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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环渤海地区是指环绕着渤海全部及黄海的部分沿岸地区所组成的广大经济区域。区域间的

经济合作，横向联合，优势互补为环渤海地区开拓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快环渤海地区的开发、开放，将这一地区列为全国开放开发的

重点区域之一，国家有关部门也正式确立了&ldquo;环渤海经济圈&rdquo;的概念，并对其进行

了单独的区域规划。 

    中国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环渤海经济区行业深度研究与市场分析预测

报告》共十五章。首先介绍了环渤海经济区行业市场发展环境、环渤海经济区整体运行态势

等，接着分析了环渤海经济区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环渤海经济区市场竞争格局

。随后，报告对环渤海经济区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环渤海经济区行业发

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环渤海经济区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环渤海经济区行

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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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1 环渤海港口群还未形成有效的区域内合作 

7.10.2 环渤海港口区域整合的必要性及策略 

7.10.3 环渤海港口群应整合功能&ldquo;抱团&rdquo;发展 

7.11 环渤海地区港口投资环境及机会 

7.11.1 区域经济重心北移将为环渤海港口带来长期投资机会 

7.11.2 环渤海区域港口具备一定投资价值 

7.11.3 山东港口建设投资渠道日益改善 

7.11.4 山东港口业投资机会已然显现 

第八章 2015-2019年环渤海区域投资热点&mdash;&mdash;物流业 

8.1 2015-2019年环渤海地区物流业的发展 

8.1.1 环渤海物流完善信息资源整合 

8.1.2 环渤海经济圈打造现代物流发展新引擎 

8.1.3 淄博打造环渤海区域国际物流中心 

8.1.4 环渤海绿色农产品交易物流中心试运营 

8.1.5 环渤海水产农副产品物流交易中心开工 

8.1.6 深圳网通物流进驻环渤海地区 

8.2 北京物流业 

8.2.1 北京物流业发展状况回顾 

8.2.2 北京市物流业发展综述 

8.2.3 北京启动国际绿色物流链建设 

8.2.4 北京五大物流基地发展概况 

8.2.5 北京快递服务纳入物流业规划 

8.2.6 &ldquo;十三五&rdquo;北京物流业发展展望 

8.3 天津物流业 

8.3.1 天津保税区物流业经济收益状况 



8.3.2 天津滨海新区打造北方最大物流城 

8.3.3 新政利好天津部分物流企业 

8.3.4 天津环渤海热带农产品交易物流中心开业 

8.3.5 天津滨海新区物流中心建设投资与运行模式分析 

8.4 河北物流业 

8.4.1 河北省物流业发展综述 

8.4.2 河北省物流业热点概述 

8.4.3 河北邯郸打造环渤海内陆腹地物流中心 

8.4.4 河北省农产品冷链物流&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 

8.4.5 河北省煤炭物流&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导向 

8.4.6 河北物流资源的整合策略分析 

8.5 辽宁物流业 

8.5.1 辽宁现代物流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分析 

8.5.2 辽宁省大力促进物流业发展 

8.5.3 辽宁出台方案打造现代物流业 

8.5.4 辽宁大连积极打造东北亚区域物流中心 

8.5.5 辽宁物流业发展的问题和对策分析 

8.5.6 &ldquo;十三五&rdquo;辽宁物流业发展展望 

8.6 山东物流业 

8.6.1 山东省物流产业基础设施现状 

8.6.2 山东省物流产业发展分析 

8.6.3 山东物流业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8.6.4 山东省物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8.6.5 山东农产品外贸物流一体化空间结构分析 

8.6.6 山东省现代物流业&ldquo;十三五&rdquo;发展规划 

8.7 环渤海地区物流业协同发展分析 

8.7.1 环渤海地区物流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8.7.2 环渤海地区物流协同发展的制约因素 

8.7.3 环渤海地区物流协同发展对策分析 

第九章 2015-2019年环渤海区域投资热点&mdash;&mdash;旅游业 

9.1 2015-2019年环渤海地区旅游业发展综述 



9.1.1 邮轮经济成为环渤海旅游合作推动力 

9.1.2 新政支持环渤海地区旅游业发展 

9.1.3 环渤海区域旅游业合作升级 

9.1.4 环渤海旅游业实现多城联动 

9.1.5 环渤海旅游业步入&ldquo;休闲度假时代&rdquo; 

9.2 环渤海区域旅游规划分析及对策建议 

9.2.1 环渤海区域旅游特色 

9.2.2 环渤海区域旅游发展的梯度格局 

9.2.3 环渤海区域旅游竞一合模式的建立 

9.2.4 对环渤海区域旅游规划的几点建议 

9.3 环渤海地区旅游产业集群构建与区域整合分析 

9.3.1 旅游产业集群内涵 

9.3.2 环渤海地区旅游整合开发与协作现状 

9.3.3 环渤海地区旅游集群形成条件分析 

9.3.4 基于旅游产业集群的环渤海区域旅游整合开发与协作模式 

9.4 北京旅游业 

9.4.1 北京旅游产业发展概况 

9.4.2 2017年北京旅游业发展概况 

9.4.3 2018年北京旅游业发展概况 

9.4.4 2019年北京旅游业发展概况 

9.5 天津旅游业 

9.5.1 《天津市旅游条例》正式施行 

9.5.2 2017年天津旅游业概况 

9.5.3 2018年天津旅游业发展概况 

9.5.4 2019年天津旅游业发展概况 

9.5.5 &ldquo;十三五&rdquo;天津旅游业发展规划 

9.6 辽宁旅游业 

9.6.1 辽宁旅游业发展现状综述 

9.6.2 2017年辽宁旅游业概况 

9.6.3 2018年辽宁旅游业概况 

9.6.4 2019年辽宁旅游业概况 

9.6.5 辽宁温泉旅游步入标准化时代 



9.6.6 辽宁商务旅游业显优势和潜力 

9.6.7 辽宁工业旅游业具有良好发展空间 

9.7 山东滨海旅游业 

9.7.1 山东省滨海旅游业的发展综述 

9.7.2 青岛市滨海旅游业的开发条件及策略分析 

9.7.3 日照市滨海旅游业的发展状况分析 

9.7.4 威海市滨海旅游业的发展策略 

9.7.5 蓬莱市滨海旅游业的发展分析 

第十章 2015-2019年环渤海区域投资热点&mdash;&mdash;电子信息产业 

10.1 2015-2019年环渤海地区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综述 

10.1.1 环渤海区域电子信息产业显示强劲发展后劲 

10.1.2 环渤海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迅速 

10.1.3 环渤海已成为电子信息产业的核心阵地 

10.1.4 环渤海地区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特点与趋势 

10.1.5 环渤海区域与珠三角、长三角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模式比较分析 

10.2 北京电子信息产业 

10.2.1 北京已成为发展电子信息业最好区域之一 

10.2.2 北京市电子信息产业具备较强的发展实力 

10.2.3 北京市电子信息产业存在的突出问题 

10.2.4 北京电子信息产业振兴规划解读 

10.3 天津电子信息产业 

10.3.1 天津电子信息产业成就瞩目 

10.3.2 天津电子信息产业迅猛发展 

10.3.3 天津积极加快电子信息产业优化升级 

10.3.4 天津滨海新区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10.4 辽宁电子信息产业 

10.4.1 辽宁电子信息产业已经发展成为新的&ldquo;增长极&rdquo; 

10.4.2 辽宁省电子信息产业抱团突围 

10.4.3 辽宁电子信息产业实现高速发展 

10.4.4 辽宁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措施 

10.4.5 辽宁将以长期扶持政策引导电子信息产业发展 



10.5 山东电子信息产业 

10.5.1 2017年山东省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状况 

10.5.2 2018年山东省电子信息产业运行概况 

10.5.3 2019年山东电子信息产业运行形势 

10.5.4 山东省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0.5.5 山东省电子信息制造业&ldquo;十三五&rdquo;发展规划 

第十一章 2015-2019年环渤海区域投资热点&mdash;&mdash;文化产业 

11.1 2015-2019年环渤海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综述 

11.1.1 文化创意产业正成为环渤海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11.1.2 环渤海地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意义 

11.1.3 环渤海地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战略定位 

11.1.4 环渤海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SWOT分析 

11.1.5 环渤海地区文化产业的战略整合分析 

11.2 北京文化产业 

11.2.1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回顾 

11.2.2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运行分析 

11.2.3 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状况 

11.2.4 北京出台新政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11.2.5 金融支持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快速发展 

11.2.6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面临的困境及策略 

11.3 天津文化产业 

11.3.1 天津市文化产业取得的成就 

11.3.2 天津滨海新区文化产业发展向好 

11.3.3 天津市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措施 

11.3.4 天津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发展现状 

11.3.5 天津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集群战略分析 

11.4 河北文化产业 

11.4.1 河北省文化产业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 

11.4.2 河北省出台文化产业振兴规划 

11.4.3 河北大力推动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迈进 

11.4.4 河北省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分析 



11.4.5 河北衡水市加快推动特色文化产业发展 

11.4.6 河北文化产业的问题及策略分析 

11.5 山东文化产业 

11.5.1 山东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11.5.2 山东文化产业在转变中实现跨越 

11.5.3 山东省文化产业发展呈现新特点 

11.5.4 山东文化产业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11.5.5 山东省文化产业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11.5.6 &ldquo;十三五&rdquo;山东省文化产业发展方向及目标 

11.6 辽宁文化产业 

11.6.1 民营资本推动辽宁文化产业蓬勃发展 

11.6.2 辽宁文化产业发展进入新阶段 

11.6.3 辽宁省文化产业取得显著成绩 

11.6.4 辽宁文化产业加快发展的对策分析 

11.6.5 &ldquo;十三五&rdquo;辽宁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 

11.7 环渤海区域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11.7.1 形成合理的区域文化梯度 

11.7.2 打造和提升环渤海经济圈文化品牌 

11.7.3 加强文化产业内容生产的创新 

11.7.4 整合优化资源要素完善产业价值链 

11.7.5 构建环渤海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投融资平台 

第十二章 2015-2019年环渤海区域投资热点&mdash;&mdash;海洋经济 

12.1 2015-2019年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发展综述 

12.1.1 环渤海地区已形成相对完整的海洋产业体系 

12.1.2 2017年环渤海经济区海洋经济发展概况 

12.1.3 2018年环渤海经济区海洋经济发展概况 

12.1.4 2019年环渤海经济区海洋经济发展动态 

12.1.5 环渤海区域海洋经济壮大需各城市协同发展 

12.2 河北省海洋经济 

12.2.1 海洋经济已逐步成为河北省经济的重要增长点 

12.2.2 河北省海洋经济发展的条件及现状分析 



12.2.3 河北出台&ldquo;十三五&rdquo;海洋发展规划 

12.2.4 河北省海洋经济发展策略分析 

12.2.5 河北省海洋科技&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 

12.3 辽宁省海洋经济 

12.3.1 辽宁海洋经济运行回顾 

12.3.2 2017年辽宁海洋经济发展概况 

12.3.3 2018年辽宁海洋经济发展概况 

12.3.4 2019年辽宁海洋经济发展动态 

12.3.5 辽宁沿海经济带将拉动海洋产业发展 

12.4 山东省海洋经济 

12.4.1 山东海洋经济已初步形成健康格局 

12.4.2 山东省海洋经济运行现状 

12.4.3 2019年山东海洋经济发展动态 

12.4.4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 

第十三章 环渤海区域投资热点&mdash;&mdash;会展业 

13.1 北京会展业 

13.1.1 北京市会展业发展独具优势 

13.1.2 北京会展业发展现状 

13.1.3 北京会展业发展特征 

13.1.4 北京大力扶持会展企业 

13.1.5 北京市会展业发展的问题及建议 

13.1.6 &ldquo;十三五&rdquo;北京会展业发展展望 

13.2 天津会展业 

13.2.1 天津会展业发展现状 

13.2.2 天津会展业发展特征 

13.2.3 天津滨海开发区会展业发展分析 

13.2.4 天津会展业发展的措施建议 

13.3 青岛会展业 

13.3.1 会展业对青岛市经济拉动作用明显 

13.3.2 青岛会展业发展优势日益显现 

13.3.3 青岛市会展业快速发展 



13.3.4 未来青岛会展业发展的基本思路 

13.3.5 青岛市会展业发展的措施建议 

13.4 济南会展业 

13.4.1 济南发展会展业的优势 

13.4.2 济南市会展业发展现状 

13.4.3 济南市会展业发展特征 

13.4.4 济南市会展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13.5 烟台会展业 

13.5.1 烟台国际会展中心简介 

13.5.2 烟台市会展业的发展环境分析 

13.5.3 烟台市会展业强劲崛起 

13.5.4 烟台会展业管理施行新规 

13.5.5 烟台市会展业发展的策略建议 

第十四章 环渤海区域投资热点&mdash;&mdash;其他行业 

14.1 钢铁工业 

14.1.1 河北钢铁工业的发展情况 

14.1.2 河北省钢铁工业发展之路分析 

14.1.3 山东钢铁行业发展概况 

14.1.4 辽宁钢铁工业兼并重组进程加快 

14.1.5 河北省钢铁工业节能减排实施意见 

14.2 装备制造业 

14.2.1 河北装备制造业发展回顾 

14.2.2 河北省装备制造业发展现状 

14.2.3 辽宁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 

14.2.4 辽宁沿海经济带引入装备制造业大企业分析 

14.2.5 山东省装备制造业运行分析 

14.2.6 天津市装备制造业发展规划解读 

14.3 生物医药产业 

14.3.1 北京积极壮大生物医药产业 

14.3.2 北京市生物医药产业实现跨越发展 

14.3.3 山东济南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快速发展 



14.3.4 山东省&ldquo;十三五&rdquo;生物医药发展规划 

14.3.5 天津高新区扶持生物医药业发展 

14.4 石油化工行业 

14.4.1 环渤海迎来石化产业换代升级发展机遇 

14.4.2 河北省石油化工行业运行现状 

14.4.3 山东省石化行业发展概况 

14.4.4 辽宁省石化行业发展概况 

14.5 新能源汽车 

14.5.1 辽宁大连新能源汽车产业基础悄然形成 

14.5.2 天津市新能源汽车推广现状解析 

14.5.3 北京成立新能源汽车研发设计基地 

14.5.4 北京策鼓励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 

14.5.5 山东新能源汽车发展状况 

14.5.6 辽宁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第十五章 环渤海经济发展前景及未来国家重点投资政策分析 

15.1 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前景及趋势 

15.1.1 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蕴藏巨大潜力 

15.1.2 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前景良好后发实力凸显 

15.1.3 &ldquo;十三五&rdquo;环渤海经济区面临发展机遇 

15.1.4 &ldquo;十三五&rdquo;环渤海经济区的发展趋势 

15.2 &ldquo;十三五&rdquo;重点投资领域政策导向及行业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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