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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手大连打造“双城经济圈”，烟台瞄准环渤海
专家：把辽宁、山东的力量激发出来，才有可能形成一个北方的经济发展极

◆导报记者 孙罗南

作为新晋的“GDP万亿之城”，

烟台正积极寻求融入更广阔的战略框

架中的机会。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全国

人大代表、烟台市市长郑德雁建

议，以烟台、大连为桥头堡，打造

“双城经济圈”，纳入国家发展战

略，支持烟台—大连共建美丽中国

先行区、开展科技协作、推进海上

大通道建设。

这一关于烟台—大连“双城经济

圈”以及推进海上大通道的建议，引

发了外界关注。

“要主动融入渤海湾、全面衔接

大战略、积极推进渤海大通道，加强

与环渤海城市的协同联动。”已被写

入今年的烟台市政府工作报告。

烟台寻求新的发展引擎的迫切

性，显而易见。

山东财经大学区域经济研究院院

长董彦岭在接受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过去经常提到山东的‘大三

角’，即济南、青岛、烟台，烟台不

可忽视。现在，烟台自身也有发展的

紧迫感，需要内通外联，这也是其最

重要的发展方向。”

区域风向公益

烟台与大连，两地相隔百余公

里，但目前的火车线路却需要耗时约

10个小时。

交通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基础要

素。对于地处“交通端点”的沿海城

市，如何实现更为广泛的区域融合？

建设跨海通道成为提升城市发展能级

的一大举措，其在缩短交通距离的同

时，也促进了区域协同合作。

郑德雁建议国家将烟台—大连

“双城经济圈”纳入发展战略，给予

政策支持，支持烟台—大连共建美丽

中国先行区、开展科技协作、推进海

上大通道建设，形成发展新质生产力

的合力。

这里的“海上大通道”，即是渤

海海峡跨海通道。

烟台—大连“双城经济圈”若未

来纳入国家发展战略，无疑对于海上

大通道的建设是一大利好，将有助于

推动大通道的建设进程，有利于促进

两地的融合发展。

谈及区域融合发展，在北方地

区，就不得不提环渤海地区。

“过去提的环渤海经济圈，涉及

范围很广，包括大连、烟台、天津和

秦皇岛等城市，但后来对该经济圈谈

得比较少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

是一个弯状，不是一个能够环起来的

形态。”董彦岭对经济导报记者说。

尽管如此，他也指出，随着经济

和技术的发展，过去未被提上议事日

程的议题，可能将来会逐渐进入发展

的优先序列中。

“目前，主要的难点仍在于跨海

通道的成本和风险上。”董彦岭强调

说，“下一步的论证，除了考虑通道

的技术经济条件以外，还需要研究区

域之间产业的互补性和未来一体化能

够带来的潜力。”

董彦岭对经济导报记者表示：“跨

海大通道更大的作用是把辽东半岛和

山东半岛联系起来，加强胶东区域的发

展。这对于提升烟台和大连这两个城市

的区位价值也具有重要意义。”

他进一步分析说：“东北地区资

源相对较丰富，而山东在加工业、制

造业和外贸出口等方面发展较为突

出。将来，如果这两个地区能够加强

合作交流，对于环渤海区域的发展以

及东北地区与山东乃至长三角地区的

合作，都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烟台的

经济总量历史性迈上万亿元台

阶，成为继青岛、济南之后山东

省内的第三个万亿级城市。烟台

2023年全年GDP为10162 . 46亿

元，比上年增长6 . 6%。

谈及烟台的发展，董彦岭

提到，“近年来，烟台的表现

一直不错，特别是在制造业方

面。其今年更是成为山东发展

的典范，GDP突破了万亿元大

关。”

工业是烟台的传统强项，去

年，其工业生产增势也较快。根

据烟台市统计局的数据，2023

年，烟台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比上年增长1 1 . 7%。分行业

看，37个行业大类中有22个增

长，行业增长面为59 . 5%。

“烟台的工业基础以及区位

条件都相对不错。”董彦岭坦

言，“烟台的地位相对有点被低

估。尤其是我们之前强调济南都

市圈和青岛都市圈，而烟台则没

有在聚光灯下。”

“烟台实际上有潜力成为一

个独立的发展极，其整体发展质

量较高，尤其在产业方面表现不

错。”他还提到，“烟台在县域

经济方面的支撑较强，周边县市

都具备较强实力，如龙口、莱州

等。”

作为新晋的“GDP万亿之

城”，烟台也正积极寻求新的发

展机遇，以便在区域发展中扮演

更为重要的角色。

在探寻新的发展路径时，烟

台—大连“双城经济圈”的打

造，也意味着烟台将目光瞄向了

环渤海地区。

朝着“环渤海地区中心城

市”的目标迈进，是烟台加快步

伐寻求的新发展定位。《烟台市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 0 2 1 —

2035）》，将烟台2035年发展目

标明确为“跃升成为环渤海地区

中心城市”。

在此背景下，烟台与大连携

手打造“双城经济圈”的合作，

也成为烟台的重要发展路径。这

也为环渤海地区的发展带来新的

机遇。

“环渤海区域的发展不能

不研究。”董彦岭说，京津冀

地区的经济体量与长三角、粤

港澳地区相比还是有一定差

距，所以它需要在一个更大的

空间里发展。

“把辽宁、山东的力量激发

出来，才有可能形成一个北方的

经济发展极。”董彦岭对经济导

报记者说，“辽宁、山东都有这

样的诉求。有这样的交流合作意

愿，将来破局的机会就会越来越

多。”

“此外，从全国统一大市场

建设的角度讲，现在强调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在董彦岭看来，

“让过去处于交通端点的一些城

市成为交通节点，也能够激活城

市发展，把开放优势和国内市场

的优势更好地激发出来。”

区域产业的互补性

瞄向“环渤海地区中心城市”

目前，渤海轮渡是连接烟台至大连的最便捷方式之一。图为停靠在码头的渤海轮渡“中华复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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