地发

展。泛黄淮区域资源丰富，该地区可在东部青岛、

日照和连云港港口内引外联的带动下，东部以青岛

为中心和龙头、中部以济南和徐州为中心、西部以

郑州为中心，在青岛龙头带动和济南、徐州、郑州

三核驱动下，各自发挥地区优势，形成优势互补、

协同发展的新经济区f圈1，以弥补长江三角洲和

京津冀经济区带动力的不足，在二者中间再造一个

城市群和经济区。其中青岛西海岸新区要发挥类似

浦东新区在长三角经济区、天津滨海新区在京津冀

经济区的重要作用，外引内联、东承西就，发挥综

合枢纽的重要作用。

总体来看，青岛西海岸新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

将发挥核心带动作用，未来将利用其沿海国家级新

区的诸多优势，利用交通轴线，层层递进，逐步向

外延伸扩展，带动泛黄淮区域广大腹地的发展。

三、青岛西海岸新区区域合作战略推进的保障

措施

(一)对青岛西海岸新区进行合理战略定位

青岛是泛黄淮区域最发达的城市，具备东部沿

海对外开放、产业基础较好等比较优势，而青岛西

海岸新区拥有前湾港和董家口港两大港口，以及经

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等，对外窗口作用明显。因

此，青岛西海岸新区在整个泛黄淮区域的定位应该

是区域对外开放窗口、经济区的内核和龙头城市。

在新一轮区域发展战略中，要将西海岸地区培养成

新的经济增长极，提高区域发展政策精准性，在全

面实施海洋战略等战略指引下，利用国家政策支

持，积极融人到“一带一路”战略中去，发挥先行

先试、引领带动的重要作用，层层推进，带动和引

领整个泛黄淮区域的发展。

(二)建立区域协同合作发展机制

合理分工、协调发展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

内涵。青岛西海岸新区在层层递进、发展腹地的过

程中，必须建立区域合作机制，以促进域内资源整

合与产业协调发展，促进优势互补、产业对接，逐

步把整个泛黄淮区域作为一个整体来规划发展。以

泛黄淮区域合作机制的建设为例，应做好以下几

点：首先应建立四大核心城市之间的合作机制，青

岛、济南、郑州和徐'N4座城市通过定期高层会晤

确定合作基调和基本政策，并以各市发改委等部门

之间的定期对接和交流解决合作障碍等问题；其次

应建立青岛、日照和连云港3个港口的对接机制，

做到港口之间功能互补、合理分工、协调发展，避

免域内自相竞争；最后是建立区域协调发展委员会

作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的主体，定期或根据需要召

开会议，由四大核心城市轮流主持，其他中小城市

积极参加，各城市在会议上提出自己的诉求，大家

共同协商解决区域合作障碍，共谋发展。

(三)发挥资源优势，实施资源与产业联动，

并做好产业对接与转移工作

区域合作的真谛在于域内各地区发挥各自资源

优势，实施资源与产业联动。泛黄淮区域资源禀赋

条件较好，矿产资源、劳动力资源、旅游资源等都

十分丰富。必须在好的合作与协调机制基础上，推

动区域资源整合与协同发展。不同的产业发展需要

不同的资源，域内各城市和地区在根据自身资源条

件发展相关产业的同时，要做好与其他城市和地区

之间的资源转移工作。一方面要推动东部相关产业

向西部转移，另一方面要推动西部的劳动力向东部

转移，做好资源与产业的对接与交流工作。这就要

求域内必须根据整体发展的需要，兼顾各方利益，

做好统筹规划，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实施资源与产

业联动，以资源促进产业发展，产业带动资源开发。

(四)争取上升为国家战略，建立区域经济发

展的政策支持体系

在国家“推动产业转移，发展跨区域大交通、

大流通，打造区域发展新亮点”等支持跨区域协同

发展的政策指引下，泛黄淮区域应积极争取国家的

支持和肯定。国家的认可和支持能够给区域发展带

来极大的政策利好。因此构想中的泛黄淮经济区必

须选好龙头城市，加大宣传，积极联合域内城市，

做好区域发展规划与申报工作，争取把泛黄淮经济

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在国家战略的支持下，建立

一套能够促进区域资源整合与开发，产业优势互补

与联动的政策体系。如制定和完善区域协调发展的

财政、投资、产业、土地、人口和环境等一系列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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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城市发展战略】

套政策，支持重点开发区域，加快人口和经济集

聚，培育一批新的城市群，以带动周边地区发展。

基于国家支持的重要性，以及泛黄淮经济区内金融

业发展滞后等实际情况，财政与金融政策将是该区

域政策支持体系的重点，此外，要根据域内不同地

区的发展现状和需求制定不同的扶持政策，如沿海

开放城市先行先试的对外开放政策，河南、鲁西南

和苏北落后地区的龙头产业扶持政策等。

(五)完善综合交通网络．促进域内外互联互通

构想中的泛黄淮经济区虽然交通网络相对发达，

但是在交通运输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由于整

个区域发展的落后，个别城市高速公路尚未修通，

公路运输尚不能做到“门到门”；机场建设和空运体

系不成熟；京广线、京九线和陇海线等作为南北和

东西铁路干线运力紧张等。所以泛黄淮区域必须积

极完善综合交通网络，促进域内外的互联互通。要

根据域内发展以及与区外连接的需要，积极规划相

应的交通线，并争取国家和地方政府支持，完善交

通运输网络。目前，连接域内三大港口城市的青连

铁路已经批准动工，青岛董家口港至兰考的青兰铁

路正在规划中。青兰铁路东起董家口临港新城，途

径诸城、莱芜、济宁和菏泽，西至兰考连接陇海线，

以缓解陇海线的压力，而且有利于发挥董家口港大

型深水港的作用。该铁路线建成后将成为泛黄淮区

域的一条东西干线，为区域发展创造条件。

(六)强化区域增长极，尤其是青岛西海岸新

区的带动作用

区域经济发展离不开核心城市增长极的重要带

动作用。泛黄淮区域的发展必须发挥青岛、济南、

郑州和徐州等核心城市以及各港口的带动作用，用

增长极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京津冀、长三角和珠

三角经济区区域协调发展早于泛黄淮区域，其中核

心城市和港口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泛黄淮经济

区域发展必须积极学习这些先进地区的成功经验，

发挥优势，克服劣势，尽可能地发挥核心城市和港

口的带动作用。青岛既是区域内经济最发达的核心

城市，又是区域东部最具影响力的港口城市。青岛

必须发挥自身优势，向西联系济南、郑州和徐州三

大核心城市，向南协调日照港和连云港港，共同促

进泛黄淮区域的协调发展。青岛西海岸新区获批国

家级新区，应积极发挥泛黄淮区域领头羊的作用，

引领与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综上所述，国家新一轮区域发展战略为青岛西

海岸进行腹地建设和开展广泛的区域合作带来了契

机，青岛西海岸新区的诸多优势也为其在区域合作

中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创造了条件。青岛西海岸新区

在区域合作中应层层推进，由点及面，逐步发展，

由青13潍一体化，逐渐推进到泛黄淮区域的合作，

以不断扩大的腹地面积来支撑青岛西海岸新区的建

设与发展。青岛西海岸新区得天独厚的优势和条件

决定了其在泛黄淮区域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要积极

利用青岛西海岸新区的引领与带动作用，推进泛黄

淮区域整体经济的发展，在长三角和京津冀两个经

济区之间再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区。

【参考文献】

[1】贾立政．习近--?-区域发展战略思想[J】．人民论坛，2014(15)：

16—17．

【2】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4年将继续深入实施区域发展

总体战略【EB／OL]．http：／／www．chinairn．tom，2014-2-8．

【3】刘应杰．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解读：2014#-实施区域发展总

体战略有哪些新举措[EB／OL]．http：／／www．chinagate．ca，2014—

3—21．

[41文g．京津冀区域一体化YL)爱41t．ff(2012)[M]．北京：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2012．

[51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网．

【6]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原经济区规划2012—2020[R]．

2012．

[7】青岛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青岛西海-,q-经济新区发展规划

【R】．2012．

[8】娄文龙．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测量和比

较【J】．统计与决策，2014(2)：92—94．

【9】邹卫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剖析：长三角、珠三角与环渤

海叨．改革，20lO(10)：88-95．

【10】周立群．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测度与比较：来自京津冀、长三

角和珠三角的证据【J】．Lr-海学刊，20LO(4)：82—88．

[111,b1学敏．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的对策研究——基于与“长

三角”、“珠三角”区域的比较分析[J】．港口经济，2010(3)：65—

67．

【12】叶堂林．新时期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J】．区域经

济评论，2014(1)：140—143．

编辑：李梦玉

万方数据



青岛西海岸新区区域合作战略研究
作者： 张同功

作者单位： 青岛科技大学国际贸易系

刊名：
城市

英文刊名： City

年，卷(期)： 2015(4)

  

 

引用本文格式：张同功 青岛西海岸新区区域合作战略研究[期刊论文]-城市 2015(4)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chengs201504005.aspx
http://g.wanfangdata.com.cn/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c%a0%e5%90%8c%e5%8a%9f%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Organization%3a%22%e9%9d%92%e5%b2%9b%e7%a7%91%e6%8a%80%e5%a4%a7%e5%ad%a6%e5%9b%bd%e9%99%85%e8%b4%b8%e6%98%93%e7%b3%bb%22+DBID%3aWF_QK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chengs.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chengs.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c%a0%e5%90%8c%e5%8a%9f%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chengs201504005.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chengs.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