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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

摘  要 

    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不仅是青岛的蓝色经济区，更是山东蓝色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产业升级是一个系统工程，每个产业和

企业只是这个系统中的一分子，产业升级必须是整个系统整体运作，才可达到产业升级

的目的，而在产业升级中，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 

    本文首先对产业升级的相关理论进行了回顾和重新再思考。其次，本文主要从地方

政府对产业升级作用的影响因素和地方政府在产业升级中角色定位及实现途径两方面

深入分析了地方政府促进产业升级的内在机理。然后本文根据充分的资料系统分析了青

岛西海岸经济新区产业结构现状、工业和服务业发展水平、主要产业集群发展现状，尤

其依据近 10 年青岛市统计年鉴数据定量分析了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的重点产业发展水

平，并运用 SWOT 方法对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产业升级进行战略分析。最后本文从政

府作用视角有针对性提出西海岸经济新区产业升级的对策，即制定前瞻性的产业发展规

划；着力推进产业集群的升级；推进重点产业和特色产业的升级；合理化的产业升级保

障措施。 

 

关键词  西海岸经济新区  产业升级  政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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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Qingdao West Coast Economic New Area in Qingdao is not only the Blue Economic 

Zone, but also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Shandong Blue Economic Zone, is a part of national 

strategy. The industrial upgrading of Qingdao West Coast Economic New Area is a project of 

systems engineering. Each industry and each enterprise is only a part of this system.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y must be the overall operation of the entire system, it can achieve the 

purpose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the government must 

play a leading role. 

In this paper the related theory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are reviewed. Then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local government to promote industrial upgrading are discussed: the role of 

local government in industry upgrading and how the government affecting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The industry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Qingdao West Coast Economic 

New Area which includ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service and 

the main industry cluster development level are showed according to sufficient data. 

Especially, on the basis of statistical data in recent 10 years of Qingdao City,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key  industries is analyzed  quantitatively.  And the method of SWOT helps 

analyze the industrial upgrading. Finally the measures of upgrading industrial in Qingdao 

West Coast Economic new Area are ga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ment function. 

 

Key words  West-coast Economic New Area  industry upgrading  government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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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1、研究背景 

    2012 年 1 月 10 日，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发展规划正式出台。西海岸经济新区是山

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海岸经济新区的发展有助于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

国家战略的实施。 

西海岸经济新区规划范围为黄岛区、胶南市全域，涉及人口 139 万。陆域规划

面积为 2096 平方公里，海域约为 5000 平方公里。规划期限是 2011 年至 2020 年
[3]
。

根据日前青岛市委最新出台的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发展规划，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将着

眼建设国际级经济新区，实现青岛西海岸经济的跨越性发展，从而促使青岛西海岸新区

成为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重庆两江新区以及舟山群岛新区之后，国家重点

建设的第五大经济新区，全面步入全国新区的第一方阵。 

2012 年 12 月 1 日,经国务院批准,为顺应城市的发展需要和提高政务效率的需要,

山东省委省政府对青岛市部分行政区划进行调整，将黄岛区与胶南市合并为新的黄岛

区。新的黄岛行政区划将有利于西海岸经济新区的合理布局以及资源的合理充分利用,

使西海岸经济新区实现一体化协调发展。新的黄岛行政区划将有利于西海岸优势资源的

整合利用,使现有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港区等一些功能园区的政策优势充分予以发挥,

有利推进西海岸经济新区又好又快发展。政府的这些举措都将为西海岸经济新区的产业

升级创造良好的产业升级氛围和进一步有力推动产业升级。 

西海岸经济新区内的黄岛区对港口、家电电子、石化、汽车、造修船、海洋工程等

“六大产业集群”布局基本完成。胶南市形成的产业集群民营企业占居了 90%以上，形

成了以纺织机械、手推车、包装机械、铸造机械、橡胶机械为主的机械产业集群；以橡

胶轮胎及其制品为主的橡胶产业集群；以水产品加工、食品及饮料制造为主的食品饮料

产业集群。这些产业集群已初具规模，但是现在产业配套的集聚度还不够，集群的综合

配套率大约有 40%。地方政府怎样进一步通过促进产业升级，进而提升西海岸经济新区

的产业竞争力，这是在西海岸新区进行规划和未来发展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研究意义 

通过对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产业升级对策的研究，期望达到以下几个目的：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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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产业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战略管理、治理理论等相关理论探究地方政府促进产

业升级的内在机理；其次，通过调研深入了解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目前产业发展现状；

第三，依据西海岸经济新区产业发展现状，结合相关理论，基于政府作用的视角提出西

海岸经济新区产业升级的对策建议。 

3、研究现状 

（1）产业升级相关研究 

产业升级是产业经济学中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产业升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

至今学术界对产业升级的概念和内涵还未形成统一的看法。Ernst
[1,2]

指出：产业升级概

念复杂，产业升级与诸多创新活动有密切的关联，产业升级的特点也会因产业和国家的

区别而呈现差异性。Humphrey 和 Schmitz
[7]
 把产业升级区分为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

能升级和跨产业升级四种产业升级形式。他们认为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可归

为产业内部的升级。 

纵观国外学者对产业升级的研究，可以看出国外学者从微观层面研究产业升级。国

外学者主要从两个视角研究产业升级，一是从核心竞争力视角研究产业升级，认为企业

的竞争优势来自于企业自身创新能力的积聚和提高，企业进行产业升级就应逐渐放弃已

过时的专业技术，逐步进入新的技术领域。二是从动态能力视角研究产业升级，强调长

期发展企业的动态能力。认为提高企业的生产能力和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是产业升级的本

质。 

国内学者大概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开始产业升级理论的研究,国内学者主要站在

国家层面和行业层面的角度研究产业升级,这与我国出于经济转型发展的大背景是密切

相关的。 

通常来讲，产业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有高度相关性，对于二者的关系主要有两种观

点。一种认为，产业升级指产业从低层次向高层次的演进过程，包括产业发展质量提升

与改善和产业结构升级；另一种观点认为，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不同，对产业升级

有不同的具体阐述。 

李江涛、孟元博（2009）认为，产业升级是一个比产业结构升级更高层次的概念；

产业升级包括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链升级。李晓阳、吴彦艳、王雅林（2010）认为，产

业升级一方面包括产业结构的改善，即产业协调发展和结构的提升；产业升级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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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产业素质与效率的提高，即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以及产品质

量的提高。 

总之，国内学者较多的从产值结构、资产结构、技术结构、组织结构和生产率等多

视角对产业结构中各产业的地位、关系进行研究（杜传忠，2001；藏旭恒，2002；郭克

莎，2003；宋国宇，2005）。受国外相关研究的影响，国内很多学者丛全球价值链视角

对中国产业升级和生产性服务业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研究。 

（2）政府介入产业升级的相关研究 

潘忠贤（2011）对地方政府在市场失灵和社会缺位状况下，温岭制造业优化升级的

实践与经验进行了研究。 

    刘继云，史忠良（2009）研究了东莞政府推进产业升级的实践，对其他地区有一定

的借鉴意义。 

    朱培松（2011）对东莞政府的一系列产业主导政策，如促进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

高新技术产业园的建设、物流中心港口的开发、引进人才优惠政策等等进行了研究。 

    赵晓娜（2011），在对新兴产业的特征和青海省产业发展现状的分析基础上，提出

了青海省新兴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路径应选择市场自发选择和政府培育相结合的模式，在

发挥市场基础作用的前提下，还应采用政府培育为主的新兴产业形成和发展路径，并提

出了发展新兴产业的相应战略措施。 

    曾荣平（2010）对日本政府针对纺织产业衰退采取了短期和长期相互结合的政策进

行了研究，并总结日本政府促进纺织产业转型的成功经验给我国的启示。 

    林昌华（2011）从晋江产业发展的实践出发，从中搜寻对县域产业转型升级具有普

遍指导意义的发展经验，全面总结“晋江经验”的内涵，提出政府推动县域产业发展过

程中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为地方政府县域产业转型升级的决策思路提供参考。 

4、研究思路和方法 

（1）研究思路 

本文首先对产业升级的相关理论进行了回顾和重新再思考，其次深入分析了地方政

府促进产业升级的内在机理，然后对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目前产业发展现状进行了梳

理，最后从政府作用的视角研究了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产业升级的对策。研究思路如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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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1 论文的研究思路 

（2）研究方法 

在本文研究中，应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如下： 

（1）文献调查法：参考与本论文研究主题相关的著作和学术论文，通过互联网、

图书馆等途径获取关于产业升级和政府治理理论的理论性资料。 

（2）调查法：对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内黄岛经济开发区及胶南市产业发展现状进

行调研。 

（3）统计分析法：以青岛市统计年鉴数据为依据，用 Excel 对西海岸经济新区产

业发展现状进行统计分析，并制作相应的图表。  

（4）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对政府促进产业升级的内在机理进行研究，为

西海岸经济新区产业升级实证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重点采用实证分析方法，

对西海岸经济新区产业发展现状进行研究。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产业升级的基本

理论和政府促进产业升级的内在机理两部分理论基础，针对目前西海岸经济新区产业发

展现状，基于政府作用的视角提出西海岸经济新区产业升级的对策。 

（3）本文创新点  

①对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产业发展现状进行了系统分析,并以青岛市统计年鉴中的

数据为依据，对重点产业的发展水平做了定量分析。 

②结合产业升级理论及地方政府促进产业升级的机理,针对地提出青岛西海岸经济

新区产业升级的对策。 

        产业升级基本理论 

   地方政府促进产业升级的内在机理 

     西海岸经济新区产业发展现状 

   西海岸经济新区 

    产业升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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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产业升级的基本理论 

    本章基于现有国内外学者对产业升级概念的界定，深入提出产业升级的内涵；并对

与产业升级相关的几个概念，产业结构升级、产业集群升级、产业整合进行辨析；分析

了产业升级的形式；最后提出影响产业升级的因素。 

1.1  产业升级的内涵 

什么是产业升级?从传统产业升级理论来看，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是等同的两

个概念。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波特
[6]
认为产业升级是一个国家在资本和技

术密集型产业中发展的比较优势，尤其当资本相对于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禀赋更加充裕

时。 Poon
[6]
则认为产业升级是制造商成功地从生产劳动密集型低价值产品向生产更高价

值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向的一种经济角色转移过程。 

总结不同学者观点，本文认为，产业升级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

化，表现为以一、二、三产业之间的协调与互动发展；二是指产业素质与效率的提升，

表现为对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配置；提高整个产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提升产业的创

新力。 

1.2  与产业升级有关的几个概念的区分 

在已有文献中，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两个概念经常等同使用，但两个概念还是

有所区别： 

（1）产业升级指的是产业开始形成到产业发展再到产业衰退的全过程，升级的主

体是产业自身； 

（2）产业结构升级指的是各产业（一、二、三产）之间的比例不断优化和产业之

间相互协调发展的过程，升级的主体是产业结构。 

    所以产业结构升级是产业升级的结果，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要小于产业升级。 

    产业演变指的是在发展过程中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和每个产业自身的发展在不断

调整演变的历程，产业演变的范畴大于产业升级，产业演变包括了产业升级。 

产业集群升级的内涵大于产业升级，除了包括产业中一、二、三产业比例的调整优

化，还有一个和地理关联及其制度文化密切相关的区位升级问题。产业升级是一个比较

广阔的概念，因此产业集群的升级应该是产业升级的一种表现形式。产业集群升级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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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产业集群内部产业组织结构的升级以及产业的升级、提升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以及

知识含量、积累和提升集群的社会资本。因此，产业集群升级应该是产业集群利用自身

优势积极加强集群内部合作的同时，还应适应和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战略性环节，获得更

多附加值的活动。实现从工艺流程升级到产品升级，再到功能升级，最后到跨产业升级。 

产业整合是实现产业升级的一种方式。产业整合是指为了谋求长远的竞争优势，通

过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使产业的集中度获得提升，体现规模经济优势。然而今天，知

识、产品和技术优势正在日益取代规模经济，成为企业的竞争优势源泉。 

产业整合包括横向整合、纵向整合、混合整合三种整合方式 。产业纵向整合是指

处在产业链中的上、下游的企业合并与重组，以实现供应链上企业整体发展，包括向前

纵向整合和向后纵向整合。目前，纵向整合成为新时期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渠道。

产业的横向整合是指为了提高产业的集中度，产业链上某一节点上的多个企业的兼并整合。  

1.3  产业升级的形式 

    产业升级主要包括产业内部升级和产业之间升级。产业内部升级又分为一般行业、

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升级。它们升级过程中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产业间升级

又表现为产业地位的提升、生产要素密集度的不同、产出效率的提高、技术进步四种形

式，在产业升级的过程的不同阶段，四种表现形式的特点也不同。 

产业升级的形式具体如表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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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产业升级的表现形式
[42] 

产业升级的主体 表现形式 起点 中间状态 目标 

产业地位 
一、二、三“次产

业为序 

依次以”二、一、

三、“、”二、三、

一“次产业为序 

三、二、一次产业

为序 

生产要素

的密集度 

劳动密集型产业

为主 

依次以资本劳动密

集、资本技术密集

“等产业为主 

以知识技术密集产

业为主 

产出效率 低附加值为主 高附加值为主 更高附加值为主 

产业间 

技术进步 传统产业为主 

新兴产业迅速发

展，传统产业逐渐

衰退 

新兴产业与传统产

业相结合 

一般行业 自主装配 贴牌生产 自主品牌生产 

农业 传统农业 特色农业 以质取胜 

工业 轻工业化 重工业化 知识技术集约化 
产业内 

服务业 

生活服务业为主 
生产型服务业迅速

发展 
现代服务业 

 

1.4  影响产业升级的因素 

(1)需求因素 

   “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马克思这一消费理论对于我们今天认识消费与生产

关系、指导产业发展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需求直接决定了产业升级的方向。随着人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终端消费者需求呈现日益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特点，消费者对工业制

成品的需求快速增长，对服务业的需求更专业、个性化。 

(2)供给因素 

    产业升级离不开自然资源、人力资本、资金、基础设施的支撑和推动，这些都可看

作是产业升级中的供给因素。 

    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也是工、农业生产的物质基础。而今天，人类正

在面临自然资源枯竭、自然资源被污染的困境，只有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适当保

护自然资源才能为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在产业升级中，同样如此。另外对于

某些资源型城市来讲，自然资源的过度丰富也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这些城市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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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自然资源的过度丰富而使得地区产业结构单一，比如我国很多矿产资源丰富的城

市。所以对于资源型城市来讲，更加要注重产业结构的升级，实现多产业齐头并进，协

调发展。 

人力资本是产业升级的核心。产业升级必然对资本、技术提出更高的要求，这迫切

需要大量高技能人才、知识人才。生产性服务业能有力促进产业升级，而现代生产性服

务业要为生产企业提供量身定制的一体化生产服务，这也迫切需要大量既熟悉生产性服

务业本身知识又熟知不同工业产业知识的复合人才。 

产业升级需要进行大量的投资，无论产品的升级换代还是产业链从低端向高附加值

的升级，或是发展新兴产业，都要有充足的资金供应作为保证。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 ，

资金主要用于关键技术革新、关键产品研发、环保节能产品的研发等。政府要通过各种

经济杠杆帮助企业融资，提高资金的利用率。 

    产业升级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中间产品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随着生产的垂 

直专业化以及标准化，大规模定制日益成为受企业欢迎的生产方式，这将使得企业的产

业链不断延伸，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关联度提高。 

基础设施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条件，基础设施的健全是保障产业升级

的前提。基础设施涉及任何企业生产所用的水、电，也包括交通基础设施，如场站、道

路的改善。基础设施的改善会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提升物流效率，为企业在更广阔的

范围内配置资源提供保障。 

(3)技术创新能力 

技术创新是企业赢得竞争的重要因素,也是保持企业不断发展的动力之源。技术的

发展可以提升企业产品或服务的知识含量，从而提升产品或服务的附加值。现代科学技

术，尤其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企业对传统资源的依赖性，也为企业

在更广的范围内整合社会资源提供了机会。政府应积极推动建立政、产、学、研联盟，

提升科技创新战略地位，促进产业升级；以科技带头，培养行业高技能人才队伍，推动

了行业产品质量的提高。我国要充分利用后发国家的优势来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同时需要克服作为发展中、转型中国家所必然存在的各种经济、社会、制度问题，给稳

定、健康、快速、可持续的发展创造条件。 

(4)制度因素 

改善制度环境是产业升级的关键。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政府应积极加强对产业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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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方向的引导，适当利用行政手段保障产业升级，以弥补市场失灵。政府应创造良好的

制度环境，使企业充分发挥自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主动进行产业升级。政府要改革管

理体制，提高政府服务能力，逐步完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职能，着重加强社会管理和

公共服务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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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地方政府促进产业升级的内在机理 

    由于市场和企业都有难以避免的局限性，在市场竞争和产业升级中不能规避所有的

风险和错误，因此需要政府在恰当的时机进行宏观调控，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诸多

学者都强调产业发展中政府应发挥自身的指导作用：产业聚集需要政府发挥宏观调控的

作用（Marshall，1920）；认为产业聚集需要政府制定自上而下的产业政策（Krugman，

1991)；产业集群是一种制度创新，离不开政府的作用（Porter，1998)；政府在引导产

业聚集方面是不可缺少（Kung，2004)。产业的升级是一个系统工程，每个产业和企业

只是这个系统中的一分子，产业升级必须是整个系统整体运作，才可达到产业升级的目

的。产业升级是经济增长的必经之路，政府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应发挥其主导作用，政府

应利用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基础设施等环境建设鼓励那个第一个吃螃蟹的创新者。 

2.1  影响地方政府作用于产业升级的因素 

    弄清楚影响地方政府作用于产业升级的因素，才能明确地方政府通过哪些措施促进

当地的产业升级。 

(1)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基础 

    经济发展处于不同阶段，产业的发展特点也不尽相同，产业升级所要解决的问题也

各有差异。政府促进产业升级的措施、途径、产生的效果也不同。所以地方政府只有把

握本地区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和产业现存的基础条件，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合理的措施

促进产业升级。 

(2)宏观的制度环境和政府本身的运行机制 

宏观制度环境不同，政府的运行机制、价值取向、行为方式也不同。而这最终会直

接影响政府行为产生的结果。所以，地方政府应不断完善其运行机制，优化政府行为，

以其有效促进产业升级。 

(3)区域的自然禀赋与历史禀赋 

    一个地区的历史禀赋影响着经济发展水平,一个地区的自然禀赋也影响着经济发展

水平；此外,区域历史禀赋和自然禀赋的差异也影响着区域内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思想

行为方式。政府官员的异质性影响着政府行为，因而它也对政府在产业升级中作用产生

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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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内外需求条件 

    需求直接影响一个地区产业的发展，也促进或制约产业的升级。如中高端产品的需

求大幅度增加,市场需求结构的加速都会促进产业加快升级的步伐。所以，地方政府应

帮助企业主动了解和发现，甚至引导国内外消费者对产品或服务的需求变化，以需求推

动企业转型升级，提升企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 

2.2  地方政府在产业升级中角色定位及实现途径 

地方政府对产业升级作用表现为制定和执行产业升级的政策、保证公平有序的市场

竞争环境、为产业升级提供资金保证等等。对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以及经济处于不

同发展阶段的地方产业升级，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也有所差异。但地方政府对产业升级的

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的。 

(1)执行和制定规则 

    规则是指规定出来供大家共同遵守的制度或章程。规则可以是成文的，也可以是约

定俗成的。它表现为规章制度、法律法规等等。为了降低相关经济行为的不确定性，增

加社会收益，地方政府不仅要必须服从和遵守上级政府制定的规则，还要制定出符合上

级精神的地方性规则以解决本地区内出现的新情况、新现象、新问题。在产业升级中，

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执行上级政府的规则，也可根据当地发展的特殊情形制定新规则来保

证市场竞争环境的有序性与公平性。 

(2)直接配置资源 

    地方政府作为上级政策的执行者和本地政策的制定者，拥有直接配置各种资源的权

利。地方政府应充分利用这种权利。并用好这种权利以促进产业升级。地方政府主要是

通过合理配置人、财、物资源等方式来实现其对产业升级的作用。对产业升级直接进行

投资、给予税收优惠、进行财政投入和“用地优惠”等是实践中地方政府直接配置资源

的表现形式。 

(3)营造产业升级氛围 

好的产业升级氛围可为一个地区的产业升级奠定良好的舆论基础，有利于推动 企

业主动进行转型升级。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多种舆论形式促使企业主动进行转型升级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地方政府在营造产业升级氛围时要善于利用各种传统媒体，如报纸、广

播、电视和集中培训等形式，更要善于和注重利用新媒体，如网站、博客、微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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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政府产业升级行为的效应 

    新制度经济学中著名的诺斯悖论指出：国家和政府一方面通过向各利益集团提供产

权以实现租金和收益最大化，但另一方面又希望减少社会交易成本以实现社会产出最大

化。但这两个目标往往是相互冲突，又相互矛盾的。 

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地方政府产业升级行为也存在“诺斯悖论”，地方政府促进产

业升级行为会产生以下两种不同的效果： 

一方面政府通过直接配置资源、政府运行体制创新和制定促进产业升级的政策等多

种措施促进产业升级； 

另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制定和执行政策中的“越位”和“错位”的行为会不利于

产业升级，甚至阻碍产业升级。 

    本文认为道德风险、认知水平的受限和价值取向的“不适应性”是导致地方政府产

业升级行为的“诺斯悖论”的直接原因。这些原因会导致地方政府在产业升级作用中的

负效应的产生。这些原因的地位也因政府作用的不同途径而不同。“道德风险”是导致

政府“执行和制定规则”作用的负效应的主要原因；通过认知水平受限是导致政府“直

接配置资源"作用负效应的主要原因；价值取向的不适应性是导致“营造产业升级氛围”

作用负效应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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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发展条件及产业发展现状 

本章从产业结构、主要工业、服务业三个方面对目前西海岸经济新区产业发展现状

进行梳理，并利用青岛市统计年鉴的数据对西海岸经济新区内主要工业、服务业发展水

平进行定量分析；在此基础上对西海岸经济新区产业升级进行了 SWOT 分析。 

3.1  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经济发展概况 

3.1.1  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区域位置 

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是《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明确建设的新区，是山东

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的重要支撑，也是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战略支点。从图 3-1 可知，

西海岸经济新区处于京津冀和长三角两大都市圈之间核心地带，与日韩隔海相望，具有

面向太平洋的区位战略优势。海岸线 282 公里，滩涂 83 平方公里，岛屿 21 处，沿岸分

布自然港湾 23 处。陆域开发空间广阔，适宜建设用地约 450 平方公里。 

 

 
图 3-1  西海岸经济新区区位图 

3.1.2  西海岸经济新区范围界定 

西海岸经济新区规划范围包括原青岛市黄岛区和原青岛胶南市所有区域，2012 年

12 月 1 日，胶南市与原黄岛区合并，西海岸成为一个完成的区域。陆域面积 2096 平方

公里，海域面积约 5000 平方公里。西海岸经济新区内主要包括以下功能园区：保税功

能拓展区、国际经济合作区、董家口经济区、西海岸国际旅游度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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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产业结构现状 

作为青岛市新的经济发展重心，西海岸经济新区在发展主导产业上匠心独运，充分

立足实际，重点建设家电电子、石油化工、机械制造三大工业基地。随着新区工业经济

的快速发展，产业集群规模不断扩大。目前，西海岸经济新区已初步形成了石油化工、

家电电子、汽车及零部件、海洋生物及食品、船舶海工、橡胶轮胎、纺织机械、仓储物

流业等八大临港产业集群。 

在先进制造业蓬勃发展的同时，新区的现代服务业也是日新月异。目前，西海岸商

务区总体规划完成；新兴产业孵化器工程，已经编制完成发展规划和建设方案；西海岸

高端商贸集聚区今年计划开工 12 个项目；西海岸旅游度假酒店工程，已先后入驻今典

红树林、富都香格里拉、世茂国际中心等 14 个大项目，总投资 200 亿元；西海岸物流

产业园区正在进行规划编制，积极推进中国外运大宗散货集散堆场、香港新源大宗散货

物流等重点项目。 

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产业结构调整初见成效。以原青岛黄岛区为例，第一产业增加

值下降，第二、三产业稳步保持高速增长。2010 年黄岛区工业总产值 3000 亿元，黄岛

的工业正处于一个膨胀期，但三产占 GDP 的比重仅为 34.4%。2012 年，工业总产值年均

增长 25.7%，创造了青岛市 1/4 的工业总产值；服务业成为新的增长点。服务业增加值

占生产总值比重从 2007 年的 31.4%提高到 35%以上。按照发展战略，到 2015 年，西海

岸经济新区将基本形成以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海洋经济特色鲜明的产业体

系。到 2020 年，建成高端产业集聚、生态环境一流、城市功能完善的创新开放的现代

化国际新城区，成为托起青岛蓝色战略的重要支撑和驱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驶向深蓝

的战略支点。 

3.3  西海岸经济新区工业发展现状 

    明确西海岸经济新区工业发展在青岛市各区、市中的位置，有助于识别西海岸经济

新区的优势产业，进而有利于明确产业升级的目标。本节利用青岛市统计年鉴中的数据

进行定量分析，识别出西海岸经济新区的优势工业。 

3.3.1  西海岸经济新区工业发展水平 

    以钱纳里的有关不同工业化时期代表产业的理论
[28]
为依据，对西海岸经济新区工业

发展现状进行分析。 

    参考2012 青岛市统计年鉴对青岛市所属7区5市各单元规模以上工业分行业数据，



第 3 章  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发展条件及产业发展现状 

 15

计算三类产业占全部工业的比例如表 3-1。  

表 3-1 2012 年青岛市各区、市三类产业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的比例  单位% 

单元 一类产业 二类产业 三类产业 

青岛全市 25.18 28.08 41.05 

黄岛区 4.09 41.24 51.53 

胶南市 23.49 27.8 45.64 

市内四区 12.8 40.63 32.32 

崂山区 23.97 7.1 68.29 

城阳区 27.22 20.13 48.93 

胶州市 37.19 27 31.59 

即墨市 46.39 13.37 36.21 

平度市 31.33 24.24 31.4 

莱西市 59.57 24.23 9.44 

 

从表 3-1 可看出，西海岸经济新区（包括原黄岛区和原胶南市）三类产业的比例高

于青岛市整体水平；目前西海岸经济新区工业发展水平为青岛市各区、市中位于前列。 

3.3.2  西海岸经济新区工业主要产业发展现状 

    近 10 年来，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工业行业结构多样化，形成多个战略支柱行业共

同支撑的格局。 

（1）西海岸经济新区逐渐成为重化工业中心 

重化工业
[28]
泛指生产资料的生产，包括能源、电力、化肥、石化、冶金、建筑材料

和装备制造等行业。以 2002-2012 期间青岛市统计年鉴数据为依据对西海岸经济新区重

化工业发展现状进行分析。 

表 3-2  青岛各区、市重化工业部门规模以上总产值占青岛市的比重  单位：% 

区划 2002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黄岛区 2.63 6.64 8.42 12.26 17.74 24.19 27.56 28.16 29.23 29.87 

市内四区 54.89 47.46 39.95 38.26 31.86 25.54 20.56 21.25 20.21 20.13 

崂山区 3.29 3.56 2.62 1.42 1.29 1.21 0.91 1.24 1.45 1.32 

城阳区 10.32 12.14 12.04 10.87 12.44 11.87 12.91 12.87 11.96 12.98 

胶南市 14.3 13.8 16.96 14.04 12.41 11.58 11.87 10.94 11.21 11.56 

胶州市 6.08 6.63 8.47 9.13 8.97 8.29 8.06 8.19 8.56 8.78 

即墨市 3.22 3.58 3.7 6.02 6.63 8.07 8.45 7.43 7.68 7.56 

平度市 4.01 4.3 5.84 5.45 6.29 6.65 6.33 7.03 6.85 6.56 

莱西市 1.26 1.52 1.99 2.56 2.38 2.62 2.85 2.89 2.85 1.24 

注：2003 年资料缺失，故未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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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表 3-2，近十年来西海岸经济新区的原黄岛区重化工占全市比重逐渐增长；胶

南市重化工业部门占全市的比重则出现下降。说明目前西海岸经济新区逐渐成为重化工

业中心，近几年，一些重化工项目相继落户原黄岛区，使得西海岸经济新区成为青岛市

的重化工中心。 

（2）西海岸经济新区装备制造业获得较大增长  

装备制造业
[28]
主要是指资本品制造业，是为满足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和国家安全需

要而制造各种技术装备的产业总称，是制造业的核心组成部分。             

表 3-3  青岛各区、市装备制造业规模以上产值占全市比重  单位：% 

区划 2002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市内四区 42.04 17.63 9.87 9.91 9.99 8.8 9.57 8.75 8.67 8.23 

崂山区 30.53 26.66 16.56 14.5 12.87 10.79 8.91 7.74 8.21 7.87 

黄岛区 11.47 32.06 30.93 29.76 27.24 28.39 26.32 27.49 28.24 30.32 

城阳区 5.05 8.81 9.79 12.71 12.93 14.61 14.61 15.64 14.45 14.56 

胶州市 3.6 5.94 7.61 8.6 8.89 10.56 10.67 10.81 9.76 9.32 

即墨市 1.82 5.11 7.02 8.54 9.7 11.94 11.8 9.93 10.2 9.45 

平度市 1.26 6.44 6.33 6.17 6.79 6.07 6.22 6.41 6.31 6.34 

胶南市 4.08 8.76 11.2 9.96 10.5 11.28 12.1 11.77 12.34 12.03 

莱西市 0.19 0.53 0.69 0.87 1.09 1.4 1.51 1.47 1.82 1.88 

注：2003 年资料缺失，故未列入。 

 

    由表 3-3 可以看出，近几年，西海岸经济新区装备制造业获得较大增长，2012 年装

备制造业规模以上产值占青岛市比重达到 42.35%。西海岸经济新区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业，尤其其中的造船业增长最快，并成为西海岸经济新区重要工业部门。  

（3）西海岸经济新区高技术产业发展迅速 

根据国家统计局高技术产业统计分类方法
[28]
，高技术主要包含核燃料加工、信息化

学品制造、医药制造业、医疗仪器制造、航天器制造、通信电子设备制造、通用仪器仪

表制造、专用仪器仪表制造和公共软件服务等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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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青岛各区、市高技术产业规模以上产值占全市比重  单位：% 

注：2003 年资料缺失，故未列入。 

 

由上表 3-4 可看出，西海岸经济新区高技术产业比重迅速提升，从 2009 年开始西

海岸经济新区高技术产业比重达到青岛市的二分之一。 

3.3.3  西海岸经济新区工业产业集群发展现状 

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初步形成了石油化工、家电电子、汽车及零部件、海洋生物及

食品、船舶与海洋工程、橡胶轮胎、纺织机械、仓储物流业等 8大临港产业集群，2011

年实现产值 3042 亿元
[27]
。其中纺织机械产业集群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毛纺机械、无梭织

机生产基地，原胶南市的毛纺机械、无梭织机等纺织机械占全国市场份额的 90％以上
[27]

。 

新区已建成国家级家用电子产品产业园、船舶与海洋工程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船舶出口基地，设立省级以上研发机构 47家，是山东省重要的先进制造业生产基地。 

3.4  西海岸经济新区服务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西海岸经济新区经济一直保持高位运行态势，从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看，第

一产业逐步萎缩、第二产业高速增长、第三产业快速发展，2007-2009 年三次产业结构

之比分别为 0.6:68.0:31.4；0.4:66.3:33.3；0.4:66.2:33.4。2012 年，西海岸经济新区服务

业增加值为 726 亿元，占青岛市服务业增加值的 23.2%。 

从上述各项总量指标看，西海岸经济新区服务业占青岛市服务业比重在逐渐递增，

呈现稳中递增的整体发展趋势。随着西海岸经济新区建设工作的稳步推进，服务业，尤

其临港产业中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比率势必呈增长态势，这为西海岸经济新区工业产业升

级、海洋特色产业体系的构建奠定良好的基础。 

区划 2002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市内四区 80.83 5.66 4.76 4.4 4.95 3.91 2.55 2.07 2.12 1.98 

崂山区 1 13.11 8.96 11.16 11.68 9.52 5.46 6.99 6.21 6.35 

黄岛区 11.11 49.95 52 51.61 42.82 46.2 47 47.48 47.87 48.25 

城阳区 3.79 8.24 11.71 15.62 13.87 17.83 20.2 21.03 20.23 20.98 

胶州市 0.97 1.37 2.16 1.86 2.65 4.07 2.24 2.47 2.34 2.26 

即墨市 0.11 1.4 3.91 4.53 5.7 6.44 6.54 6.04 6.02 6.23 

平度市 1.7 1.23 13.89 12.28 13.83 7.59 10.33 8.58 9.34 8.86 

胶南市 0.38 0.73 1.62 1.69 2.66 2.98 3.96 4.08 4.12 3.98 

莱西市 0.12 0.52 1 0.9 1.84 1.46 1.72 1.26 1.75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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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西海岸经济新区服务业结构水平 

    为深入了解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目前服务业组成情况以及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服

务业发展水平在青岛市中的位置，本节以 2011 年青岛市统计年鉴数据为依据，对青岛

西海岸经济新区服务业结构水平予以分析。 

表 3-5  2011 年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服务业结构发展水平 

行业分类 行业增加值 占新区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 占青岛市行业总量的比重 

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 
190.8 亿元 29.90% 39.70% 

批发和零售业 122.3 亿元 19.20% 15.70% 

住宿和餐饮业 30.8 亿元 4.80% 18.50% 

金融业 32.5 亿元 5.10% 10.20% 

房地产业 52.9 亿元 8.30% 20.10% 

营利性服务业 88.3 亿元 13.80% 17.30% 

非营利性服务业 120.5 亿元 18.90% 32.20% 

注：①营利性服务业主要包括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文化、 体育

和娱乐业等新兴服务业行业
[22]

。 

   ②非营利性服务业主要包括科研、教育、卫生、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行业
[22]

。 

 

从表 3-5 中的数据可以看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成为西海岸经

济新区服务业的主导产业。董家口港区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和码头泊位的试运营吸引了

大批物流园区项目入驻港区，青岛港前湾港南港区物流园区吸引了世界 500 强普洛斯物

流、中远物流、中外运物流等 10 余个高端物流项目纷纷落户。随着这些项目集群的相

继启动，一批高质量物流项目加速集聚，西海岸经济新区全新的港口物流格局正在逐步

形成，物流业必将成为西海岸经济新区服务业中的主导和特色产业，物流业的发展也必

将快速推动工业产业升级。 

    西海岸经济新区金融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占新区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低，相对于

青岛市下属其他区、市发展水平，明显落后。这与西海岸经济新区整体功能要求有较大

差距，很难满足西海岸经济新区产业升级的需要。 

另外，服务业与区内工业之间不够协调，传统服务业比重较大，服务业的水平较低，

尤其物流业服务还更多地停留在传统的仓储、运输服务项目上，无法满足工商企业的现

代物流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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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西海岸经济新区服务业的增长速度 

    为深入了解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目前服务业增长情况，本节以 2011 年青岛市统计

年鉴数据为依据，对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服务业增长速度予以分析。 

表 3-6  2011 年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服务业增长速度 

 
 

由表 3-6 数据来看，2011 年，西海岸经济新区服务业中金融业增长最快，其次是批

发零售业，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必将会为西海岸经济新区的产业升级提供资金支撑。 

3.5  产业升级的 SWOT 分析 

    SWOT 分析是把组织内外环境所形成的机会（Opportunities），风险（Threats），优

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es）四个方面的情况，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以寻找制定

适合本组织实际情况的经营战略和策略的方法。将 SWOT 分析法运用于区域产业升级的

战略研究，有助于我们确定对产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关键冈素，从而制定合适的战略。

而 PEST 分析则强调外部视角，是综合分析组织所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等外

部宏观环境的重要工具。PEST 分析与外部总体环境的因素互相结合就可归纳出 SWOT

分析中的机会与威胁。将 SWOT 与 PEST 分析方法的结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两种方法

各自的缺陷，使 SWOT 分析更深入和具体。本节应用 SWOT 分析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的产

业升级，为后续章节西海岸经济新区产业升的对策提出奠定基础。 

3.5.1  产业升级优势条件 

(1)区域自然禀赋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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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位于我国山东半岛胶州湾畔，濒临黄海，地理位置优越，自然

环境优美。西海岸经济新区是黄河流域主要出海通道和欧亚大陆桥东部重要端点，与日

韩隔海相望，具有贯通东西、连接南北、面向太平洋的区位战略优势。西海岸经济新区

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G204、疏港高速、济青高速、环胶州湾高速、青兰高速、滨

海大道和 S329 贯通全境，沈海高速在境内设有 1个互通式立交和 5个出口。 

港口资源是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经济发展的最大优势，2012 年，青岛港吞吐量完成

4.02 亿吨，集装箱吞吐量完成 1450 万标准箱。在全球港口吞吐量明显放缓的“失速”

之年，青岛港逆境突围实现了 9.5%的增长，稳居全国第五、全球第七大港。位于区内的

青岛港主体——前湾港是著名天然良港，是中国目前最大的矿石中转基地和五大煤炭出

口基地之一。以第四代港口物流标准正在建设的董家口港将综合建设港口综合物流、专

项物流、商贸、信息、综合服务等服务功能，发展成大型综合性港区和大宗干散货运输

基地。 

(2)经济基础优势 

    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已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基础，通过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积极参

与国际分工，“大炼油、汽车、造船、特种钢、港口、集装箱” 等一批实力雄厚的大项

目逐步被引进，为制造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家电电子、石化和机械制造业三大

基地迅速崛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产业体系，日益成为国内外经济的连接点和青岛市新

的经济增长极。 

    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已形成了配套功能完善的基础设施交通系统由海港、铁路、公

路、航空和管道五种交通运输方式组成，形成以国际海港为主体的高效现代化立体的区

域性综合交通枢纽。在跨海大桥和海底隧道的牵引下,跨越胶州湾的区隔已经打破。青

岛东西两岸,在功能上高度融合、高效联动。良好的基础设施环境为产业转型和升级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3)人文环境优势 

    2012 年 3 月 19 日青岛市委、市政府为加快西海岸经济新区建设，做出了成立青岛

西海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重大决策，集团注册资本 100 亿人民币。作为西海岸经

济新区的开发建设主体和投融资运作平台，西海岸发展集团承担着新区土地一级储备整

理与开发、金融发展及资本运作、重点基础设施建设、中心区直接投资开发重要职能。

2012 年 10 月，青岛市政府第 221 号令出台《关于赋予经济功能区相应经济管理权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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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向西海岸经济新区等各经济功能区下放了有关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核准、海域使

用等 123 项市级行政审批事项，以进一步提高行政效能，优化发展环境，加快推进经济

功能区的建设发展。2012 年 12 月 1 日,经国务院批准,山东省政府决定调整青岛市部分

行政区划。新的黄岛行政区划将将黄岛区与胶南市合并为一个区。将黄岛区与胶南市合

并为一个区一是有利于合理布局和充分利用西海岸发展空间,推动西海岸区域统筹协调

发展；二是有利于整合西海岸优势资源,发挥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港区等功能园区的

政策优势,尽快将西海岸做大做强。政府的这些举措都将为西海岸经济新区的产业升级

创造良好的产业升级氛围和进一步有力推动产业升级。 

    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落户有中国石油大学、山东科技大学、青岛理工大学等知名高

校以及一大批高等职业技术院校，这些院校的高科技人才成为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

有力保证，为高新技术发展提供了空间载体和充足的智力支持。位于青岛市的青岛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青岛科技大学等全国知名的科研院所也能够为西海岸经济新区的产业升

级提供丰富的人才和技术支持。 

3.5.2  产业升级劣势条件 

(1)产业发展层次不高 

从整体上来看，西海岸经济新区产业发展水平仍以劳动密集型和中低层次技术为

主，自主创新能力弱，高附加值产品比重偏低。区内人力资源虽然丰富，但是科技成果

转化能力有限，尚不能为产业优化升级提供较大动力。 

(2)产业集群集聚水平不高 

    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产业集群发展的解决了产业的“集”问题，并没有解决产业的

“群”问题。企业上下游配套产业不完善，产业聚集度不高，产品配套率低，如：最有

优势的家电产业基本配套率不到 20％，一些产品如电视的配套率仅占 25％左右。 

(3)西海岸经济新区体制机制尚需完善 

    西海岸经济新区包括原黄岛区和原胶南市，虽然目前两个行政区已经合并为新的黄

岛区，但由于新的区政府刚刚运行，还面临很多新区内原有主体关系理顺、原有两个行

政区的运行机制磨合等很多问题。只有即时、有效的解决这些问题，才能进一步优化政

府运行机制，完善政府促进产业升级的作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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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产业升级面临的机遇 

未来几年我国处于转型发展的新时期、我国同其它国家及地区的广泛合作、世界新

技术的发展都为西海岸经济新区产业升级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1）金融危机改变了全球市场需求格局，西海岸经济新区应密切关注全球市场需

求的新变化，利用需求有力推动区内各产业升级，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提升区内产业

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2）新技术的应用会加速产业升级的步伐。应密切关注国际上低碳技术、绿色技

术、生物技术、数字技术的发展，将新技术融入企业的产品与服务中，提升产品与服务

的价值。 

    （3）我国经济社会处于转型发展的新时期，经济的发展更加注重内需的拉动，经

济发展的过程中更加强调对环境的保护，西海岸经济新区面临良好的战略机遇，未来的

产业升级空间更为广阔。 

    （4）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战略的实施、青岛与黄道桥隧的贯通都使得青岛西海岸

新经济区地位更加重要，西海岸经济新区必将成为青岛市乃至山东省经济的增长极，这

为产业升级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3.5.4  产业升级应对的挑战 

(1)国际竞争激烈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五年，同时也是国外商品和资

本加速进入中国的五年。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来自国外的产品和资本、人民币升值、、

新贸易保护主义、国际原油价格的连续上涨以及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竞争都给西

海岸经济新区在新时期产业升级带来一定的挑战。 

(2)产业升级面临诸多待解决的问题 

产业升级意味着旧的低附加值企业将逐渐被淘汰，而高附加值企业将取而代之，创

业产业、服务产业的比重将大幅提高。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尚需解决诸多问题:如加快转

变传统发展模式和理念，加速优化体制机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克服社会管理转型压

力，转变政府服务理念以满足西海岸经济新区产业升级的需要。 



第 4 章  政府推动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产业升级的对策 

 23

第 4 章  政府推动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产业升级的对策 

本章基于前一章的分析，从产业发展规划的制定，产业集群的升级、重点产业和特

色产业的发展以及合理化的产业升级保障措施四方面提出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产业升

级的对策。 

4.1  制定前瞻性的产业发展规划 

在当前面临环境威胁、市场失灵和企业惰性的特定历史阶段，政府应该强势介入，

充当产业升级的组织领导，提升统筹和规划的能力，将产业升级作为政府的中心任务和

基础性工作。 

4.1.1  把握充分的基础数据信息 

    产业升级关系到每一个企业的发展，关系到西海岸经济新区的可持续发展， 

产业升级是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一次主动“出手’’。因为牵涉面太广，难度太大，影

响太深远，政府在“出手”前，必须通过充分的调查研究，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调查研究，摸清西海岸经济新区的产业分布，企业分布与数量，产业和企业产值，

各类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民营企业的发展状况等等，仔细计算西海岸经济新区发展的

经济账、环境帐、人口帐。这样才能做到心中有数、分类指导、逐步推进。 

4.1.2  制定产业布局和发展规划 

规划是政府有效引导产业发展的先决条件。首先，可成立由政府相关部门、专家和

开发商等共同组成的调研组，通过调查研究对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产业发展与布局的现

状和基础进行分析，重点研究提出西海岸经济新区产业升级的总体思路，明确主导产业、

支柱产业、特色产业的发展重点和方向。其次，研究提出产业布局总体框架和重点行业

发展布局方案，确定重点产业带、产业基地、产业园区等相结合的产业空间布局体系。

最后围绕强化重大基础设施支撑、完善产业发展配套政策等方面，研究提出促进产业升

级和优化产业布局的保障措施。 

4.1.3  规划产业政策体系 

（1）整合现有政策资源 

    系统地制定资本、资源、人才、财政、技术、品牌等方面的政策，促使优质资源向

优势产业、企业和技术集中配置。产业政策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加强政策资源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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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政策执行效率特别是各部门的职能和关系需要进一步协调，发挥产业政策的最大效

应。可以考虑分行业提出未来 5-10 年西海岸经济新区产业发展方向、实施策略以及相

关政策措施。应根据各个时期的需要，制定以产业升级为核心的产业政策体系，并保持

产业政策的体系性、国际性和协调性，使其有针对性、有效地推动产业升级。 

（2）注重产业政策的高执行力和实效性 

产业政策往往直接传递出政府发展经济的战略信息，产业政策是否能为市场和企业

接受，并产生成效，取决于政策的实效性和可操作性。因此，政府要对产业政策的实际

执行情况和有效性进行动态监督和评价，不断完善产业政策。 

西海岸经济新区应借鉴国内一些经济新区，如天津滨海新区、上海浦东新区、重庆

两江新区的产业发展及产业升级的经验，结合西海岸经济新区自身的发展实际，不断创

新建立健全一套反应迅速、执行有力强的产业升级政策体系。 

4.2  着力推进产业集群的升级 

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初步形成了石油化工、家电电子、汽车及零部件、海洋生物及

食品、船舶与海洋工程、橡胶轮胎、纺织机械、仓储物流业等 8大临港产业集群。 

未来产业集群的趋势应该由生产制造基地向科技创新基地转变。已具规模的产业集

聚集群是西海岸经济新区产业升级有利因素，也是西海岸经济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

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基础和表现。一定程度上，产业集群的层次决定了嵌入全球产业的链

位。 

    地方政府卓有成效的产业扶持是引导产业集群做大做强的重要因素。地方政府必须

重视发挥调控、引导和规范功能，将政策着力点放在推动产业集群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

值环节演进上。 

4.2.1  创造良好的产业集群升级的共生环境 

    产业集群是众多同产业企业的有机结合体。政府要加强对产业集群的规划，促进产

业集群有序发展，避免“集”而不“群”的现象。面对激烈的全球性竞争，地方政府应

着力改善集群企业共生环境。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改善基础设施；要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建设，积极提供社会保障服务、教育培训服务、信息咨询服务等，大力促进中间品市场

体系的完善；要强化信用建设、知识产权保护等有利于社会公平竞争的制度构建，营造

有利于产业集群发展升级的软环境，帮助其走出低成本竞争依赖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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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科学进行产业集群升级规划 

    每个产业集群都对应着不同的地方性资源禀赋，较高层级的地方政府要结合区域中

长期发展战略和本地现有产业集群发展态势，按照区域“组群”发展的思路，实现优势

资源的共享与合理分工，引导产业集群走高端发展道路。 

    一方面，坚持集群主体选择的高端化。近些年来，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的产业集群

大多都是以知名大企业为支撑的。比如，造船产业集群中的北船重工、武船重工。   

    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在发展产业集群的过程中，应注重选择有实力的高端主体，借

鉴已有产业集群的发展经验，发挥大企业、知名企业的龙头作用，推动产业集群的升级，

推动产业创新、产业集聚和产业扩散。通过大企业拥有的更强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带动

同产业中小企业的升级，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升级。 

另一方面，推动中小企业的专业化集聚。积极引导和支持中小企业为产业集群中的

大企业做配套，同时对主要以中小企业为主发展起来的产业集群进行引导，鼓励其通过

联盟、兼并、重组等多种方式壮大产业实力。促进企业共享硬件、软件资源，共享政府

服务，加快优化配置生产要素和资源，支持产业集群升级。 

4.2.3  提升产业集群的系统创新能力 

政府应为产业升级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与发展战略，引导产业集群系统创新能力。

政府应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在整合现有政策资源和资金渠道的基础上，设立技术创新专

项资金，对产业集群中关键技术研发、有利于环保、节能的技术创新予以重点支持，对

技术含量低及不利于环境保护的技术予以合理控制。 

建立稳定的财政投入增长机制，创新支持产业集群创新的方式，重点支持产业集群

中企业的关键技术和产品研发、重要创新成果产业化、典型应用示范工程、产业集群中

企业集体联盟项目等。同时，加强对政府财政政策绩效的考核，创新财政资金管理机制，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政府应积极引导和支持西海岸经济新区内的家电产业集群中高效节

能环保产品、重化工产业集群中环境保护和可回收资源再利用等推广应用。 

    政府应完善税收激励政策。在促进产业集群内重点研发投入和科技成果转化、支持

产业集群企业联盟发展等方面的税收政策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税收体制改革方向和税种

的基本特征，积极研究完善政府对西海岸经济新区产业集群创新的税收支持政策。 

地方政府应促成区内山东科技大学、中国石油大学、青岛理工大学与企业建立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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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机制，促进高校科研成果化，同时为企业发展注入活力。一方面，企业通过大学

和科研机构可以满足自己的研发、技术需求，大学和科研机构针通过企业将科研成果转

变为生产力，为企业带来效益，通过相互交流双方创新资源的流量增大，机会也大大增

加。 

4.2.4  引导产业集群主动嵌入全球价值链 

传统产业集群升级实质上是与经济全球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地方政府应科学认识

目前西海岸经济新区各产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抓住国家建设山东半岛蓝

色经济区这一国家战略机会，结合全球产业发展动态，找到各产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的

合理嵌入点和价值环节。另外，应积极引导集群企业与国际资本、跨国公司进行合作，

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提升参与国际分工的层次，提升产业集群竞争力。 

4.3  推进重点产业、特色产业的升级 

4.3.1  推进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 

    西海岸经济新区装备制造业获得较大增长，2012 年装备制造业规模以上产值占青岛

市比重达到 42.35%。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四

个部门所占比例 2010 年较 2000 年增长了 20.59%，其中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增长最快，

并成为西海岸经济新区重要工业部门。  

原青岛开发区在 2012 年已经被授予山东省省级高端装备制造业产业园区，标志着

西海岸经济新区装备制造业主导产业特色鲜明、水平和规模居山东省领先地位，在产业

升级、“两化融合”、技术改造、自主创新等方面走在山东省装备制造业前列。下一步，

西海岸经济新区应继续促进产业加快发展和结构调整与升级，增强产业集聚，提升装备

制造业的竞争能力和产业地位，率先建成世界，综合性海洋装备制造基地。 

4.3.2  鼓励高技术产业业发展 

    西海岸经济新区高技术产业比重迅速提升，从 2009 年开始西海岸经济新区高技术

产业比重达到青岛市的二分之一。技术、资本密集型行业加速发展，以通信设备、计算

机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现代制造业占据主导地位，传统加工工业部门地位下降。 

    西海岸经济新区必须紧抓国家调整产业政策、重点鼓励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有利时

机。政府应提升发展高新技术主导产业，大力发展通信设备、精密制造、新材料、生物

医药、新能源与节能、软件及集成电路、资源与环保等高技术产业，引进高新技术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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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到西海岸经济新区投资创业，注重培育发展内生高新技术企业，引导高新技术产业

向高端环节发展，着力发展总部经济集群，努力提高产业竞争力和附加值。 

    政府应积极培育新兴战略产业。紧跟世界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前沿，积极培育海洋

装备、航空航天等新兴战略产业，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应加快发展高技术服务业。

注意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相结合，加快发展创意产业、服务外包、金融服务、港口物流

等高技术服务业，引导西海岸经济新区形成先进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的

新型产业体系。 

4.3.3  着力推动物流产业升级 

物流业，尤其海洋运输物流业是西海岸经济新区的特色产业。物流业对其他产业升

级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同时物流业是各产业相互联系的纽带。 

应积极利用现有港口的优势资源，发展与港口相关的物流业，再以物流业推动临港

产业的发展。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鼓励本土物流企业与外资物流企业多种形式的合作，

以促进本土物流企业的发展。物流发展水平的提高必定会吸引更多的外资投资于各类临

港产业。 

西海岸经济新区应谋划好工作思路，充分发挥董家口港的后发优势，通过物流带动

临港产业的发展，带动人才的集聚，带动一个新城的发展，从而为为推进西海岸经济新

区产业升级奠定基础条件。 

4.4  合理化的产业升级保障措施 

4.4.1  加强地方政府的组织领导 

产业升级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多个政府部门。应统一领导西海岸经济新区产业

升级涉及的各个部门，建立一套有效、高效的部门协调机制，来解决产业升级中部门

协调问题，避免互相扯皮的问题。可以定期召开部门联席会议来解决产业升级中部门

协调问题。为支持一些重点项目、示范项目的建设，可专门成立临时的部门，以便跟

踪项目的实施，对项目实施的结果进行控制。 

4.4.2  以政府服务升级促进产业升级 

    （1）要在更高起点上转变和提升公共管理理念。转变政府公共管理理念是转变政

府职能的前期，只有理念发生转变，才能将新的理念融入到政府的行为中。地方政府

有必要强化“人本”和“效能”两个意识，推动以提高行政效率和增进公共利益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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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府管理创新，以及建立良好的公共服务新体制。使政府尽快从“投资政府”“经济

管制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寓服务于管理之中，为市场活动的主体企业服务，着力

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服务好西海岸经济新区产业的升级。 

（2）要在更宽视野上创新和完善公共管理体制。政府公共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之

一就是为社会直接提供制度保障和政策环境的公共服务。西海岸经济新区迫切需要建

立和健全一套新的地方政府制度环境和保障机制。 

一是应积极构建政府与企企、政府与社会之间新型的、可持续的关系，建立和完

善服务型政府的制度框架，为西海岸经济新区的产业升级服务。 

二是建立促进产业升级协调发展的管理机制。以更好促进产业升级为目标，建立

政府部门之间良好的协调机制，以进一步促使不同产业之间形成良好的协调机制，产

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形成良好的协调机制。
 

三是形成引导企业创新、推进产业升级的导向机制。积极引导和推动企业创新，

鼓励企业之间，企业与科研院所之间构建技术创新联盟，为企业转型升级助力。 

四是形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协调机制。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政府主动做

好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有力使得经济与环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3）创新政府公共管理方式。合理把握产业升级过程中 “政府”和“市场”两

只手的关系，调整和优化政府管理职能和方式。 

一是强化政府职能定位。加强在产业升级关键领域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

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作用。如产业政策制定，产业间协调。从实际的需求来看，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的主体是企业和社会，而政府需要全心全意做好公共服务，一心一意地解决

好产业升级中出现的问题，创造和改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制度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

环境。 

二是实行社会多元共治。对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的职责进行合理界定，让社会

组织积极承担部分公共服务。 

4.4.3  推进金融创新，助力产业升级 

  西海岸经济新区应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金融业促进经济发展、推动产业升级，

充分发挥金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支撑和引领作用。鼓励企业与金融机构开展多种形式

的合作，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支持金融机构金融服务的创新，积极探索新型的满足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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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需要的金融服务。除了传统的银行外，西海岸经济新区要大力发展区内各种新型金融、

准金融机构，如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融资性担保公司等，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多

样化的解决渠道。 从而实现金融助力产业升级，产业、金融实现良性互动。 

4.4.4  大力发展生产型服务业，助推产业升级 

生产性服务业对促进产业升级发挥了重要作用：研发服务有助于企业的产品或服务

价值的提升；金融服务拓宽了企业的融资方式；设计服务有利于企业品牌的打造；物流

服务为企业在更广阔的范围合理配置资源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电子商务拓展了企业的

分销渠道。 

西海岸经济新区应注重发挥政府在生产服务活动中的主导和引导作用。加快推进主

辅分离加速现代服务业发展。遵循产业发展规律，加快推进制造业企业非核心业务分离

发展现代服务业，重点围绕研发、销售、物流、采购、商务等领域，强加政策引导，鼓

励非核心业务分离注册新的服务业企业或业务外包，进一步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经

营水平与服务质量。积极推进现代物流基地建设，大力发展港口综合物流，加快现代物

流业的发展，推动传统物流企业向现代物流企业转型，培育知名物流企业。积极发展

专业性技术服务业、电子商务、会展业。 

4.4.5  强化科技人才支撑，助推产业升级 

科技人才是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西海岸经济新区应健全人才培养体系、完善

人才评价和使用机制、制定科学的激励和保障措施。 

产业升级急需一大批高技能人才作支撑。政府应推进高技能人才培养计划，鼓励并

引导企业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培养高技能人才；发挥高技能人才在新技术研发、新产品

生产、技术革新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有机地将政府、行业企业、院校等各方面的力量凝

聚在一起，形成了有利于高科技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氛围，为推动西

海岸经济新区产业升级提供良好的人才政策支持。 

（1）完善人才政策 

完善对海内外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培养政策，通过政策吸引人才，留住人才。通过

制定合理的政策支持创新团队的建设，针对创新团队的评价、奖励制定相应的措施。推

动企业高技能人才建设，推广青岛港的经验，加大对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完善落户、保

险、住房等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配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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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善人才评价激励机制 

树立尊重人才思想、为充分发挥人才作用创造良好的条件。政府引导企业建立以企

业为主，政府为辅的针对高层次人才、创新团队、高技能人才建立科学规范的人才评价

体系。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才，留住更多的人才。 

（3）优化人才创业创新的良好环境 

创业创新典型，予以奖励，营造有利于人才创业创新的氛围。尊重创业创新者的知

识产权，维护其合法权益，创立鼓励人才开创事业的社会环境，使各类人才创业有机会，

创新有舞台，创富有环境，切实增强西海岸经济新区人才竞争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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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本文通过以上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产业的形成和产业升级需要一系列的条件，任何盲目扩张的决策都有可能带来

产业发展的重大损失。 

   （2）产业的升级是一个系统工程，每个产业和企业只是这个系统中的一分子，产业

升级必须是整个系统整体运作，才可达到产业升级的目的，而在产业升级中，政府必须

发挥主导作用。 

   （3）地方政府对产业升级作用是多方面的，主要有：执行宏观政策、执行区域性政

策、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解决外部性、保持公平性以及通过优化资源禀赋和引导需求

结构升级等途径创造良好的地区发展环境等。 

   （4）目前西海岸经济新区工业发展水平为青岛市各区、市中位于前列。青岛西海岸

经济新区工业行业结构多样化，形成多个战略支柱行业共同支撑的格局。重化工业、装

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比重迅速提升；西海岸经济新区服务业发展呈稳健上升趋势。 

   （5）政府应该强势介入，充当西海岸经济新区产业升级的组织领导，提升统筹和规

划的能力，将产业升级作为政府的中心任务和基础性工作，为西海岸经济新区产业升级

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本文从政府作用的视角对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产业升级问题作了大量研究，但受作

者能力、时间和篇幅所限，对有些问题的研究深度尚浅，有待今后进一步完。主要是：

由于受人力、时间和资金方面的限制，主要根据搜集的二手资料对西海岸经济新区的产

业现状进行了分析，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此外，针对西海岸经济新区产业升级提出

的对策还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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