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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战略背景下东营市参与环渤海地区合作
发展的应对策略

种 效 博
(中共东营市委党校 管理学教研室,山东 东营 257091)

摘要:《环渤海地区合作发展纲要》的颁布实施,标志着环渤海地区合作发展由原来的区域

自发合作上升为国家战略。 东营市作为环渤海地区重要的节点城市,面对新的机遇与挑战,必
须立足本地实际,突出地域特色,坚持自主发展,明确主攻方向,培育竞争优势,搭建合作平台,
实施多点突破,走出一条深度融合、相对独立、互为补充的合作发展之路,使东营这座黄河口之

城借机快速崛起、跨越发展。
关键词:东营市;环渤海地区;区域合作;策略

中图分类号:F127摇 文献标识码:A摇 文章编号:1673鄄5595(2017)04鄄0028鄄06

摇 摇 2015 年 10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环渤海地

区合作发展纲要》 (以下简称《纲要》),将环渤海地

区划定为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山东省和

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的全部行政区,[1] 标志着环

渤海地区合作发展由区域自发合作上升为国家战

略。 《纲要》的颁布,对作为环渤海重要节点城市的

东营市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正确应对会凝聚资

源、乘势而起,否则,就会被边缘化,导致人才流失、
资源被抽离,从而丧失发展机遇。 因此,加强落实

《纲要》,推进黄蓝战略实施的理论研究,是谋划东

营未来发展、破解发展困境的必然要求。
一、东营市参与环渤海地区合作的简要回顾

环渤海经济区合作发展自 1986 年由天津市首

倡提出,东营市作为首届环渤海地区市长联席会的

成员市,始终秉持合作理念,履行合作责任,设立专

门工作班子和专项资金,推进各项共识落地,取得了

显著合作成效,促进了本地经济社会较快发展。
(一)立体交通框架初步建立

东营市高度重视与环渤海地区的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致力于建设快速便捷的现代化交通体系。 纵

贯东营的荣乌高速于 2008 年 9 月建成通车,横接东

西的济东高速于 2016 年底建成通车;连接京沪线的

德大铁路于 2015 年 9 月通车运营,以东营为始发站

开通了至北京、乌兰浩特的列车;黄大铁路于 2014
年 9 月开工建设,计划 2017 年全线建成通车;始建

于 1984 年的东营胜利飞机场于 2011 年 4 月复航,
在环渤海地区开通了往返北京、大连、天津的航班;
始建于 1997 年的东营港经改扩建于 2011 年 2 月正

式复航,2013 年 8 月开通了东营港至旅顺港的轮

渡。 立体化交通使东营全面融入了环渤海地区。
(二)区域经济协作全面加强

东营市主动参加“津洽会冶、环渤海地区经济技

术洽谈会、环渤海地区科技博览会、环渤海民营经济

经贸洽谈会、PECC 博览会等;积极加入环渤海各类

区域合作组织,在旅游、环境保护、口岸通关、人才交

流等方面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先后承办第五次环

渤海地区市长联席会、第三次环渤海地区人才开发

会议、第十三届环渤海民营经济经贸洽谈会、环渤海

地区(东营)产学研合作项目洽谈会等;成功举办中

国(东营)国际石油石化装备与技术展览会、中国

(广饶)国际橡胶轮胎暨汽车配件展览会、黄河三角

洲(中国·垦利)国际生态农业博览会、黄河文化旅

游博览会等,扩大对外宣传推介,积极推进与环渤海

地区的产业协同发展。 同时,东营市积极推进双边

合作,先后与中石化、中海油、齐鲁交通等国有企业

以及青岛等城市签署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推进



资源共享与区域协调发展。 至 2015 年底,环渤海地

区企业在东营独资或合作实施项目近百项,总投资

达 150 多亿元。
(三)人才科技合作深入开展

东营市十分注重利用环渤海地区的人才与科技

优势,以黄河三角洲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为平台,以创

建国家级农业高新区为契机,全面加强与各高校、科
研院所的人才科研合作,先后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农

科院、北京化工大学、天津大学、山东大学、青岛农业

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共建科研机构 20 余家,引进

各类人才逾百名,转化高新技术项目 30 余项。 中科

院滨海湿地生态试验站研发的重度退化湿地耐盐物

种繁殖、土壤改良,山东大学东营研究院与企业共建

的生命科学教学科研基地、蒜素生物制品研发中心,
青岛农业大学东营研究院围绕滨海重盐碱地开展的

农业生产技术研究等,为东营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

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东营市持续开展的“百名

博士进东营冶和“名校英才进东营冶行动,重点面向

北京、天津等环渤海地区高校开展校园宣传,成为人

才引进的重要渠道。
二、《纲要》实施给东营市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纲要》的颁布实施,使东营市继黄蓝经济区之

后再一次成为国家战略的叠加区,新战略给东营带

来新机遇、新挑战,只有深入分析得失利弊,才能正

确应对和乘势而为。
(一)新机遇

综合分析国家对环渤海地区合作发展的总体要

求、战略定位以及明确提出的政策措施,可以确定东

营市的未来发展将面临四大机遇。
一是基础设施加快完善的机遇。 加快跨区域重

大基础设施建设是《纲要》提出的促进环渤海地区

合作的首要战略措施,这将为从根本上解决东营市

区域交通体系不完善的问题带来重大机遇。 从《纲
要》和国家、山东省“十三五冶规划来看,沿海高速铁

路、黄大铁路、沿海高速公路及京沪高铁二线纵贯东

营南北,使东营真正成为环渤海地区居中连接的节

点城市;德龙烟铁路、济南—滨州—东营高铁、济东

高速公路东西贯穿东营,将使东营西扩腹地、东出渤

海,为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冶战略奠定坚实基础;东
营机场的改扩建、小清河乃至黄河通航,淤更为东营

的内通外连和新兴产业发展带来新机遇。 立体、快
捷、完善的交通体系,必然会对东营经济社会发展产

生强大的推动作用,使之驶上发展快车道。
二是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机遇。 《“十三五冶

时期京津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提出:“加强

与周边地域合作,支持内蒙古赤峰和乌兰察布、山西

大同、河南安阳及山东聊城、德州、滨州和东营等周

边毗邻地区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冶山东

省“十三五冶规划纲要提出:“支持聊城、德州、滨州、
东营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京津产业转移,打
造京津冀协同发展示范区。冶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

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而东营市的资源优

势、地缘优势、生态优势和产业基础,对京津产业转

移具有极强的吸引力。 2016 年 6 月,东营市在北京

举行的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推介会暨重点项目签约

仪式上,与与会客商达成签约项目 69 个,签约总金

额 699郾 58 亿元,项目涉及现代农业、石化、高端装备

制造、电子商务、产业基金、商业旅游等多个领域,成
为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良好开端。[2] 2017 年 4 月,
中央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

呈南下之势,东营市的地缘优势更加突出。
三是《纲要》实施带来的政策机遇。 《纲要》提

出,支持东营建设国际石油装备产业基地,支持东营

等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支持山东黄河滩区等居

民外迁和安置,支持东营市黄河南展宽区建设改造,
支持探索低碳城市发展路径,支持符合条件的开发

区升格为国家级开发区,支持跨地区共建养老基地,
滨海地级以上城市至少建设一个海水淡化示范社

区,共同建设环渤海黄金旅游带和无障碍旅游示范

区,深化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资源要素市场化改革,
稳步发展现有产权、技术、环境、金融资产等创新型

交易市场,[1] 以及黄河口整治、渤海污染联治等一

系列与东营高度相关的政策措施。 为落实《纲要》
提出的各项目标任务,国家必将陆续出台实质性的

支持政策,必然对东营市产业培育、盘活资源乃至破

解发展瓶颈带来机遇,必然有利于东营市立足本地

实际推进特色发展。
四是各地持续强化合作的机遇。 《纲要》明确

提出:“建立由北京市牵头的环渤海地区合作发展

协调机制,协商制定合作发展框架和重大战略,共同

解决区域合作中的突出问题。冶环渤海地区合作发

展由原来的天津倡议变为现在的北京责任,既便于

更好地发挥北京作为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又
可以促进区域合作向制度化、常态化发展。 《纲要》
颁布后,各地都作出了积极响应,各省(市、区)都将

推进环渤海地区合作作为“十三五冶期间的重要战

略措施,地区间的合作将更加深入和紧密。 东营市

作为重要节点城市,可以在加强与各地的合作中取

长补短、扬长避短,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推进更深层

次、更宽领域的协同发展,加快构建全方位开放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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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新格局。
(二)新挑战

近年来,东营市先后被国家纳入黄河三角洲高

效生态经济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京津冀协同发

展区、环渤海合作发展区,而东营市作为人口规模和

经济总量相对较小的城市,在区域合作发展中必然

面对诸多新挑战。
一是便捷的交通加速资源流失。 东营市的建立

本是依托国家特大型企业———胜利油田,在交通与

信息相对封闭的状态下,具有独特的资源优势、市场

优势、人才优势等,但随着《纲要》的实施,东营将加

快进入高铁时代,若不能增强自身竞争力和吸引力,
必将加剧资源流失。 高铁贯通后,东营将纳入济南

1 小时、青岛 1郾 5 小时、天津 1 小时、北京 1郾 5 小时

交通圈,便捷的交通既有利于东营接受区域中心城

市的辐射,同时也会因“虹吸现象冶导致人才、资本、
技术等资源外流。 特别是未来的渤海海峡跨海通道

建设,将使东北与山东、江苏等地区的陆路交通由原

来的“C冶字型转为“I冶字型海上直达体系,[3]成为连

接东北经济区与东部沿海各经济区的主通道,东营

市作为区域节点城市的连接功能将弱化,资源的中

途滞留可能变为快速离散。
二是尴尬的区位存在边缘化风险。 在环渤海区

域发展空间布局中,东营市处于京津冀协同发展区、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和济南都市圈的交汇区域,又
是沿黄经济协作区的东部顶端,这一独特区位有利

于拓展协同发展的广度,却难以推进一体化发展的

深度,甚至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 从各区域的发展

规划看,东营市在区域协调发展中均缺乏实质性安

排。 山东省 2006 年提出“一群一圈一带冶的战略布

局,东营市被纳入以青烟威为核心区的半岛城市群,
但受距离和交通条件的多重限制至今难以融入;规
划的济南都市圈东至滨州,仅把高速公路和城际铁

路从滨州延伸到了东营。 东营市处于距各区域中心

城市不近不远的尴尬境地,20 世纪因胜利油田开发

建设给东营市带来的交通优势已荡然无存,交通发

展滞后就是边缘化初现的结果。
三是发展的现状缺乏竞争高地。 落实《纲要》

推进环渤海地区合作,特别是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

解,将会呈现新一轮区域经济布局的深刻调整,调整

的过程必然会合作与竞争并存,甚至竞争大于合作,
而东营市的对接平台在发展水平上明显缺乏竞争优

势。 环渤海地区共有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44 个,
其中山东省有 15 个,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东营

市唯一的国家级开发区在经济总量、规模以上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进出口等方面与沿海地区诸开发区

都有较大差距,其综合实力在山东省仅排名第 10 位

左右。 在环渤海地区三大港口群中,东营港属于尚

处成长期的新建港,虽然与同属山东沿海港口群的

威海、潍坊、滨州等地区性港口相比发展较快,但同

天津、青岛、烟台等主要港口相比却无法抗衡,仅就

2016 年货物吞吐量而论,东营港仅占天津港的

7郾 8% 、青岛港的 8郾 6% 、烟台港的 16郾 3% 。于

四是趋同的产业导致转型困难。 环渤海地区本

身存在产业专业化水平低、产业分工层次性不明显、
梯度互补性较差等问题,[4] 而东营市与其他地区的

产业同构现象尤为突出。 目前,东营已成支柱产业

的石油化工、橡胶轮胎等与青岛、烟台高度重合,重
点发展的汽车及零部件、盐化工、航空产业等又与滨

州存在竞争,仅有石油装备、有色金属可称为具有一

定规模和竞争力的地方特色产业。 东营市“十三

五冶期间确定支持发展的智能制造、3D 打印、新能

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现代医药等新兴产业

同样是北京、天津提出要大力发展的产业,产业如此

同构同向必然使东营市难以有机融入京津冀协同发

展。 东营市无论是发展现状还是未来规划,与山东

半岛地区乃至环渤海区域的产业趋同,必然导致发

展空间被挤压,这无疑制约着东营经济发展的转型

升级。
三、东营市应对《纲要》实施的策略

面对《纲要》实施带来的新机遇、新挑战,东营

市应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扬长避短,在环渤海

地区新一轮竞争发展中赢得先机、实现突破。
(一)在全面融入的基础上,明确合作重点

东营市参与环渤海地区合作发展,既要坚持经

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全面融入,又要坚持有取有

舍、有先有后、有进有退,明确合作的关键点、着力点

和突破点。 一是重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沿海

一体化发展。 东营市应与相关地区加强合作,共同

争取先期实施济南—滨州—东营—潍坊城际高铁,
协调增开德龙烟铁路东来南下北上列车并尽快实施

复线工程,加快推进黄骅—东营—莱州高速公路和

天津—黄骅—滨州—东营高速铁路建设,力争在

“十三五冶末或“十四五冶初实现以东营为节点的高

速贯通。 东营市还需主动推进东营港与环渤海地区

主要港口的共建对接,实行联合经营、功能整合,实
现错位发展、借港出海。 二是重点推进东滨合作共

建,加快东滨同城发展。 东营与滨州两市应按照建

设东滨都市区的新要求,盂牢固树立同城发展的理

念,建立规划联席会议制度,通过共建化工园区、农

·03·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2017 年 8 月



业高新区、企业集团等,引导石油化工、盐化工、生态

农业等相关产业集聚融合发展;探索未利用土地、海
岸资源以及文化品牌的共同开发模式,挖潜区域资

源整体优势;推进东营港与滨州港一体共建,共同承

担起作为地区性港口推进黄河三角洲开发的服务功

能;沿连接两市的公路、铁路布局产业发展和城镇体

系建设,持续实施突破利津战略,使东滨之间实现无

缝隙对接。 三是重点推进高端产业联结,加快经济

融合发展。 东营市可以通过设立政府基金、引导企

业风险投资等方式,与研发机构进行深入合作,科研

成果共用共享,确保在高端产业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支持外地高新技术企业以募股、转股等方式与本地

企业重组整合,鼓励本地企业外出投资参股,促进企

业间的深度融合;发挥东营先进制造业基地的技术

优势,主动融入高端产业生产加工链条,在零部件加

工、分装总装等环节实现东营制造,赢得未来发展空

间。 四是重点推进人才优先开发,加快科技创新发

展。 东营市应把人才开发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本
着既可为我所有也可为我所用的原则,靠较高的待

遇、贴心的服务、无忧的保障、优良的环境吸引各地

人才汇集东营,形成吸引人才的强大磁场;利用好在

企业设立的院士工作站、山东省“泰山学者冶岗位、
博士后工作站以及各级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

等平台,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促进本地人才快速

成长。
(二)在准确定位的基础上,坚持自主发展

东营市是黄蓝国家战略交汇之地,又是山东半

岛与京津冀、辽东半岛的连接枢纽,如此的交错融会

之地,只有凸显特色、自主发展,才能快速崛起、服务

多边。 一是建设特色产业基地。 从区域特色和现有

基础来看,东营市应致力于建设养老休闲、生态农

业、加工制造、轮胎化工四大产业基地,逐步建成环

渤海地区人口转移接纳地、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

区、先进制造业集聚发展区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示

范区。 二是培育区域城市群。 基于区域中心城市的

定位,东营市应遵循城市组团发展的基本规律,在东

滨同城发展的基础上协同培育黄三角城市群,规划

建设以东营为中心的 1 小时交通圈,推行公共服务

均等化、保障体系一体化、人口迁移便利化,做到经

济社会共建、优质资源共用、发展成果共享,以城镇

间的高度关联增强凝聚力和区域竞争力。 三是打造

黄河口品牌。 东营市应把黄河口作为独一无二的资

源加以重点开发利用,在经济发展上以黄河为轴线

向内陆推进,深化与沿黄经济协作区的合作共建,使
黄河成为东营扩大腹地的黄金水道和金色链条;在

城市建设上应突出黄河口特色,让湿地、滩涂、候鸟、
河海交汇等自然风光与城市融为一体,以浓浓的黄

河口风情打造城市品牌,使黄蓝融合成为东营印象、
东营标签、东营名片;在产品制造上制定黄河口标

准,突出环保生态特色,做到农业纯天然、工业高科

技,体现独有的价值理念;在旅游宣传上推介黄河

口、展示黄河口,以黄河入海为主题将黄河文化、沿
黄景观融会贯通,以黄河入海口的唯一性引领东营

走向世界。 四是提升文化软实力。 东营市的历史文

化资源包括广饶的兵家文化资源、黄河入海口的湿

地生态资源、移民和民俗文化资源、红色文化资源以

及石油文化资源等,[5] 应对其进行综合研究与开

发,使黄河口的自然景观、创新发展的基本理念与深

厚的文化内涵融为一体,形成独具特色的东营文化,
并通过文学、影视、景区、城市规划、地标建筑等充分

体现出来,于内形成支持东营持续发展的无穷精神

动力,于外成为扩大对外影响、凝聚发展资源、培育

新兴产业的东营特色品牌。
(三)在参与分工的基础上,培育竞争优势

环渤海地区的分工与协作,必然基于资源优势

而逐步形成与完善,是充分竞争基础上的产业布局

和有序发展,东营市应充分挖掘和着力培育优质资

源,形成参与合作、竞争发展的独特优势。 一是发挥

土地优势,争取级差地价。 东营市是中国东部沿海

土地后备资源最多、开发潜力最大的地区之一,可争

取在环渤海地区借鉴长江三角洲地区经验实行级差

地价,[6]将土地资源按稀缺程度统一进行分类计

价,并规定不同的投资强度,使土地资源对产业布局

起主导性调节作用,使东营成为环渤海地区最具土

地优势的加工制造基地和产业转移承接地。 二是找

准区位优势,实现承上启下。 东营市可以依托重大

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大型物流园区,以低廉的土

地价格和完善的配套服务,吸引物流企业入驻东营,
将四方物资汇集转销、仓储加工、总装配套,建设环

渤海地区物流集散地;可以以独有的自然景观、文化

品牌和贴心精致的生活服务,打造集吃、住、游、乐、
购等为一体的精品旅游区,使东营由必经之地变为

必停之地,建设环渤海地区人员中转站;主动承接高

梯度地区产业转移,积极向内陆地区进行产业输送,
使各地区不同的资源优势在东营对接融合,建设环

渤海地区产业对接区。 三是立足生态优势,建设美

丽东营。 作为国家定位的高效生态经济区,东营市

应坚持生态立市,突出防护林带建设、自然湿地修

复、近岸近海生态区维护,全面改善生态环境,保护

生物多样性,构筑环渤海重要的生态涵养功能区,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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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建设成为污染少、环境优、风光美的东方湿地之

城;东营市还应坚持绿色发展,把环城绿化与城中绿

化贯通起来,把城市公园与沿街绿带、小区景观连接

起来,把城市标准与乡村文明统一起来,建设园林城

市、美丽乡村、花园小区,使绿色成为东营的主色调。
四是创新政策优势,赢取发展先机。 东营市应在制

定“双创冶政策上,把人才的范围定宽,把扶持政策

定实,敢于对重点项目、重点人员给予重点补助,支
持各类人才在东营创业发展;在政策落实上推行代

理制,通过购买服务将政策执行委托社会组织承担,
建立政策执行第三方评估制度,以科学的评估促进

政策落实,变人找政策为政策找人;在提供服务上由

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覆盖,降低公共产品供给价格,
打造高福利、低成本的创业涵养区。

(四)在深化协作的基础上,搭建合作平台

东营市加快融入环渤海地区合作发展必须在主

动参与区域内各类经贸洽谈活动、参加各个层面合

作组织的基础上,搭建东营市合作发展的自主平台,
形成以我为主的合作模式。 一是搭建经贸洽谈平

台。 东营市应积极争取、主动承办环渤海地区各类

展览会、交流会、洽谈会以及行业年会等,高质量办

好本地展览会,培育品牌展会,促进东营企业向外拓

展,吸引外地项目、资本、技术、人才落地东营;鼓励

有条件的企业牵头成立环渤海产业联盟,发挥龙头

企业引领作用,做大做强东营优势产业。 二是搭建

协商协调平台。 东营市应主动担当起区域协调发展

的责任,建立东滨同城发展协调委员会,设立日常办

事机构,督促规划实施、项目推进和责任落实,加快

同城化进程;建立以东营、滨州为中心的城市群政府

间协调机构,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基本公共

服务均衡发展,实现各类资源自由流动;建立黄蓝经

济区各市间联系机制,共同谋划经济区协调发展,实
现主体区内部及其与交叉区、联动区、辐射区和延伸

区的有机对接,[7]扩大在环渤海地区合作发展中的

影响和竞争力。 三是搭建理论研究平台。 东营市可

协调各方、整合资源建立区域性综合研究机构,定期

举办高层论坛,加强交流与合作,研究解决区域发展

规划、产业转移、人才流动、政策衔接、设施配套等方

面的问题;建立环渤海地区专家智库,成立咨询服务

机构,设立专项课题和专项经费,鼓励专家学者专题

研究东营市参与环渤海地区合作的相关问题。
(五)在统筹规划的基础上,实施多点突破

东营市参与环渤海地区合作发展,应在强调整

体性、协调性、一致性的基础上,鼓励各区县、各开发

区以及各个方面积极作为、主动出击,实现多点突

破、全面开花。 一是不同层面推进合作发展。 东营

市在统一组织各区县、开发区、企业参与环渤海地区

乃至国内外高端贸洽会、交流会等商务活动的同时,
应更多地支持各区县、开发区、企业自主参加环渤海

地区各类合作组织,鼓励各区县独立与环渤海其他

市县建立紧密协作关系,支持各区县办好精品展会、
开展经贸洽谈活动,支持重点企业主动参与行业协

作组织,通过兼并重组、联合攻关、产销协作、服务外

包等统筹资源、做大做强。 二是各个领域深化对外

合作。 东营市应主动协调与各地通车、通航,共同发

展快速直达的公共交通体系;积极倡导建立合理的

生态补偿机制,共同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共同推进区

域绿色发展;全面推进旅游合作,将东营特色景观、
著名景区纳入山东省及环渤海地区的精品旅游线

路,共同打造沿海、沿黄旅游带,使黄河口成为必经、
必到、必看的重要旅游节点。 三是重点项目实施合

作共建。 东营市在重点项目的可研、推介、实施、转
型等方面,应立足环渤海,综合分析市场、技术、人
才、资金等要素,充分挖掘一切可开发利用的资源,
充分考察一切利弊因素,把区域产业分工作为转型

发展的基点,把环渤海作为向外拓展竞争的基地,推
进本地经济持续转型升级。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和《环渤海地区合

作发展纲要》的相继实施,标志着环渤海地区合作

发展进入新阶段,由区域性自发合作上升为国家战

略,成为国家总体发展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不

可避免地改变了东营市在环渤海地区所面临的发展

态势。 东营市参与环渤海地区合作发展既有良好基

础、竞争优势,又面临现实困难、严峻挑战。 为此,东
营市应坚持组团发展,结合推进东滨都市区建设,积
极构建现代立体交通体系,加快培育黄河三角洲城

市群、产业群;坚持特色发展,善于挖潜利用特有的

土地优势、区位优势、生态优势、产业优势,把休闲养

老、生态农业、装备制造、有色金属、橡胶化工等作为

重点,建设环渤海地区特色产业基地,打造独一无二

的黄河口品牌;坚持自主发展,以我为主搭建各类合

作平台,统筹协调各方关系,整合利用区域资源,凸
显作为黄河三角洲中心城市的功能定位;坚持多元

发展,激发各层级、各领域、各行业、各企业参与环渤

海地区合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地制宜,因企制

宜,因事制宜,以主体多元、项目多元、方式多元推进

区域合作向纵深发展。

注释:

淤 2009 年沿黄九省区签署《黄河航运发展区域合作框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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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正式启动黄河航运联合开发建设,规划到 2030 年

通航。
于 根据 2016 年天津市、青岛市、烟台市、东营市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计算得出。
盂 2016 年 9 月 9 日,山东省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的实施意见》,提出编制实施山东半岛城市群发

展规划,着力优化城市群布局形态,培育济南、青岛两个

都市圈和烟威、东滨、济枣菏、临日四个都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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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ing Strategies for the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ongying City
in the Bohai Rim Reg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ational Strategy

CHONG Xiaobo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Teaching, Party School of Dongying Municipal Committee of CPC, Dongying,
Shandong 257091, China)

Abstract:The promulg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Bohai Rim Region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Plan marks the upgrading of the
Bohai Rim region cooperation to national strategy. Dongying city, as an important node city in the Bohai Rim region, is faced with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e city shall start from its local reality, highlight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dhere to independent devel鄄
opment, make clear the main directions, cultivat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build cooperation platform,and make breakthroughs in many
aspects. It shall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carry out in-depth cooperation with relatively independent and complementary development,
and in this way, to achieve rapid development of Dongying city.
Key words:Dongying city; Bohai Rim region; regional cooper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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