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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历下经济开发区获批复，济南开发区“省队选手”增至14个

新“区”将给泉城带来哪些新机遇

夏侯凤超 石晟绮 济南报道

填补“空白”：
历下的坚持与渴望

历下申报经济开发区早有
信号。

2023年2月，济南市曾在一场
发布会上提出，加快推动历下
区、市中区申报设立省级经济开
发区，实现全市各区县省级以上
开发区“全覆盖”。同年5月，历下
区委书记杨传军在会上提出，长
岭高科片区正积极申报省级经
济开发区。2024年3月的一场长岭
高科片区主题活动上，历下区委
副书记、区长杨福涛表示，“我们
还在积极申报省级经济开发区，
将为广大企业入驻发展提供更
加广阔的舞台。”

“2023年上半年，历下区投资
促进服务中心就牵头启动了经
济开发区的申报工作，到今年11
月，正式下发了批复文件，这是
一个复杂而艰辛的过程。”谈到
申报经开区的过程，历下区投资
促进局（以下简称“历下区投促
局”）相关负责人透露。在进行了
深入细致的调研和谋划，明确了
经济开发区的定位、发展方向和
重点产业后，报多部门审批，直
到今年11月，才正式收到了批复
文件。

在这位负责人看来，尽管这
是个“道阻且长”的过程，但却很
必要。“事实上，历下区作为济南
市的中心城区，拥有丰富的资源
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是具备设立
经济开发区的良好条件的。”随
着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业
结构的不断优化，历下区对更高
层次、更宽领域的发展平台需求
日益迫切，“因此，申请设立省级
经济开发区成为历下区实现跨
越发展的重要举措。”

获批省级经济开发区，填补
了历下的空白。梳理发现，济南
市之前有省级以上开发区13家，
其中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
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家、省级经济开发区8家、海关
特殊监管区域2家。而此前在各
区县中，只有历下区和市中区没
有省级以上开发区。

历下区对经开区的“渴望”，
并不止于此。“随着全市‘东强’
战略加快实施，济南高新区和中
央商务区崛起成势，两大片区之
间的长岭山片区需要以建设经
济开发区为带动，吸引企业、资
金、人才等各方面资源集聚。”在
相关人士看来，设立省级经济开
发区，能够优化长岭山片区产业
布局，补齐济南高新区与济南中
央商务区产业缺口，形成连线贯
通的产业聚集带，增强城市发展
区域活力。

“历下区面临着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的双重任
务。”历下区投促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设立经济开发区，可以作为一
个重要的平台和载体，通过引进
先进技术和高端人才，推动传统
产业的技术改造和模式创新，同

时积极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提
升区域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和可持
续发展能力。“更为迫切的一个原
因是，通过科学规划和合理布局，
经开区能够提供部分土地资源，
缓解项目落地难的问题。”

规划需要：
两个片区的选择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设立
山东历下经济开发区的批复》显
示，山东历下经济开发区的规划
面积为335 . 48公顷，共两个区
块：长岭山片区，面积约277 . 85
公顷，四至范围为东至凤岐路，
南至莲花山，西至凤凰路，北至
工业南路；星河工业园片区，面
积约57 . 63公顷，四至范围为东
至奥体西路，南至花园东路，西
至大辛河，北至八涧堡北路。

历下选择这两个片区背后
的考量是什么？

首先是地理位置。不难发
现，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地
理位置和交通便利性方面具有
显著优势。举个例子，郑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位于郑州市经济最
活跃的东南经济组团，陇海铁
路，京珠高速公路、机场高速路
所形成的金三角区域内；南京经
济技术开发区坐落在南京市东
北郊，紧邻中国最大的内河港
口——— 南京港新生圩外贸港区。

从历下区看，长岭山片区和
星河工业园片区均位于历下区
的核心区域。长岭山片区面积较
大，为开发区的建设提供了充足
的空间；而星河工业园片区地理
位置同样优越，有利于开发区的
进一步拓展。

另外，从产业发展角度看，
这两个片区具备良好的产业基
础和发展潜力。“长岭山片区以
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生物医药为
主导，已经吸引了一批优质企业
和项目的入驻。而星河工业园片
区则注重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和新兴产业的培育，为开发区的

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历下区相关部门人士提出。

长岭山片区是历下区“一轴
三区多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历
下也在下大力气培育该片区。今
年的历下区政府工作报告提到，
在长岭高科片区，以产业规模

“千亩百亿”为目标，加快大数据
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与
大健康两大百亿级链式产业集
群提档升级。

“最重要的是，选定这两个
片区也与历下区的整体发展规
划相契合。”在相关专家看来，历
下区作为济南市的中心城区，正
致力于打造一个现代化、国际化
的城市形象。历下经济开发区的
设立，有助于推动历下区的产业
升级和城市更新，提升城市功能
和品质。而长岭山片区和星河工
业园片区的选定，正是基于这一
整体规划和发展战略的需要。

“在寸土寸金的历下区找到
这样两个地块设立省级经济开
发区并非易事，不仅能够看出历
下区发展的决心，也体现出开发
区对于经济和产业发展的重要
性。”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党
委副书记、院长吴学军表示。

战略布局：
经开区“各显神通”

2021年，山东省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印发《山东省开发区总体
发展规划（2021—2025年）》。规划
指出，济南要推动形成“一核引
领、两区腾飞、多点迸发”梯队发
展格局：全力做强济南高新区

“核”引擎，率先做大明水经济技
术开发区和莱芜高新区两个国
家级开发区的能级跃升和腾飞，
发挥省级经济开发区和综合保
税区优势。

各大经济开发区也开始“各
显神通”。

明水经开区作为济南唯一
的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经过多年
的发展，“一高三新”成为主导产

业，汽车及相关产业营收达到600
亿元；济南临港经济开发区位于
济南国际陆港核心区域，凭借交
通优势，让铁、空、水、公等交通
资源在开发区有机融合，形成了
独特的“四港联动”优势；济北经
济开发区内，食品饮料产业作为

“1号产业”快速发展，集聚了旺
旺、统一、康师傅等160余家知名
食品企业。

随着产业集聚的不断推进，
对于开发区的产业承载能力要求
也不断升级。济北经济开发区扩
容近3倍，槐荫经济开发区扩容近
5倍……2023年，济南6家省级以上
开发区纷纷“扩容”，更大更高能
级的平台为产业升级、经济发展
提供了有力支撑，济南市省级以
上经济开发区建设“步履不停”。

作为新的“省队选手”，山东
历下经济开发区该如何在济南
的众多经济开发区中找到自己
的定位？

“未来，山东历下经济开发
区将发挥自身优势，打造具有国
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开发区。”
历下区投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山东历下经济开发区将致力于
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通过优
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能级，努
力成为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区和
引领区。同时强化创新驱动，推
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在引进
和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和研发机
构的同时，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
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

“另外，开发区还将加强与国际
先进地区的交流合作，引进外资
和先进技术，推动国际贸易和合
作交流。”

发展引擎：
区域经济的重要增长极

毫无疑问，开发区是一个区
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对外
开放的重要窗口、科技创新的重
要载体。一起来看一组数据———

从全国范围看，截至今年5

月，全国230家国家级经开区以千
分之三的国土面积，每年贡献了
全国约1/10的地区生产总值、1/5
的工业增加值、1/5的进出口额和
利用外资额度，成为重点产业集
聚区和区域经济增长极。从山东
来讲，山东共有省级以上开发区
167家。2023年，全省开发区以
6 . 4%的陆域面积，聚集了全省
4 7 % 的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企 业 、
59 . 9%的高新技术企业，实现了
72%的外贸进出口、77 . 4%的实
际使用外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税收占全省税收收入的57 . 7%。

聚焦城市，开发区对于地区
经济发展和产业提质升级的作
用也不言而喻。以近年来频频与
济南“牵手”的郑州为例，郑州经
开区全区地区生产总值由2013年
的305 . 6亿元提升至2023年的
1328 . 4亿元，以占郑州市约2%的
面积、3%的常住人口、不足2%的
能源消耗，创造了郑州市近10%
的GDP、15%的财政总收入、17%
的税收收入和逾25%的规上工业
增加值，为郑州城市发展注入了
强劲动力。

济南自身也不缺乏成功的
“样本”。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是1991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设
立的首批国家级高新区。该区
2022年“四新”经济增加值实现
694 . 3亿元，高技术产业投资增
速达到25 . 3%，占比达到27 . 7%，
超济南市19 . 7个百分点。其省级
新型研发机构总量达39家，培育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2
家，占全市总量的近40%，省市级

“专精特新”企业入选数量均居
全市第一。

“开发区已经成为全省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市县
经济的重要增长极，开发区改革
和管理中的好经验、好做法，需
要以立法的形式固化下来。”11
月18日，在山东省第十四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
会议上，山东省商务厅厅长陈飞
说。

在吴学军看来，“针对经济
开发区的一系列政策，能够更好
地发挥片区的资源优势，优化资
源配置，便于技术的创新、人才
的聚集和科技成果的转化，再将
成果在历下其他地区乃至济南
市进行复制推广，更好发挥示范
引领作用。”对于历下来说，其经
济综合实力较强，产业、科技、人
才等各类资源丰富。坐拥这样的
资源优势，山东历下经济开发区
应该加大招引力度，不断做大做
强产业集群，形成产业链，强调
产出率，争做济南最具竞争力的
创新高地、产业高地。

“开发区正值起步阶段，我
们也将通过一些措施‘打好基
础’。”历下区投促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表示，下一步，开发区将完
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服务质
量，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提高
开发区的承载能力和吸引力。同
时，积极争取国家和省市的政策
支持，制定和完善开发区发展的
相关政策措施，为开发区的建设
和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11月25日，山东省正式批复，同意在济南市历下区设立省级经济开发区，定名为山东历下经济开发区，成为济南第14家省级以上开发区。
省级经济开发区申请批复道阻且长，历下区不懈争取的考量是什么？新增的一“区”，能为济南的发展带来什么？经济济开发区蓬勃发展背后的底层逻辑如何？

开发区名称 主导产业

明水经济技术开发区 汽车零部件、合成材料制造、金属制品

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生物医药

莱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钢铁、农副产品加工

济南综合保税区 电子信息

济南章锦综合保税区 纺织服装、橡胶制品

济南经济开发区 汽车制造、通用设备、专业设备

济南临港经济开发区 医药制造业、商贸物流

济南济北经济开发区 食品饮料、机械电子、生物医药

济南槐荫经济开发区 商贸物流、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

济南新材料产业园区 商贸物流、化学原料与化学制品制造、通用设备

山东济南钢城经济开发区 钢压延加工、金属及金属矿批发、冶金制品制造

山东平阴经济开发区 石墨及其它矿物制品、建筑安全用金属制品、乳制品

山东商河经济开发区 农副产品加工、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纺织

济南市其他省级以上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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