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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经济关系，指不同地区之间在地理、文化、

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相互联系以及对地区经济的

发展所产生的影响［1］。研究地缘经济关系能够为地

区或者国家加强区域合作、参与世界分工提供理论

依据，更能强化经济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对环渤海

地区地缘经济关系的研究，能够为该地区的地域分

工与产业协作提供有价值的支撑，更合理地引导区

域未来经济的发展。

从国外研究历史看，以爱德华·卢特沃克（Ed⁃

ward N．Luttwak）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在1980年代提出

了地缘经济的观点，被认为是地缘经济学的起源［2］。

现在国外对地缘经济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流派，美

国学派侧重于建立良好的经济合作关系，俄罗斯学

派侧重于基于地理因素争取国家利益的战略，意大

利学派认为重点是分清两经济体间是竞争还是合

作，继而采取相应措施［3］。从国内研究来看，地缘经

济学大约在 20世纪末传入我国，研究主要集中于

地缘经济理论和发展战略研究［4］。倪世雄、郭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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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构造地缘经济关系指数，并以其对环渤海地区各省市之间的地缘经济关系进行定量分析。揭示环渤海地区

2012年的地缘经济关系，并分析环渤海地区1981—2012年地缘经济关系的演化规律，为环渤海地区的地域分工与

协作指明方向。结果表明：山东与河北、辽宁与河北为强竞争型，河北与北京、河北与天津为强互补型，其他省市之间

都为一般竞争型或一般互补型。在1981—2012年间河北—北京、山东—北京、山东—天津、河北—天津及辽宁—北

京之间总是处于互补型；辽宁—河北、山东—河北之间属于竞争型；辽宁—天津、天津—北京早期属于一般竞争型，

后期演化为互补型；山东与辽宁原属于一般互补型，慢慢演化为一般竞争型；环渤海地区区域整体地缘经济关系的

互补性趋于增强。具有互补性的地区应充分发挥互补型地缘经济的关系的作用；具有竞争性的省市应处理好彼此之

间的竞争领域，寻求地域分工合作；各地区间应加强经济联系，拓宽区域合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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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ppling the the geo-economic relationship index analyses the geo-econo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ohai

rim .Reveales the Bohai Rim geo-economic relationship in 2012, and analyzes the evolution in geo-economic relationship

of the Bohai Rim from 1981 to 2012, and directs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five provinces of Bohai Rim.

Major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as follows: Shandong and Hebei, Liaoning and Hebei are strong competitive cities,

Hebei and Beijing, Hebei and Tianjin are strong complementary cities, the other provinces are general competitive or

general complementary cities. As a whole tends, the complementary geo-economic relationship of the Bohai Rim region

is enhancing. Complementary cities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complementary geo-economic relationship; Competitive

cities should deal with competitive geo-economic relationship; Each region should strengthen economic exchanges and

expand the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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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瑜、李继东对国际地缘经济关系进行研究［5-8］；张

丽君所著的《地缘经济学导论——从民族经济到

地缘经济》是国内关于地缘经济的代表作［9］。关于

区域间地缘经济关系的定量分析，温志宏通过欧

氏距离方法（Euclidean Distance）对区域间的地缘

经济关系进行了综合评价［10］；金玉国、李国柱、李

瑞敦对其方法进行完善［11-13］；近年来，丁洪建、曾

光、孙海燕、刘媛媛等对区域地缘经济关系进行了

实证研究［14-17］。

区域间经济关系的表现主要分为促进两地的

经济发展的互补性关系和阻碍两地的经济发展的

竞争性关系两种。互补或竞争关系是依据两地区间

在产业结构、资源状况、区位条件及科技人才和交

通运输等方面的差异性和相似性及其程度的大小

来确定的，进而得出了互补型和竞争型两种类型［18］。

本研究选用欧氏距离法，构造地缘经济关系指数

（下文用ED表示），来评价环渤海地区各省市之间

的地缘经济关系。

1 研究区域及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环渤海地区位于我国华北地区，由京津冀、山

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三个地域单元构成［19］。近年来，

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实力日益增强。

但同时，由于资源禀赋、地理区位、产业结构、科技

水平、交通状况及政策等因素的差异，区内各省市

之间地缘经济关系复杂，区域分工与协作有待于加

强。本研究以环渤海地区的辽宁、河北、北京、天津

和山东作为研究区域。

1.2 研究方法

构造地缘经济关系指数，对环渤海地区内各省

市之间的地缘经济关系按如下公式进行分析：

ED = [ ]( )X1 - Y1
2 + ( )X2 - Y2

2 +⋯+ ( )Xn - Yn

2 1 2

式中：ED越大则两地区间各方面的差异性越大，互

补性越强；反之，ED越小则两地区间各方面差异性

越小，竞争性越强。本研究将环渤海地区的地缘经

济关系划分为4类：强互补型、一般互补型、一般竞

争型和强竞争型，并分析各个省市之间地缘经济关

系的演变规律。

2 环渤海地区地缘经济关系评价

2.1 指标的选取

根据数据可得性及地缘经济关系的表现，选取

五个综合性的指标X、Y、Z、S、T来反映资源等各项

要素在不同区域的流动性［20-22］。

其中：X=某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该地区当

年GDP；Y=某地区职工工资总额/该地区当年GDP；
Z=某地区第一产业总产值/该地区第二产业总产

值；S=某地区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该地区人口数；

T=某地区公路货运量/该地区货运总量。X表征该地

区用于经济的资金余缺状况或者投资效率。若X较

大，说明该地区的资金相对充裕或投资效率较低，

资金可能会流向外地，反之说明这些资金相对不十

分充足或者投资效率已经达到较高水平的地区，可

能需要引入外地资金来加快自身的发展。Y反映该

地的劳动效率。Y越大，说明该地区的劳动生产效率

越高，反之则越低。Z大小能够代表当地资源与产品

向外地的流动能力。Z越大，说明本地的农产品的资

源量相对来说较为丰富，不仅能够满足当地的需

求，还能够向外地流动，但工业产品相对来讲资源

量较少，要从外地引入才能满足本地经济的需求，

反之则说明本地工业资源量丰富，能够对外地提供

帮助，而农产品则需要从外地引入。S大小能够表征

该地区人力资源的科技水平的强弱。若S较大则说

明该地区的科技水平相对较强，反之则说明科技水

平相对较弱。由于北京、天津和山东均为公路货运

量在货运总量中占比重最大，同时河北和辽宁公路

货运量和铁路货运量比重相差不大，水路货运在各

省所占比重均较小，则选用公路货运量反映该地区

区域内交通运输能力的高低，T越大，说明区域交通

运输能力越强，反之，则越弱。

2.2 地缘经济关系的评价

2.2.1 数据采集。各省市的现状数据来源于2013年
《中国统计年鉴》，评价结果见表1。

表1 地缘经济关系指数及标准化数值
Tab.1 The geo-economic relationship index and

standardization index

分类

指数

数值

标准

化数

值

指标

X
Y
Z
S
T
X'
Y'
Z'
S'
T'

北京

0.3419
0.3363
0.0370

285.7627
0.9527

-1.5070
1.7589

-0.9833
0.7011
0.8568

天津

0.6154
0.1379
0.0258

334.8294
0.6027

-0.1252
-0.1338
-1.1106
1.3532

-1.7142

河北

0.7398
0.0902
0.2276

160.3727
0.8923
0.5035

-0.5885
1.1723

-0.9653
0.4129

辽宁

0.8788
0.1027
0.1629

212.8225
0.8432
1.2057

-0.4701
0.4414

-0.2682
0.0519

山东

0.6250
0.0925
0.1664

171.2432
0.8895

-0.0769
-0.5666
0.4802

-0.8208
0.3927

2.2.2 标准化处理。对表 1的数据按如下所示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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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进行标准化处理：

X '
i = [ ]Xi -E( )Xi S( )Xi

式中：X '
i 为Xi的标准化数值；Y '

i 、Z '
i 、S'

i 、T
'
i 的计

算参见 X '
i ，结果列于表1。

2.2.3 地缘经济关系指数计算。得到 X '
i 、Y

'
i 、Z '

i 、S'
i

和 T '
i 的数值后，计算环渤海地区内5省市间的地缘

经济关系指数EDij，公式为：

EDij = éë ù
û( )X '

i -X '
j

2 + ( )Y '
i - Y '

j

2 + ( )Z '
i -Z '

j

2 + ( )S'
i - S'

j + ( )T '
i - T '

j

1 2

EDxij = ||X '
i -X '

j ，EDyij = ||Y '
i - Y '

j ，EDzij = ||Z '
i -Z '

j ，

EDsij = ||S'
i - S'

j ，EDtij = ||T '
i - T '

j

式中：EDij为第 i个城市与第 j个城市之间的地缘经

济关系指数；EDxij、EDyij、EDzij、EDsij和 EDtij分别代表

第 i个城市与第 j个城市各项指标的地缘经济关系

指数。

由环渤海地区各省市的各项指标经过标准化

处理后的值X'、Y'、Z'、S'和T'得到环渤海地区各省市

间的地缘经济关系指数并进行标准化（表2）。
ED'

ij 为正，说明两地区间呈现互补关系；若 ED'
ij

为负，说明两地区间呈现竞争关系。计算 ED'
xij 、

ED'
yij 、ED'

zij 、ED'
sij 、ED'

tij 能够更具体地对地区间的

地缘经济关系进行分析。

2.2.4 指数数值修正。由于地理区位因素能够增强

或减弱两地间的竞争性或互补性关系，在区际关系

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本研究用环渤海地区各

省市之间地理位置的远近对标准化的 ED'进行修

正，用 ED'
w 表示。本研究以各省市的几何重心所在

城市之间的最短公路距离为标准（图 1），规定距离

最邻近区：100~300km；较邻近区：301~500km；较远

离区：501~700km；远离区：701km以上［16］。权数W见

表3。
3 环渤海地区地缘经济关系分析

为揭示环渤海地区的地缘经济关系，本研究将

不同地区根据地区间竞争和互补的程度大小，按

ED'ij的大小分为四种类型（表4）。

图1 环渤海地区五省市几何重心分布图
Fig.1 The geometric distribution center among the

provinces of the Bohai Rim

表3 地缘经济关系指数修正
Tab.3 The geo-economic relationship of the revised index

地区

天津—北京
河北—北京
辽宁—北京
山东—北京
河北—天津
辽宁—天津
山东—天津
辽宁—河北
山东—河北
山东—辽宁

ED'
0.4897
0.9789
0.8563
0.4415
0.8327
0.1870
0.4133

-1.3407
-1.6429
-1.2158

最短公路
距离/km

185
188
718
461
181
665
291
824
397
815

W
2
2

0.8
1.5
2
1
2

0.8
1.5
0.8

ED'w
0.9794
1.9577
0.6850
0.6623
1.6654
0.1870
0.8265

-1.0725
-2.4644
-0.9726

竞争性
排序

8
10
7
5
9
4
7
2
1
3

由表 4可直观看出环渤海地区各省市间地缘

经济关系的具体表现。在 5省市的比较中，山东与

河北、辽宁与河北为强竞争型，河北与北京、河北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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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地缘经济关系指数标准值
Tab.2 The geo-economic relationship standard index

地区

天津—北京

河北—北京

辽宁—北京

山东—北京

河北—天津

辽宁—天津

山东—天津

辽宁—河北

山东—河北

山东—辽宁

ED'

0.4897
0.9789
0.8563
0.4415
0.8327
0.1870
0.4133

-1.3407
-1.6429
-1.2158

EDx
'

0.2220
1.0383
1.9501
0.2847

-0.7559
0.1559

-1.5094
-0.6604
-0.8186
0.0932

EDy
'

0.8448
1.2878
1.1724
1.2664

-0.5561
-0.6714
-0.5774
-0.8837
-0.9777
-0.9051

EDz
'

-1.3849
1.2195
0.2810
0.3308
1.3829
0.4444
0.4942

-0.6098
-0.6596
-1.4985

EDs
'

-0.7915
0.5934

-0.3583
0.3962
1.4837
0.5320
1.2865

-0.7301
-1.4845
-0.9273

EDt
'

1.5707
-0.7016
-0.3159
-0.6799
1.0966
0.7109
1.0750

-0.7901
-1.1541
-0.8117



天津为强互补型，其他省市之间为一般竞争型或者

一般互补型。

表4 环渤海地区各省市的地缘经济关系
Tab.4 The geo-econo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vinces of Bohai rim

类型

强竞争型

一般竞争型

一般互补型

强互补型

阈值

ED'≤-1.0
-1.0<ED'<0
0<ED'<1.0
ED'≥1.0

省市

山东—河北，辽宁—河北

山东—辽宁

天津—北京，辽宁—北京，山东—北
京，山东—天津，辽宁—天津

河北—北京，河北—天津

3.1 强互补型地缘经济关系

环渤海地区地缘经济关系表现为强互补型的

是河北与北京、河北与天津。河北与北京在资金余

缺程度、劳动生产效率、工农业产品等资源的向外

地流动的能力和人力资源的科技水平等四个方面

均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但是交通运输方面存在一定

的竞争性。从产业的演化方面来看，北京以中高端

产业为主，而河北以中低端产业为主，有足够的发展

空间。河北与天津在资金余缺程度和劳动生产效率

方面存在一定的竞争性，在工农业产品等资源的向

外地流动、科技水平及交通运输能力上互补性较强。

3.2 一般互补型地缘经济关系

天津与北京、辽宁与北京、山东与北京、山东与

天津、辽宁与天津之间均表现为一般互补型地缘经

济关系。天津与北京在资金余缺程度、劳动生产效

率以及交通运输能力等方面的经济及产业结构上

有较大的差异性，因而有较大的互补性，但在农产

品、工业产品等资源与产品以及科技水平方面现状

趋同，从而使两地区呈现为一般互补型的地缘经济

关系；辽宁与北京在资金余缺程度、劳动生产效率

以及工农业产品上差异性明显，从而互补性明显，

而在科技水平和交通运输等方面有相似性，因而彼

此间有一定的竞争，从而在整体上体现为一般互补

型；山东与北京之间表现为一般互补性的是资金余

缺程度、劳动生产效率、工农业产品等的向外地的

流动能力和科技水平，而较强的互补性表现在交通

运输能力上，从而使得综合表现为一般互补型；山

东与天津在工农业产品等的向外的流动能力、科技

水平和交通运输能力上互补强烈，而在资金余缺程

度及劳动生产效率上表现出微弱的竞争性，从而使

两地区之间的关系综合属于一般互补型，辽宁与天

津在劳动生产效率上有一定的竞争性，但在其他方

面都表现出比较强的互补性，从而综合表现为一般

互补型。

3.3 一般竞争型地缘经济关系

山东与辽宁之间属于一般竞争型地缘经济关

系。山东与辽宁之间除在资金余缺程度上存在互补

性外，在其他方面均具有竞争性。山东省现在的产

业体系以石油化工、海洋产业以及电子等为主，尤

其是青岛的家电和电子生产，而辽宁的主导产业是

重机械、石油化工和造船等。两省在石油产业方面

存在着重复建设，因而竞争激烈。同时两省都有较

长的海岸线，山东有青岛、日照和烟台港，辽宁有大

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六大港口，两省

在临港产业方面的竞争也较明显。

3.4 强竞争型地缘经济关系

山东与河北、辽宁与河北在环渤海地区的省市

中两两呈现出强竞争型的地缘经济关系。山东与河

北在资金余缺程度、劳动生产效率及工农业产品等

向外地的流动上竞争性较强，在科技水平及交通运

输能力方面的竞争性最强，因此综合表现为强竞争

型关系；辽宁与河北在经济的各方面均表现出较强

的竞争性。山东第一产业有较大产出，而河北是京

津冀的农产品的主要来源，两省在农产品方面存在

较大的竞争性，同时两省的工业所占比重也均较

大，总体竞争性较强。辽宁与河北的重工业均较发

达，在各自的GDP中所占比重较大，两省的竞争性

也十分明显。

4 环渤海地区地缘经济关系的演变

仅对一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可能有偶然性因素，

不能客观全面地反映问题。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取

1981—2012年的时间序列进行研究，得到地缘经济

关系指数EDw
'。将环渤海地区各省市间的地缘经济

关系分为保持互补型、保持竞争型、由竞争型变为

互补型以及由互补型变为竞争型四类，每一类中又

分为增强和减弱两种情况。依据上述划分情况分别

对其地缘经济关系的演变进行研究。

4.1 保持互补型

河北—北京、山东—北京、山东—天津、河北—

天津及辽宁—北京之间总是处于互补型的地缘经

济关系（图2）。其中，河北—北京、河北—天津、辽宁

—北京的互补性不断增强，而山东—北京、山东—

天津的互补性有减弱的趋势。

河北与北京一直属于强互补型的地缘经济关

系，主要是因为两省市间在资本状况、劳动效率及

资源与产品的外向流动上的互补性一直处于增强

状态，趋势线斜率分别为0.004、0.056和0.031，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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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981—2012年地缘经济关系指数保持互补型趋势图
Fig.2 The geo-economic relationship index to maintain

complementary from 1981 to 2012

效率互补性的增强占主要地位；同时河北与北京的

三产之间的差异愈来愈明显，互补性不断增强。河

北与天津一直是一般互补型地缘经济关系，互补性

的增强主要是由于两省市间资源与产品的外向流

动和科技水平的互补性增强，趋势线斜率分别为

0.034和 0.052；河北与天津的三产比重之间的差异

也很明显，互补性的增强尤其以第三产业为主。辽

宁与北京也属于一般互补型，它们在资本转换效

率、劳动效率及资源与产品的外向流动上互补性均

有较大的增加，其趋势线斜率分别为 0.052、0.092
和0.057，因而总体上互补性呈现增强的状态，其中

二、三产业为辽宁与北京的互补性做出了较大

贡献。

山东与北京由强竞争型演化为一般竞争型地

缘经济关系，互补性降低，两地之间除劳动效率互

补性有少许增加（斜率为 0.001），其他方面都呈下

降态势，资本转换效率趋势线斜率为-0.025，资源

及产品的外向流动性为-0.042，科技水平为-0.025，
交通运输能力为-0.022，因而总体上互补性有所下

降；两省市三产之间的差异较为明显，互补性明显。

山东与天津之间的互补型的地缘经济关系也在逐

渐减弱，资本转换效率、劳动效率及资源与产品的

外向流动上的互补性都在减弱，其趋势线的斜率分

别为-0.076、-0.077和-0.04，资本转换效率和劳动

效率已经表现出竞争性的地缘经济关系；两省市间

第一和第三产业存在一定的互补性。

4.2 保持竞争型

辽宁—河北、山东—河北之间属于竞争型的地

缘经济关系。辽宁与河北相互之间的竞争力基本保

持不变（斜率为-0.001），属于一般竞争型，地缘经

济关系的各方面也均为竞争性关系，资本转换效率

与交通运输能力的竞争性减弱，斜率分别为 0.030

和 0.022，劳动生产效率及工农业产品的外向流动

上竞争性增强，斜率分别为-0.028和-0.026，科技水

平基本保持不变，稳定在一般竞争性水平上；山东

与天津三产之间比重之差均较小，说明两省市间产

业存在同构现象，且愈来愈明显，竞争性愈来愈强。

山东与河北之间属于竞争型的地缘经济关系，且相

互之间的竞争性逐渐增强，其原因主要是劳动效率

和交通运输能力之间竞争性的增强，斜率分别

为-0.032和-0.020，而竞争性处于减弱状态的资本

转化效率和科技水平，减弱幅度较小；山东与河北

三产之间比重之差均较小，但逐渐有差异出现，使

两省间存在竞争性，同时在缓慢减弱。

图3 1981—2012年地缘经济关系指数保持竞争型趋势图
Fig.3 The geo-economic relationship index to maintain

competitive from 1981 to 2012

4.3 由竞争型演化为互补型

辽宁—天津、天津—北京都是早期属于一般竞

争型地缘经济关系，但在逐渐优化，后期则演化为

互补型地缘经济关系。辽宁与天津在 2005年演化

为一般互补型。其中，资源和产品的外向流动性及

科技水平对互补型地缘经济关系的形成有较重要

的作用，其趋势线斜率分别为0.059和0.04，同时资

本转换效率和交通运输能力一直是互补性的关系。

天津与北京在 1998年转变为一般互补型地缘经济

关系。其中，交通运输能力方面的作用最大，其趋势

线斜率为0.12；资金余缺程度和劳动生产效率也有

重要作用，其斜率分别为0.031和0.09。辽宁与天津

第三产业差异性逐渐明显，开始由竞争性转变为互

补性。在 1981年，京津之间产业同构现象明显，但

在2012年，产业之间的差异化已经较大，各省市的

分工协作关系已经十分友好，逐步向互补型转变。

4.4 由互补型演化为竞争型

山东与辽宁原属于一般互补型的地缘经济关

系，随着经济的发展，慢慢演化为一般竞争型的地

缘经济关系。虽然两省地在资金余缺程度方面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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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1981—2012年地缘经济关系指数
由竞争型演化为互补型趋势图

Fig.4 The geo-economic index from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evolved into complementary from 1981 to 2012

性不断增强，但劳动生产效率、工农业产品的外向

流动和交通运输能力的竞争性愈来愈明显，它们的

趋势线斜率分别为-0.081、-0.087和-0.009。山东与

辽宁三产之间由1981年的较大差异演变为2012年
的基本没有差异，产业同构现象明显，相互之间在

各方面的竞争都较大，地缘经济关系竞争明显。

图5 1981—2012年地缘经济关系指数由
互补型演化为竞争型趋势图

Fig.5 The geo-economic index from the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evolved into competitive from 1981 to 2012

4.5 区域整体地缘经济关系的演变

总体来看，环渤海地区各省市相互间处于互补

型地缘经济关系的省市在不断增多，区域整体互补

性趋于增强，各省市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区域经

济由竞争走向合作，由产业同构走向区域分工明确。

5 环渤海地区区域合作发展战略

5.1 充分发挥互补型地缘经济关系的作用，促进区

域经济发展

最能为相邻的地区开展区域经济合作提供有

利条件的地缘经济关系就是互补型。总体来说，天

津与北京、辽宁与北京、辽宁与天津、河北与北京、

河北与天津的地缘经济关系较好，互补性在不断增

强，区域合作前景良好；山东与北京、山东与天津虽

然仍处于互补性的地缘经济关系，但互补性有所减

弱，区域合作需向更优化的方向发展。有互补关系

的地区区域间通过经济联合及合作，充分利用地区

间优势产业的带动作用，主动开展地区之间的经济

合作，实现区域经济集团化。河北省应保持现在的

良好局面，充分发挥优势，继续加强向北京输出资

源性产品，同时积极吸收它们的高度加工品，注重

增加交通运输之间的互补，并充分利用北京的资金

和科技条件，接受其优势产业的带动作用，发挥各

自优势，促进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发展。

5.2 合理处理竞争型地缘经济关系，寻求地区分工

合作

区域内存在竞争关系的地区，经济结构一般具

有相似性，产业同构现象明显，相互之间存在比较

强的竞争性，在区域内的经济协作也是水平分工为

主。这类地区包括山东与河北、辽宁与河北、山东与

辽宁。这些地区自然资源相对较丰富，工农业产品

产出量较大，当前市场发展前景广阔。对于相互之

间属于竞争型地缘经济关系的地区，首先，要通过

多种形式的交流加强区域间的合作，以促进邻近各

省市经济的共同发展；其次，相互之间具有强竞争

性的省份在合作过程中要充分了解自己的优势和

劣势，应当避开其他省市的优势产业，提高自身优

势产业的比重，做大做强优势产业。山东与辽宁更

应该充分研究与分析自身产业结构的发展状况，力

求重回互补型地缘经济关系，促使双方更好地发展。

5.3 强化区域地缘经济的联系，拓展区域合作空间

当前环渤海地区内各省市加快经济发展速度

的主要方法就是积极主动地开展各个方面的经济

交流与合作，环渤海地区应在区域整体地缘经济关

系的大背景下，充分了解本地区经济发展的优势和

特点，深入挖掘省市间的经济差异，利用目前地缘

经济关系的现状，从全局考虑，制定合理的战略和

政策，促进各省市之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拓宽区

域整体的经济发展和合作空间，不断优化地区内地

缘经济关系。

6 结论与讨论

第一，本研究在欧式距离的基础上，构建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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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经济关系指数，对环渤海地区5省市2012年的地

缘经济关系进行研究，得出山东与河北、辽宁与河

北为强竞争型，河北与北京、河北与天津为强互补

型，其他省市之间都为一般竞争型或一般互补型。

第二，应用逐年截面数据对环渤海地区1981—
2012年的地缘经济关系的演变规律进行研究，将其

关系分为：保持互补型、保持竞争型、由竞争型变为

互补型和由互补型变为竞争型四类。环渤海地区区

域整体地缘经济关系的互补性趋于增强，各省市间

联系更加紧密。

第三，针对每种地缘经济关系及各省市的具体

情况，提出了相应的战略方针建议，以促进环渤海

区域经济分工与合作朝更优方向发展。

文中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于 1981—2013 年

《中国统计年鉴》。本研究仅选用 5个综合性指标，

阈值划分可能存在一定的主观性，且上述分析是从

区域整体上进行的，具体各行业间的经济关系类型

尚不能详细刻画。两省市之间竞争性抑或互补性的

关系是相对而言的，竞争性和互补性可以同时存在

于两省市区之间的地缘关系中，所以在分析各个地

区之间的地缘经济关系时，须综合全面地考虑这两

种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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