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贾瑞君 赵琳 董卿

今年以来，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浙江海洋
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相继上升为国家战略。至此，自
2008年以来，我国国家战略层面的区域发展规划已上
升至12个。密集出台如此多的区域战略规划，预示今
后我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调整。两会期间，区域
经济发展成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热议的话题。

辽宁沿海经济带和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隔海相
望，同属国家战略层面的沿海区域，二者发展过程中
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两地又存在哪些竞争与合作？
几天来，本报记者和辽宁日报记者谢文君分别采访了
来自鲁辽两地以及相关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
员。

人大代表、辽宁省长陈政高介绍，2009年辽宁沿
海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后，两年来，在这块“金字
招牌”的广告效应下，辽宁的经济迎来飞跃式发展。
“拿招商引资来说，过去辽宁每年实际利用外资在全
国很靠后，2010年实际利用外资达207亿美元，一下子
跃居全国第二。”国家战略的效应由此可见。陈政高
说，伴随着沿海经济带的迅速发展，一个愈来愈迫切
需要解决的问题凸显出来：运输任务繁重，运输能力
难以适应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尤其是辽宁出海向南
连接整个南部市场的通道，一下子显得捉襟见肘，仅
依靠一个大连港显得力不从心。

为此，陈政高建议，应尽快启动大连到烟台的跨
渤海大通道工程，加速推进辽宁沿海经济带和山东半
岛蓝色经济区两大国家战略的实施，实现环渤海湾经
济圈的大发展大繁荣。

烟台大连之间的直线距离仅170多公里，乘船则需
6 . 5-8个小时，而且每年均有1个多月因风浪影响不能
通航。如果全天候运行的渤海跨海大通道建成通车，
大连与烟台的运距可缩短1800多公里，两地交通只需
两小时左右。人大代表、大连市委书记夏德仁说，建
设渤海海峡跨海通道，鲁辽两省目标一致，应该携手
推动，尽早启动规划工作，他建议在国家层面上把研
究成果纳入“十二五”规划，尽早促成工程的实施。

这一提议，得到了全国政协委员、青岛市政协主
席孙德汉的赞成。在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孙德汉曾
提议国家将渤海海峡跨海通道项目纳入“十二五”规
划，加快推进项目进度，适时启动蓬莱至长岛的跨海
试验工程。孙德汉认为，“如果跨渤海大通道工程真
成了，整个中国东部就活了，山东和辽宁只是桥头

堡！”孙德汉把这条通道比作“一条老百姓的幸福之
路”。“打个比方，到时候，大连、沈阳的春季农贸
市场上会出现更多新鲜的山东蔬菜、水果；东北地区
煤炭等能源资源也能更方便地运到上海和江浙一
带。”渤海跨海大通道，解决的不仅是大连和烟台两
地的交通问题，而是让环渤海真正成环，让环渤海地
区各类区域优势将有机结合为整体优势，形成高层次
开放格局，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

其实，需要合作岂止是一条跨渤海大通道，在产
业布局上同样需要和周边经济区做好协调对接。全国
政协委员、国家海洋局原局长王曙光，多年来一直关
注山东海洋经济的发展，并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上
升为国家战略积极奔走。谈到下一步山东蓝色半岛
经济区建设时，王曙光表示，实施国家战略经济区
发展规划，对各地而言会面临相同的机遇和挑战，
对资源、人才、技术等争夺也会更加激烈，但每个
区域的产业布局应以国家产业发展战略为基础，结
合区域优势，根据区域经济圈的产业布局，充分考

虑周边区域的战略定位和竞争影响。“山东实施半岛
蓝色经济建设，必须与周边经济区错位竞争抱团发
展，开展在交通、信息、资源、人才、技术等全方位
的合作，这样才能互利共赢协调发展。”

转身大海，需要具备一种更长远的眼光和更开放
的姿态，合作与开放将是未来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
展的主调。人大代表、日照市委书记杨军表示，今后
日照将结合自身优势，与周边区域开展错位竞争与优
势互补，积极做好合作的大文章，探索中日韩自由
贸易区先行试点，打造对外开放和产业发展新平
台，建设出口创新基地，加快构建“东吸亚太、西
连桥带、北接半岛、南引长珠”对外开放新格局。
人大代表、威海市委书记王培廷则提出，要统筹海
陆发展，把海域陆域作为一个整体，对海陆产业统
一规划、资源统一配置、基础设施统一构建、生态环
境统一治理，实现海陆资源互补、产业互动、布局优
化的发展新格局。

(本报北京3月8日电)

■聚焦全国两会·党报联动

需要合作的不仅仅是跨海大通道
鲁辽代表委员认为，国家战略经济区错位竞争抱团发展才能互利共赢 □ 本报记者 董卿 贾瑞君 赵琳

3月8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一届四
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
会议，即首场大会发言。16位政协委
员发言中涉及了国有经济改革、外汇
储备安全、人民币国际化、海洋经
济、通胀预期管理等多方面问题。

“在股市有一大批人一夜暴富，
但很多股民却多年未分红。”中央财
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贺强在做
大会发言时认为，企业上市造假和新
股发行的“三高”(指高市盈率、高
发行价和高超募金额)都该下狠招治
治了。“创业板在一年之内就制造了
400多位亿万富翁，而上市公司不分
红和分红比例过低，很多股民没有得
到应有的投资红利。”

贺强举例说，某小公司一经上
市，实际控制人身家就达到426亿；
但带给投资者的，却是高位套牢和利
益严重受损；某公司因虚报技术专利
在上市前夕被证监会叫停；另外一家
公司上市仅8天，其半年报中就披露
了巨额亏损。贺强认为这些问题都是
在申请发行上市过程之中已经存在
的。他认为，在二级市场上，一些资
金大户利用各种题材炒作和操纵股
价，内幕交易时有发生，广大中小投
资者经常被这些扰乱市场的行为所误
导，从而遭受巨大损害。贺强建议进
一步完善证券市场监管、有效保护投
资者利益，增加分红政策的透明度，
提高分红特别是现金分红的比例，使
投资者能够充分享受投资回报。在股
票发行核准、抑制股票高溢价发行等
方面，都要采取更严格的限制措施。

“人民币应该在国际舞台上一展
身手了。”招商银行行长、党委书记
马蔚华发言一开始就提出了人民币国
际化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
推动下，中国经济正加速与世界经济
融为一体，跨境贸易和投资快速发
展，境外对人民币需求日益增长，人
民币登上国际舞台恰逢其时。”马蔚

华认为，现在促进人民币成为区域化
的结算货币，搭建人民币对更多外币
的交易平台，已经具备了较好的条
件。他建议以港、澳、台、东盟、中东、
南美以及非洲地区等与中国大陆经贸
合作较为紧密的区域为重点，加强与
其货币当局之间的战略合作，支持区
域内市场主体在贸易、投资、经援合作
等各环节中广泛使用人民币，以形成
较稳定的、区域化的人民币市场。

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
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
增强中国在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的影
响力。就当前而言，这对于部分释放
国内多余的流动性，缓解国内通胀压
力和资产泡沫风险，也具有积极的意
义。马蔚华建议，应鼓励深港两地金
融机构合作推出以人民币计价或交割
的各种创新性金融产品；支持境内机
构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进一步发
展香港人民币债券市场；鼓励支持港
深共建人民币离岸中心。目前跨境人
民币结算主要是通过香港来完成的，
截至今年1月末，这个比例高达约
75%，香港地区的人民币存款余额已
达3706亿元，预计未来5年内将跃升
至2万亿元。

“这么多外汇闲置，可惜了
啊。”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发言中
说，他专门针对外汇储备的安全提了
一系列建议，“外汇储备代表着一大笔
资产，把这么多的外币放在那里不用，
本身就是一种损失。”厉以宁在发言中
认为，一方面，外币闲置不用，机会成
本就会上升，而如果外币在贬值，损失
就更大了。他建议要借助雄厚的外汇
储备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并增加进
口先进的机器设备、短缺的原材料和
燃料，还可以建立海外投资基金。除了
用活之外，厉以宁还建议优化外汇储
备结构，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外
汇币种在我国外汇储备中所占比重，
并将外汇储备扩大为外汇黄金储备，
对于保证外汇储备的安全是有利的。

(本报北京3月8日电)

政协首场大会发言，委员认为———

人民币登上
国际舞台恰逢其时

□记者 李勇 报道

发展蓝色经济是委员

们关注的热点。在小组讨

论会上，住鲁全国政协委

员王修林(中)和周明江(右

一)找到了政协委员、国

家海洋局原局长王曙光

(左一 )，就发挥区位优

势，推进山东半岛蓝色经

济区建设展开热烈讨论。

李长春同志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

▲李长春在人民大会堂山东厅与代表们亲切合影。
▲李长春鼓励孙丕恕等山东企业代表不断开拓创新。

▲李长春与许振超等代表亲切握手。

▲山东代表欢迎李长春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

▲王银香代表热情邀请李长春到山东视察工作。

（房贤刚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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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京涛 李忠运

▲邓宝金代表邀请李长春观看她们独创的杂技剧，李长春十分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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