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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区域经济

环渤海地区的产业发展，仍有较大

的挖潜空间。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环

渤海地区发展的驱动力将主要来源于两

方面——

一是继续依靠先进产能建设，在战略

性新兴产业与现代服务业等领域，通过政

策开放、技术创新、服务提升，推动区域产

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促使区域相关行业整

体提升上台阶。目前环渤海区域产业结构

呈现出“二、三、一”工业化结构特征，其中

第二产业占主要地位，但先进产能所占比

重并不高，而且在钢铁、化工、机械等传统

制造行业，一些省市产业趋同度高，产业同

构现象突出；第三产业中，以信息咨询、金

融保险、文化产业、旅游等为代表的现代服

务业所占比重有待提升。

二是依靠在区域合作与平衡发展上的

突破。长期以来的区域行政壁垒等因素，造

成环渤海地区发展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现

象，在京津冀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产

业优势资源和要素向北京、天津过于集中，

京津周围出现了贫困带，与此同时，一些地

区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进行粗放式、无节制

的开发，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突出。环渤海

区域产业的发展，亟待上升到全局的高度，

树立“一盘棋”的思维，在城市协作、港口发

展、产业上下游合作、产业梯度转移等领域，

实施环渤海地区合作开发与整体开放战略。

在我国主体功能区中，环渤海地区属

于“优化开发区”。优化开发区的发展，要

强化经济结构、资源消耗、自主创新等的评

价，弱化经济增长的评价。环渤海地区的

发展，理应摒弃狭隘的政绩观，强化合作与

平衡发展，促进要素在区域间的自由流动，

促成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走 活 产 业“ 一 盘 棋 ”
喻 剑

北京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节
能环保产业近年来异军突起，2012 年产业
收入逾 2000 亿元。中关村管委会主任郭
洪说，“多年前我们就开始重点发展节能环
保产业，目前已改变电子信息产业一家独大
的局面。”

中关村节能环保企业，立足北京发展，
面向全国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中关村环保
产业促进中心副主任王彤说，“近几年中关
村示范区整体技术交易额占全国的近三分
之一，近 70%输出到北京以外地区，其中节
能环保产业输出技术的交易额占中关村示
范区总额的 20%。”

毗 邻 北 京 的 天 津 ，是 中 关 村 向 外 辐
射 带 动 的 受 益 者 之 一 。 目 前 ，中 关 村 与
天 津 滨 海 新 区 正 在 谋 划 联 合 建 设“ 天 津
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承接中关村的产
业转移。

我国节能环保产业起步较晚，但中关
村一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路线全面
的节能环保企业，已开始走出国门与世界
级的节能环保巨头争雄，开始拥有最先进
的 技 术 ，开 始 掌 握 国 际 标 准 制 定 的 话 语
权。“中关村节能环保企业超过 2000 家，

产值年均增长超过 20%，其中年收入达到
1 亿元以上的达到 194 家，储备了一批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国内领先的技术，形成
了一批处于国内领先地位的龙头企业。”
中关村国家环境服务业发展联盟秘书长
徐云介绍说。

在污水处理领域，中关村打造了一批具
备全国引领示范作用的技术领军企业和系
统集成能力企业，如绿创生态、机电院、碧水
源等，多种技术路线全面发展。

在节能方面，“北京奥运会水立方首次
实现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膜结构建筑的全
彩色可变场景 LED 景观照明，节电 70%以
上。”中国国家半导体照明工程研发及产业
联盟(CSA)秘书长吴玲说。

在 大 气 治 理 领 域 ，中 关 村 聚 集 了 国
电龙源环保、博奇电力、国电清新环保、
源深节能等一批龙头企业。截至 2012 年
底 ，中 关 村 企 业 累 计 投 运 的 脱 硫 及 脱 硝
机 组 容 量 占 全 国 已 投 运 容 量 比 例 超 过
40%。

中关村节能环保企业的先进技术、产品
和服务，正在越来越多地运用于节能减排与
生态文明建设中。

6 月 20 日，记者来到山东潍坊滨海经
济技术开发区，渤海之滨这片辽阔的盐碱地
上，到处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潍柴集团投资 60 亿元，在这里建设了
包括大型船舶动力制造和配套产业链在内
的潍柴滨海产业园。在宽阔敞亮的大机铸
造车间，记者看到，一次可浇注 70 吨大型柴
油机缸体毛坯的生产线正在紧张地生产。
车间里见不到烟尘，连铸件冷却也是全封闭
的。这个产业集群形成后，近年可实现销售
收入 300 亿元以上。加上国翼飞机制造等
重点项目，这里将打造成 500亿元级的高端
装备制造产业基地。

正在滨海产业园现场办公的潍坊市副
市长、滨海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王树华告诉记
者，这里是山东省实施“黄蓝”两大国家战略
的交汇区。潍坊将突出抓好临港工业、先进
制造、滨海产业、海港经济等十个产业园，

重点培植 100 家骨干企业和 1000 个重点
项目。

作为山东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龙头的
青岛，集中力量建设“蓝色硅谷”。青岛集聚
了全国 40%以上的海洋科研机构和高层次
科研人才，涉海两院院士占全国的 70%以
上。他们充分放大这些优势资源，建设以海
洋产业为特色的高科技研发及高技术产业
集聚区，推动了全市海洋产业的发展。青岛
胶州市九龙街道党工委书记刘涛告诉记者，
加快经济转型步伐，海洋产业将是着力点和
主攻方向。

壮大海洋产业，推动集群发展，建设好
蓝色经济区，成为山东经济发展中的突出亮
点。山东省率先出台了国内首个海洋产业
发展指导目录，涵盖海洋渔业、海洋生物、海
洋装备制造等 10 个产业。在政策推动下，
山东半岛现代海洋产业正加速成长。

4 年前，辽宁绥中县万家镇还是一片
沉寂而荒凉的海滩。2009 年 3 月，定位
为“海岸中关村，生态新城区”的新区在这
里开工建设。4 年间，这里引进各类企业
近 400家，有百余家企业投产。不久的将
来，这里将成为一座拥有 50 万人口、地区
生产总值达 1000 亿元、财政收入超 100
亿元的滨海新城。

辽宁沿海经济带腹地广阔、基础雄
厚、后发优势明显，2009 年辽宁沿海经
济带开发开放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这
一地区发展迅速，亮点频现。6 个园区
列入辽宁沿海经济开发战略中的营口，
成 为 辽 宁 沿 海 地 区 发 展 最 快 的 地 区 。

“转身向海”的营口，由以生产纺织品、
乐 器 等 产 品 为 特 色 ，变 为 以 装 备 制 造
业，精细化工等为支柱。中冶京城中试
基 地 、天 盛 重 工 、北 方 重 工 、新 东 北 电
气、沈鼓等项目让营口成为东北装备制
造业重镇。

高铁开通后，东北三省之间的距离
瞬间“缩短”。设有 3 个站点的营口，成
为眼下高铁线路上的“热站”之一，进出
车站的人流中，涌动着看客户、跑市场的
企业家们。据统计，哈大高铁运行以来，
按单站客流量统计，营口已成为“东北高
铁第五城”。

已奠定良好产业基础的营口，将借
助国家战略深入实施带来的动力，在当
前经济形势下，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
境。他们提出，以沿海经济带重点园区
开发建设为突破点，加快城市、园区、港
口基础设施建设。营口市委书记魏小
鹏说，营口人要用不停“再开放”的发展
意识，继续解放思想，推进营口改革振
兴发展。

几年来，辽宁省始终把项目建设当作
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的第一要务来抓。
辽宁沿海 6 市，从开发区到重点园区都着
力谋划实施了一批规模大、科技含量高、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具有引领带动作用的
产业项目，不断加大对国内外大企业的招
商力度。目前，辽宁沿海经济带初步形成
了以大连数控机床、长兴岛石化、丹东仪
器仪表等一批具有显著集聚特征的产业
集群。沿海经济带已经成为辽宁省加速
发展的“黄金海岸”。

以大连为例，今年 1 季度，大连市石
化工业完成工业增加值 159.4 亿元，增长
22.3%；对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
率达到 35.9%；总投资 130 亿元的华晨专
用车产业研制基地项目将于年底投产，总
投资 50 亿元的东风日产项目也将于明年
竣工。

本报讯 记者陈煜报道：福建省政府日前正式出台
了《福建省贯彻实施质量发展纲要 2013年行动计划》，提
出要大力实施品牌发展战略，并支持有条件地区建设“全
国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

据悉，福建省今年将在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中，以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品牌影响大的
产品和服务为重点，努力培育一批福建高端品牌，提升农
产品品牌价值，建立福建知名品牌数据库，并将组织企业
参加国家品牌价格评价工作。

与此同时，全省将探索实施质量信用分级分类管
理，建立企业质量信用档案数据库，推进乳制品、大
米、面粉、食用油、白酒、特种设备等重点产品质量安
全追溯物联网应用示范工程建设；严查彻办酒类、儿
童玩具、汽配、化肥、室内装修材料制假售假等违法大
案要案；严厉打击葡萄酒、橄榄油等产品制售和进口
环节中的违法行为，加大对进口商品的通报召回工作
力度。

本报讯 记者吴秉泽 王新伟、通讯员朱芝青报道：
在日前公布的贵州省本年度首批软件企业认定名单及软
件产品登记备案名单中，贵阳国家高新区又有两家企业
通过“双软认证”，21 项软件产品获著作权登记。至此，
该区“双软认证”企业已达到 27家，占贵州全省的 42%。

数据显示，贵阳国家高新区火炬软件产业基地 2012
年聚集了 363 家电子信息企业，主营收入总额达 47 亿
元，同比增长 26.36%，呈现出蓬勃发展势头。

为增强软件企业创新能力，全面提升电子信息产业发
展水平，贵阳国家高新区出台了《关于促进电子信息制造
业发展若干优惠政策》，对入驻的电子信息制造业，该区将
给予财税等多项支持；对首次入选“中国电子信息百强”的
企业，该区还将给予一次性 500万元的奖励，对在区内电
子信息制造业从业的高管，将从个人所得税方面给予奖
励。目前，贵阳国家高新区正积极发展移动互联网、特色
电子商务、嵌入式软件等产业。

北京

环保产业向外辐射
本报记者 赵淑兰

辽宁

黄金海岸集聚新产业
本报记者 张允强 苏大鹏

图为天津新港船舶重工在滨海新区临港造修船基地的船坞建造船舶。

新华社记者 岳月伟摄

山东

蓝色经济高端起步
本报记者 单保江 通讯员 李 珂

本报讯 记者乔雪峰报道：内蒙古软件园组织 3 家
骨干企业日前与中关村产业技术联盟及 5 家 IT 企业开
展首次项目技术对接。活动中，北京数码大方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和包头市万佳信息工程有限公司就工业软件云
平台项目达成初步合作协议。

内蒙古软件园创建于 2005 年，前身是包头软件园，
是位于包头稀土高新区的软件专业孵化器，近年来已经
成为发展软件产业的基地，发挥了良好的聚集效应和示
范效应。内蒙古软件园的发展重点是建设“三个基
地”——工业控制软件应用示范基地、蒙文等少数民族文
字数字技术示范基地、软件人才培养基地。

本次活动以促进内蒙古和北京IT企业在项目、技术、
人才等方面的合作为目的，深入探讨两地 IT 企业今后的
合作方向和合作方式，确定了通过在中关村和内蒙古软件
园举办项目技术对接会等形式建立起两地IT企业的长效
合作机制，以促进两地特别是高新区IT产业的发展。

6 月 23 日，重庆市璧山县大兴镇的万亩葡萄风情园，

游客在采摘葡萄。正在璧山县举办的第四届重庆璧山葡

萄旅游文化节吸引了国内大量游客前来参加。大兴镇种

植葡萄已有几十年历史，目前拥有蜜丽、夏黑、巨玫瑰等

10多个品种，葡萄种植总面积近 2万亩。

本报记者 吴陆牧 通讯员 张永艳摄影报道

本版编辑 喻 剑

创建示范区

福建着力提升本地品牌价值

企业创新力增强

贵阳高新区软件产业蓬勃发展

首次对接项目技术

内蒙古软件园与中关村企业合作

打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青岛海关改善自主品牌生存环境
本报讯 记者刘成、通讯员闵雪莲报道：青岛海关重

拳打击进出境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成效明显。2012 年全
年青岛地区海关多次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措施，涉及 20 个
国家的 150 余个知识产权权利人，涉嫌侵权货物数量
170 余万件，货物总价值近 3000 万元，大大改善了自主
品牌的生存环境和市场秩序。

尝到甜头的进出口企业申请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的积
极性大增，备案的企业数量和权利数量都呈现出快速增长
的态势。仅去年1年，山东省就有120余项知识产权通过
了备案的审核，同比增长近2倍，1年的备案数量就占到全
省累计数量的近3成。青岛大港海关辖区包括高校软控、
青岛华东葡萄酿酒等在内的 5家企业，提交的 8项知识产
权海关保护备案获得批准，数量同比增长3倍多。

本报讯 记者沈则瑾报道：便利总部
企业、加速通关、降低总部企业通关成本
⋯⋯上海浦东海关日前联合浦东新区商务
委推出 10 条监管创新举措，再次助力浦东
总部经济发展。

去年 6 月，上海海关推出 4 项支持浦东
总部经济运营环境优化创新措施，第一批试
点企业获益良多，如巴斯夫及下属 10 家子
公司，原来分散在不同属地口岸报关，在浦
东海关归口申报、集中受理后，在专人专窗

办理业务，效果显著。据浦东新区副区长刘
正义介绍，此次推出的 10 条创新举措的试
点企业将从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扩大到具有
总部功能的国内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
造业的骨干企业，在数量上也将在 2家的基
础上再增加50家。

记者获悉，此次推出的 10 条创新举措
主要聚焦三个方面：

——便利总部企业，建立总部企业海
关协调员制度，7×24小时受理和解决企业

通关紧急疑难问题；建立专人专窗、开辟专
门通道，优先受理总部企业报关业务，鼓励
总部企业开展集中报关；扩大“属地申报、
口岸验放”的范围，为总部开展异地进出口
业务提供通关便利。

——快速通关，包括优先办理总部企
业的预归类和预审价业务，总部企业只需
事先提交材料向浦东海关备案，就能实现
快速审核放行；加快办理总部企业内设研
发中心进口货物的减免税审批，进一步简

化总部企业的加工贸易业务手续。
——降低总部企业通关成本，对总部企

业的进口货物可在提供银行担保基础上先
予放行，事后海关进行集约化征管；集中受
理总部企业的加工贸易业务，对总部企业及
下属单位首次开展加工贸易、手册两次或两
次以上延期、租赁厂房或设备的，免收风险
担保金，开展外发加工的，减收风险担保金。

截至今年1季度，浦东新区历年累计获认
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已达196家，引进国内
大企业总部和区域性总部126家。2012年年
检数据显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已在浦东形成
投资总额114.19亿美元，年营业收入近2000
亿元人民币，年税收超过140亿元的经济规
模。“十二五”期间，浦东新区计划再吸引跨国
公司地区总部75家至100家，国内大企业总
部50家至75家，推动浦东新区建设成为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总部经济高地。

上海浦东创新监管助力总部经济

环渤海先进产能集中布局
环渤海地区产业发展从来都不缺亮点。在先进产能的建设上，北

京科技支撑特征明显的节能环保产业，山东半岛与辽宁沿海经济带的
海洋产业，在全国及各自产业领域都堪称示范。

随着天津滨海新区、辽宁沿海经济带、环首都经济圈和河北沿海
地区发展相继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环渤海已迎来前所未有的战略
机遇期。环渤海地区有望在构建区域产业合作发展的协调机制，在
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取得更大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