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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概要 

 

青岛西海岸新区是国务院批复的第九个国家级新区，以海洋经济发展为主题，“经略海洋、

融合创新、自贸试验区和国家级新区”四大国家战略叠加优势突出。西海岸新区享有省级管理权

限，有助于协调各种资源保障，促进新区发展。 

西海岸新区综合经济实力很强，其经济总量连续九年位居青岛市首位，位列全国 19 家国家

级新区第 3 位。西海岸新区已经形成了汽车制造、家电电子、石油化工、船舶海工、机械装备、

航运物流六大千亿级产业集群，上市公司数量与市值在青岛市排名前列。西海岸新区对周边区县

人口具有较强的“虹吸效应”，常住人口持续净流入且居市内首位。 

西海岸新区内的发债城投企业数量较多，但职能定位清晰，少数企业基建业务范围存在重叠。

西海岸新区发债城投企业债务增速较快，融资渠道以银行借款和发行债券为主，整体融资结构尚

可。发债城投企业债券将在 2024－2025 年迎来到期行权高峰，届时将面临一定的集中偿付压力。 

西海岸新区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实施制造业强区战略，顶格发展先进制造业。西海岸新区

未来将重点构建“5+3”工业产业体系，做大做强船舶海工、智能家电、高端化工新材料、汽车、

高端装备等五大传统优势产业。长远来看，西海岸新区作为“经略海洋、融合创新、自贸试验区

和国家级新区”四大国家战略布局所在地，战略定位高，发展潜力较大。随着产业持续升级、人

口集聚及财税产出能力的进一步提升，西海岸新区的强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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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西海岸新区基本情况 

青岛西海岸新区区位和港口资源优势显著，以海洋经济发展为主题，“经略海洋、

融合创新、自贸试验区和国家级新区体制机制创新”四大国家战略叠加优势突出。西

海岸新区实行“政区合一”行政管理体制，享有省级管理权限，有助于协调各种资源保

障，促进新区发展。 

西海岸新区区位和港口资源优势显著。西海岸新区成立于 2014 年 6 月，是国务

院批复的第九个国家级新区。西海岸新区地处青岛市西南部，处于京津冀和长三角两

大都市圈之间，环渤海经济圈的南缘，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核心地带。西海岸新区

陆域面积 2129 平方公里、海域面积 5270 平方公里，海岸线 309 公里，岛屿 42 处，

沿岸分布自然港湾 23 处。青岛港，占据环渤海地区港口群、长江三角洲港口群和日

韩港口群的中心地带，占有东北亚港口群的中心位置，是“一带一路”交汇点以及

RCEP 面向日韩、东盟的重要桥头堡，也是西海岸新区发展海洋经济的基础。青岛港

五大港区中的黄岛油港区、前湾港区和董家口港区均位于西海岸新区管辖区域内。据

中国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2 年，青岛港口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均保持中

国沿海港口第四位，外贸吞吐量保持全国沿海港口第二位、北方港口第一位。 

西海岸新区以海洋经济发展为主题，“四大国家战略”叠加优势突出。西海岸新

区是全国唯一一个以海洋经济发展为主题的国家级新区，承接海洋强国、军民融合两

大国家战略使命，成立之初战略定位为“四区一基地”1。经过多年建设发展，西海岸

新区经济发展迅速，《青岛西海岸新区（黄岛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西海岸新区十四五规划”）提出深度实施

“经略海洋、融合创新、自贸试验区和国家级新区体制机制创新”四大战略，西海岸

新区先行先试特质将进一步彰显。 

西海岸新区行政管理权限高，有助于协调各种资源保障，促进新区发展。西海岸

新区包括青岛市黄岛区全部行政区域，实行“政区合一”的管理体制，与黄岛区人民

政府合署办公，为“一套人马、两块牌子”。2018 年 1 月，《山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开始实施，赋予西海岸新区省级管理权限。例如，在重点项

目方面，西海岸新区符合条件的重大项目，省和青岛市人民政府应当将其优先纳入省、

市重点项目计划；在建设用地指标方面，“支持西海岸新区依法开展建设用地审批制

度改革，需要调整耕地占补平衡指标的，可以在省内有偿调剂使用”，“省海洋渔业等

有关部门应当结合西海岸新区发展规划和海洋经济建设发展需求，在围填海年度指标

上对西海岸新区实行单列管理”等；在专项债资金支持方面，《青岛西海岸新区高质

量发展行动方案（2022－2024 年）》明确提出“加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青岛西海岸

 
1 海洋科技自主创新领航区、深远海开发战略保障基地、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海洋经济国际合作先导区、陆海统筹发展试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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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重点项目建设的支持力度”。2022 年，西海岸新区新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 145.4

亿元，占青岛市发行总量的三分之一，涵盖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农林水利、保障性

安居工程等领域，专项债券平均利率 3%，与 LPR 利率计算相比，可节省财务费用

21.3 亿元。 

西海岸新区十四五规划提出重点构建“一核引领、双港驱动、三点布局、轴带贯

通、组团发展”的空间布局。其中，“一核引领”是指以自贸试验片区为核心，依托

前湾综合保税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经济合作区、桥头堡商务区等板块；“双港

驱动”是指以前湾港、董家口港两个世界级港口为依托；“三点布局”是指构建唐岛

湾区域、海洋高新区区域、董家口新港城区域三个动力源；“轴带贯通”是指以 204

国道至滨海沿线为轴带；“组团发展”是指依托功能区和特色小镇，统筹城乡融合发

展。 

 

 
       资料来源：西海岸新区十四五规划 

图 1.1  西海岸新区总体布局 

表 1.1  西海岸新区规划布局及前景目标 

规划布局 依托/动力源 前景目标 

一核引领 自贸实验片区 
依托前湾综合保税区、经济技术开

发区、国际经济合作区、桥头堡商

围绕国际贸易、海洋经济、航运物流、现代金融和

先进制造业等领域，聚焦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打造

http://www.lhrating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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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区等板块 开放发展主引擎 

双港驱动 
前湾港 依托前湾港、董家口港两个世界级

港口 

转型提升航运贸易、高端化工、新能源新材料、大

宗货物精深加工等临港产业，推动港城融合、产城

融合，促进东西互济、陆海联动 董家口港 

三点布局 

唐家湾区域 

构建唐岛湾区域、海洋高新区区

域、董家口新港城区域三个动力源 

聚焦金融服务、科技服务、商务服务、新经济等产

业，打造为金融科创总部中心 

海洋高新区区域 

聚焦海工装备、海洋生物医药、会展业、总部经

济，做强做大海工装备等海洋产业集群，打造全球

海洋中心城市主承载区重要功能引擎 

董家口新港城区域 

重点发展高端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现代物流及贸

易、大宗货物精深加工等产业，壮大临港产业集

群，打造港产城融合新标杆 

轴带贯通 204 国道至滨海沿线 

依托自贸试验区、联动上合示范

区，建设海空自贸走廊；依托高

校、科研院所及各类研发中心，建

设滨海科创走廊 

促进智变融合赋能产业升级，辐射带动新区及周边

区域创新发展 

组团发展 依托功能区和特色小镇 
统筹城乡融合发展，建设产城融合、功能完善的城

镇组团，形成“区域共进、全域融合”发展新局面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西海岸新区十四五规划整理 

 

二、 西海岸新区经济、产业与人口情况 

（一） 经济发展状况 

经过多年发展建设，西海岸新区成为青岛市经济的重要发展引擎。西海岸新区经

济总量稳居青岛市首位，贡献全市约三分之一 GDP。西海岸新区 GDP 位列全国 19

家国家级新区第 3 位，综合经济实力很强。受山东省内新旧动能转换、产业转型以及

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等因素影响，2018 年后西海岸新区 GDP 增速有所放缓。 

2022 年，西海岸新区实现 GDP4691.85 亿元，占青岛市 GDP 总量的 31.45%，连

续九年经济总量位居青岛市各区县首位，综合实力在全国 19 家国家级新区位列第 3

位，仅次于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增速方面，受益于新区成立前期政策支持

力度大、集中投资等因素，西海岸新区经济保持高速增长，GDP 增速连续多年领先全

市平均增速，但自 2018 年开始，受山东省内新旧动能转换、产业转型以及宏观经济

下行压力的增大等因素影响，西海岸新区 GDP 增速有所放缓。2022 年，西海岸新区

GDP 增速为 4.80%，高于全市 0.90 个百分点。2022 年，西海岸新区实现人均 GDP 

23.54 万元，位于全市第二。工业发展方面，2022 年，西海岸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6.5%，分别高于全国、全省、全市 2.9、1.4、2.7 个百分点；西海岸新区

工业经济总量占全市的 39.4%，对全市工业贡献度高达 64.2%，拉动作用明显。2023

年前三季度，西海岸新区实现 GDP 为 3650.31 亿元，位列全市第一。

http://www.lhrating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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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西海岸新区及全国统计公报                数据来源：青岛市及下辖区县统计公报 

图 2.1  西海岸新区 GDP 及增速              图 2.2  2022 年青岛市及下辖区县 GDP 及增速 

（二） 产业布局及成效 

西海岸新区十大功能区竞相发展，其中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青岛前湾综合保税

区、青岛国际经济合作区（青岛中德生态园），发展相对更成熟。西海岸新区目前已

经形成了汽车制造、家电电子、石油化工、船舶海工、机械装备、航运物流六大千亿

级产业集群，上市公司数量与市值在青岛市排名前列。十四五期间西海岸新区提出实

施制造业强区战略，顶格发展先进制造业。未来，西海岸新区将重点构造“5+3”工

业产业体系。 

从功能区布局来看，西海岸新区规划建设了十大功能区，每个功能区依托于自身

的区位优势，定位不同。其中，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青岛前湾综合保税区、青岛国

际经济合作区（青岛中德生态园）成立时间较早，发展相对更成熟。中国（山东）自

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系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三大片区之一，设立于 2019 年 8 月，

面积 52 平方公里，包括青岛前湾保税港区、青岛西海岸综合保税区、青岛经济技术

开发区、青岛国际经济合作区（中德生态园）四个功能区，政策优势叠加效应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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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西海岸新区政府官网 

图 2.3  西海岸新区十大功能区 

西海岸新区已经形成了汽车制造、家电电子、石油化工、船舶海工、机械装备、

航运物流六大千亿级产业集群，上市公司数量与市值在青岛市排名前列。西海岸新区

是我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和海洋新兴产业集聚区，目前已经形成了汽车制造、家

电电子、石油化工、船舶海工、机械装备、航运物流六大千亿级产业集群。从拥有的

上市公司资源来看，截至 2023 年 11 月 13 日，西海岸新区共拥有 A 股上市公司 11

家，总市值规模约 1395.19 亿元，上市公司数量与市值规模在青岛市市辖区中排名前

列。西海岸新区上市公司中民营企业占比约 60%。其中，市值在 300 亿元左右的 2

家，其余市值均在 100 亿元以下，大型上市公司较少。分行业看，主要集中于航运物

流、船舶海工、家电电子及机械装备等传统产业。 

表 2.1  西海岸新区六大支柱产业 

支柱产业 发展现状 “十四五”规划 代表企业 

航运物流 

拥有中国第二大港口青岛港，与世界上 180 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 700 多个港口有航线和贸易往来。

2022 年，青岛港口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均

保持中国沿海港口第四位，外贸吞吐量保持全国

沿海港口第二位、北方港口第一位。 

完成海洋国际合作平台联通工

程、城市渔港融合提升工程等

重点工程，打造国际航运贸易

中心。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简称“青岛港”，证券代码

“601298.SH”）、海丰国际控

股有限公司（证券简称“海丰国

际”，证券代码“1308.HK”） 

船舶海工 

中国北方重要的船舶制造和海洋工程基地，拥有

相关企业 100 多家，区域内海西湾国家级船舶海

工海洋工程产业基地是国家规划建设的四大造

船基地之一，也是国家级新型工业化船舶制造产

业示范基地和国家级船舶出口基地。2020 年，海

完成船舶海工产业创新转型工

程、海洋产业工业互联赋能工

程等重点工程，攻克该领域关

键技术，打造国际领先的船舶

海工基地。 

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

限公司、中船发动机有限公司、

海洋石油工程（青岛）有限公

司、青岛海西重机有限责任公

司 

http://www.lhrating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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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传统产业 GDP 近 1400 亿元，中科院海洋大科

学研究中心、中船海洋装备研究院等一批高端海

洋科研机构落户。 

家电电子 

中国北方最大的家电生产基地，现有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 88 家。2022 年，以西海岸新区为主要承

载地的智能家电产业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 

依托开发区，以数字化、智能

化、高端化为方向，重点发展家

电智能控制系统等智能家居关

键零部件，优化升级传统大家

电业，择优壮大特色小家电业。 

海尔集团公司、海信视像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海信

视 像 ” ， 证 券 代 码

“600060.SH”）、澳柯玛股份

有限公司（证券简称“澳柯玛”，

证券代码“600336.SH”）、青

岛松下电子部品（保税区）有限

公司、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青岛创新中心 

汽车制造 

中国北方最大的汽车生产基地，形成了乘用车、

特种车、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的产业链。现有

整车和零部件生产配套企业近 60 家。具备年产

70 万辆整车和发动机的生产能力。 

招引培育新能源汽车中高端品

牌整车厂，差异化发展中高端、

新型专用车，配套发展新能源

汽车和智能化关联服务产业加

快新能源汽车充电加氢等基础

设施建设。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青岛分公司、青岛中集专用

车有限公司、采埃孚商用车系

统（青岛）有限公司 

石油化工 
全国重要的安全环保型石化产业基地，现有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 197 家。 

依托黄岛石化区、董家口化工

园区等，以“炼化一体化、链群

集成化、产品高端化、绿色循环

化”为方向，规划建设炼化一体

化项目。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海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思远化工有限公司 

机械装备 

新区传统优势产业，包括橡胶机械、工矿设备、

纺织机械等行业领域，是中国最大的无梭纺织机

生产基地。 

依托开发区，以数字化、智能化

为方向，提升突破基础装备、基

础工艺、关键零部件技术水平，

重点发展智慧纺机、高档数控

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端装备，

打造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基地。 

青岛厚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青岛海佳机械有限公司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工业稳居首位，但产业结构由以工业为主逐渐向批发零售业转移。西海岸新区加

快新旧动能转换，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产业结构从 2015 年的 2.47：49.08：48.45 调

整至 2022 年的 1.97：35.89：62.14，第三产业占比明显提升。从各行业增加值来看，

工业增加值规模保持首位，但增速下降明显，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上升较大。 

西海岸新区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实施制造业强区战略，顶格发展先进制造业。

2023 年 11 月，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印发《青岛西海岸新区工业产业空间布局规

划》，提出将重点构建“5+3”工业产业体系，做大做强船舶海工、智能家电、高端化

工新材料、汽车、高端装备等五大传统优势产业，聚力突破“芯屏”、海洋生物医药、

人工智能等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其中，“芯屏”产业发展主阵地将布局在新区北部，

重点发展集成电路设计、芯片制造、封装测试、装备材料以及产业配套等全产业链，

引进培育新型显示产业链上游基础材料项目，培育壮大显示面板企业，着力发展显示

终端整机项目。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将围绕现有海洋生物医药产业链条，构建两大海洋

生物医药集聚区，重点发展以国际经济合作区为载体的基因检测等生命健康产业和以

海洋高新区为载体的中高端海洋生物制品、海洋功能食品和保健品产业。人工智能产

业方面，新区将重点打造 4 个人工智能产业片区，形成“软件+硬件+生态”人工智能

全产业链条集群。十三五期间，西海岸新区人才总量达 66 万人，占 2022 年末新区常

住人口的约三分之一，其中院士 67 人，省级以上高层次人才 620 人，高级职称专业

http://www.lhratings.com/


 

www.lhratings.com  研究报告 9 

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达 4.1 万人，新区高比例的人才储备能够为其产业发展提供人

才支撑。 

 

数据来源：西海岸新区统计公报                   数据来源：西海岸新区统计公报 

图 2.4  西海岸新区产业结构               图 2.5 各行业增加值增速变化情况（单位：%） 

   
数据来源：西海岸新区统计公报                数据来源：西海岸新区统计公报 

图 2.6  西海岸新区 2015 年（左图，单位：亿元）和 2022 年各行业增加值情况（右图，单位：

亿元） 

  

（三） 人口持续净流入 

西海岸新区对周边区县人口具有较强的“虹吸效应”，常住人口持续净流入，净

流入规模居市内首位。 

自 2014 年成立以来，西海岸新区凭借良好的战略定位、产业基础、腹地面积及

发展前景，对周边区县人口形成“虹吸效应”，其人口持续净流入，截至 2022 年末，

西海岸新区常住人口 199.35 万人，位于青岛市首位。从净流入规模来看，西海岸新

区第七次人口普查常住人口数较第六次普查增加 51.1 万人，净流入人口规模居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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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截至 2022 年末，西海岸新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82.86%。 

   
数据来源：西海岸新区统计公报                  数据来源：青岛市政府官网 

图 2.7  西海岸新区常住人口及城镇化率      图 2.8  2022 年青岛市及下辖区县人口情况 

三、 西海岸新区财政实力与债务情况 

（一） 财政实力 

西海岸新区地方综合财力在全市领先，对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较高。受土地及房地

产市场低迷影响，叠加减税降费政策，西海岸新区整体财力承压。 

2022 年，西海岸新区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23.29 亿元，位居青岛市下辖区县

首位，其中税收收入占比 68.82%。西海岸新区财政自给率保持较高水平。2019 年以

后受房地产行业逐步深度调控影响，西海岸新区政府性基金收入波动下降，2022 年，

西海岸新区实现政府性基金收入 211.01 亿元，位居青岛市下辖区县首位，其中实现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173.74 亿元。2023 年 1－9 月，西海岸新区实现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 210.2 亿元，同比增长 7.6%。 

 

数据来源：西海岸新区财政决算             数据来源：青岛市及下辖区县统计公报、财政决算 

图 3.1  西海岸新区地方综合财力              图 3.2  2022 年青岛市下辖区县地方综合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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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债务情况 

西海岸新区政府债务余额持续较快增长，地方政府债务率处于全市中游水平。发

债城投企业全部债务持续攀升，存量规模较大，面临一定偿债压力。 

西海岸新区自成立以来经济表现亮眼，但债务持续积累，截至 2022 年末，西海

岸新区地方政府债务率2为 102.85%，在青岛市 10 个区县中排名第 6。西海岸新区发

债城投企业全部债务规模较大，2022 年末西海岸新区（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城投企业

全部债务）/地方综合财力超过 500%，区域面临一定偿债压力。 

  

注：城投企业全部债务=短期借款+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应付票据+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应

付短期债券+长期借款+应付债券+租赁负债+长期应付款+永续债 

数据来源：西海岸新区财政决算、公开数据 

图 3.3  西海岸新区地方政府负债率及地方政府债务率 

四、 西海岸新区发债城投企业情况 

（一） 发债城投企业分布 

西海岸新区内的发债城投企业数量较多，大致可分为以青岛西海岸新区融合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融控集团”）和青岛西海岸新区海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为“海控集团”）为母公司的两大控股集团，两大集团分别服务于新区军

民融合和经略海洋战略，各子公司业务分别集中于不同的功能区，少数企业基建业务

范围存在重叠。 

2018 年 11 月，青岛市西海岸新区政府为了进行资源整合，布局新区的两大战略

——军民融合战略和经略海洋战略，在新一轮国企改革背景下，组建了融控集团和海

控集团两大控股集团。从股权结构来看，截至 2023 年 10 月末，西海岸新区内共存续

15 家发债城投企业，大致可以分为以融控集团和海控集团为母公司的两大集团，以

 
2 地方政府债务率=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地方综合财力×100%，地方综合财力=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上级补助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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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对独立的青岛西海岸公用事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用事业集团”）和青

岛海发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发集团”）2 家。 

从职能定位和基建业务区域范围来看，融控集团定位于军民融合战略，主要承担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古镇口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等区域的投资建设。海控集团定位

于经略海洋战略，主要承担青岛海洋高新区、西海岸国际旅游度假区、董家口循环经

济区等功能区及原黄岛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公用事业集团则为西海岸新区内最重要的

公用事业主体，业务涵盖自来水供应、污水处理、供暖和市政工程施工等。海发集团

作为由青岛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控股的市属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其土地整理、

基础设施建设和安置房建设业务主要集中于西海岸新区内的青岛灵山湾影视文化产

业区、灵山湾西片区、藏马山旅游度假区和山东自贸区青岛片区。 

 

青岛西海岸新区国有资产管理局

青岛西海岸新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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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青岛海高城市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为 2023 年新增发债主体，仅存续 1 只私募债；带底纹标识的为已发债城

投企业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图 4.1  截至 2023 年 10 月末西海岸新区发债城投企业股权结构 

（二） 发债城投企业债务分析 

西海岸新区城投企业债务增速较快，融控集团和海控集团全部债务规模较大，截

至 2023 年 9 月末，分别为 1196.34 亿元和 925.82 亿元。四大集团公司融资渠道以银

行借款和发行债券为主，非标占比不高，整体融资结构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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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各公司审计报告整理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各公司审计报告整理 

图 4.2  全部债务规模（单位：亿元）       图 4.3  2022 年末全部债务构成（单位：亿元） 

表 4.1  近年各公司融资渠道变化情况（单位：%）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各公司审计报告整理 

 

融控集团、海控集团和海发集团短期债务占比较高，债务结构有待优化。2024－

2025 年为西海岸新区发债城投企业债券到期行权高峰，分别为 543.75 亿元和 401.58

亿元，面临一定的集中偿付压力。截至 2023 年 9 月末，融控集团和海发集团短期债

务规模均超 400 亿元，且海发集团短期债务占比超过 50%，融控集团与海控集团短期

债务占比均接近 40%。从城投债券到期情况来看，西海岸新区发债城投企业存续债券

将于 2024－2025 年迎来高峰。其中融控集团下属子公司城发集团、海控集团和海发

集团本部 2024 年债券到期及行权回售规模均超过 85 亿元，融控集团本部和海控集团

下属子公司黄岛发展 2024 年债券到期及行权回售规模均超过 50 亿元，存在一定的债

券集中兑付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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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各公司审计报告整理 

图 4.4  截至 2023 年 9 月末各公司全部债务规模构成情况表 

（三） 城投债净融资以及二级市场表现 

西海岸新区城投债净融资持续为正。2022 年，城投企业融资环境整体收紧，西

海岸新区城投债净融资规模虽边际下降，但发行量保持增长，整体净融资规模较

大。 

2022 年 11 月，受资金面趋紧以及省内多地非标违约和商票逾期等负面舆情频

发的影响，山东省城投债利差开始大幅上行。2023 年 3 月以来，受益于山东省及地

市政府领导多次表态对风险防控高度重视，尤其是 7 月中央“一揽子化债方案”的

提出以及 8 月三部委加速落实金融支持化债等工作安排，市场信心逐步恢复，山东

省城投债信用利差震荡下行，青岛市和西海岸新区亦呈现相同特征。青岛市区域利

差水平显著低于山东省平均水平，西海岸新区信用利差表现自 2022 年 7 月后接近青

岛市平均水平。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根据 Wind 整理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图 4.5 西海岸新区城投债净融资情况          图 4.6  西海岸新区城投债二级信用利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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