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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Qinhuangdao City has made great efforts to build a coastal leisure international 
tourist resort. However, as the first coastal open cities, Qinhuangdao still has a certain gap 
compared with other coastal cities in term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his paper, Lianyungang, 
Yantai and Qingdao were chosen to be the benchmark cities for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pri-
mary, intermediate and advanced cities respectively. From the four latitudes of economic de-
velopment driving force, talent innovation competitiveness, humanistic international attrac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upport, there are 20 subdivisions. The indicators analyze the in-
ternationalization of Qinhuangdao city.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dex system, the article 
intends to visually show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nd strengths of Qinhuangdao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n international city, and provide decision-making basis for relevant de-
partments.  

 
Keywords 

Qinhuangdao, City Internationalization, Index System 

 
 

秦皇岛城市国际化指标体系构建及比较研究 

吕东珂1，张晓飞2*，丛丹阳2，杨腾皓2 
1东北石油大学秦皇岛校区，河北 秦皇岛 
2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管理学院，河北 秦皇岛 

 
 
收稿日期：2019年11月14日；录用日期：2019年11月28日；发布日期：2019年12月5日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mm
https://doi.org/10.12677/mm.2019.96088
https://doi.org/10.12677/mm.2019.96088
http://www.hanspub.org


吕东珂 等 
 

 

DOI: 10.12677/mm.2019.96088 731 现代管理 

 

 
 

摘  要 

近些年，秦皇岛市着力打造滨海休闲国际旅游度假区。但作为首批沿海开放城市，秦皇岛相比其它滨海

城市在国际化程度上还存在一定差距。本文将连云港，烟台和青岛分别作为初级、中级和高级城市国际

化的对标城市，从经济发展驱动力、人才创新竞争力、人文国际吸引力和生态环境支撑力四个纬度共20
个细分指标对秦皇岛城市国际化进行分析。文章拟通过指标体系的构建，直观地显示出秦皇岛在打造国

际化城市过程中的优劣势和发力点，为相关部门提供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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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市国际化水平是一个城市在国际化发展中与国际联系的密切程度，可以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予

以体现。秦皇岛作为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区位优势明显，自然资源丰富，具备发展国际化城市得天独厚

的优势条件。本文旨在构建具有秦皇岛特色的城市国际化评价指标体系。一方面通过与国内目标城市的

对比找到差距和不足，另一方面也能明确我们的优势，以期为未来工作提供思路，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使秦皇岛实现城市国际化。 

2. 秦皇岛城市国际化指标选择的依据 

2.1. 国际化指标的综合性 

目前在国外学者的指标体系构建中，多以城市的经济国际化为主要指标对象，如哥斯维德以经济实

力为核心从贸易、生产服务、跨国公司和金融等 11 个方面对国际化进行比较分析。诚然经济发达是国际

化的重要特征，但是真正的城市国际化是包含经济、文化、生态等诸多方面的复杂系统工程[1] [2] [3]。
所以在指标选择过程中，本文首先考虑的是指标的综合性，即从多方面进行考量，以期更全面地反映出

秦皇岛的实际情况。 

2.2. 国际化指标的代表性 

国际化指标的代表性是指所选择的指标要具有鲜明特点，具有重要的指示意义，符合新时代发展的

要求。因此，报告结合国内外众多研究成果，在指标选择上充分考虑指标能否体现秦皇岛与世界融合交

流的程度。比如经济国际化方面，将外贸依存度作为一个指标，充分反映秦皇岛对国际的影响。 

2.3. 国际化指标的可操作性 

国际化指标的可操作性体现三方面：一是避免指标过于繁杂，国内有学者的国际化指标 100 多个，

很多指标重复雷同，既增加工作量又无法突出重点。二是指标数据要易于获取。很多指标看似特色鲜明，

但是数据无法获取，也不能作为最终选择的对象。三是指标数据的可比较性。通过与对标城市的比较，

指标要能充分反映出秦皇岛的国际化发展现状和优劣势[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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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秦皇岛城市国际化指标体系的构建 

根据本文对国际城市的界定，本研究坚持系统性、层次性和可比性原则，同时充分考虑指标的代表

性和数据的可操作性构建多维度反映城市国际化特征的综合指标体系。本文参考目前国际化指标相关研

究成果，将国际化指标体系分为三个指标层次，分别是目标层、纬度层和指标层。从经济发展驱动力、

人才创新竞争力、人文国际吸引力和生态环境支撑力四个纬度共 20 个细分指标对秦皇岛城市国际化进行

分析。通过专家打分法和利用层次分析法[6]对不同指标赋以相应的权重(表 1)。 
 
Table 1. City internationalization index system of Qinhuangdao 
表 1. 秦皇岛城市国际化指标体系 

目标层 纬度层 权重 指标层 权重 

秦皇岛城市国

际化水平 

经济发展驱动力 0.25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0.0312 

人均 GDP(元) 0.0311 

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0.0310 

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 0.0313 

外贸依存度(%) 0.0313 

实际利用外货额(亿元) 0.0313 

港口货物吞吐量(万吨) 0.0314 

进出口总额(亿元) 0.0313 

人才创新竞争力 0.25 

高等院校数量(所) 0.0605 

每万人科技人员数量(人/万人) 0.0637 

拥有高等学历人口比例(%) 0.0623 

R&D 经费占 GDP 比重(%) 0.0635 

人文国际吸引力 0.25 

旅游外汇收入(亿元) 0.0645 

年入境旅游人数占本地人口比重(%) 0.0637 

年承办国际会展数量(个) 0.0616 

国家友好城市数量(个) 0.0602 

生态环境支撑力 0.25 

森林覆盖率(%) 0.0635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平方米/人) 0.0627 

万元 GDP 能耗(吨标准煤/万元) 0.0621 

空气质量指数(%) 0.0617 

3.1. 经济发展驱动力指标 

经济国际化是体现城市实力的重要方面，国际化城市在经济上表现为对全球市场和资源的管理和控

制能力，对产业链上下游的支配能力，对国际要素的依赖程度、对国际市场的占有份额等。在经济指标

选择方面我们主要从秦皇岛自身发展动力和与国际接轨程度两个角度出发。地区生产总值(GDP)是反映经

济总体状况最重要的指标。人均 GDP 反映一个城市的产出创造水平，反映政府在城市建设方面的投入取

向、投入能力与投入水平，是城市公共建设水平的体现[7]。而人均可支配收入则是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

指标，二者呈正相关性，即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居民生活水平越高。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体现一个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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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经济结构水平。我国已经将第三产业的占比提升到 51%，充分说明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进出口总额和外贸依存度分别从规模和比重两个角度反映了城市经济活动的开放性。全球化进程下形成

的国际化城市其资源、产品、服务的进口和出口大于一般城市，这是国际化城市形成的必要条件。实际

利用外资额体现出城市对国际资本和企业从事生产活动的吸引力。港口货物吞吐量是反映港口生产经营

活动成果的重要数量指标，也是衡量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量化参考依据，尤其是沿海城市更具有参考价值。 

3.2. 人才创新竞争力指标 

人才是城市发展和科技创新的重要资源，未来城市的竞争主要体现在人才资本的竞争。对于国际化

城市来说，城市高等教育水平，高素质人才比例是吸引国际企业，重要科研院所进驻的重要吸引力。高

等院校是城市高素质人才的重要输出地，根据人才地缘研究表明，高校聚集的城市更容易留住人才，成

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高等学历文凭的人口比例说明一个城市的外向度，因为拥有高等学历文凭的人

基本上都学习至少一门外语，这样会为外籍人口的工作和生活提供诸多方面，形成良好社区环境，成为

吸引外籍人口常住的重要因素。R&D 经费占 GDP 比重则是反映城市研发投入的重要指标，体现城市的

创新动力[8]。 

3.3. 人文国际吸引力指标 

人文国际化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经济国际化。城市文化越多元，社会越开放，对外籍人口的吸引力

就越大，外籍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就越高。秦皇岛具有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应该着力挖掘人文国际吸

引力，打造适宜外籍人口居住生活的人居环境，形成文化品牌。目前秦皇岛外籍常住人口较低，旅游吸

引力成为评价城市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因素，通过旅游外汇收入和入境旅游人数从经济效益和客源数量两

个角度来衡量城市的人文国际吸引力。随着国际知名度的不断提升，国际认可度也会不断提升，也增加

了承办大型国际会议、展览的能力，同时也会吸引国际友好城市的关注，扩大对外交流，进一步提升国

际影响力[9]。 

3.4. 生态环境支撑力指标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国家、地区和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生态环境对经济、社会、和文明的发

展起到重要支撑。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难以维系城市的发展。生态国际化指标与国际接轨，包括人居生

态环境和低碳环保。森林覆盖率不仅是反映城市的森林资源数量的重要指标，更是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

标志[10]。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是展示城市整体环境水平和居民生活质量的一项重要指标，城市生态环

境的直接体现。空气质量指数是近些年雾霾严重情况下，各城市国际指标体系中积极引入的一个重要指

标，体现生态宜居环境。万元 GDP 能耗是反映城市发展对能源依赖度的指标，从产业结构角度衡量生态

环境优劣。 

3.5. 国际化指标体系的计算 

1) 原始数据标准化处理。本文将细分指标权重设为 iβ ，利用标准化的方法对各城市原始指标数据进

行标准化处理，有效地消除指标量纲和数量的影响，提高指标间的关联度以便更全面直观的反映各城市

间指标的对比信息。假设有 m 个对比城市，i 个指标，Xmi 是第 m 个城市第 i 个指标(1 ≤ i ≤ 20)的值。 mix′

为标准化后的值： 

( )1 2

mi
mi

m

x m
x

x x x
×′ =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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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计算各指标的评价值。用第 i 个指标的标准化数值乘以该指标的权重 iβ ，得到该指标的评价值 Fmi： 

mi mi iF x β′= ×                                          (2) 

第 m 个城市的综合评价值为： 

m miF F= ∑                                          (3) 

4. 秦皇岛城市国际化指标的横向比较 

本文将连云港，烟台和青岛分别作为初级、中级和高级城市国际化的对标城市，四个城市同为首批

沿海开放城市，有很多相似之处(表 2)。从基础数据和指标体系两个层次对四个城市进行全方位比较分析。

通过与三个城市国际化指标的横向对比，可以找到秦皇岛城市国际化发展过程中的不足，明确我们的优

势和定位，为后续发展路径和策略的制定提供重要参考。 
 
Table 2. Basic data of benchmark cities 
表 2. 对标城市基础数据 

指标 秦皇岛 连云港(初级阶段国际化) 烟台(中级阶段国际化) 青岛(高级阶段国际化) 

地域面积 7813 km2 7615 km2 13,745 km2 11,282 km2 

海域面积 1805 km2 6677 km2 12,245 km2 12,200 km2 

海岸线长 162.7 km 162 km 909 km 816 km 

开放时间 1984 1984 1984 1984 

人口 309 万 450 万 701 万 902 万 

行政级别 地市级市 地市级市 地市级市 副省级计划单列市 

所辖区县 4 区 2 县 1 自治县 3 区 3 县 4 区 1 县 7 市 7 区 3 县 1 个国家级新区 

数据来源：2017 统计年鉴。 

4.1. 基础数据对比分析 

从基础数据可以看到，秦皇岛与连云港很多指标非常相似：地域面积都是 7000 多平方公里，海岸线

长度同为 162 公里，所以将连云港作为秦皇岛城市国际化初级对标城市最为恰当。在四个城市中秦皇岛

人口最少，只有 309 万人，人口密度为 395 人/平方公里，也是四个城市中最小的，仅为青岛人口密度(815
人/平方公里)的 1/2。一方面说明目前秦皇岛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和人才吸引力等方面还有待提高，另一

方面也说明秦皇岛后续可开发的空间非常大。 

4.2. 具体指标对比分析 

4.2.1. 维度指标层比较分析 
从总体评价值来看(表 3)，秦皇岛的国际化指数为 0.7772，高于连云港(0.571)，但是明显低于烟台

(1.0633)和青岛(1.5882)，其中青岛是秦皇岛的两倍多，说明秦皇岛在城市国际化水平上与烟台和青岛还

存在很大差距。从维度指标层看，秦皇岛在经济发展驱动力和四个方面已经全面超越连云港，但是低于

烟台和青岛。在人才创新竞争力方面，秦皇岛与烟台指数差距较小，说明秦皇岛人才后劲较足，可能与

秦皇岛地处京津冀核心地带，对于承接京津人才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但是人文国际吸引力方面明显低于

烟台和青岛，烟台是秦皇岛的近两倍，青岛更是高达三倍之多，说明秦皇岛在国际文化方面还需要投入

更多的精力。在生态环境支撑力方面秦皇岛具有明显优势，维度指数高于烟台，与青岛的差距也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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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秦皇岛的气候和生态环境是城市国际化进程中重要的核心竞争力之一，这也为秦皇岛后续制定城市

国际化战略指明了方向。 
 
Table 3. Comparison of city internationalization dimension indicators 
表 3. 城市国际化维度指标对比表 

维度指标 秦皇岛 连云港 烟台 青岛 

经济发展驱动力 0.1493 0.1384 0.2959 0.4160 

人才创新竞争力 0.2146 0.1801 0.2461 0.3592 

人文国际吸引力 0.1412 0.0647 0.2786 0.5156 

生态环境支撑力 0.2721 0.1878 0.2427 0.2974 

总体评价值 0.7772 0.571 1.0633 1.5882 

4.2.2. 具体指标比较分析 
通过对具体指标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在哪些方面存在差距和不足，做到有的放矢(表 4)。 

 
Table 4. Comparison of specific indicators of city internationalization 
表 4. 城市国际化具体指标比较 

具体指标 秦皇岛 连云港 烟台 青岛 

地区生产总值 0.0081 0.0144 0.0418 0.0605 

人均 GDP 0.0177 0.0216 0.0403 0.0448 

人均可支配收入 0.0322 0.0225 0.0315 0.0378 

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 0.0332 0.0280 0.0282 0.0358 

外贸依存度 0.0251 0.0164 0.0382 0.0454 

实际利用外资额 0.0097 0.0059 0.0349 0.0748 

港口货物吞吐量 0.0188 0.0223 0.0357 0.0489 

进出口总额 0.0045 0.0073 0.0454 0.0680 

高等院校数量 0.0477 0.0403 0.0587 0.0953 

每万人中科技人员数量 0.0541 0.0606 0.0654 0.0746 

拥有高等学历人口比例 0.0663 0.0412 0.0566 0.0852 

R&D 经费占 GDP 比重 0.0465 0.0379 0.0655 0.1041 

旅游外汇收入 0.0308 0.0033 0.0808 0.1431 

年入境旅游人数占本地人口比重 0.0709 0.0030 0.0656 0.1153 

年承办国际会议数量 0.0150 0.0257 0.0343 0.1714 

国际友好城市数量 0.0245 0.0327 0.0980 0.0857 

森林覆盖率 0.0776 0.0437 0.0664 0.0664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0.0740 0.0517 0.0726 0.0525 

万元 GDP 能耗 0.0614 0.0336 0.0377 0.1156 

空气质量指数 0.0591 0.0589 0.0660 0.0629 

 
1) 经济发展驱动力方面 
在经济方面的大多数指数中，秦皇岛与烟台、青岛的差距明显。秦皇岛的地区生产总值(GDP)太低，

仅为 1339 亿元，与中等国际化城市 5000 亿元 GDP 水平相去较远。连云港是秦皇到的将近两倍，烟台和

https://doi.org/10.12677/mm.2019.96088


吕东珂 等 
 

 

DOI: 10.12677/mm.2019.96088 736 现代管理 

 

青岛的 GDP 分别是秦皇岛的 5 倍和 7 倍多。在进出口总额和港口货物吞吐量方面与三个城市也有一定的

差距，其中烟台的进出口总额整整是秦皇岛的 10 倍。充分说明秦皇岛港口产业在城市经济拉动方面的作

用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在沿海城市中缺乏竞争力。但是秦皇岛在人均可支配手(0.0322)、第三产业占

GDP (0.0332)比重两方面表现比较抢眼，甚至了超过中级对标城市烟台。说明秦皇岛藏富于民，居民生活

水平相对较好，产业经济结构更合理，服务业的比重相对较高，为城市国际化提供相对良好的社会生活

条件以及拉动消费，提升国际化水平的民生基础。在外贸依存度、实际利用外资额等方面均超过连云港。

其中外贸依存度体现一个城市参与国际市场的活跃度，说明秦皇岛在参与国际经济贸易方面具有一定的

活力，具备城市国际化的外向型潜力。 
2) 人才创新竞争力方面 
在人才方面，秦皇岛高校数量与烟台、青岛存在较大差距。同时在高等院校质量方面也有待提高。

目前秦皇岛市仅燕山大学，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在国内具有一定的知名度，而国家“双一流学科”建设

大学仅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一所。这种情况不仅难于适应城市国际化在人才培养方面的需要，也不利于

吸引更多的外籍学生到秦皇岛就学，应着力打造优势高校品牌，引进京津部分知名高校，形成秦皇岛高

校聚居效应，提升秦皇岛国际吸引力。值得一提的是秦皇岛的高等学历人口比例(0.0663)较高，在其他三

个城市中仅次于青岛(0.0852)。这一点非常可喜，说明秦皇岛具备较好高素质人才储备和良好的语言环境，

这可能与秦皇岛历史积淀有一定关系。在科技创新方面，秦皇岛每万人中科技人员数量(0.0541)和 R&D
经费占比(0.0465)都不甚理想。二者实际上成正相关性，科研投入的强度越大，对科技人才的吸引力就越

强。反过来科技人才的可获得性和规模化也会对高新技术产业形成有效吸引，产生聚集效应。虽然近些

年秦皇岛市不断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力度，科技人才比例也在逐年上升，但是还有很大的上升空

间。需要相关部门在人才引进政策、资金扶持力度和企业营商环境上多下功夫。 
3) 人文国际吸引力方面 
在人文吸引力方面，从入境旅游和国际交流这两个角度加以分析。秦皇岛在旅游外汇收入方面与青

岛、烟台差距较大，从旅游外汇收入指数上看，而烟台(0.0808)是秦皇岛(0.0308)的 2 倍多，青岛(0.1431)
将近是秦皇岛的 5 倍，国际吸引力还有待提升。2016 年秦皇岛接待入境游客 29.12 万人次，连云港仅为

2.26 万人次。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秦皇岛在国际上具有较强的知名度，要想打造秦皇岛城市国际化，旅游

是我们最好的名片和资源。引进来的同时还要走出去，在国际交流方面，秦皇岛的发展就表现出明显的

活力不足。国际友好城市方面，秦皇岛仅有 6 个，四个城市最少。友好城市可以加强城市间互动，互派

留学生，访问学者等活动的频繁可以提升城市知名度。在承办国际会展方面秦皇岛表现也不尽如人意。

2016 年可查的国际性会展仅有 5 个，这其中还包括国际马拉松赛事。究其原因秦皇岛在会展方面受到京

津的严重冲击，吸引力大大下降。值得注意的是 2016 年秦皇岛举办京津冀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中国能

源互联网大会具有重大意义，说明秦皇岛正从本土的节庆会展向承接京津冀会展转型。连云港的国际会

议也不算多，但连云港市作为永久性举办城市将新亚欧大陆桥安全走廊国际执法合作论坛(简称连云港论

坛)固定下来，值得借鉴。秦皇岛也应该充分利用良好的区位和环境优势，努力争取将一些大型的国际会

展承接下来定期在我市召开，形成常态化。相比之下，青岛每年举办大型国际会展 80 个以上，2017 年

更是达到 100 个。近些年 APEC 贸易部长会、第二次高官会及工商理事会系列会议等一系列国际瞩目、

影响深远的重大会议活动先后在青岛成功举办，进一步扩大了青岛作为会议目的地城市的国际影响力。

一个城市会展业对城市品牌和经济的推动作用是十分显著的，当然这需要在会展服务政策、会展配套设

施等方面下大功夫。秦皇岛有丰富的旅游资源，良好的生态环境，一定要在承接京津会展上做文章，秦

皇岛国际会展中心已经建成，希望能对拉动秦皇岛会展业起到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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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态环境支撑力方面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城市宜居的重要载体。外籍居民在城市选择上都会将生态环境的好坏作为一个重要

参考，因此良好的环境是提升国际吸引力的有力武器。秦皇岛市近些年大力加强对环境的保护和治理工作，

河流和海域水质持续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森林城市“三城同创”使城乡面貌发生可

喜变化。从森林覆盖率(0.0776)上看，秦皇岛都处于领先地位。秦皇岛森林覆盖率高达 46.75%，比世界 31%
的平均水平高出 15 个百分点，在四个城市中也是最高的，充分说明秦皇岛森林资源丰富程度。其中北戴河

森林覆盖率更是高达 54%，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北戴河新区打造滨海森林康养产业的优势所在。在人均

公共绿地面积指数(0.0740)上也领先于其他三个城市，体现我市在城市绿化和良好人居环境方面的优势。在

空气质量指数方面没有明显的优势，这与森林覆盖率高并不矛盾，虽然也是沿海城市，但是地处环渤海经

济圈，受北京、天津、唐山等地影响，空气质量受到一定影响，但 2016 年达标天数认仍达到 280 多天。 

5. 秦皇岛实现城市国际化的对策建议 

根据具体指数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秦皇岛在经济发展动力、人才创新以及人文国际方面存在差距，

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多点发力，最后形成推动秦皇岛城市国际化的合力。 

5.1. 大力发展港口经济 

秦皇岛因港而生，依港而建，港城一体，两者俱兴。港口是带动和促进沿海城市经济发展的“引擎，”

是集聚世界资源要素的“聚宝盆”，是城市生态与文化文明的“源泉”，是城市国际化的“桥梁”与“窗

口”。秦皇岛必须发挥好港口优势，把握时机，统筹规划临港综合保税区，并逐步建设成临港自由贸易

区。将秦皇岛港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世界级自由贸易港和游轮母港，使秦皇岛成为享誉国际的国际港口

城和世界级的国际旅游城。 

5.2. 大力推行人才聚集战略 

人才是技术创新和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秦皇岛必须实施人才聚集战略，通过人才吸引不断提升秦

皇岛的国际化水平。首先要制定具有吸引力的人才扶持政策留住人才。在薪资、子女入学、后期上升空

间等方面下大力气，要有壮士断臂的精神，集中有限资金，吸引高层次人才。其次要吸引外籍人士来秦

工作，不断提升外籍人士的人口比例，通过区域规划打造精品小镇为外籍人士聚居提供空间支撑，逐渐

形成有特色的外籍人才聚集区，形成虹吸效应，提升秦皇岛国际吸引力。 

5.3. 努力培育国际文化氛围 

秦皇岛历史文化厚重，在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同时，要与时俱进，努力培育国际文化氛围。这一点

可以借鉴泰国的城市国际化建设。泰国本国文化特色鲜明，但是却很好地与西方文化相融合，一个最主

要的原因就是文化的多元化。例如西餐的普及，英语的普及，以及夜生活的丰富，这些元素是构成西方

文化的重要内容。通过区域性的，逐步的培育国际人士能够适应的生活和工作文化环境，打造京津外籍

人士休闲后花园，形成独特的国际化城市品牌。 

5.4. 重点打造休闲康养产业 

秦皇岛生态环境优越，而且还是我国首批全域旅游和康养示范城市。秦皇岛要充分利用好这些优势

资源，围绕康养和旅游打造国际休闲养生城市。以旅游和为链条，以北戴河生命健康医疗养老示范城、

山海关传统特色文化古城、海港商贸自由休闲娱乐购物区、北部山区特色农庄和酒庄为重要节点，打造

生态康养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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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综上说述，秦皇岛在经济国际化水平、科技创新竞争力和人文国际吸引力方面均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但其中不乏个别指标有较好的表现，如第三产业、人才储备、旅游资源等，如果我们能够合理布局，会

有较大发展。相比而言，生态环境国际化水平方面优势明显，尤其是森林覆盖率和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在

四个城市中处于领先地位。那么在四个维度指标权重相同的前提下，优势指标维度将成为秦皇岛城市国

际化建设中优先发展的对象。相关部门领导更加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以其为城市发展载体，继续优化产

业结构，大力推进人才策略，大力发展港口经济和旅游产业，阶段性建成专业性国际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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