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9月12日 星期四 第371期

龙头不好当，但济南必须要当，而且还要当好。
日前，《省会城市群经济圈发展规划》和《西部经济隆

起带发展规划》已经省委、省政府研究通过，这标志着山东
“一圈一带”区域发展战略正式启动。济南是辐射带动区域
发展的核心和龙头，省会城市群经济圈发展快慢、水平高
低，关键取决于济南的综合实力和辐射带动能力。这也对济
南下一步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直以来，山东省城济南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地位：济
南的开放度和经济外向度不如青岛高，在经济总量上和烟台
拉不开距离。当“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黄河三角洲高效
生态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开启山东更好更快发展的新
篇章时，济南双双缺席。不入“蓝黄”的济南，一度有了被
边缘化的“失落”。

然而，济南的“大城”之梦从未停止。今年以来，济南
先后被定位于区域性金融中心城市和省会城市群经济圈核心
城市，这对济南来说，都是政策性利好。如何借助政策红
利，发挥省会优势奋而崛起、领一方之先，成为决策者须深
谋远虑的一大命题。

都市经济圈不是简单的城市组合，而是不同城市组成的
一体化区域，是组合城市的抱团发展。因此，在发展中就不
能再简单地计较某个区域的利益得失，不能因为行政区域分
隔的矛盾干扰和制约企业之间的市场运作，造成区域资源的

浪费，增加工业化、城市化成本。这对于尚处在壮大发展期
的济南来说，是产业转型和弥补发展短板的机遇期，但同样
也要面临产业转移和企业流失的挑战。

济南作为省会城市群经济圈的核心城市，在现代化功能
的发挥方面，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上海、成渝经
济区的核心城市成都、重庆等经济中心城市相比，还存在较
大差距。由于第三产业比重的不足与落后，使济南缺乏必要
的金融、信息和投资手段对经济群施加足够的影响。尤其在
融资、对外贸易领域，济南与国内一般大城市地位相似，国
家级或跨区域的大银行、大集团数量较少，城市内部信息交
流体系尚不发达，影响了城市功能的发挥。

随着省会城市群经济圈发展的深入，7个城市之间的产
业对接会更加紧密，同样产业的转移也会更加频繁，尤其是
城市产业结构严重趋同、群内各城市间分工尚不明确的情况
下，各城市之间对于优势产业的争夺也会更激烈。以章丘刁
镇来说，其在《2013年1—7月份经济运行分析》中明确提到
“利用现有企业基础，寻求总部经济落户信息”，并举了一
个案例“华氟化工，将把济南的其他产业置换，将总部迁到
刁镇，目前正在办理土地等相关手续，届时，可实现年产值
20亿元，税收1 . 2亿元”。正常的产业转移有助于经济结构
调整，应当鼓励，但在经济圈一体化的前提下，如何避免优
势产业流失，却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作为省会城市群经济圈的核心和龙头，济南必须要担得
起责任，但同时也要壮大自身实力，在政策利好时机优化产
业结构，培养发展后劲，加强与各城市产业规划的协调与衔
接。通过各种生产要素的整合，打造协调有序、分工合理的
产业体系和产业集群，减少产业雷同，避免盲目竞争和资源
浪费。如此，才能与经济圈内各城市密切配合，形成“同城
效应”。

领衔城市群经济圈
需先图自强

□ 马桂路

□ 本报记者 牛远飞

济南必须被“重视”

“近年来，我省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风
生水起，但中西部发展相对沉寂。省会城市
群经济圈的提出，有利于全省经济的持续、
健康、协调发展，意义重大。”马黎明说。

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中国更深入地
参与到国际产业分工中去。长三角、珠三角
等经济圈的快速发展，就是因为这些地区产
业的相互衔接、基础设施的共享和空间体系
的完善，使其具备了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能
力。马黎明认为：过去说发展城市经济，现
在来看，仅靠一个城市是远远不够的，只有
多城市的抱团发展，才能更好地带动地区经
济的加快发展。

长期以来，省会城市群缺少比较详尽的
发展规划。而在周边，国家级战略规划有不
少，比如环渤海经济圈、半岛蓝色经济区、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中原经济区
等，如果济南不加快发展，与这些城市群的
差距将越来越大。马黎明认为，济南是山东
半岛与华东、华北和中西部地区联结的重要
门户，也是全国交通、信息大通道的重要枢
纽，在承接产业转移、配置生产要素、拓展
经济腹地、提高综合实力等方面享有得天独
厚的优势和条件。

加快以济南为核心的省会城市群经济圈
发展，可以形成与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和黄
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遥相呼应、与西部
经济隆起带紧密衔接、与京津冀和中原经济
区联动融合的战略发展态势。在马黎明看
来，济南发展好了，能填补东西衔接的空
白，《省会城市群经济圈发展规划》的发
布，这体现了济南在“一圈一带”中的核
心、龙头地位，“意在利用济南带动省会城
市群经济圈发展，经济圈再带动西部隆起带
发展。”

济南急需“长大”

“大省份小省会”一直是困扰济南发展
的一个瓶颈。马黎明说，我省的经济总量一
直排在全国前列，可济南的区域面积在各省
会城市中却排在后列，“济南的面积只有
8000多平方公里，而其他省会多在9000平方公
里以上。济南再不扩大，将直接影响经济的
发展潜力。”

此次出台的规划中，将济阳和章丘两地
“撤县设区”写入其中，这对于济南发展是
重大利好。马黎明认为：“济南需要拓展布
局，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是撤县设区的

一个条件。济阳、章丘成为区之后，才能真
正与济南融为一体。”济阳、章丘撤县设区既迎
合了济南“东拓、北跨”的发展战略，也是济南
经济发展的必然举措，既能使济阳、章丘与
济南市区的经济、社会全面融合，还能促进
整个省会城市群经济圈的发展。

马黎明摊开一张全省的地图，告诉记
者，规划中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形成两条产
业聚集带”，即滨淄济聊产业带和德济泰莱
产业带，成为支撑经济圈发展的“十”字形
发展轴，“这两条产业带的交叉点就是济
南，这有利于济南优势产业的做大。”济南
在交通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产业、机械装备
制造、新材料产业、新能源及节能环保产业
和食品医药等方面具有优势，恰好可以与淄
博、聊城、滨州形成优势互补。在德济泰莱
产业带，京沪铁路、京沪高速公路、104国道
等形成一个交通廊道，可以推进济南、泰
安、莱芜旅游一体化。济南与德州的太阳能
产业可以优势互补，进而带动西部隆起带，

“利用这两条产业带，济南在发展自己的同
时，也可以带动周边，使其成为城市经济发
展的高地。”

济南能担起“重任”

济南在迎来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挑
战。马黎明认为，济南的经济实力不够强，
带动作用有限，“面临最大的挑战就是产业
结构存在问题，工业发展相对不足，服务业
发展虚高。”

“服务业成为主导产业被作为产业结构
优化的一个标准，这也是各国经济发展实践
证明的一个道理。但问题是，济南服务业比
重高，不是说工业、制造业发展达到一定阶
段后产生的结果，而是工业发展不足反衬出
来的。”马黎明分析说，“仔细分析15个副
省级城市的经济数据，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
现象，济南市服务业的比重排名紧跟在广

州、深圳之后，而经济总量却属于‘第三梯
队’。而其他几个城市都是工业占比高，经
济发展迅速。这说明，在现在的工业化阶
段，不构筑起坚实的工业基础，盲目的发展
服务业是不行的。”

马黎明认为，应对这个挑战，就需要在
调整产业结构方面下功夫。特别是济南市提
出服务业、工业“双轮驱动战略”，就是要
把济南打造成先进制造业基地，促进工业转
型升级。济南是信息流、资金流、人才流的
集散地，集中了一大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机
构、大型企业集团总部和企业技术开发中
心，研发实力雄厚、创新能力较强，“济南
充分发挥省会优势，就一定能够承担起规划
中所赋予的责任，辐射带动周边区域，成为
我省中西部崛起的战略平台和经济发展新的
增长极。”

■专题策划“聚焦‘省会城市群经济
圈’”之二至之四，见今日18版

凸显济南的核心地位

□ 责任编辑 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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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省会城市群经济圈”之一

◆核心提示
《省会城市群经济圈发展规

划》的出台，对于强化省会城市
核心地位，加快省会城市群经济
圈发展，加速推进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完善生产力布局、促进全
省经济结构升级起着关键作用。
省会济南被置于聚光灯下，该如
何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本报记者
就此采访了研究济南区域经济多
年的济南社科院副院长马黎明。

近些年，以恒隆广场、大连万达、和谐广场为代表的大型商业综
合体在济南相继亮相，吸引了众多国际大牌入驻，大大提升了济南融
商业、旅游、文化休闲于一体的城市形象和服务内涵。

大图为济南东部新城中央商务区，一些新建的商业地产项目为大
型商业综合体的汇聚提供了平台。

小图为泉城路上的恒隆广场，目前已经成为济南商业地产中的地
标性代表。

□韩伟杰 报道

长株潭城市群

长株潭城市群位于湖南省中东部，以长沙、株
洲、湘潭三市为核心，辐射周边岳阳、常德、益阳、
衡阳、娄底五市的区域，总面积9 . 68万平方公里，
人口4073万，分别占湖南全省的45 . 8%和60%。

长株潭城市群力争通过项目推动经济一体
化，打造成为中部崛起的“引擎”。2006年，长
株潭被国家列为促进中部崛起重点发展的城市群
之一。2007年，长株潭三市被整体纳入国家老工业
基地，享受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政策延伸。2007
年12月14日，国家批准长株潭城市群为资源节约
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2010年，城市群实现GDP12560亿元，占全省的79%。

武汉城市圈

武汉城市圈又称“1+8”城市圈，是指以武汉为
圆心，包括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天
门、潜江周边8个城市所组成的城市圈，面积不到
全省三分之一，集中了湖北省一半的人口、六成以
上的GDP总量。武汉为城市圈中心城市，黄石为
城市圈副中心城市。

2007年12月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武汉城市
圈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
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总体目标是：建设成为全
国宜居的生态城市圈、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
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优质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
现代服务业中心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成为与沿
海三大城市群相呼应、与周边城市群相对接的充
满活力的区域性经济中心。

郑汴一体化

2003年，河南省委、省政府制定了《河南省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规划纲要》，确定以郑州为中
心，一个半小时经济圈内的开封、洛阳、新乡、
焦作、许昌、平顶山、漯河、济源9个省辖市组
成中原城市群。

2005年，中原城市群规划中提出了“一体化”
概念，将开封作为郑州都市圈的功能城市，将郑州
的部分教育职能逐步向开封转移，在郑州不再增
加高等教育用地，使开封成为郑州都市圈的教育
基地，实现一体化发展。 (□晁明春 整理)

◆相关链接

城市群
■聚焦“省会城市群经济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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