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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黄河三角洲高效牛态经济区是国家规划的第一个生态经济区。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研究》站在区域经济战略高度，在对黄河三角洲发展条件进行深入分析
的基础上，结合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我国产业调整的要求.对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的前沿问
题进行了探索，提出了具有宏观性、前瞻性、创新性与可操作的观点和建议。
如海洋经济问题的“海陆统筹”、城乡一体化问题的“城乡统筹”、生态旅游发展的“文化诉求”、
生态农业发展的“话语权”等研究所展现的观点，不仅对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建设具有现实指
导性，而且对全国经济礼会可持续发展具有蘑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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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以滨州市为例，已形成了粮食、棉花、畜牧、水产、林果、蔬菜、桑蚕、食用菌八大农业支柱产
业，2007年农、林、牧、渔业增加值达到109.57亿元；农业标准化加快发展，到2007年，全市标准化生
产基地面积达到150万亩，认定市级农业标准化基地33个，认证无公害农产品61个，绿色食品31个，有
机食品14个；农业产业化水平不断提高，2007年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达到175家，其中省级35家、国
家级2家；农产品品牌培育不断取得新进展，已注册“黄河五道口牌”大米等40个农产品商标，“沾化
冬枣”获得国家名牌农产品，18家农业龙头企业分别获得“省著名商标”、“省名牌产品”等荣誉称
号。
　　（三）加工制造业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黄河三角洲地区依托资源优势和生产要素成本较
低的优势，大力发展工业产业，工业经济总量快速增长，工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原油、原盐、纯碱、溴素等生产能力位居全国前列，化工、纺织、造纸、机械、食品等行业在全省占
有重要地位，涌现出了鲁北化工、山东海化、山东活塞、魏桥棉纺、晨鸣纸业、华泰纸业等在国内同
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的大型龙头企业。
目前，黄河三角洲地区已形成了以化工、轻工、机械、纺织、食品加工等为支柱的加工制造业产业体
系。
近年来，黄河三角洲地区在发展加工制造业的过程中，重视产业链延伸和产业集群培育，加工制造业
呈现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
2007年，黄河三角洲地区加工制造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70.5％，虽然仍明显低于86.3％的
全省平均水平，但比2002年提高了23.0个百分点；黄河三角洲地区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
产值的比重达到18.6％（全省平均水平为29.2％），比2002年提高了11.9个百分点。
　　（四）基础设施条件不断改善　　第一，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海、陆、空立体交
通网络初步形成。
公路交通方面，形成了以高等级公路为主框架、农村公路配套联网、城乡一体、干支相连、四通八达
的公路交通运输网络。
东营市、滨州市境内等级公路通车里程2007年底分别达到7525公里、13661.8公里，实现了乡乡、村村
通柏油路；途经青岛、潍坊、东营、滨州的荣乌高速公路山东段于2008年9月底全线贯通，实现了黄河
三角洲与胶东半岛、京津冀等经济区的紧密连接；荣乌高速、220国道、永馆路三条主干道使滨州、东
营这两个黄河三角洲的主体城市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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