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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是青岛与生俱来的优势。作为黄河流
域面向日韩、 连接亚欧的重要双向开放门户，
搭建高能级开放合作平台，是青岛责无旁贷的
使命。

继承担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
片区、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
区等高能级开放平台建设等“国之重任”之后，
高品质创建中日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成为青

岛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的又一强力支撑。
经山东省政府原则同意后，省发展改革委

日前印发《中日（青岛）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建
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青岛创
建这一高能级开放新平台有了“路线图”。

《总体方案 》的出炉 ，让青岛有了目标 、
领了任务 ，要在全面建设中日 (青岛 )地方发
展合作示范区中， 深入打造对外开放制度创
新、 高端产业融合发展、 国际地方经贸合作
新高地 ，在更大范围 、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推
进对日合作。

根据《总体方案》，示范区位于青岛西海岸
新区北部，东至环胶州湾高速，南至王台路、黄
张路，西、北侧以错水河为界，面积 10.68 平方
公里， 整体坐落于中德生态园 （国际经济合作
区）内。

这意味着 ，示范区不仅 “背靠 ”青岛在中
日合作上地理区位的先天优势和经贸往来上

的深厚底蕴，还兼具青岛西海岸新区、山东自
贸试验区青岛片区、 中德生态园等重大战略
平台的政策叠加优势， 将更高效地集聚日本
先进技术、专业人才等高端要素，深入开展务
实合作。

作为中日两国在节能环保领域唯一的国

家级示范区，《总体方案》赋予示范区加强产业
链协同合作、深化科技创新合作、建设日本客
厅、打造高端生态智慧园区、打造一流营商环
境五大重点任务，将先行先试打造中日合作新
样板。

黄河流域开放门户新平台

2 月 15 日，山东省委省政府发布《山东省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 规划
对山东的战略定位之一就是黄河流域改革开

放先行区。
这其中，山东提出，要以市场化改革为核

心，以制度性开放为牵引，深度推动共建“一带
一路”，抓住 RCEP 签署机遇，强化与沿黄省区
交流协作，统筹推进陆海联动，建设国际互联
互通大通道，打造黄河流域面向日韩、连接亚
欧的双向开放门户。

从这一定位出发，中日(青岛)地方发展合
作示范区，将成为山东打造黄河流域面向日韩
开放门户的重要抓手。

青岛与日本的经贸往来由来已久 。1979
年，山东省对外缔结的第一对友好城市，就是
青岛与日本下关。日本是青岛的第二大出口市
场、第五大进口市场。数据显示，进驻青岛的日
本企业超过千家。2020 年， 青岛与日本进出口
贸易总额为 544.8 亿元， 相当于 9400 亿日元，
超过山东省对日贸易比重的 1/3。 双边贸易合
作快速增长的势头依然强劲，2021 年， 青岛对
日本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 13.1%。

在构建物流通道上，青岛海铁联运大通道
承东启西、快捷高效，是日本货物经陆路转口
中亚、欧洲的最佳通道。青岛正加快建设与日
本间的海上高速公路，提高欧亚班列的运行效
率，全力打造服务最优、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
贸易物流服务体系。

在 2022 年 1 月 1 日零时 RCEP 正式生效
的这一历史性时刻，青岛海关为青岛海湾集团
有限公司签发的全国首份 RCEP 原产地证书，
是出口到日本的一批 2800 余吨氯化钙； 同样
是在这一天，中国青岛至日本关东搭载 RCEP
优惠关税货物首艘班轮启航，中国北方地区与
日本首条快捷物流通道 RCEP 中日高端物流
暨中日海上邮路合作项目签约落地，畅通中国
对日本货物贸易运输的快速通道。

根据 RCEP 协议内容，日本出口至中国产
品零关税的比例将由 8%大幅提升至 86%，预
计青岛将在汽车及零部件、化妆品、消费品等
日本优势领域进一步扩大进口规模，并争取扩
大在机电、纺织品等领域的对日出口。

本就处于政策叠加的开放热土 ， 有了
RCEP 这一加持，示范区的发展将迎来更大利
好。为更好承接政策“红利”，《总体方案》提出
依托青岛中德生态园、 青岛国际招商产业园，
放大国际招商政策优势，共用生产设计、科研
办公资源，共享商务服务、生活居住便利；依托
山东自贸试验区青岛片区， 拓宽对日开放领
域， 构建适应中日跨境电商贸易特点的海关、
退税、物流监管和跨境支付支撑体系，建设国
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国际供应链重要枢纽。

产业链协同合作是首要任务

加强产业链协同合作，在《总体方案》赋予
中日(青岛)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的五大任务中
位于首位。

可以说，聚焦产业合作，是国家设立中日
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时给各个城市的主要任

务。2020 年 4 月，国家发改委批复青岛及天津、

大连、上海、苏州、成都 6 个城市建设中日地方
发展合作示范区， 要求分别聚焦节能环保产
业、健康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与新材料产业、新
能源产业、智能制造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开展
对日经济合作。

作为中日两国在节能环保领域唯一的国

家级示范区，在全球发力碳达峰碳中和的大背
景下，中日(青岛)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肩负重
大使命也面临重大机遇。

找准方向，谋定快动。示范区在筹备过程
中就根据国家发改委批复的产业发展方向、结
合青岛产业发展特点，联合日本野村综研谋划
以节能环保为核心产业的特色产业体系。

《总体方案》为示范区未来的产业发展勾

画了蓝图。
强化节能环保产业链合作，《总体方案》要

求围绕高效节能、先进环保、资源循环利用、绿
色交通车船和设备制造等重点领域，推动与日
本相关地方政府、行业协会、先进企业深度合
作，形成研发、设计、生产服务于一体的全产业
链产业集聚区。

绿色低碳是中德生态园的鲜明底色。背靠
相关的产业基础优势，示范区将推动节能环保
产业链向关键关联技术和典型应用延伸 。目
前，世界机械制造业 500 强日本荏原环境已经
在示范区完成中国总部注册。

推进集成电路产业链合作，《总体方案》要
求打造电子元器件产业生态基地，引进集成电

路设计、制造、封装企业和机构，并对各个环节
发展重点进行了明确。

在青岛发力芯屏产业垂直崛起的进程中，
西海岸新区及中德生态园是其中的强势一极，
芯恩、富士康半导体高端封测、京东方物联网
移动显示端口器件生产基地、青岛光电显示新
材料产业园等重大项目密集落户，将成为示范
区推进集成电路产业链发展的底气。

加快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链合作。《总体方
案》要求聚焦氢能、生物能、海洋能、风能等领
域合作，开发可替代能源、促进能源高效利用
以及能源清洁应用等领域设备与产品的研发

与生产；以推进电子信息材料、新能源材料、生
物医用材料、生态环境材料等产业高端化为重

点，引进日资相关领域企业；发展先进金属材
料、前沿新材料，引进一批海洋生物医用材料
项目等。

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是中德生态园布局的

重点产业之一。目前，这里已经有德国库尔新
材料车体等项目、青岛黑猫新材料研究院等领
军项目相继开工投建或投入运营，为示范区发
展相关产业提供优质环境。

扩大现代服务业产业链合作。《总体方案》
要求依托山东自贸区青岛片区，引进日本现代
服务业，聚焦零售批发、医疗健康、文化娱乐、
电子产品、金融与商务服务，积极引进日本商
业模式、消费模式，重点推进“消费专区”建设，
打造立足青岛、面向日本、辐射亚太的专业化、
特色化、国际化消费先行区。

下一步，示范区还将深化与日本金融企业
合作，谋划筹建中日(青岛)工业设计谷，并围绕
节能环保、 智能制造和健康医疗产业配套服
务，面向跨境物流需求，加快与日资航运公司
合作等。

在节能环保产业的引领驱动下，《总体方
案》明确示范区将构建形成“一环、一核、两带、
三组团、多节点”的总体布局。即构建蓝绿休闲
活力环，打造绿色产业创新之核，设置南北两
条东西向产城融合发展带，打造战略性新兴产
业集聚区、产业创新孵化区、滨水生活服务配
套区“三组团”，结合社区服务中心设置多处配
套服务节点、服务生活区和产业区。

塑造开放合作竞争新优势

有了产业方向，还要有适宜企业和产业发
展的优质土壤。

《总体方案》提出的深化科技创新合作、建
设新日本客厅、打造高端生态智慧园区、打造
一流营商环境等四项重点任务，就是为了推动
中日(青岛)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培育内引外联
大产业、搭建先行先试大平台，优化中日地方
合作体制机制，完善产业合作、技术协同创新
政策，加快塑造层次更高、环境更优、辐射作用
更强的竞争新优势。

深化科技创新合作。《总体方案》要求搭建
科技创新协作平台，支持日资企业设立研发中
心，鼓励中日企业、科研院所、科技服务机构联
合组建产学研联合体,共建中日数字走廊。

建设新日本客厅。《总体方案》要求构建集
展览展示、金融服务、国际贸易、产业配套于一
体的国际会展平台，打造具有浓郁日本特色的
商业商务区，建设中日文化交流连心桥等。

打造高端生态智慧园区。《总体方案》提出
建设“蓝绿”特色园区，推动地铁 6 号线建设运
营， 构建第 4 代城市自然公园型 TOD 站城一
体化服务核心， 规划设置 DHC 系统和生物集
群净化生态系统,形成 BCP 防灾与抗灾对应系
统及可持续保障能力体系等。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总体方案》提出推进
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实施低干预、高效能的精
准监管；加强财税金融支持；支持中日合作示
范区以清单式申请授权方式， 在经济管理、营
商环境、市场监管等重点领域深化改革、扩大
开放等。

起步就要加速跑。 示范区启动建设以来，
已经在打造商务服务、产业发展、贸易、技术转
化、融资、企业服务等多维平台上进行了先期
探索。

在搭建商务服务平台方面，青岛日本“国
际客厅” 先后接待日本政商嘉宾 470 余批，与
日中经济协会等 16 个日本金融机构、 商贸协
会建立合作关系。目前，客厅内正展示着日本
50 多个企业或地方政府的 200 多件商品。

在搭建产业发展平台方面，示范区“以商
招商”， 联合日本欧力士集团打造中日产业超
级链接者平台，通过产业撮合、技术嫁接、直接
投资等方式推动中日企业多领域合作，吸引了
日本来易特精密仪器、 日本大明州医疗器械、
富士精密磨具等项目落地。

在优惠政策方面， 示范区针对入驻项目，
给予拿地优惠、资金减免、研发奖励等全方位
要素支持。针对人才，开辟日籍人才工作生活
“绿色通道”，不断完善人才服务体系。

根据《总体方案》，到 2025 年，示范区基础
设施配套基本完成，经济实力、科技水平、生态
质量稳步提升，优势互补、产业互融的合作交
流机制初步形成，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营
商环境进一步优化，成为山东半岛城市群对日
合作发展新高地。引进一批先进日资创新型企
业，其中世界 500 强大企业 2-3 家，累计使用
外资金额 10 亿美元以上。 中日双方在节能环
保等领域相互赋能，节能环保等主导产业产值
突破 100 亿元。

到 2035 年， 富有活力的中日地方合作体
制机制全面构建，高度开放、创新引领、产业繁
荣、 生态宜居的现代化国际化园区全面建成，
成为全国中日地方发展合作的样板。以节能环
保、集成电路、新能源新材料为主的现代产业
体系基本形成， 建成 2-3 个百亿级产业集群，
工业总产值突破 500 亿元。

这意味着，未来，这片中日合作的开放热
土将构建开放创新新格局、诞生产业升级新机
制、引领绿色低碳发展新模式。这将开启青岛
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的又一精彩篇章。

锚定“五大任务”，青岛打造中日合作“新样板”
《中日（青岛）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印发，作为中日两国在节能环保领域唯一的国家级

示范区，将打造对外开放的新高地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杨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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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日本国际客厅。 ■位于中日韩消费专区电商体验中心的品质生活日本馆。

建设日本客厅
构建集展览展示、 金融

服务、国际贸易、产业配套于
一体的国际会展平台， 打造
具有浓郁日本特色的商业商

务区， 建设中日文化交流连
心桥等

打造高端生态智慧园区
建设“蓝绿”特色园区，推动地铁6号线建设

运营，构建第 4 代城市自然公园型 TOD 站城一
体化服务核心，规划设置 DHC 系统和生物集群
净化生态系统，形成 BCP 防灾与抗灾对应系统
及可持续保障能力体系等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推进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实施低干预、高效

能的精准监管；加强财税金融支持；支持中日合
作示范区以清单式申请授权方式，在经济管理、
营商环境、市场监管等重点领域深化改革、扩大
开放等

示范区总体布局

“一环、一核、两带、
三组团 、多节点 ”，即构
建蓝绿休闲活力环 ，打
造绿色产业创新之核 ，
设置南北两条东西向产

城融合发展带，打造战略
性新兴产业集聚区、产业
创新孵化区、滨水生活服
务配套区“三组团”，结合
社区服务中心设置多处

配套服务节点、 服务生
活区和产业区

加强产业链协同合作
包括强化节能环保产业链合作、 推进集成电路产业链

合作、加快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链合作、扩大现代服务业产业
链合作等

深化科技创新合作
搭建科技创新协作平台，支持日

资企业设立研发中心， 鼓励中日企
业、科研院所、科技服务机构联合组
建产学研联合体,共建中日数字走廊

中日（青岛）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五大重点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