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淄、泰、莱、德、聊、滨将同城化发展

七七城城居居民民逐逐步步按按实实际际居居住住地地落落户户
本报济南8月29日讯(记者 高

扩 ) 日前经省委省政府研究通过
的省会城市群经济圈规划提出，将
一体化、同城化作为经济圈加快发
展的关键，努力在加强制度衔接、打
破行政壁垒方面实现更大突破。

省会城市群经济圈囊括济南及
其周边的淄博、泰安、莱芜、德州、聊
城、滨州，布局上围绕“一个核心、两
个圈层”展开。一个核心即省会济

南，两个圈层即以济南为中心，70公
里为半径，包括济阳、商河、平阴、章
丘、莱芜市区、齐河、禹城、临邑、肥
城、邹平、泰安市泰山区和岱岳区等
周边区域的紧密圈层；以150公里为
半径，淄博、泰安、德州、聊城、滨州5
市市区为节点的辐射圈层。

规划提出，把紧密圈同城化作
为经济圈一体化的突破口，把产业
协作区作为紧密圈同城化的起步

区，把推动济南莱芜融合发展作为
产业协作区同城化的示范区。

在同城化方面，规划提出，取消
区域内除高速公路外的干线公路及
桥梁收费，建立免费的农产品和食
品生产、运输到销售环节的“绿色通
道”；推进信息通讯同城化，固定电
话统一区号，移动电话统一按市话
收费；推进户籍管理同城化，实行更
加灵活的户口迁移政策，逐步推进

建立区域内按实际居住地登记户口
的户籍登记制度。

在省会经济圈的公共服务同城
化发展上，规划提出，推动社会保障
关系互联互认和医疗、养老保险关系
的正常转移接续。探索建立社会保险
参保信息共享机制和同城结算机制。

针对省会经济圈规划的出台，
省宏观经济研究院党委书记郭训成
认为，这意味着“大济南都市区”发

展思路已经确定。郭训成说，济阳、
商河、平阴、章丘、莱芜、齐河、邹平、
泰安市区等都在距离济南中心城区
70公里半径内，现在已经形成了便
捷的交通优势，同城化一体化发展
的基础已经具备。

郭训成认为，现在面临的问题
是，要进一步释放政策活力，长远上
取消区域内的户籍限制，真正实现

“大济南都市区”的同城化。

省会经济圈

做大做强省会城市。以扩大城市规模为载体，以增强承载能力和服
务功能为重点，以提高集聚辐射和带动区域发展能力为目标，加快建设
具有较强国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区域性经济文化中心、科技人才中
心、金融商贸中心、旅游会展中心、总部经济聚集中心。

积极推进老城区改造，高标准建设东部新区、西部新区、滨河新区。积极
实施“北跨”战略，加快推进济莱协作区建设。到2020年，中心城区人口达到
550万以上。

济南中心城区仍需扩容

规划提出，设立省会城市群经
济圈发展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支持
各市人才引进、职业教育等。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彭志忠
认为，企业创新的源泉是人才，吸引
人才就要加大资金投入。他认为在
引进人才期间，企业要明确人才定
义，不能仅仅局限于高学历人才，对
于一些发明了小工艺、小措施的一
线技术工人，也要大力引进，帮助其
推广新技术，实现操作革命。

曾为规划提供修改意见的山东
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授魏建
亦认为，政府除了从行政审批角度
思考如何促进企业本身的发展之
外，也要从大的宜商环境角度思考
如何做好后续服务。他以济南为例，
济南要想发展总部经济，就要思考

“凭什么把人吸引来”，要动脑筋给
人才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本报记者 高扩七市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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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读

北跨东进拓展发展空间

山东省宏观经济研究院党委书
记郭训成表示，山东省区域发展布
局呈现双中心格局，东部有青岛，
西部有济南。目前看来，青岛的经
济发展活力较强，有一批大企业、
大集团的支撑，区域中心带动作用
明显。如今“黄蓝两区”已上升为国
家战略，省会城市群经济圈内部一
体化发展仍处于启动阶段，区域竞
争能力弱，东西部生产力差距有拉
大的趋势。

由于济南的地理位置因素，济
南的发展空间一直受限。最近这些
年，以奥体中心、西客站为带动，济
南在东部和西部新城的建设上迈出
很大步伐，但长远来说，发展后劲仍
然不足。

所以，规划提出，在推动老城区
改造的同时，高标准建设东部新区、
西部新区、滨河新区，同时实施“北
跨”、携手莱芜，使济南往东西两翼
扩展，同时向南北延伸。

中心城区人口增至550万

在做大做强上，郑贵斌认为，济
南首先要发展总部经济，建设区域
性金融中心，将济南作为中日韩地
方经济合作示范区的中西部试点城
市。

此外，可构建以服务经济为主
的产业体系。如现代金融业、现代物

流业、文化产业等，实现工业发展高
端化，推动济南航空城建设。

还有专家认为，要研究制定支
持济南扩大中心城区人口规模、用
地规模的政策措施。对这一点，规划
也做了明确，并提出到2020年，中心
城区人口达到550万以上。

参与“一圈一带”规划调研的山
东社科院副院长郑贵斌表示，作为
省会城市群经济圈核心，济南有独
有的优势。济南是全省的政治中心，
其他6个地级市与济南直接毗邻，相
互间距离基本都在200km以内。

此外，济南与其他6个市均有高
速公路相连，再加上国道、省道等各
级交通干线齐全而密集，济南都市
圈已基本形成“一小时交通圈”。再
加上人力资源丰富，科技实力较强，
成就了济南的核心优势。

政治中心成就济南核心地位

本报记者 陈玮 高扩

规划原文

山东省委党校经济部副教授徐
加明说，省会城市群经济圈其他6个
地级市各有自己的产业优势，比如
淄博的重工业，德州的太阳能、光学
产业，聊城的农业以及商品棉基地，
莱芜的钢铁产业，滨州的棉纺业等。

各地要根据各自的优势进行互
补。比如滨州的棉纺业，可以借助省
城金融中心的优势，解决资金难题。
同时，济南大企业多，注重品牌、研
发等，可以在其他城市建立配件生
产基地。

山东社科院副院长郑贵斌则建
议，济南、德州、聊城、淄博、泰安等
地通过统一宣传、旅游优惠套餐等
方式，整合资源，联合营销，共同开
拓旅游市场。

“但是这种合作不要变成不利
的竞争。”省社科院战略研究所研究
员吕兆毅说，拿济南来说，土地指标
紧张，而且无论工业还是商业，地价
比周边城市要高，在这种环境下，项
目落户难，很可能落到周边城市，对
发展更有利。“所以，建立都市圈的
经济合作模式是十分必要的。”

郑贵斌表示，可以建立区域内
产业重大项目异地落户的财税互惠
机制，引导区域产业合理布局。鼓励
和支持区域内产业转移和配套发展
关联产业，在产业、产品、功能上实
现错位发展。

本报记者 陈玮

经济圈产业互补

要探索财税互惠

“一圈一带”规划解读

在扩大中心城市容量上，规划
提出，一是要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优先发展公共交通，优化城市及
城市间交通路网，统筹规划建设供
水、供电、供气、供热等公共设施。率
先解决济南交通拥堵问题，加快市
内快速通道建设，调整取消绕城高
速收费区间，提高市内交通快捷通

达能力。
二是要提高城市建设和管理水

平，塑造城市建设的文化品位和生
态形象，保护传统文化，加强环湖沿
河和城市生态带建设，提高环境承
载能力，建设宜居宜业城市。此外还
要壮大中心城市综合经济实力，增
加就业机会，提高就业质量。

率先解决济南交通拥堵问题

日前，《省会城市圈经济圈发展规划》和《西部经济隆起带发展规划》经省委省政府研究通过。两大规划
是我省实施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部署，对我省区域统筹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本报采访规划制定相关部门、邀请相关领域权威专家，对两大规划出台的背景、主要内容等作出详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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