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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产业发展专题研究 

一、大店镇产业发展与成长背景 

大店镇的发展正处在一个特殊的 时期，山东省 在《关于开展“百镇建设示范行动”加快推进小城镇建设和发展的意见》中 ，培育出一批布局合理、经济发达、 

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特色鲜明、进入 先进行列的城镇。通过发挥示范镇的引领示范作用，带动全省城镇承载能力明显提升、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人口规模明显扩大、城镇面 

貌明显改善。作为莒南县唯一的省级示范镇，随着一系列 政策措施的下放，大店镇的自主权增加，合理确定区域位置是 的一个重要课题。大店镇应根据自身的情况，制定 

科学合理的发展战略目标，提升实力，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起模范 作用。 

（一） 新型城镇化 

报告明确提出:“坚持走 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 

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快速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正在成为 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带来 生产率 

的提高，带来城镇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扩大，在经济 的大背景下，国内新型城镇化建设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分析师认为小城镇化的发展可能会出现两个阶 

段。在第一阶段， 采取较为积极的 政策进行规划、启动项目、改善基础建设、保障社会民生，同时鼓励企业投资。各地 会借鉴一些先行试验区的 经验，“三集中” 

的思路得到重视。预计 会把资源向县级城镇倾斜，于未来两三年每年支出 2 左右去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山东 、山东省 在《关于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意见》（ [2009]21 号）文中强调，要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充分认识推进新型城镇化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协调 

发展、推进经济文化强省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山东省 在《山东省 关于开展“百镇建设示范行动” 加快小城镇建设和发展的意见》（鲁政发〔2012〕22 号）文中 ，突出产业发展，增强小城镇经济实力。 

把发展实体经济、促进产业集聚作为示范镇发展的 ，根据地理区位、资源禀赋、 沿革、经济基础等条件，明确功能定位和主导产业，打造工业强镇、商贸重镇、旅游名镇。 

充分发挥当地资源优势，着力发展特色产业，拉长 条，培育产业集群。高度重视发展现代农业，大力培育农林牧渔产品加工、仓储、物流、农业科技服务和信息 等新兴 

 

 



 

 

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引导农业 龙头企业向小城镇集中。在示范镇集中建设发展产业园区，引导镇域内和周边乡镇的企业向园区集聚，承接大中城市产业转移。各市、县(市、 

区)要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将适合在小城镇发展的产业项目，优先安排在示范镇。坚持园区与镇区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推动产城一体、镇园融合。优化产业发展环境，示范镇可享受 

省级经济开发区的各项 政策。 

（二） 城乡  

城乡 是 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促进城乡居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变化的过程，是城乡人 术、资本、资源等要素相互融合， 

互为资源，互为市场，互相服务，逐步达到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上协调发展的过程。城乡 就是要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作为一个 

整体，统筹谋划、综合研究，通过 和政策调整，促进城乡在规划建设、产业发展、市场信息、政策措施、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事业发展的 ，改变长期形成的城乡二 

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在政策上的 、产业发展上的互补、国民待遇上的一致，让农民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样的文明和实惠，使整个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城 

乡 ，是一项重大而深刻的 。不仅是思想观念的更新，也是政策措施的变化；不仅是发展思路和增长方式的转变，也是产业布局和利 系的调整；不仅是体制和机 

制的创新，也是 方式和工作方法的改进。 

在城乡发展 推进过程中，大店镇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 ，增强农村发展 ，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 

放活方针，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 ，让广大农民 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 现代化成果。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快完善城乡发展 体制机制， 

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 ，促进城乡要素 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三） 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使国家界限模糊，在此过程中，城市日益凸显其重要性，成为全球经济竞争网络中的节点。众多 的商业行为按照市场逻辑， 民族、国家而进行全球的经济 

活动。他们的单个活动与互动构成了一种最大的世界现实，导致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调整和重组，这不仅体现在生产、投资和贸易方面，而且呈现出 

研发、 、服务、消费全面全球化的新趋势。项目外包已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新兴主流方式，特别是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专业方兴未艾。 

经济全球化是 世界发展变化的深刻背景和根本趋势，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不同城市在全球生产消费链条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不同的作用，大店镇要根据自身的综合实力，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 

方向转变。充分发挥 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大力发展技术含量较高的 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 密集型生产环节。提高利用 综合优势和总体效益，推动引 

 

 



 

 

资、引技、引智有机结合。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加快实施自由 略，推动同周边区域互联互通。 

（四）产业转移 

产业转移是发生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之间的一种重要的经济现象，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达区域的部分企业顺应区域比较优势的变化，通过跨区域直接投资，把部 

分产业的生产转移到 区域进行，从而在产业的空间分布上表现出该企业由发达区域向 区域转移的现象。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 进程加快的大背景下，积极主 

动承接产业转移，已成为后发展地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 式发展的重要助推器。伴随着周边经济发达地区如长三角、黄三角地区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新 

一轮的产业转移浪潮不断推进。 

大店镇必须准确把握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总体规律和内在规律，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有效的措施，主动参与区域合作，承接产业转移，在争夺产业转移项目落地权中抢占先机， 

实现经济的 式发展。 

二、 大店镇产业发展现状 

（一） 莒南县产业发展现状 

2010 年完成生产总值 161.75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13.2%。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25.02 亿元，同比增长 3.9%；第二产业增加值 67.83 亿元，同比增长 13.9%；第 

三产业增加值 68.90 亿元，同比增长 15.3%。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 16.3：42.9：40.8 变化为 15.5:41.9:42.6。人均生产总值 22202 元，比上年增长 12.9%。 

2012 年莒南县生产总值 210 亿元，增长 13.6%；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 13.2:42.3:44.5；完成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 104 亿元，增长 23.5%；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00 亿元， 

增长 16%；公共 预算收入首次突破 8 亿元大关，达到 8.1 亿元，增长 41.8%，总量和增幅分居临沂市第七位和第二位。 

1. 临港工业迸发新  

纵深推进“新型工业强县”战略，大力实施“433”工程，围绕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强力突破。205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 414 亿元、增加值 93 亿元、利税 28 亿元， 

分别增长 45%、19%和 50.5%。产值过亿元企业达到 117 家，比去年增加 52 家；纳税过千万元企业达到 14 家，其中过亿元 1 家。冶金有色、机械制造、化工 、 四大主 

导产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294 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量的 71.1%。积极推动科技创新，争取市级以上科技项目 21 项，发展市级以上研发平台 23 家、高新技术企业 6 家， 专利 

256 件。大力实施质量兴县、品牌带动战略，荣获省名牌产品 2 个， 粮油获 质量奖，义信重机获 质量奖提名奖。 

 

 



 

 

2. 现代农业展现新优势 

粮食总产实现“十连增”，达到 43.31 万吨。农业 水平不断提升，发展市级以上龙头企业 47 家，新认证“三品一标”32 个，新增农民合作社 127 家，新发展优质农产品 

 133 处、15.6 万亩，玉芽、金龙湖成为首批“省级标准茶园示范 ”，我县被 蔬菜产业重点县、全省烟叶生产先进县。农业生产条件进一步改善，投资 4.9 亿元开 

工建设各类水利工程 590 处，实施了小农水重点县一期、陡山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浔河治理、文疃涝坡集中供水等重点工程，被列为 水保 能力建设县。新建户用沼 

气 3000 户，总数全市第一。外调生 保持全市领先，连续六年被列为“ 生 调出大县”。积极争创山东省绿化模范县，成片造林 2.84 万亩，获全市春季造林现场观摩第一名。 

完成坊前、相沟 1.1 万亩中低产田综合开发项目。 工作扎实推进，被列为全省首批 公益金 开发试点县。 

3. 现代服务业实现新  

物流业蓬勃发展，新发展物流企业 22 家，总数达 81 家，实现总产值 20.32 亿元。文化旅游业加快推进，完成《天马忠魂》实景演出、 庄园二期建设，评审通过《莒南县 

浔河旅游带总体规划》，成功举办首届环天马岛自行车公开赛、休闲汇、“好客山东• 莒南”贺年会等系列活动。全年接待游客 181.2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3.5 亿元，分别增 

长 19.3%和 16.1%。商贸流通业创新发展， 购物 、尚都汇隆建材城建成启用。巩固提升“莒南模式”，着力推进“两个延伸”，全省 大田作物生产经营服务创新推进 

会、基层组织建设观摩研讨会先后在我县召开。金融业稳步发展，新发展村镇银行 1 家、民间融资服务公司 1 家，鑫海、绿润成功 全市首支中小企业集合票据，募 金 2.8 

亿元。全县金融机构存 余额分别达到 189.6 亿元和 106.9 亿元，较年初分别增加 34 亿元和 32.9 亿元。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莒南县国民经济连续十年保持高速发展的良好态势，国内生产总值由 2000 年的 45.82 亿元增加到 2012 年的 210 亿元。根据 · 的 

理论，从经济增速来看，莒南已经具备了 发展的种种条件，只要把握好 机遇，找准方向和着力点，积极融入 蓝色经济区，莒南的腾飞将指日可待，莒南目前正处于工 

业化的中期阶段。 

莒南县目前已经形成了以农副产品加工、有色金属冶炼、化工 、机械制造、工艺品制造、非金属矿物制造、旅游业等产 

业群体。当前莒南县处于由工业化初期向工业化中期过渡的阶段，工业化进程进入较快发展的阶段，工业化任务艰巨，同时  

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速下行的双重 ，也是决定莒南县实现 发展的关键时期。 

（二） 大店镇产业发展现状 

2011 年，全镇 GDP21.6 亿元，地方 收入 1507 万元，其中第一产业 49715 万元，第二产业 111009 万元，第二产业 55373 表 1-1 2011 年大店镇三次产业结构情况 

万元，人均生产总值 29339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8148 元。三次产业结构为 23.0:51.39:26.51，呈现二、三、一的产业格局。 

 

 



 

 

2011 年 1-11 月份，全镇新上项目 7 个，投资总额 3.81 亿元，到位  2.9 亿元；合同项目 4 个，投资总额 1.9 亿元；意向项目 12 个，预计投资总额 9 亿元。其中，临沂市 

晞迪助剂 化工生产续建项目，总投资 3 亿元，占地 55 亩，于去年 9 月份动工建设，预计明年 6 月投产运营。大店镇明清一条街项目，总投资 2 亿元，占地 50 亩，目前该 

项目已完成 22 栋三层楼主体建设；莒南县北兴粮油 项目，总投资 6800 万元，占地 50 亩，目前车间、 正在进行一层主体建设。莒南县 化工 项，总投资 

5580 万元，占地 30 亩，目前 及宿舍已完成，正准备继续进行车间建设。莒南县 牧业 项目，总投资 5200 万，占地 50 亩；莒南县 磨具公司项目，总投资 3800 

万元，占地 26 亩。 

大店镇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 明显偏高，已经进入由工业化 

初期向工业化中期过渡的阶段，而第三产业 偏低，这说明大店 

第三产业就业人数 

第二产业就业人数 
镇产业结构层次亟待提高。 

近年来，大店镇人均收入大幅增长，人均纯收入从 2001 年 2686 第一产业就业人数 

元提高到 2011 年 8148 元，年均增长 15.2%。 

从大店镇 力结构变化的趋势和静态水平来看，近年来大 

店镇第一产业从业人数 呈大幅上升随后下降的趋势，第二产从 
表 1-3 2006 -2011 年大店镇三大产业从业人数 表 1-2 2001 -2011 年大店镇人均纯收入增长情况 

业人数 从 2009 年开始不断上升，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基本持平， 

增幅不大。2011 年，大店镇三大产业的从业人数分别为 24711 人、15509 人和 5735 人，三大产业就业比例为 53.77：33.75：12.48。根据配第- 定理，大店镇处在工业化初 

期，结合其发展态势，大店镇正逐步从工业化初期向工业化中期阶段过渡。 

表 1-4 2007-2011 年大店镇统就业人数计一览表 

      
 

      

 
          

 

 
           

 
 
       

 
   
   

年份 总就业人数 第一产业就业人数 第二产业就业人数 第三产业就业人数 备注 

2007 35750 14852 15629 5279 / 

2008 44108 27372 10749 5987 / 

2009 44635 28334 10804 5497 / 

2010 47061 28033 13351 5677 / 

2011 45955 24711 15509 5735 / 

 

 



 

 

2006-2009 年四年期间大店镇三类产业 GDP 所占 变化细 

微。第一产业占主导地位，第二、三产业 有所下降；2009 年 

以后第二产业大幅度上升，由 26.65%上升到 51.37%；第一产业呈 
第三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一产业 

明显下降趋势，由 61.99%下降到 23.01%；第三产业有所增加， 

由,11.36%上升到 25.62%%。目前大店镇第二产业占主导地位，第 

三产业 略低。 

2007 年-2011 年五 大店镇三类产业从业人员所占 有 

所变化。第一产业呈上升继而缓慢下降趋势，由 2007 年的 41.54% 
表 1-5 2006-2011 年三次产业结构示意图 表 1-6 2007-2011 年三次产业从业人数结构示意图 

上升到 2010 年的 59.57,2011 年又下降到 53.77%；第二产业有一 

个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由 2007 年的 43.72%下降到 2009 年的 24.21%，而 2011 年又上升到 33.75%；第三产业本呈缓慢下降的态势，由 14.77%下降到 12.48%。从就业人口所占比 

重来看，虽然第一产业就业人员 较大，但随着第二产业的迅速发展呈下降趋势，第二产业将是大店镇未来的主要就业途径。 

1．第一产业 

大店镇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呈簸箕状，东枕秀丽的马 天湖风景区， 沃野千里的沭河、浔河冲积平原,全镇 7.2 万亩耕地。境内 60%的耕地座落于西部平原上，土地平 

坦肥沃，灌溉便利，耕作技术精细，西大湖平原是重要的商品粮生产 ，沿浔河 为万亩无公害果品生产 和花卉栽培 ，其草莓、杂果栽培面积居省内之首。 

2011 年，实现粮食总产 5926 。全镇在确保粮食面积的基础上，以发展现代农业为导向，不断优化产品品种结构，加快推进草莓、花卉、油桃、瓜菜等特色农产品  

建设，发展商品农业和生态观光农业建设。今年，全镇共发展特色农业 3.5 万亩，其中草莓 2.3 万亩，花卉 3000 亩，杂果 5000 亩，高效大棚蔬菜 4000 亩，平均亩产值在 25000- 

27000 元左右，同期增长 32%-35%。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农民组织化程度日益壮大，全镇已组建果品生产、农机服务、养殖等专业合作社 32 家，其中跨省作业农机服务公司 3 家。 

1. 山东草莓第一镇 

大店镇依托草莓 发展的格局，在搞好科技服务，扩大种植面积的同时，该镇积极拓宽销售 ，引进组建草莓加工企业，带动草莓产业优化升级。近年来，大店镇先后 

建起草莓批发市场 10 余处，与 、 、青岛、烟台等大中城市客商建立了直接供销关系，并从烟台引资 1000 多万元兴建了以草莓等果品加工为主的永益 厂，当年就 

实现加工产值 7600 万元。2008 年，通过招商引资，在五龙官庄建立了一处大型草莓保鲜处理 ，年可加工处理草莓 5 万吨，为大店镇草莓保值增值提供了新的保障。 

其中，大店镇在五龙官庄草莓 规划建设了占地面积达 30 亩的大型草莓杂果批发市场，投资 40 万元完善了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健全了市场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为客 

商和种植户提供了一个安全、公平、便捷的 场所。在镇 的支持协调下，该村与烟台永益食品公司合作，筹资 100 万元，建起了占地面积 7000 多平方米的大店草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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