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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黄河三角洲开发的瓶颈因素与对策

徐　静
（中共东营市委党校，山东 东营 ２５７０９１）

［摘　要］在中国的三个近海三角洲中，黄河三角洲的开发程度、发达程度都无法与长江三
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相提并论，究其原因，产业结构、生态环境、交通等多种瓶颈制约是很重要的

因素，所以要加快实施黄河三角洲开发战略就必须从多角度入手，创新发展思路，突破瓶颈

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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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三角洲是黄河近百年来冲积而成的一块年
轻的陆地，河海交汇，使其中心城市———东营市成为

中国东部沿海自然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之一。经过胜

利油田３０多年的开发建设特别是东营建市２０多年
来的发展，黄河三角洲从荒凉走向初步繁荣，昔日的

荒原上崛起了一座现代化城市，水、电、路、讯等基础

设施建设取得长足进展。但是，在中国的三个近海

三角洲中，黄河三角洲的开发程度、发达程度都无法

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相提并论。究竟是什么

瓶颈卡住了黄河三角洲的发展？本文试对这一问题

进行深入剖析，并提出一些破解瓶颈的对策。

一、黄河三角洲开发的瓶颈剖析

（一）“产业”瓶颈———过度依赖石油、经济结构

单一

黄河三角洲发展的最大优势在于石油，石油资

源丰富是黄河三角洲开发的强大推动力。但是因为

这些油气产品基本上全部运往外地加工或出口，这

就使黄河三角洲石油工业不能在其产地上形成上下

游一体发展的产业链，从而割裂了石油产业与地方

其他产业之间的联系，造成了石油经济与非石油经

济、中央企业与地方经济之间的巨大反差。多年来

满足于农副产品基地和石油能源基地的定位制约了

黄河三角洲发展的眼界，“黄河三角洲地区经济结

构出现两极分化：一端是有机构成相对较高的石油

工业经济，一端是有机构成相对很低的传统农业经

济。”［１］７９迅猛发展的石油工业与传统落后的农业经

济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石油开采业成为该地区唯一

的支柱性行业，非油产业没有形成“替代”之势，油

气资源也未能带动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造成了黄

河三角洲产业结构单一，地方工业产业链条短、层次

低。但是石油是不可再生资源，黄河三角洲要实现

可持续发展，必须突破产业结构单一这个瓶颈。

（二）“环境”瓶颈———生态脆弱、保护压力大

黄河三角洲由于成陆时间短，土地碱化严重，淡

水资源十分缺乏。黄河水是黄河三角洲主要的水资

源，也是黄河三角洲的生命线。但是近年来，黄河水

量时多时少，而且每年都有比较长的枯水期，又加上

华北和西北缺水，导致黄河流域中上游省份对黄河

水的提取量逐渐增加，这都将对“黄三角”的水资源

供应产生较大影响。水资源短缺已成为黄河三角洲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传统工业发展的“瓶颈”。

黄河三角洲具有丰富的湿地资源，对于调节气候、保

护生物多样性、存留珍稀遗传基因、优化人类生存环

境和区域发展环境，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但由于湿地本身是一个脆弱的生态系统，所以，在开

发过程中，必须要慎之又慎，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大

面积湿地的渐次萎缩和消亡。全面实施黄河三角洲

开发战略必须重视环境制约这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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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通”瓶颈———基础设施不够完善、人流

物流集散能力差

黄河三角洲地区虽然具有便利的公路、铁路、水

运、航空等运输方式联络国内外大中城市，但是东营

海港未成规模、高速公路和铁路断头、机场航班少等

问题仍对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制约。东营高速公路

只有一条东青高速与济青高速相连；铁路只有一条

淄东支线铁路与济青铁路相连，从淄博到东营的火

车为一段“盲肠”，不能形成向北的通道或者枢纽。

黄（骅）东（营）大（家洼）铁路、环渤海高速公路虽

然进入国家中长期规划，但在未建成前的时间内，缺

乏贯通的干线铁路、高速公路。东营港虽为国家一

类开放口岸，却未形成规模，泊位小，吞吐能力低，缺

少疏港铁路支撑。东营机场目前只能飞北京、上海，

尚未形成对东营经济的强力支撑。基础设施不完

善，交通不便利，人流物流集散能力差，大的工业项

目难以安家，经济就难以又快又好发展。因此，交通

问题仍是制约东营乃至整个黄河三角洲实施大规

模、深层次开发的瓶颈。

（四）“实力”瓶颈———中心城市吸引力不强、辐

射带动力不够

“现代经济发展规律表明，区域经济发展必定

形成一个中心城市；而中心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又将

有力推动区域经济的不断发展。”［１］１２１中心城市应有

一定的集聚和辐射能力，要能对区域周边地区的发

展产生重大影响。在经济总量和城市人口规模上应

该在区域各城市中数一数二，在基本功能上应是经

济中心、交通流通中心、教育文化中心、人居中心等。

近期，黄河三角洲地区的经济社会虽然获得较快发

展，城市面貌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也取得很大进步，

其中心城市———东营市，在全国百强城市中２００５年
度综合实力排名居第３７位，跨入中国投资（硬）环
境５０优城市行列，并先后荣获国家卫生城市、国家
环保模范城市、全国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示范城

等称号。但是，从区域整体发展的要求看，东营市市

属经济比较薄弱，缺乏产业支撑，难以辐射带动周边

地区；城市建设缺少亮点，缺乏文化内涵，城市的影

响力和吸引力不强。因此，东营市尚不能像长江三

角洲的中心城市———上海、珠江三角洲的中心城

市———广州那样起到带动区域发展的龙头作用。

二、突破瓶颈制约 全面实施黄河三角洲开发战

略的对策思考

虽然黄河三角洲开发面临诸多瓶颈制约，但也

有其独特的发展优势。黄河三角洲具有丰富的资源

优势，矿产资源丰富，胜利油田已探明石油地质储量

４４１３亿吨、天然气地质储量３８２３９亿立方米，盐
卤资源丰富，滨海浅层卤水储量７４亿立方米［２］；黄

河三角洲区位优势明显，处于黄河入海之处，北靠京

津塘，南连山东半岛，是环渤海经济区和黄河经济带

的结合部，也是海陆连接东北和中原两大经济区的

重要通道；黄河三角洲还具有良好的政策环境，开发

建设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２００１年４月，联合
国工业发展组织确认东营市整个行政区域为国际绿

色产业示范区，发展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先后

被列入国家和山东省“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

加快实施黄河三角洲开发战略，是经济社会发展客

观规律的必然选择；是贯彻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政

府的重大决策部署，抢抓机遇的迫切需要；是在具备

了一定基础和必要条件下，站在新起点实现新发展、

确立东营在山东省乃至环渤海地区战略地位的重大

举措。打破瓶颈，发挥优势，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

展是全面实施黄河三角洲开发的必然选择。

（一）构建多元经济，突破发展的“产业”瓶颈

黄河三角洲区别于其他两大三角洲的最明显特

点在于它的中心城市资源型特点突出。资源型城市

对资源具有很强的依赖性，但资源总有枯竭的一天。

许多因资源而建的城市，随着资源逐渐枯竭而陷入

困境。资源型城市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推进经济

结构转型。专家预测，胜利油田现有储量还可以开

采３０年。所以，选择在城市经济高速发展的最好时
期及早转型，用足够的时间来从容完成这种转变，改

变黄河三角洲中心城市不合理的二元经济结构，寻

求发展的新出路是黄河三角洲实现经济腾飞的当务

之急。

突破发展的“产业”瓶颈，就要大力调整优化产

业结构。一是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

提升农业，积极培育畜牧、水产、蔬菜、冬枣、粮棉等

优势产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发展壮大龙头

企业；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

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

安全的要求，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加快农业标准化建

设，积极发展特色农业，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多

环节增加农民收入。二是调整工业产业结构。着力

提升产业层次，拉长产业链条，培育产业集群，加快

建设先进加工制造业基地，如可积极培育发展电子

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

业；可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提升石油化工、盐

及盐化工、石油装备制造、造纸、橡胶轮胎等现有产

业等。三是加快发展服务业。加快改造提升商贸流

通等传统服务业，积极发展现代物流、金融保险、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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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服务、文化产业等新型服务业，尤其是要充分挖掘

利用东营市独特的文化旅游资源，搞好品牌运作，尽

快实现突破。

（二）突出生态特色，突破发展的“环境”瓶颈

黄河三角洲生态脆弱，加上以重化工业为主的

产业结构决定了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的任务特别艰

巨，必须下决心解决好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问题，高

举生态建设的旗帜。突出生态建设，是黄河三角洲

地区区别珠三角、长三角地区所应选择的具有个性

特色的正确发展方向。所以全面实施黄河三角洲开

发战略，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经济建设与

生态建设一起推进，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一起考核，

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一起发展。要按照建设高效生

态经济区的发展定位，全面实施生态市建设规划，重

点搞好生态防护工程。“要提倡在保护生态环境的

前提下进行资源的适度开发，在资源开发过程中注

意搞好生态环境保护，形成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的良性循环机制。”［３］要推行节约用水，搞好水资源

综合利用，尽量发挥水资源的使用价值。要积极发

展循环经济，构筑企业、行业、区域三个层面的循环

经济体系，推进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要

加强湿地恢复性建设，加强湿地污染监测和控制，保

障湿地系统基本生态功能。［４］通过生态系统的保护

与建设，构建起生态安全屏障体系，为黄河三角洲发

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三）扩大对外开放通道建设，突破发展的“交

通”瓶颈

东营作为国家高效生态经济的示范区，重大基

础设施是保证该地区实现科学发展的基本保障，必

须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加快完善区域重大基础设

施建设。扩大对外开放通道建设，密切环渤海经济

圈内交通联系，加强山东半岛区域融合，加快与京津

冀区域对接，着力构建海陆相连、空地一体的立体交

通网络，充分发挥黄河三角洲地处环渤海经济圈、北

接京津塘、南连胶东半岛经济带的优越地理位置，构

架大交通网络格局。首先，加快东营港建设步伐，推

进油码头和液体化工码头论证建设，搞好港口运营。

其次，１０万吨黄骅港与山东省只有一河之隔，黄河
三角洲的开发，应把黄骅大港纳入视野，为山东省所

用，在加快威乌高速公路东营段建设的同时争取黄

大铁路尽早开工。再次，东营机场是三角洲地区唯

一的空港，应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科学论证的基础

上，搞好空港的改造升级，延长加厚跑道，扩建完善

航站和航管设施。此外，要规划建设新火车站，推进

北部防潮堤建设，完善沿海防潮体系。通过基础设

施的互联互通，打造黄河三角洲大交通网络。重大

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将进一步提升黄河三角洲的区

位优势，使得制约沿海大开放、大开发的交通“瓶

颈”得到彻底改变。

（四）加强区域合作，突破发展的“实力”瓶颈

如上所述，黄河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

洲相比，没有形成如上海、广州、深圳般的经济中心

城市以及中小型城市体系，其中心城市只有依靠以

石油开采业发展起来的东营市，虽然有一定的工业

基础，但仍很薄弱，大集团公司少，高新技术企业少，

难以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黄河三角

洲要想发展，必须打破常规发展思路，加快与周围地

区的融合与交流，实施联动发展，借区域“龙头”求

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然后形成自己的龙头城市。

目前山东省正在建设半岛城市群，无论从战略布局、

发展需要，还是从经济优势、现有基础看，半岛地区

都是全省发展水平最高、潜力最大、活力最强的经济

区域，完全有条件进一步加快发展，成为长三角、珠

三角之后北方开放程度最高、发展活力最强、最具核

心竞争力的增长极。东营市作为山东半岛城市群八

市之一，可以借此发展良机，加强区域合作。主动对

接青岛和烟台，融入半岛城市群；主动对接济南，加

强与省会城市群经济圈的合作；主动对接天津滨海

新区，融入环渤海经济圈；积极承接长三角、珠三角

产业转移。充分发挥东营市的石油土地资源丰富、

自然生态良好和龙口天津之间建港条件最优的优

势，建设成为黄河三角洲上具有辐射带动功能的中

心城市。从而实现东营市的开发能够像深圳的开发

带动珠江三角洲的发展、上海浦东的开发带动长江

三角洲的发展一样，带动和促进整个黄河三角洲的

经济发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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