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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宏观经济发展走势探微

———以山东烟台市为例

邵　 慧　 燕

鲁东大学　 盈科法学院ꎬ山东 烟台 ２６４０３９

　 　 摘　 要:比较 ２０２３ 年、２０２４ 年上半年国民经济统计公报和地区统计中与经济运行有关的数据得出:国内

生产总值呈平稳增长态势ꎬＣＰＩ 相对稳定ꎬＰＰＩ 预示通缩ꎬ消费、出口和投资稳步恢复ꎬ产业结构呈现“三、二、
一”趋势ꎬ失业率稍高ꎻ烟台经济强势复苏持续平稳向好ꎬ地区生产总值稳定增长ꎬＣＰＩ 涨幅稳定无高通胀风

险ꎬ消费、出口和投资发展稳定略有波动ꎬ产业结构呈现“三、二、一”趋势ꎬ失业率处于正常范围ꎮ 对比烟台与

青岛、济南三地经济运行情况ꎬ烟台地区生产总值仍有进步空间ꎬ烟台消费、出口亟待进一步发展ꎬ第一产业

比重偏高ꎬ第三产业比重偏低ꎮ 推动烟台宏观经济的发展应当从以下三方面着手ꎬ制定相关政策ꎬ刺激消费

需求ꎻ利用自身优势ꎬ加大出口力度ꎻ调整产业结构ꎬ发展第三产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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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３ 年中国全面放开疫情防控ꎬ宏观经济逐

渐摆脱过去三年疫情带来的影响ꎬ实现了恢复性

增长ꎮ “宏观经济热”成为 ２０２３ 年经济发展的显

著特征ꎮ 接续 ２０２３ 年ꎬ２０２４ 年上半年宏观经济

依旧持续向好、稳定发展ꎮ 烟台 ２０２３ 年 ＧＤＰ 突

破 １ 万亿元ꎬ新晋“万亿城市”ꎬ提前两年完成“十
四五”目标ꎬ发展水平增速连续多年高于全国和

山东省平均水平ꎬ与青岛、济南共同构成山东经济

“三核”ꎮ 烟台先行探索绿色低碳发展ꎬ核能、海
上风电等布局全国领先ꎬ海洋经济占全国地级市

首位ꎬ对环渤海区域发展具有战略意义ꎮ 研究烟

台宏观经济不仅是解析其自身发展模式与规律的

需求ꎬ更能够为中国城市转型升级、绿色低碳战略

实施提供实证参考ꎮ 烟台的发展经验与应对策略

对同类型工业城市、沿海开放城市的发展具有普

适性启示ꎮ

　 　 一、全国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分析

在当前世界经济面临衰退、宏观经济走势尚

未明朗的背景下ꎬ面对国内外复杂的环境ꎬ２０２３
年我国宏观经济突破阴霾寻求发展机会ꎬ２０２４ 年

上半年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态势良好ꎬ发展质效持

续显现ꎬ整体经济运行稳定ꎮ 本文以中国国内生

产总值作为总量指标ꎬ以消费、出口、投资等六个

结构性指标为分指标ꎬ形成“总—分”监测体系ꎬ
以图对宏观经济进行详尽、透彻的描述[１]ꎮ 一方

面ꎬ结合消费(内需动力)、投资(资本形成)、出口

(外部需求)三大需求侧指标ꎬ力图完整反映经济

增长的驱动力量ꎻ另一方面ꎬ采用通货情况与失业

率组合构建的“菲利普斯曲线”的观察视角ꎬ通过

三大产业占比等产业结构指标揭示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成效ꎬ实现对经济质量的立体透视ꎮ
(一)国内生产总值呈平稳增长态势

２０２３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１ ２６０ ５８２亿元ꎬ
同比增长 ５ ２％ꎬ如图 １ 所示ꎬ相较于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年的增速ꎬ２０２３ 年国内生产总值处于一个相对稳

定的增长速度ꎬ而且从 ２０２２ 年的 ３ ０％上升到

２０２３ 年的 ５ ２％ꎬ体现出中国经济在疫情之后逐

步回升、发展向好的态势ꎮ 总体来看ꎬ２０２３ 年我

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平稳ꎬ取得了一定的进步ꎬ国
内生产总值保持正增长速度ꎮ

２０２４ 年中国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为６１６ ８３６
亿元ꎬ同比增长 ５ ０％ꎬ相较于 ２０２３ 年同期中国经

济保持稳定增长ꎮ 同比看ꎬ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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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同比增长 ５ ３％ꎬ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

增长 ４ ７％ꎬ２０２４ 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有

所放低ꎮ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ꎬ第一季度增速明显

主要因为 ２０２３ 年第一季度是中国放开疫情管控ꎬ
经济受到冲击最严重的一个季度ꎬ基数较低ꎬ增速

极快ꎮ 除同比以外ꎬ环比增速亦能反映经济的发展

情况ꎬ第二季度比第一季度增长 ０ ７％ꎬ虽然第二季

度经济发展增速变缓ꎬ但相对于第一季度仍有增

长ꎬ表明 ２０２４ 年我国宏观经济持续向好发展ꎮ

图 １　 ２０１９—２０２３ 年国内生产总值及增速

(二)ＣＰＩ 相对稳定ꎬＰＰＩ 预示通缩

２０２３ 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ＣＰＩ)同比增

长 ２ ０％ꎬ涨幅和 ２０２２ 年保持一致ꎬ总体来看

２０２３ 年居民家庭购买消费品价格变动正常ꎬ涨幅

在合理区间内ꎬ物价平稳运行ꎬ宏观经济相对稳

定ꎬ不会引起通货膨胀ꎮ ２０２４ 年上半年 ＣＰＩ 同比

增长 ０ １％ꎮ ＣＰＩ 同比涨幅中ꎬ１、２ 月变化较大ꎬ１
月呈同比下降趋势ꎬ受春节消费激增等因素影响ꎬ
２ 月呈同比上升趋势且涨幅较大ꎻ３—６ 月变化相

对稳定ꎬ在 ０ ２％上下浮动ꎬ其中受雨雪寒潮等天

气和去年基数的影响ꎮ 总体来看ꎬ２０２４ 年上半年

中国物价稳定ꎬ宏观经济发展持续向好ꎮ

图 ２　 ２０２４ 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２０２３ 年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ＰＰＩ)
同比下降 ３％ꎬ降幅低于 ２０２２ 年的 ４ １％ꎬＰＰＩ 下

降说明受国内外多重因素影响ꎬ中国终端需求减

弱以及在工业品供应充足情况下造成工业品价格

下降ꎬ经济面临通货紧缩的风险ꎮ ２０２４ 年上半年

ＰＰＩ 同比下降 ２ １％ꎬ分月看 ＰＰＩ 同比降幅呈上升

趋势ꎬ１—４ 月稳定在－２ ６％左右ꎬ５—６ 月 ＰＰＩ 降
幅逐步收窄ꎬ走势逐渐改善ꎮ

图 ３　 ２０２４年上半年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从 ＣＰＩ 与 ＰＰＩ 数据可以看出ꎬ２０２３ 年至 ２０２４
年上半年ꎬ经济发展呈现“逆剪刀差(ＰＰＩ－ＣＰＩ<
０)”状态ꎬ 中下游企业利润得到恢复[２]ꎬ对于中

国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ꎮ
(三)消费、出口和投资稳步恢复

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ꎬ消费、出
口和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中国宏观经济的发

展状况ꎮ ２０２３ 年中国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４７１ ４９５亿元ꎬ同比增长 ７ ２％ꎬ增速较上年提高

７ ４ 个百分点ꎬ总体看疫情之后ꎬ中国全年消费能

力有所提升ꎬ消费品零售总额远远高于 ２０２２ 年ꎮ
２０２３ 年中国全年货物出口总额２３７ ７２６亿元ꎬ同比

增长 ０ ６％ꎬ增速较上年回落 ９ ９ 个百分点ꎬ总体

看 ２０２３ 年中国货物出口总额虽有增长ꎬ但增长速

度变缓ꎮ ２０２３ 年中国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５０９ ７０８亿元ꎬ同比增长 ２ ８％ꎬ增速较上年回落

２ １ 个百分点ꎬ总体来看ꎬ２０２３ 年中国投资总量保

持平稳ꎬ没有较大波动ꎮ
２０２４ 年上半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２３５ ９６９亿元ꎬ同比增长 ３ ７％ꎻ货物出口总额

１２１ ２９８亿元ꎬ同比增长 ０ ６％ꎻ固定资产投资

２４５ ３９１亿元ꎬ同比增长 ３ ９％ꎮ ２０２４ 年上半年中

国消费、出口和投资相较于去年同期都处于正增

长ꎬ尤其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

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ꎻ但较之于出口ꎬ增长速度

放缓ꎬ主要源于世界经济亦在缓慢恢复ꎬ加之其他

国家对中国经济收紧ꎬ出口下行压力全面加大ꎮ
表 １　 ２０２３ 年和 ２０２４ 年上半年消费、出口和投资情况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货物出口总额 固定资产投资

总量(亿元) 增速(％) 总量(亿元) 增速(％) 总量(亿元) 增速(％)
２０２３ 年 ４７１ ４９５ ７.２ ２３７ ７２６ ０.６ ５０９ ７０８ ２.８

２０２４ 年上半年 ２３５ ９６９ ３.７ １２１ ２９８ ０.６ ２４５ ３９１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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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产业结构呈现“三、二、一”趋势

２０２３ 年全国第一产业生产总值为８９ ５０１亿
元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７ １％ꎬ第二产业生

产总值为４８２ ８０３亿元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３８ ３％ꎬ第三产业生产总值为６８８ ２７８亿元ꎬ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５４ ６％ꎮ 总体来看 ２０２３ 年

全国产业结构为 ７ １ ∶ ３８ ３ ∶ ５４ ６ꎮ ２０２４ 年上半

年ꎬ通过经济贡献率可以得出全国产业结构为

３ ８ ∶ ４３ ６ ∶ ５２ ６ꎮ “三、二、一”的产业结构符合

中国的发展趋势ꎬ２０２４ 年上半年第三产业所占比

重在不断扩大ꎬ这主要得益于疫情之后ꎬ中国旅

游、餐饮、交通、物流等产业全面恢复发展ꎬ中小企

业大量崛起ꎬ带动第三产业快速发展ꎮ

图 ４　 ２０２３ 年全国产业所占比重

图 ５　 ２０２４ 年上半年全国产业所占比重

(五)失业率稍高

２０２３ 年末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５ １％ꎬ
２０２４ 年上半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５ １％ꎬ全国失业率稳定在 ５ １％ꎮ 失业率的正常

范围不超过 ５％ꎬ但现阶段中国失业率稍高于正

常范围ꎬ这主要与当前的经济环境有关ꎬ尤其是疫

情之后经济仍处于逐步恢复阶段ꎬ企业用工量不

足ꎬ失业率居高不下ꎻ而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ꎬ
越来越多的工人已不具备岗位的技术需求ꎬ容易

造成结构性失业ꎮ 同时ꎬ２０２４ 年上半年和 ２０２３
年失业率一致ꎬ表明我国就业形势逐渐好转ꎮ

　 　 二、烟台经济强势复苏持续平稳向好

在全国经济逐渐回暖、稳定运行的大背景下ꎬ
烟台经济也开始强势复苏ꎬ２０２３ 年和 ２０２４ 年上半

年烟台经济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ꎬ经济运行持续稳

定回升ꎬ地区生产总值迈入“万亿大关”的目标已

然实现ꎬ发展优势进一步凸显ꎬ呈现平稳向好趋势ꎮ
(一)地区生产总值稳定增长

统计数据显示ꎬ２０２３ 年烟台全年地区生产总

值１０ １６２.４６亿元ꎬ同比增长 ６ ６％ꎬ增速较全国、
全省分别高出 １ ４ 个百分点、０ ６ 个百分点ꎻ２０２４
年上半年烟台地区生产总值４ ９８７.６亿元ꎬ同比增

长 ５ ９％ꎬ与全国、全省同期相比ꎬ分别高出 ０ ９ 个

百分点、０ １ 个百分点ꎮ 总体来看ꎬ近两年烟台地

区生产总值持续中高速增长ꎬ表现出良好的发展

势头ꎬ经济发展充满信心ꎬ２０２３ 年底烟台已实现

冲击“万亿大关”的目标ꎬ成为山东第 ３ 个、全国

第 ２６ 个“万亿城市”ꎮ
表 ２　 ２０２３ 年和 ２０２４ 年上半年烟台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速

烟台总量

(亿元)
烟台增

速(％)
全国增

速(％)
山东增

速(％)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１６２.４６ ６.６ ５.２ ６.０

２０２４ 年上半年 ４ ９８７.６ ５.９ ５.０ ５.８

　 　 (二)ＣＰＩ 涨幅稳定无高通胀风险

２０２３ 年烟台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ＣＰＩ)同
比增长 ０ ５％ꎬ ２０２４ 年上半年 ＣＰＩ 同比增长

０ １％ꎬ总体来看ꎬ烟台 ＣＰＩ 连续两年在合理区间

内保持稳定增长ꎬ居民消费的物价水平保持相对

稳定ꎬ消费需求继续恢复ꎬ处于温和的通货膨胀状

态ꎮ 这主要与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大环境有关ꎬ
同时烟台采取一系列措施稳定物价ꎬ避免价格出

现较大变动ꎬ影响居民消费ꎮ
(三)消费、出口和投资发展稳定略有波动

２０２３ 年烟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３ ５４５.６６
亿元ꎬ同比增长 ９ ２％ꎻ货物出口总额为４ ５６８.５亿
元ꎬ同比增长 １ ５％ꎬ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５ ８％ꎮ ２０２４ 年上半年ꎬ烟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为１ ７７６.３４亿元ꎬ同比增长 ４ ８％ꎻ货物出口总

额为１ ３２３.３亿元ꎬ同比增长 ３ ５％ꎻ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 ４ ４％ꎮ 总体来看ꎬ２０２３ 年烟台的消费、
出口、投资相较于去年同期都有所增长ꎬ其中消费

增长提升较快ꎬ主要源于疫情之后经济逐步恢复

发展ꎬ烟台开展了一系列消费季活动ꎬ通过举行形

式多样的活动ꎬ居民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逐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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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ꎬ对消费品的购买力持续增长ꎮ 出口总量创新

高ꎬ主要得益于烟台港的便利ꎬ自由贸易区以及中

日韩产业园的建立ꎬ使烟台企业积极寻求拓宽海

外市场ꎮ 同时通过中国海关发布数据可知ꎬ２０２２
年烟台位于中国外贸百强城市榜单中第 ２９ 位ꎮ
可见ꎬ烟台对外贸易较为发达ꎮ ２０２４ 年上半年烟

台的消费、出口、投资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ꎬ但也

应看到出口总量出现下滑趋势ꎬ这主要是受全国

出口下行压力全面加大的影响ꎬ以及日本、韩国等

国家对中国出口的限制ꎮ
表 ３　 ２０２３ 年和 ２０２４ 年上半年烟台消费、出口和投资情况

经济指标

２０２３ 年 ２０２４ 年上半年

总量

(亿元)
增速

(％)
总量

(亿元)
增速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３ ５４５.６６ ９.２ １ ７７６.３４ ４.８

货物出口总额 ４ ５６８.５ １.５ １ ３２３.３ ３.５
固定资产投资 — ５.８ — ４.４

　 　 注:“—”表示未公布数据

(四)产业结构呈现“三、二、一”趋势

２０２３ 年烟台第一产业增加值为 ６９６ １９ 亿

元ꎬ同比增长 ４ ７％ꎬ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６ ９％ꎻ第
二产业增加值为４ ２７８.２９亿元ꎬ同比增长 ７ ６％ꎬ
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４２ １％ꎻ第三产业增加值为

５ １８７.９８亿元ꎬ同比增长 ６ １％ꎬ占地区生产总值

的 ５１ ０％ꎮ 总体看 ２０２３ 年烟台产业结构为 ６ ９
∶ ４２ １ ∶ ５１ ０ꎮ ２０２４ 年上半年烟台第一产业增

加值为 １７０ ６１ 亿元ꎬ同比增长 ３ ７％ꎬ占地区生产

总值的 ３ ４％ꎻ第二产业增加值为２ １２３.４７亿元ꎬ
同比增长 ６ ６％ꎬ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４２ ６％ꎻ第三

产业增加值为２ ６９３.５２亿元ꎬ同比增长 ５ ５％ꎬ占
地区生产总值的 ５４ ０％ꎮ 综上ꎬ２０２４ 年上半年烟

台产业结构为 ３ ４ ∶ ４２ ６ ∶ ５４ ０ꎮ

图 ６　 ２０２３ 年烟台产业所占比重

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看ꎬ２０２３ 年和

２０２４年上半年产业增加值相较于前一年同期都有所

增长ꎮ 从一、二、三产业所占比重看ꎬ烟台产业结构

依旧呈现出“三、二、一”的产业格局ꎬ第三产业所占

比重越来越大ꎬ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越来越小ꎬ符合我

国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ꎬ这主要得益于近年来烟台

实施了一系列贯穿全年促消费的措施ꎬ注重服务业

的快速发展ꎬ使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不断提升ꎮ

图 ７　 ２０２４ 年上半年烟台产业所占比重

(五)失业率处于正常范围

２０２３ 年末烟台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２ ５２％ꎬ城
镇失业职工再就业 ４ ５６ 万人ꎮ 面对经济发展的

复杂性和不确定性ꎬ烟台失业率保持稳定ꎬ处于正

常范围内ꎬ这是衡量烟台宏观经济发展态势良好

的重要指标ꎮ

　 　 三、烟台、青岛、济南三地经济运行情
况对比

　 　 从历年的统计数据可知ꎬ烟台经济发展始终位

于山东省的第三位ꎬ与青岛、济南存在一定差距ꎬ通
过对比分析近几年烟台与青岛、济南的相关经济数

据ꎬ可见ꎬ烟台经济运行状况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ꎮ
(一)烟台地区生产总值仍有增长空间

烟台地区生产总值在山东省排名第三ꎬ仅次

于青岛和济南ꎬ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ꎬ虽然 ２０２３
年烟台已实现“万亿大关”目标ꎬＧＤＰ 增速也较

快ꎬ但 ＧＤＰ 总量和增长量远低于青岛和济南ꎬ与
两者存在较大差距ꎮ 与此同时ꎬ在 ２０２４ 年上半年

地区生产总值统计中ꎬ青岛 ＧＤＰ 已接近 ８０００ 亿

元ꎬ济南紧随其后超过 ６０００ 亿元ꎬ而烟台还未达

到 ５０００ 亿元ꎬ经济发展仍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ꎮ
青岛作为新一线城市和沿海港口城市ꎬ注重发展

第二、三产业ꎬ尤其是服务业经济发展迅速ꎻ济南

作为省会城市ꎬ在政策的加持下努力寻求自身发

展ꎬ而烟台作为沿海港口城市ꎬ没有充分发挥自身

的优势形成发展特色ꎬ经济有待进一步提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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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青岛、济南、烟台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速

时间 指标名称 青岛 济南 烟台

２０２３ 年

ＧＤＰ 总量(亿元) １５ ７６０.３４ １２ ７５７.４ １０ １６２.４６
ＧＤＰ 增量(亿元) ７９２.０２ ７２９.９ ６４６.６
ＧＤＰ 增速(％) ５.９ ６.１ ６.６

２０２４ 年上半年
ＧＤＰ 总量(亿元) ７ ９７８.６７ ６ １４４.３ ４ ９８７.６
ＧＤＰ 增速(％) ５.８ ５.３ ５.９

　 　 (二)烟台消费、出口有待进一步提升

从表 ５ 中数据可见ꎬ２０２３ 年和 ２０２４ 年上半

年烟台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虽然处于较高增速

水平ꎬ但总量始终低于青岛和济南ꎻ２０２３ 年和

２０２４ 年上半年烟台货物出口总额低于青岛ꎬ而且

２０２４ 年上半年增速处于低增长水平ꎻ２０２３ 年和

２０２４ 年上半年烟台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于济南ꎬ

２０２３ 年甚至高于青岛ꎬ但由于固定资产投资总量

未知ꎬ缺乏具有说服力的可比性ꎮ 总的来看ꎬ烟台

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货物出口总额仍有提升

的空间ꎬ烟台经济的平稳运行有赖于消费的增加

和出口的不断发展ꎬ其运行发展也直接影响地区

生产总值的量ꎮ

表 ５　 青岛、济南、烟台消费、出口和投资情况

时间 指标名称 青岛 济南 烟台

２０２３ 年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货物出口总额

固定资产投资

总量(亿元) ６ ３１８.９ ５ １９９.０ ３ ５４５.６６
增速(％) ７.３ ６.６ ９.２

总量(亿元) ４ ７１３.６ １ ３７３.４ ４ ５６８.５
增速(％) ０.３ －１.１ １.５

总量(亿元) — — —
增速(％) ５.０ ２.１ ５.８

２０２４ 年

上半年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货物出口总额

固定资产投资

总量(亿元) ２ ９２５.５ ２ ３２７.１ １ ７７６.３４
增速(％) ５.６ １.４ ４.８

总量(亿元) ２ ５４５ ６８８.６ １ ３２３.３
增速(％) ９.８ ８.７ ３.５

总量(亿元) — — —
增速(％) ５.３ ０.３ ４.４

　 　 注:“—”表示未公布数据

　 　 (三)烟台第一产业比重偏高ꎬ第三产业比重偏低

烟台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虽然呈现

出“三、二、一”的产业结构ꎬ但通过表 ６ 中数据对

比可看出ꎬ２０２３ 年烟台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明显高

于青岛和济南ꎬ第三产业明显低于二者ꎬ而且青岛

和济南的第三产业所占比重都已超过 ６０％ꎬ同时

对照全国第三产业所占比重 ５４ ６％ꎬ２０２３ 年烟台

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低于全国ꎻ同理ꎬ较之于青岛和

济南ꎬ２０２４ 年上半年烟台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仍较

高ꎬ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低ꎮ 现阶段地区经济的发

展主要依靠第三产业ꎬ烟台第三产业所占比重相

对较低ꎬ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烟台经济的快速发展ꎮ
表 ６　 青岛、济南、烟台三产业所占比重 (％)
２０２３ 年 ２０２４ 年上半年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青岛 ３.１ ３３.４ ６３.５ ２.９ ３３.０ ６４.１
济南 ３.４ ３３.８ ６２.８ ３.１ ３１.７ ６５.２
烟台 ６.９ ４２.１ ５１.０ ３.４ ４２.６ ５４.０

　 　 注:“－”表示未公布数据

　 　 四、区域经济发展应采取的策略

在分析全国以及烟台经济发展特点的基础

上ꎬ我们要认清所面临的优劣态势ꎬ制定适合烟台

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ꎬ合理进行宏观调控ꎬ确保烟

台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ꎮ
(一)制定相关政策ꎬ刺激消费需求

消费兴则经济稳ꎬ消费是经济持续向好的关

键ꎬ要想扩大消费ꎬ提高消费能力ꎬ最为重要的是

刺激消费需求ꎬ而消费需求也是经济增长中最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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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的资源ꎮ 为此要积极采取措施提升消费需求ꎮ
居民的消费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经济的

发展ꎬ三年疫情期间ꎬ消费端存在消费意愿消退与

支付能力不足的问题[３]ꎬ为重振企业发展ꎬ刺激居

民消费ꎬ烟台政府联合企业发放了超过 １ 亿元的消

费券ꎬ涉及多个领域如餐饮、汽车、家电等ꎮ 研究显

示餐饮、汽车、家电和家居等传统消费占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的 １ / ４ 左右[４]ꎬ所占比重相当大ꎮ 烟台

政府在这些领域下功夫也使烟台社会消费品零售

额始终能够保持增长态势ꎮ 疫情之后政府也应继

续加大财政投入ꎬ联合相关企业为居民继续发放餐

饮、购车、家电等消费券ꎬ采用线上线下联合的方

式ꎬ利用折扣、补贴或其他优惠形式ꎬ降低居民的购

物成本ꎬ刺激居民消费ꎬ只有居民消费的量不断增

加ꎬ才能更好地促进整个烟台经济的发展ꎮ 除了采

取优惠方式外ꎬ烟台政府还需要落实就业优先政

策ꎬ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的就业收入ꎬ缩小收入分

配差距ꎬ尤其是针对那些有消费倾向但又不愿意消

费的中低收入居民ꎬ只有增加他们的收入ꎬ他们才

敢、才愿意进行消费ꎻ同时也可以适当增加消费信

贷ꎬ允许居民在自身能力允许的情况下进行超前消

费ꎬ进一步刺激居民的消费需求ꎮ
刺激居民消费需要联合企业的参与ꎬ除了发

放消费券外ꎬ供给也会影响需求ꎬ在一定程度上企

业的生产会影响居民消费需求ꎬ对于企业ꎬ政府要

继续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ꎬ出台一系列支持企

业发展的政策措施ꎬ推动企业的如减税降费、优惠

贷款等ꎬ为企业发展提供便利ꎬ不断提高企业的创

新能力ꎬ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产品ꎬ更好地满足居民

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消费需求ꎬ刺激居民进行消费ꎬ
以便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增长ꎮ

除此之外ꎬ在扩大传统消费的基础上ꎬ烟台要

加快向新型消费转型发展ꎬ大力发展首店经济ꎬ吸
引越来越多年轻人消费ꎬ满足消费需求ꎻ大力发展

夜间经济ꎬ使烟台摆脱没有夜生活的刻板印象ꎬ夜
间经济的发展能够使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走出家门

进行消费ꎻ举办音乐节、文艺演出等ꎬ通过演出吸

引越来越多的人来到烟台ꎬ带动餐饮、交通、住宿

等旅游业的发展ꎮ
(二)利用自身优势ꎬ加大出口力度

出口作为“三驾马车”之一ꎬ是国民经济发展的

重要指标ꎬ是增加产品销售量的重要举措ꎬ现阶段各

国经济处于恢复发展之中ꎬ需要生产全球化ꎬ烟台具

有丰富的资源ꎬ为此要积极采取措施扩大出口ꎮ

港口是对外出口的一个重要载体ꎬ烟台作为

沿海城市ꎬ烟台港在对外出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ꎮ 烟台要积极推出一些降本增效的措施ꎬ与各

个国家之间建立联系ꎬ成立货运服务专线ꎬ加入到

全球海运服务网络之中ꎬ提升港口的综合服务能

力ꎬ促进航运市场的发展ꎮ 同时烟台要坚持打造

全国最好的件杂货码头的目标ꎬ持续推动中非双

向黄金物流通道的升级完善ꎬ依托本地盛产水果、
蔬菜的优势进一步扩大特色农产品出口渠道ꎬ使
港口的作用发挥到最大ꎬ加大出口力度ꎮ

产业园和自贸区的建立为烟台出口提供便

利ꎮ 烟台地理位置优越ꎬ邻近日本和韩国ꎬ可以借

助这一位置优势大力发展跨境业务ꎬ向日本、韩国

地区出口烟台产品ꎮ ２０１７ 年中韩烟台产业园建

立ꎬ为中韩合作搭建了广阔的合作平台ꎻ２０１９ 年

烟台提出要规划建设中日产业园区ꎬ为中日合作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ꎻ２０１９ 年山东自贸区被批准设

立ꎬ烟台成为自贸区中的一个片区ꎬ为烟台建设对

外开放新高地提供了战略基础和发展机遇ꎬ为此

烟台要紧紧围绕自贸区ꎬ以及中日、中韩合作平台

的建设ꎬ加强与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经济合作ꎬ设
立商品交易中心ꎬ在国外建立货舱ꎬ为商品的出口

开通便利通道ꎬ扩大自身优势产品的出口ꎬ实现海

外市场的拓展[５]ꎮ
(三)调整产业结构ꎬ发展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前经

济发展的水平ꎬ现阶段烟台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

较低ꎬ严重影响就业和经济发展ꎮ 为此要优化调

整产业结构ꎬ采取措施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ꎮ
在着力发展第三产业的进程中ꎬ面对巨大的

发展机会和空间ꎬ烟台要抓住各种机遇ꎬ在发展基

础产业的同时ꎬ大力培育和发展计算机服务业、高
端信息业等新兴产业ꎬ依托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生

物医药、海洋新能源开发等ꎬ通过一些新业态形成

第三产业的发展优势和支柱性产业[６]ꎻ同时在经

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居民消费升级ꎬ对于智慧养老、
电子商务、低碳环保等新兴服务业的需求增多ꎬ烟
台在幸福、宜居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应该大力发展

这些产业ꎬ形成一定的产业基础和优势特色ꎬ更好

的满足居民的消费需求ꎮ
烟台市旅游资源相对丰富ꎬ在发展传统旅游

业的同时可以带动其周边相关产业的发展[７]ꎮ
烟台要向其他城市学习ꎬ融合当地的旅游特色ꎬ大
力发展具有烟台特色的民宿产业ꎬ如依托养马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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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具有海洋特色的民宿、依托昆嵛山建设贴近

自然的民宿、依托蓬莱阁景区建设具有历史文化

特色的民宿ꎬ通过建设具有特色的民宿带动当地

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ꎮ 烟台海洋资源相对丰富ꎬ
但现阶段传统海洋产业的发展进入瓶颈期ꎬ相关

企业可以将旅游业与海洋资源结合起来ꎬ形成一

种新业态[８]ꎮ 利用自身的海洋资源ꎬ建设旅游码

头ꎬ在长岛、养马岛等地区发展滨海垂钓业、捕捞

业和海洋特色的农家乐ꎬ使游客真正体验到渔民

的文化生活ꎬ并在参与的过程中品尝海鲜、获得乐

趣ꎬ同时也可以增加相关收入ꎬ提供就业机会ꎬ带
动经济的发展ꎮ

在全国经济持续向好、稳定发展的大背景下ꎬ
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取得一系列成绩ꎬ地区生产总

值稳定增加ꎬ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涨幅平稳ꎬ消费出

口投资虽有波动但总体呈增长态势ꎬ失业率处于

正常范围ꎮ 但我们也应看到地方区域经济在做出

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不足ꎬ地方区域经济的发展需

要地方政府能有所作为ꎬ积极利用自身优势发展

经济ꎬ刺激居民消费需求ꎬ加大产品出口力度ꎬ重
视第三产业的发展ꎬ以此提高经济发展的质效ꎬ使

本地经济向更为科学合理、更加高度化的方向

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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