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青岛
WEEKLYC12

2012年6月29日 星期五 编辑：张张潇潇元元 组版：李李飞飞

周 年桥隧

经经经济济济

人气带动西海岸商业繁荣

由“点对点”到“面对面”

2011年6月30日，青岛胶州湾大桥和青岛
胶州湾海底隧道同时通车，成为中国桥、隧建
设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为青岛的经济发展注
入了新的动力。桥隧开通一年来，交通的便利
带动了经济的发展，西海岸商业繁荣的雏形
已现，研究经济的专家分析认为，桥隧的开通
使得青岛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加快，在未来
的几年内，大青岛的经济融合度将会更加完
善，“大青岛”经济将实现一体化发展。

本报记者 刘腾腾 潘旭业 蓝娜娜

桥隧开通一年，大量人
气聚集西海岸，促进了旅游
业的跨越式发展，青岛开发
区商业繁荣的雏形已现。

26日，记者乘车来到滨海
大道、长江中路、香江路等多
个大型商圈，发现短短一年
的时间，凯宾斯基、多元锦江
等五星级豪华星级酒店相继
落成，人气骤增，尤其是长江
中路商业圈，俨然成为一条
正在崛起中的青岛香港路。

据了解，目前西海岸在
建5星级酒店26家，各类在建
酒店39家，长江路佳世客、家
佳源，香江路利群商场等大

型超市客流量骤增。
酒店、商场等商业网点

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桥
隧开通以来旅游业的发展。
记者从开发发区区旅游局了解
到，从去年6月30日桥隧开通
到年底，短短半年的时间
内，客流量就高达730 . 5万人
次，全年游客突破1000万人
次，实现旅游收入超过54 . 9

亿元，同比增长60%以上。而
在桥隧开通之前，开发区一
年接待的游客数量还不到
600万人次。

青岛市委常委、西海岸
经济新区工委书记、管委会

主任张大勇在日前介绍开发
区时提到，作为一个旅游城
市，西海岸可用于旅游开发
的沙滩40公里，发展潜力巨
大。西海岸的商业繁荣已成
必然。

作为一个国家级的开发
区，又是半岛蓝色经济先导
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借着桥
隧开通带来的重大发展契
机，青岛开发区未来的发展
理所当然不会仅仅局限于旅
游和商业。开发区已规划建
设13个特色产业园区，坚持产
业与城市融合发展，高水平
规划建设“五大板块”、实施

“三大计划”(五大板块即前湾
新港城、凤凰岛国际旅游岛、
国际生态智慧城、石化产业
循环经济园区、北部产业新
城；三大计划即绿岛计划、蓝
岛计划、智岛计划)，作为优化
提升优势产业、培育新兴产
业的重要平台。六大产业集
群(港口、家电电子、石油化
工、汽车、造修船、海洋工程)

产值占规模工业产值的70%

以上，拥有家用电子产品产
业园、船舶与海洋工程新型
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船舶
出口基地三个国家级产业
园区。

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
工委书记、管委主任张大
勇在 6月 2 0日青岛市委宣
传部“喜迎十八大”大型主
题采访活动中介绍，桥隧
开通后，进入黄岛的车辆
是3 . 8万辆，其中过桥车辆
1 . 8万辆，过隧车辆2万辆。
交通的顺畅加大了黄岛与
青岛主城区、黄岛与胶南
东部城区的衔接。可以说，
便捷快速的交通体系决定
着 西 海 岸 的 品 质 和 转 方
式、调结构的步伐。

今年3月19日，胶南市
计划总投资556亿元的104

个大项目集中开工，其中产
业项目88个，预计投产后可

实现利税76亿元，提供4万
个工作岗位。此外，胶南市
确立了到2016年全市生产
总值突破2000亿元、地方财
政一般预算收入突破100亿
元的目标。

“在旅游经济上，我们
将重点发展‘大青岛’市场
和国内、国际市场。”胶南市
旅游局行业管理科工作人
员介绍，针对“大青岛”市
场，将重点以乡村游为主
题，发展生态采摘、花卉观
赏等特色旅游项目，对国
内、国际市场则发展远程旅
游度假游，通过搭建融酒
店、会展、婚礼礼堂、娱乐等
多功能的滨海旅游度假基

地，吸引更多游客。
时任胶南市代市长的

路玉军在今年2月2日“胶南
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
报告时介绍，去年，胶南市
完成地区生产总值610亿元，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36 . 4

亿元，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
资420亿元；全市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达到720家，工业总产
值、销售收入分别达到1535

亿元和1350亿元，均实现翻
番；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
到24380元、12170元，年均增
长12 . 4%和13 . 3%。董家口港
区及临港产业区列入山东

半岛蓝色经济核心区规划，
累计完成基础设施投资120

亿元，引进大项目34个，总
投资过千亿元。

据了解，西海岸经济新
区陆域总面积2096平方公
里，海域总面积5000平方公
里，胶南分别占88%和79%。
在便利的交通条件支撑下，
胶南提出了“以港兴市”的
城市发展战略，全力推进董
家口港区及临港产业区开
发建设，力争用五年左右时
间，基本建成国家大宗散货
集散中心及能源储运中心，
成为国家重要的中转枢纽
港和重化工、钢铁、重装备
制造业基地。

6月27日，青岛市社科院城市研究所副所长冷静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青岛胶州湾大桥和胶州湾隧道
通车一年来，青岛市主城区与各区市之间形成“一小
时经济圈”，山东半岛城市群区域内各中心城市之间
形成“四小时经济圈”，为城市发展拓展了新空间。依
托桥隧通车逐渐形成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
青岛的产业结构得到了调整，更好地发挥了龙头城市
作用。

冷静分析认为，西部经济发展的加快客观上要求
东岸也要相应地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快老城区的改
造、老企业的搬迁，加快新城区的工业发展速度，使东
岸逐渐向生活性服务业发展，西岸加重生产性服务业
的比重，北岸逐渐发展装备制造业。随着桥隧开通，一
小时经济圈的形成，这个以胶州湾为核心所做的产业
布局已经日渐清晰，使不适合经济发展的要素得以剔
除，并纳入适合青岛经济发展的要素，让科技的发展
更具活力。

“一年多来，青岛经济有加速的趋势，黄岛地区的
高端服务业，港口物流业和高端制造业占据的比重逐
渐增大，加剧青岛市域范围内包括生产要素、生活要
素在内的经济要素的流动速度、流动范围和流动方
向，加快经济要素的转化。第一季度全市的GDP比去
年同期增长9 . 1%，但是这个增速并不是十分明显，更
多的体现在青岛的产业结构调整，但时间拉长后，在
未来的五年、十年内，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会成为一
种趋势，可以预见将来的经济增速会直线上升，产业
格局会得到大幅度地调整和优化。”冷静分析。

冷静认为，一桥一隧看似只是交通连接的作用，
但是这让两地之间点对点的联系变成面对面的联系，
经济要素的流动会更加通畅，从城市格局来说，大桥、
隧道开通，拉近了环胶州湾区域的交通联系，青岛环
湾型城市的发展格局将大大加速，市域范围之内经济
的融合度会更加完善，使大青岛经济发展逐渐向一体
化迈进。

开发区>>商业繁荣的雏形已现

胶南市>>经济新区借势发展

大青岛>>

形成一小时经济圈

桥桥隧隧的的开开通通带带动动了了西西海海岸岸经经济济的的发发展展。。在在黄黄岛岛一一些些景景区区，，游游客客络络绎绎不不绝绝。。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张张晓晓鹏鹏 摄摄

胶胶州州湾湾大大桥桥的的建建成成，，使使““大大青青岛岛””经经济济实实现现了了一一体体化化发发展展。。（（资资料料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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