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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企外迁长镜头·参考

在概念提出的三十年里， 环渤海经

济圈的发展却形成了“大小规划经

常有， 会议论坛经常

开， 专家官员常关注，

实质步伐难迈出”的老

常态。 以至于，当年与

其并驾齐驱的长三角

经济圈和珠三角经济

圈风生水起之时，环渤

海经济圈却依然停留

在概念阶段原地踏步。

寂寥“环渤海”：30 年规划反思

祝辉

国 庆 节 前 夕 ，

《环渤海地区合作发

展纲要》（以下简称

“环渤海发展纲要”）

终获国务院批复。 此次“环

渤海发展纲要” 分别对环

渤海地区合作发展的指导思想、发展

目标、空间布局、规划背景、区划范

围、战略重点等内容进行了详细的阐

述。

也许是受中秋节和国庆节“双

节”因素的影响，此次“环渤海发展纲

要”的出台并未在社会上引起太大反

响。 此纲要批复后，只有几家财经媒

体和区域性媒体进行了较详细的解

读。 解读的内容则多偏向于“股市利

好板块”和“区域经济新增长点”等方

面。 就连平

日爱凑政策热闹的房地

产商们也少了往日的欢呼雀跃。 这多

少为“环渤海发展纲要”的出台平添

了几分寂寥的氛围。

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批复同意《环渤海地区

合作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环渤海发展纲要”）。 该纲要明

确了环渤海地区合作发展的指导思想、 基本原则、 发展目

标和空间布局， 提出要着力创新合作体制机制， 努力把环

渤海地区建设成为我国经济增长和转型升级新引擎。

相关专家对《中国企业报》 记者表示，“环渤海发展纲

要”的颁布对于加快环渤海地区合作发展，推进实施“一带

一路”、 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发展总体

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千亿级项目开始筹划

据了解，“环渤海发展纲要” 提出了包括加快跨区域重

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联防联治以及推进产

业对接合作等六个方面的重点任务。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区域研究部副研究员马庆斌对

此表示，此次“环渤海发展纲要”的亮点之一就在于它实现

了这几大战略规划的叠加和有效的衔接，由于环渤海地区

正好处于“一带一路”和京津冀协同发展两大战略空间的

衔接点，实现了真正的一加一大于二。

值得一提的是，国务院于 9 月 27 日批复“环渤海发展

纲要”，在紧接的国庆旅游市场上就有了反馈。

天津市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显示， 今年国庆黄金周七天

长假， 天津市共接待中外游客 764.19 万人次， 同比增长

1.1%。 环渤海经济区的发展当然不能仅靠旅游业支持，借

合作发展的东风，关于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连通方案的千

亿级项目已开始筹划，并进入报批阶段。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向媒体透露，将在渤海海峡，以

修建海底隧道的方式连通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渤海海峡

海底隧道起点(山东蓬莱)和终点(辽宁旅顺)都已确定，全长

125 公里，全部建隧道没有任何困难，已进行过前期科研性

项目的调查和研究， 该项目预计总投资额 2000 亿元人民

币，希望可以在“十三五”规划上立项，立项后即可开建。

而类似级别的项目不仅海底隧道这一个。 某位参与纲

要起草和研究的学者透露，北京到呼和浩特的高铁项目也

有望被涵盖其中。 而呼和浩特铁路局局长费东斌此前曾表

示，张家口至呼和浩特这一段有望在 2017 年开通。

北京迁出的制造业企业最受重视

“环渤海发展纲要”提出，抓紧建立由北京市牵头的环

渤海地区合作发展协调机制并切实发挥其作用，为环渤海

地区合作发展创造良好政策体制环境。

事实上，北京大量原有产业正在迁出，而多个地区都在

承接这些产业。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北京方迪经济发展研究院

首席专家赵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北京转移出的企业

共分制造业、服务业和以教育、医疗为代表的公共服务三

大类，其中制造业中有转移价值的通过转型升级后迁出北

京。 服务业主要指的是专业批发市场、区域性物流、养老等

第三产业，这些产业若转移至天津、河北或环渤海经济区

等其他地域能显现出更强优势。 公共服务涉及的面并不是

很大，主要集中在教育和医疗领域进行疏解。

赵弘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在众多迁出北京的产业

当中，地方政府最为重视的当属制造业，并且在制造业方

面有的已经跟北京有了一些很好的合作，比如已经建成的

亦庄·永清产业园， 把之前亦庄一些需要更大空间发展的

制造业企业迁至永清，在此园区内安排。

北京周边现在已形成一些具有优势的产业集群， 例如

廊坊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河北固安的装备制造业集群，

河北香河的机器人产业集群， 河北保定的新能源产业集

群、汽车产业集群等等，都以园区的形式初具规模。

产业转移尚存瓶颈

随着一些产业从北京的迁出，一些问题也亟待解决。

赵弘告诉记者，首先遇到的是土地指标问题，很多北京

外迁企业需要用地， 而承接的地区每年用地指标有限，在

此过程中往往会遇到一些项目因土地指标不够而无法落地

的情况。

河北某园区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他所

在的园区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已进驻了很多企业，之前的土

地面积优势现在也荡然无存， 现在只能着眼于用地少、附

加值的高科技企业。

其次是环境指标问题。赵弘表示，现在各个地区排放总

量都要逐年降低，一些项目在迁入后总是不可避免地会带

去一些排放量上的调整，这点需要政策层面灵活处理。

最后是在产业转移过程当中一些产业政策衔接还需完

善。 比如一些在北京享受高新技术政策的企业，在迁出后

可能出现政策扶持中断的现象，因为根据政策规定，这些

地区的企业要享受高新技术政策需要被重新认定，而认定

需要企业提供在新地区 3 年的完整资料。 这样就使得企业

在 3 年期间不能享受高新技术政策的扶持。 在某种程度上

会影响企业的积极性。

赵弘表示，制造业的转移应按照集群化方向发展，分散

和集中相结合，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做好搭建平台、共建园

区、政策完善及引导等工作，积极解决企业在转移中遇到

的困难。

本报记者 郝帅

环渤海规划推动京企外迁

制造业最受地方追捧

在分析环渤海经济圈发展滞后

的原因时，魏后凯指出：产业配套差、

体制机制不活、市场化程度低也是制

约环渤海地区合作发展的重要因素。

“尤其是北京、辽宁等地，国有企业比

重大，民营经济不活跃，体制改革相

对滞后， 严重制约了地区经济发展。

地区间行政壁垒较高，各类要素市场

发育程度低。 ”

与长三角、珠三角相比，环渤海

的市场发展程度相对不高。 这主要体

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体现在市场资

源的空间分布层面。 环渤海地区长期

的政策倾斜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

大量的资源向北京聚集，从而形成北

京中心资源聚集度高，河北、山东、辽

宁等周边区域资源聚集度低的“虹

吸”态势。 最终导致北京、天津等超大

城市资源过度臃肿，河北、山东、辽宁

等省的“环首都”周边城市资源过度

匮乏的“橄榄核型”空间格局加剧。 相

比而言，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圈内各

城市功能定位合理， 功能互补性强，

有利于削弱城市间的行政壁垒。 上

海、深圳凭借其金融和港口优势吸纳

国际金融和贸易资源进驻， 东莞、义

乌、温州、苏州等城市凭借其生产加

工优势为上海、 深圳提供战略腹地，

使得国际资本和产业进得来， 留得

住。

另一方面表现为市场主体的分

布层面。 在环渤海内的各个省市中，

北京是国企总部基地，辽宁、天津是

老工业基地，河北、山东长期受北京

发展抑制， 从而导致环渤海经济圈

内国有企业发展强势、 民营企业发

展弱势的不均衡局面。 缺少民营企

业润滑作用的环渤海经济圈， 因市

场要素流动性差而难以形成有效的

产业链。 这更进一步加剧了市场资

源向北京聚集的“虹吸”态势。 相比

而言，长三角经济圈因“苏南模式”、

“温州模式” 等民营模式的长期发

展， 为其民营经济的发展培育了良

好的市场土壤， 使得高端市场要素

既能向上海聚集， 中低端市场要素

也能像浙江、 江苏扩散转移的良性

循环态势。

很显然，要想解决环渤海经济圈

合作发展较慢的问题，除了要确立北

京的领跑地位外，还要确立市场的领

跑地位和民营经济的领跑地位。 此次

批复的“环渤海发展纲要”虽然已将

“完善统一市场体系，全面深化改革，

加快消除地区间隐形壁垒”列为六大

重点任务之一。 但是如何完善市场体

系、消除隐形壁垒，此纲要性文件并

未做进一步的阐述。 这就为环渤海经

济圈未来的规划提供了更多的想象

空间。

环渤海地区历次发展合作规划

执行力度不强、 发展速度缓慢的原

因，一直是国内区域经济学界的热门

议题。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

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和中国社会科

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

魏后凯认为：“环渤海”概念涵盖区域

范围较大，区域内各城市难以形成紧

密有效的经济联系。 而这一原因也是

“首都经济圈”、“京津冀都市圈”等概

念兴起的原因，有学者将“京津冀都

市圈” 比作缩小版的“环渤海都市

圈”。

环渤海经济圈内各城市的合作

联系不紧密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恶

性竞争。 针对此现象，肖金成曾指出：

“环渤海地区港口数量多， 几乎有市

必有港，各城市政府对港口建设倾注

了高度热情。 这在拉动当地经济的同

时必然加剧港口间的激烈竞争，港口

之争不应是自相残杀。 ”

港口竞争只是环渤海内各城市

恶性竞争的一个方面，“老大”之争才

是环渤海合作发展“龟速前行”的“致

命硬伤”。 与长三角、珠三角不同，自

“环渤海”概念提出后，关于区域内谁

当“老大”的博弈从未停止。 按常理

言，北京经济总量最大，理应是环渤

海的“老大”。 但北京首都功能定位的

原因决定了其难以兼任环渤海经济

圈“老大”的重任。 天津虽然发明了

“环渤海经济圈”概念，但是它当“老

大”，似乎其他几个省市又不太捧场。

从而形成了谁都想当“老大”，谁都当

不了“老大”的几败俱伤局面。

几番博弈之后，“环渤海”概念终

以辽宁、山东的“告假”和京津冀的

“单飞”而告一段落。 辽宁、山东后来

多投向“东亚经济圈”的怀抱。 相比较

而言，上海早已确立“长三角经济圈”

的“老大”地位，而“珠三角经济圈”内

各城市全部位于广东省内，这就为这

两大都市圈的区域协同发展和良性

产业链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环渤海经济圈经过整整 30 年的

发展，虽然进展缓慢，总算积累了不

少经验。 在针对“谁是老大”的问题

上，此次出台的“环渤海发展纲要”明

确指定：由北京牵头，加快消除地区

间隐形壁垒。 这也是本次“环渤海发

展纲要”的最大亮点。

但是，此次“纲要”确立由北京牵

头， 也只是从区域的角度确立了北京

的“老大”地位。而在规划具体执行过程

中，究竟应由市场牵头还是政府牵头，

仍是环渤海规划留下的一个的悬念。

而寂寥的背后则是对环渤海地

区经济发展和地区融合现状的无奈。

需要指出的是：这不是首次从国家层

面对环渤海地区进行顶层设计，“环

渤海”概念也不是一个新概念。

环渤海地区由山东半岛、辽东半

岛和华北平原三大区域板块组成，因

与渤海海域形成环抱趋势而得名。 早

期区域内包括北京、 天津、 河北、辽

宁、山东等五大省市，后期加入了山

西和内蒙古的部分城市，区域涵盖面

积占全国国土面积 13%左右。 环渤海

经济圈也曾与长三角经济圈、珠三角

经济圈并称“中国三大经济增长极”。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环渤海

经济圈”的概念由天津市较早提出。

1986 年， 时任天津市市长的李瑞环

倡导发起成立“环渤海地区市长联

席会”。 同年，原国家计委为了避免

地方政府自主决策权扩大后的各自

为政和重复建设， 在全国划定了包

括“环渤海经济圈”在内的七大块经

济区域。 自此，环渤海经济圈首次纳

入国家层面的统筹规划。 1992 年，中

共十四大提出把环渤海地区作为加

快开发的重点地区之一， 力争经过

20 年的努力， 使其成为中国率先实

现现代化的地区。 1996 年通过的《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 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提出，依托沿海大

中城市，打造环渤海综合经济圈，并

将其纳入中国七大经济区规划中。

由此可见国家对“环渤海都市圈” 的

重视程度。

但现实情况是，在概念提出的三

十年里，环渤海经济圈的发展却形成

了“大小规划经常有，会议论坛经常

开，专家官员常关注，实质步伐难迈

出”的老常态。 以至于，当年与其并驾

齐驱的长三角经济圈和珠三角经济

圈风生水起之时，环渤海经济圈却依

然停留在概念阶段原地踏步，规划赶

不上变化。在 20世纪 80年代初期，环

渤海地区的 GDP 总量和人均 GDP

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相当接近。 但

在经过二十多年比拼过后，环渤海地

区 GDP 总量和人均 GDP 只相当于

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三分之二

进入本世纪， 随着“首都经济

圈”、“环首都经济圈”、“京津冀都市

圈”等概念的兴起，“环渤海”概念开

始淡出人们的视野。

“老大”难产———曾经貌合神离的环渤海经济圈

“龟速”前行的环渤海规划

扭曲的市场：隐性壁垒亟待消除

特写

王利博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