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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整体优势明显

发展向好

省会城市群经济圈规划范
围包括省会济南及周边的淄博、
泰安、莱芜、德州、聊城、滨州，共
7市，52个县(市、区)。总人口3368

万人，国土面积52076平方公里，
分别占全省34 . 8%和33 . 2%。

而目前的发展现状是2012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7912亿
元，占全省35 . 8%；公共财政收
入1193亿元，占全省29 . 4%；固
定资产投资1 0 0 7 0亿元 ,占全省
3 3 . 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021亿元 ,占全省36 . 6%。粮食产
量达到2260万吨,占全省42 . 2%。
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达
到42293亿元,占全省36 . 4%。现代
服务业迅速发展 ,实现服务业增
加值7 4 2 9亿元 ,占全省3 7 . 2%。

2012年,省会城市群经济圈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7150元 ,

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0301元 ,均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区域经济
基础优势非常明显。

省会城市群经济圈的发展
目标是：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达
到3 . 5万亿元左右，年均增长9%

左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0

万元左右；公共财政收入占生
产总值的比重逐步提高；对外
开放水平显著增强。与东部地
区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差距
缩小，确保与全省同步提前实
现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比
2010年翻一番。经济结构不断优
化升级。城市功能明显强化，
区域“一小时生活圈”更趋完
善；到2020年,城镇化率达到65%

左右，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
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单位GDP

能耗和污染排放低于全省平均
水平，到2020年林木绿化率由目

前的22%提高到27%；循环经济发
展水平全省领先、全国先进。

济南率先做大做强

辐射周边

翻开济南市的统计数据，
一串串数字彰显着济南的分量 :
2 0 1 2 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
4812 . 68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达1357 . 4亿元，公共财政预
算收入完成380 . 8亿元。产业结
构更加合理，三次产业结构为5 . 2:
40 . 3:54 . 5，其中，现代服务业占服
务业增加值的比重为48 . 6%，高新
技术产业产值1702亿元，占规模
以 上 工 业 总 产 值 的 比 重 达 到
39 . 55%。城镇化率达到66%。城
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
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32560元和
11760元，增长12 . 7%和13%，均高
于生产总值增长幅度。

济南社科院副院长马黎明
分析，与目前全国比较有影响
力的经济圈的中心城市相比 ,省
会济南规模偏小、人口偏少、
实力偏弱 ,缺乏足够的带动和辐
射能力 ,全省经济、文化、科
技、人才、金融中心的地位和
作用没有凸显出来。做大做强
省会城市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
验，树立现代城市发展理念，
科学规划 ,建设新型的文明、舒
适、便利、绿色、宜居的特大
型城市。要加快建设具有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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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保 护 和 发 挥 泉 城 特
色，加快南部山区绿色发展。
积极实施“北跨”战略 ,加快推
进济莱协作区建设，拓展省会

发展空间。加大基础设施、公
共设施建设，提高现代化城市
管理水平。到2020年，济南中心城
区人口达到550万人以上。

济南还需充分发挥金融服
务、科技人才、文化教育、医疗卫
生、信息物流、会展旅游等方面
资源优势，创建国家级文化产业
示范园、全国重要的现代物流基
地和最佳旅游城市，形成服务经
济为主的产业体系。同时大力发
展信息咨询、资产评估、科技研
发及各类商务中介等高智能人
力机构,形成高端服务集聚区。引
进更多中外金融保险机构地区
总部和结算中心，以及跨国公
司、国内大企业研发总部、营销
总部、管理总部入驻，提高高端
服务业发展水平。济南还需集中
力量发展现代信息技术、服务外
包等优势产业 ,加快形成自主技
术、产业规模和市场竞争优势。

(楼市记者 葛未斌)

以济南为中心

促进区域经济整体发展

省会城市群经济圈东临渤
海，与辽东半岛隔海相望，南

连长江三角洲、中原经济区，
北接京津冀，向西辐射黄河中
下游。规划期为2013年至2020

年。
省会城市群经济圈内各地

市之间将增强城市辐射带动，
推进资源要素整合，壮大优势
产业集群，区域综合实力和科
技创新力将继续提升，建设成
为南承沪宁、北联京津、东接
半岛、西启黄河中上游的枢纽
型城市群。目前，就区域内经
济 发 展 水 平 来 看 ， 还 很 不 平
衡，济南作为省会城市的辐射
带动作用还没有凸显出来，淄
博 、 泰 安 、 莱 芜 、 德 州 、 聊
城、滨州等周边地市的经济发
展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此
次省会城市群经济圈的规划，
有利于促进济南对周边地区的
带动作用，同时提升自身经济
的发展水平。周边各地市都有
着很大的发展潜力，同时各地
市的地方特色资源如果能够打
通区域内的共享渠道，少一些
障碍，多一些扶持，将更加有
效地转换为经济效益，无论城
市建设还是产业发展都将迎来
大幅的提升。

发挥地域特色

西部经济隆起带崛起

西部地区地处山东腹地 ,同
苏豫皖冀4省11市接壤,南接长三
角 ,北临京津冀，与半岛城市
群、中原城市群相连，是山东
与华北、华东和中西部地区联
结的重要门户，是全国交通、
通信大通道的重要枢纽。西部
经济隆起带规划范围主要包括 :

枣庄、济宁、临沂、德州、聊
城、菏泽 6市和泰安市的宁阳
县、东平县,共60个县(市、区)；
面积67179平方公里 ,人口4481万
人,分别占全省的42 . 8%和46 . 5%。
规划期为2013年至2020年。

依据《西部经济隆起带发
展规划》 ,西部经济隆起带的战
略定位是 :建设具有较强竞争力
的特色产业基地、高素质劳动
力富集地带、体制机制创新试
验区、生态良好的美丽新西部 ,

形 成 若 干 竞 相 发 展 、 各 具 特
色、富有生机、加快隆起的邻
边高地 ,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
中与省会城市群经济圈紧密衔
接 ,外与京津冀、长三角和中原

经济区合作联动的发展格局 ,促
进东部率先发展、中部融合对
接、西部加快隆起。政策的出
台给西部地区带来了全新的发
展机遇，区域内各地市将在自

身独具特色的领域充分发挥优
势，互补不足，实现区域内共
同的进步和提升。

(楼市记者 葛未斌)

七市筑一圈

济济南南将将迎迎来来倍倍速速发发展展

““一一圈圈一一带带””区区域域经经济济发发展展再再升升级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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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省
会城市群经济圈
发 展 规 划 》 和
《西部经济隆起
带发展规划》已
经省委、省政府
研究通过 ,这标志
着山东“一圈一
带”区域发展战
略正式启动，区
域经济发展将再
上新台阶，区域
内各地市企业发
展亦将迎来新机
遇。

在省会城市
群经济圈的发展
中，济南作为省
会城市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因
此，只有做大做
强省会经济，才
能辐射带动周边
区 域 ， 优 势 互
补，促进区域整
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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