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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东营县域经济发展整体水平不高且极不平衡；依靠石油资源建立起来的工业经
济体系，其发展随油田衰竭全面放缓；油田服务业的内部化及历史原因导致第三产业相对滞后，

总量不到山东省平均水平的一半；由于地域和交通的限制对外开放程度不高，城镇化水平低。

发展东营县域经济，必须优化第三产业发展的软硬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要转变政府职

能，充分发挥现有的特色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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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县
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优化配置资源，

具有地域特色和完备功能的区域经济。首先，县域

经济属于区域经济范畴，是一种行政区划型区域经

济，它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广大农村为腹地，

城乡兼容。其次，县域经济有一个较完整的市场调

控主体，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并有一定的能动性，

且具有地域特色，这种地域特色与其地理区位、历史

人文、特定资源相关联。再次，县域经济以市场为导

向，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更大的区域内进行资源

配置，获取竞争优势，具有开放性。最后，县域经济

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是功能完备的综合性经济

体系，其活动涉及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各环节，一、

二、三产业各部门，注重发挥比较优势，突出重点产

业。［１］东营市油地经济结构单一，县域经济生产总

值、工业增加值和投入在全市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越

来越大，以后发展地方经济主要还是依靠县域经济

的发展。

一、东营市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和问题

（一）县域经济整体水平不高

１．位次比较
根据２００９年中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与科学

发展评价报告，山东有２５个县进入全国百强县，尤

其是龙口市在百强县中排第１１名，荣成市第１２名。
而东营市只有广饶县进入百强县，但该县总体位次

很靠后，２００６年排第９３名，２００７年第８１名，２００８年
第７７名，２００９年第７３名。虽说广饶县整体排名近
几年上升比较快，与荣成市的差距在缩小，但两者之

间的差距却依然很大，见表１。同时，２００９年广饶县
域经济综合实力在山东县域经济中排第２１名，发展
相对滞后。

表１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全国百强县中山东部分县市排名

市（县）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上半年

荣成市 １０ １１ １０ １０ １２
龙口市 ２３ １４ １１ １３ １１
邹城市 ２２ １８ １６ １５ １７
文登市 １６ １５ １３ １６ １４
广饶县 — ９３ ８１ ７７ ７３

注：资料来源于《中国县域经济年鉴》。

２．发展水平比较
（１）与威海及整个山东县域经济的对比
除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外，东营县域经济的

其他指标都低于同期山东县域经济平均水平，地区

生产总值和地方财政收入只有平均水平的３０％ ～
４０％左右，见表２。

（２）与全国百强县平均水平的对比
根据２００８年的统计数据，全国百强县地区生产



总值、地方财政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分别为

３１４９０亿元、１６７亿元和７５９０元，东营县域地区生
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分别为

１９０５０亿元、７９亿元和６５７６元，分别为百强县的
６０５％、４７３１％和８６６４％。①

表２　２００７年东营与威海及整个山东县域
经济主要指标对比

东营县域

平均水平

山东县域

平均水平

威海县域

平均水平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１５７２９ ２３２３８ ３８３４８
地方财政收入（亿元） ６０２ ９０４ １６３９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８６０３ ８９２２ １２２６５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１７５７ ６７４ ８５３６
金融机构储蓄存款余额（亿元） ４２４５ １３５４４ １６６４６
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元） １６５３３ １９９４９ ２０９９４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 ６５７６ ５６２４１ ７６１３

注：资料根据２００８年东营、山东、威海统计年鉴整理。

（３）与东营市总体水平的比较
占全市土地面积６３２％的东营县域三县，人均

ＧＤＰ和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为全市的 ５６０９％和
６６４３％，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和金融机构储蓄存款余额仅为全市的 ３６５２％、
２５６％和２９３７％。县域经济对东营市经济发展的
贡献率不高。②

（二）县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

１．主要经济指标对比
２００８年经济总量ＧＤＰ，广饶３２０亿元，垦利１６０

亿元，利津１００亿元。从２００４年到２００８年东营县
域经济强弱县人均 ＧＤＰ的倍数呈上升趋势。２００４
年强县广饶是弱县利津的１７８倍，到２００８年两者
的差距扩大到２１８倍。２００８年，三县地方财政收
入７∶３∶２，差距在３倍以上；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３６∶
１８∶１，差距在３倍以上；固定资产投资３∶２∶１，差距也
在３倍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２５∶１∶１３。东营
除居民收入水平差距不大以外，其他都是强县是弱

县的两倍。

２．三次产业发展状况
通过经济分析可以看出，广饶县无论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长比率都比较

高，高于其他两县。从第一产业来看，广饶县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整体上呈上升的趋势，增长比较快。
利津和垦利县都有下降的趋势。从第二产业来看，

东营三县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比率大约２２％，呈现
下降趋势。从第三产业看，广饶县发展比较好，增长

速度快，增长比率也比较高。垦利县有下降的趋势，

利津县近三年增长也比较缓慢。广饶能进入县域经

济百强主要靠一、二、三产业的综合提升。

（三）经济结构不尽合理

东营与山东、威海县域三次产业结构对比见

表３。
表３　２００７年东营与山东、威海县域

三次产业结构对比（％）

东营县域经济 山东县域经济 威海县域经济

第一产业比重 ８６７ １１ ８９
第二产业比重 ７７３７ ５８７ ６０９
第三产业比重 １３９６ ３０３ ３０２

注：资料根据各县２００８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

从表３可以看出，东营县域经济第二产业过重，
第三产业过轻。第三产业比重低于山东县域１６３４
个百分点，低于威海县域 １６２４个百分点，发展滞
后，第三产业比重只有山东省平均值的一半。

（四）城市化水平严重偏低

东营县域城镇化率从 ２００５到 ２００８年一直在
１４％左右徘徊，变化不大。与山东县域经济第一强
市威海市相比，差距特别大，从２００５到２００８年威海
县域城镇化率比东营城镇化率分别高出 ２４４８、
３７４２、３７９７和３７８３个百分点，东营县域城镇化
水平只有威海的１／３。由于东营市是依托胜利油田
而建成的资源型城市，受生产条件的约束，所以产业

布局不集中，居住相对分散，城市人口聚集度低。再

加上东营市建市历史较短，人口基数小，城市人口总

量少，缺乏能够有效吸引境外人士的条件，聚集人流

的引力不强，外来流动人口少，服务业缺少大发展的

条件和动力，难以聚集人气和商气。较小的城市规

模和较低的聚集度，影响了对服务业的有效需求，在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服务业的发展。［２］

（五）对外开放水平不高

东营和山东县域经济强市威海都属于山东沿海

城市，但两者对外开放水平相去甚远。东营县域出

口总额从２００４到２００７年增长比较快。但威海２００４
到２００７年的县域出口总额分别为东营县域的５７４
倍、４８１倍、３４２倍和２４５倍。东营２００４到２００７
年县域实际利用外资额分别是威海县域经济的

８３８％、２９６％、４４％和５９２％。③

二、东营市县域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分析

（一）建市时间不长

东营这个１９８３年才设市的城市，由于受土地盐
碱化、淡水资源缺乏以及黄河改道和泛滥等自然条

件的影响，农业发展严重受限。在盐碱地上建立起

来的东营，没有任何工业基础。第三产业起步更晚，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比较低。

（二）过分依赖石油资源

东营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靠石油以及由石油而发

·２４·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



展起来的相关化工产业，其他产业的发展非常薄弱。

东营市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胜利油田以及靠油田

发展起来的相关产业。这导致了东营经济发展的整

体水平也不是很高。

（三）第三产业发展滞后

１．服务业体制的制约
一是胜利油田服务行业存在限制进入和垄断现

象，导致服务供给质量差、价格高，企业大包大揽，抑

制了需求。二是由于就业压力，许多企业将本来应

该由专业服务企业提供的服务活动长期内部化，以

达到安置富余职工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服

务业的发展。三是社会保障体制还不完善，导致消

费者倾向为未来进行储蓄而不愿增加当期消费。

２．市场化程度较低
服务业发展滞后的根本性原因是市场化程度不

高，市场在服务业资源配置中还没有充分发挥基础

性作用。市场化程度不高的主要表现：一是非公有

制经济在服务业中所占的比重仍然偏低，市场机制

和市场体系还不健全，政企不分、行业垄断、限制经

营的现象还存在，且各级政府管理的服务价格仍然

偏多。二是一些服务行业尚未进入符合市场经济规

律的产业化发展轨道，增长方式粗放，企业经济效益

亟待提高；福利型、事业型的服务业单位还很多，向

经营型、企业型转变的步伐不快。三是发展环境不

宽松，服务业很多行业的法律政策体系不健全，新兴

服务业的发展缺乏规划和规范，相关政策法规不够

健全配套。在服务业用地、用水、用电等诸多方面存

在歧视性政策。

３．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
东营服务业产业结构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

仍然不尽合理。这主要表现在：相对于面向生活的

服务业快速增长，面向生产的服务业发展滞后；服务

业内部传统行业比重仍然偏高，相对于东营所拥有

的资源优势，如旅游资源、信息资源、智力资源、人才

资源等，开发利用不够，蕴藏的巨大经济潜能未充分

发挥出来；金融保险、运输邮电等行业发展速度虽然

较快，但与东营的优势和潜力相比，仍有较大的发展

空间和发展潜力。在服务业中，为国际和国内市场

服务、体现现代化城市功能、具有外向辐射功能的行

业，如会展旅游、现代物流、中介咨询、网络服务等，

还处在起步阶段，市场运作也还不是十分规范。另

外，零售、餐饮娱乐、旅游等流通行业和生活服务业，

传统的运作方式仍为其主要特征。传统的分配、消

费方式，如福利制度、社会服务体系、城乡壁垒等，也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服务业发展。［３］

４．服务型人才缺乏
受服务业人才职业化机制不畅的制约，从业人

员素质参差不齐，缺乏一支能够熟练运用市场经济

手段促进服务业发展的干部队伍。特别是在信息、

物流、会展、文化、旅游、金融保险、商务服务等现代

服务业领域，高层次人才缺乏已成为制约行业发展

的重要因素。

（四）区位偏僻，交通不便

首先，东营属于沿海城市却并不具备沿海地区

经济发展的各种优势。面海傍河、坐拥港口、拥有发

达的水陆交通，是世界上所有大河三角洲得以快速、

优先发展的天然优势，而黄河三角洲恰恰缺少黄金

水道和港口。黄河流经利津和垦利县，并在垦利入

海，但黄河不能通航，而且沿海水深不够，触礁危险

性高，垦利和广饶地区港湾狭窄，不具备建立港口的

条件。东营港虽然正在建设当中，但沿岸的货运、客

运量与其他港口城市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其次，东

营地处山东省的北部，地理位置比较偏，铁路发展比

较滞后，没有有机并网且过路车次少，难以形成流动

通道。航班通行地区有限，至今还未开通国际航班，

不利于外资的引进。再加上信息比较闭塞、运输成

本比较高、产业结构比较单一、地广人稀等特点，都

不利于大型经验交流会、贸易洽谈会的举办以及大

型项目的引进。

（五）制度和体制的制约

一是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进城落户比较困难。

二是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中，农民的社会医疗保险不

仅数额少而且很难到位。三是教育培训制度中，农

村不仅教育基础设施比较落后，教育水平低，而且进

城后的职业培训得不到与城市人同等的待遇。这些

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民工的流动和城镇化的发

展。四是行政制度上县级政府缺乏自主权，而且上

级审批层次过多，部分县级发展资金被县级政府截

留。五是金融体制上县级金融机构缺乏自主权，且

对县级企业贷款条件严格，农村资金以各种形式被

抽走，农村信用社势单力薄等。

（六）人才的制约

东营市是仅有１８３万人口的城市，中心城人口
仅有５１万，共有专业技术人员６１２６８人，占全市总
人口的 ３３５％。东营市具有高级职称人员 ５３４３
人，仅占专业技术人员总量的８７％，特别在企业，
具有正高级职称人员全部是外聘人员。人才观念

上，重视外来人才的引进，而轻本地人才的开发；重

高层人才的管理，轻基础人才的培养。由于东营市

的知名度小，吸引力弱，人才引进工作十分困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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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人才外流现象却非常突出。在人力资源开发上，

财政投入明显较少，政策支持不够，仅仅是给予引进

人才几万元的安家补助和每月几百元的特殊津贴。

县域配套设施和发展空间与市区差别更大，对人才

的吸引力更弱，高素质劳动力更短缺，发展后劲

不足［４］。

三、东营市县域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推进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进程

首先要继续实施工业强县战略。工业强县指通

过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和先进制造业，积极推动企业自主创新来逐步改变

单纯依靠石油资源的工业发展格局，提高工业对经

济的贡献率。要利用东营这个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契

机实现石油产业的优势延伸和优势再造，同时要把

石油化工产业作为转型的基础产业加快实施，做大

做强。石油装备产业是东营市特色主导产业之一，

也是全球制造业争夺的市场焦点。东营市发展石油

装备业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有胜利油田这块实验与

展览基地，同时又起到市场支撑作用。东营市必须

坚定不移地把石油装备业作为主导产业，重点扶持，

重点发展，使之与石油开采、石油化工形成三足鼎立

的主导产业格局。［５］当然主导产业的发展必须兼顾

产业的协同效应，在现有的基础上以战略眼光引导

新材料、生物医药、电子信息三大高新技术产业和机

械制造等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其次要大力推进农业

现代化。发展生态农业、观光农业、高效农业、外向

型农业，通过多种促进方式把农业经济潜能充分挖

掘和释放出来，通过大力发展特色创税农业培育新

的农业税收财源增长点。大力发展农业龙头企业，

发挥龙头企业的品牌效应和带动作用，辅以政府扶

持和市场运作等多种形式积极培育、壮大龙头企业

的加工和销售能力。同时利用本地现有资源，加快

实施品牌带动战略，在培育黄河口系列农产品品牌

上做文章，加大项目包装和推介力度，发展特色农业

经济。［６］

（二）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优化服务业发展环境

放宽市场准入门槛，促进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

要允许和鼓励各类资本以独资、合资、合作、联营、参

股、特许经营等方式进入，且实现内外资的同等待

遇，在实施优惠政策的投资领域，其优惠政策对所有

投资主体同样适用。同时要降低准入门槛，制定合

理的市场主体资质、市场准入条件和服务质量标准，

建立公开透明、管理规范和全行业统一的市场准入

制度，废除不合理的带歧视性的有关规定，减少行政

审批项目。简化专项审批手续，放宽集团公司和连

锁经营等条件限制。已经相关部门批准的民办学

校、民办医疗机构、民办小型体育健身服务场所、民

办报刊投递机构及私人图书馆等，均可以个体工商

户、个人独资、合伙或公司制形式办理注册登记。允

许各类人才以商标、品牌、技术、科研成果等无形资

产评估作价出资组建文化企业。

进一步扩大开放，提高现代服务业的国际化水

平。以石油装备业为例，国际石油装备博览会完成

了初步告知的任务，但要继续宣传并加深印象，需要

在过去的基础上每次突出一个重点、一个主题；在第

一次顾客参观了解提出问题改进的基础上继续加

强，按照告知、改进、不断联系、增强客户关系、增加

忠诚这个系列思路逐步展开进行；政府继续支持装

备行业协会和国际商会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

务。例如以品牌为特许条件来保证产品质量和档

次，统一东营石油装备对外形成价格标准和质量标

准，支持研发和相关人才培训，按照国际化的标准来

吸引和配备人才，协会以课题和项目的形式支持具

有前瞻性的一些研发项目和人才培养，为产业的国

际化打好基础。

创新旅游业发展思路，以生态旅游与休闲旅游

为切入点，加强旅游相关设施建设。依托南宋大殿、

孙武祠等历史文化景观以及黄河口湿地、飞雁滩百

鸟乐园、黄河入海口风景区等自然景观，利用黄河入

海口附近地广人少、没有农田、平坦少树、四季有风

的特点，建立一个滑翔的专营地；联合胜利油田，搞

油田工业旅游，了解石油风云和历史；结合东营遍地

荷花的特点，搞荷花节旅游。针对周边地区游客，积

极发展以周末、假日游为主的中短途旅游线路，同时

拓展长线旅游线路。加强旅游服务体系建设，围绕

吃、住、行、游、娱、购六大要素，加快发展宾馆、餐饮、

旅游购物、旅游交通、文化娱乐、运动休闲、医疗保健

等服务行业。

（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县域支撑能力，

降低区位因素影响

一是加快黄（骅）东（营）大（家洼）铁路建设，

与大（家洼）莱（州）龙（口）铁路接轨，形成东至烟

威，北至京津的环渤海铁路通道。二是积极推进德

（州）龙（口）烟（台）铁路建设，德龙烟铁路进入东

营市后，从利津大田家跨过黄河，经史口，沿广蒲沟

北岸向东，从东营东南与大（家洼）莱（州）龙（口）

铁路相接，可以有效增加与腹地的联系。另外，要加

快疏港铁路建设和火车站改造，完善航空网络，加强

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等。

（四）积极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

·４４·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



市级政府对县级政府要适当放权，简化审批层

次。同时要加大对县的支持力度，并保障县级补助

资金的及时到位。各县要把政府的职能真正转变到

“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

切实解决政府职能的越位、缺位和错位问题。全面

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切实解决部门之间职能交

叉、权责脱节、多头审批等问题。积极创造各种条

件，让社会组织、企业和公民更广泛地参与公共事务

管理。

（五）改变一些传统的不合理的制度

县域经济的发展要以城镇化为支撑，首当其冲

的是改革户籍制度、用工制度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

消除一切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政策性障碍，为城镇

化建设营造一个宽松的发展环境。

（六）大力实施“文化促动”战略

加快文化建设和发展，提高城市文明水平，充分

挖掘文化资源，加强文化设施建设，繁荣发展文化事

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大力发展医疗教育卫生和体

育事业，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搞好人口综合服务，提

高人口素质。加大科技、人才支持力度，提升县域经

济层次和水平。

四、总结

东营市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城市化水平偏

低，对外开放水平不高。主要是由于土地盐碱化和

淡水资源缺乏等自然环境的影响，农业的发展受到

牵制，工业比重过大，对石油资源的依赖性太强，第

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等经济结构问题。县域经济发

展的核心对策是尽快发展和提升第三产业水平和石

油技术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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