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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河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研究》，是２０１２年度由河北省委
省政府领导交办，省社会科学院承担完成的重大课题研究成果。党
的十八大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确保到２０２０年实现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同时指出，要创新开放模式，促进沿海内陆沿
边开放优势互补，形成引领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开放区域，培育
带动区域发展的开放高地。河北作为东部沿海省份，理应在构筑区
域经济发展新格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走得更快一些。
２０１１年，国家批准实施《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河北沿海

地区发展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省第八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要举全省
之力打造曹妃甸新区和渤海新区两大增长极，建设沿海经济隆起
带。为发挥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支撑作用，更好地促进河北沿海地
区发展，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组织骨干力量，对有关河北沿海地区经
济发展的系列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组织专家团队深入我省秦、
唐、沧三市及天津、山东、辽宁沿海地区进行了考察调研，同时邀
请国内专家召开了河北沿海地区发展学术研讨会，多维度把脉河北
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在此基础上，完成了系列成果，并编辑形成此
书。

纵观人类文明的历史，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走向依次是由森林
到草原、再到平原和河流，然后到沿海。工业文明和现代化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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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证明，沿海是生产和交换效率最高的地方，谁先做沿海的文
章，谁就能获得发展的先机。河北省与我国东部先进省份的差距不
在农业、不在传统工业，甚至不在服务业，而是在沿海和港口经
济。

从世界范围看，当前全球３ ／ ４的大城市、７０％的工业资本、
７０％的人口都集中在距海岸约２００公里以内的沿海地带，世界最发
达的都市经济圈、经济带也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全球临港经济占
世界经济ＧＤＰ总量的６０％以上，９５％以上的货物流通量是由海运
完成的。美国大西洋经济带和沿太平洋经济带的开发、日本太平洋
沿岸城市带的发展、韩国沿海经济带的开发，都是当今世界沿海区
域发展战略的成功范例。从我国的实践看，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
珠三角、长三角区域的各省市，无不以沿海开发、走海洋发展之路
实现了率先崛起。依托沿海港口资源优势做大做强沿海经济，进而
带动腹地发展，已经成为高效率配置资源、低成本交换产品、快捷
化融入世界经济的最佳路径。

从河北实际看，我省地处环渤海经济圈和东北亚经济圈的关键
地区，内环京津、外延渤海，区位、港口、资源、腹地优势明显，
发展沿海经济的条件得天独厚。加快河北沿海地区发展，推动生产
要素向沿海地区转移，将沿海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打造
沿海经济隆起带，促进河北沿海城市群的加速崛起，对于优化河北
省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实现全省经济跨越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加快河北沿海地区发展首先要确立面向海洋建设经济强省的全
新发展理念。一是要强化我省是东部沿海省份这样一种自我认知和
自信。我省有沿海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建设
成沿海经济强省。二是要转变传统的战略思维，更积极地面向海
洋、走向海洋、利用海洋，扩大开放，更积极地参加国际国内分工
与协作，努力跻身于沿海强省之列。三是要有区域协同观念。虽然
秦、唐、沧地区是带动河北全省发展的前沿高地，但沿海强省是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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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全省１１个设区市在内的统一整体，１１个设区市又包括１７２个县
（市、区）这些次一级的区域单元，它们在整体系统中发挥各自的
功能。只有建立沿海与内陆的互动、联动发展机制，才能实现全省
的快速发展。同时，要时刻注意国内外现代化发展的最新趋势，用
前瞻性和创新性的思维谋划发展、推动发展、实现发展。

加快河北沿海地区发展核心是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河北经
济增长方式的最突出问题，是“以资源推动为主动力的内循环”。
资源推动说明我省的投入和生产不适应新型工业化的发展要求，要
素配置的效率不高，内循环说明我省的产出和效益难以实现最大
化，因为大部分产品和服务走不出去，只是在国内省内甚至市内的
市场交换中完成低值循环，丢失了财富。多年的实践表明，这种经
济增长方式，很难获得持久的发展能力，也很难步入良性循环的轨
道。所以，加快河北沿海地区发展，建设沿海经济隆起带，就是要
将沿海的优势进行充分发掘、整合，通过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将资
源推动为主动力的内循环转变为“以资本和技术推动为主动力、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为媒介的外循环”，通过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
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通过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经济社会与
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加快沿海地区发展关键是实施好《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
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要按照国家《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的
总体要求，高质量落实沿海地区发展的各项任务，采取大规模开发
与重点梯次推进相结合的办法，加快打造曹妃甸新区、渤海新区两
大增长极，注重源头性的大项目招商与能够带来人气、财气的中小
项目引进，高质量发展钢铁、装备制造、石化、物流等临港产业，
高水平利用深水岸线和临港资源，实现沿海的大开放、大发展，将
河北沿海地区建成环渤海地区新兴增长区域、京津城市功能拓展和
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全国重要的新型工业化基地、我国开放合
作的新高地和北方沿海生态良好的宜居区。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书的研究是针对河北沿海地区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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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系列具体问题而展开，旨在探讨加快河北沿海地区发展的思路
与对策，主要内容包括打造战略增长极、临港及海洋产业发展、海
洋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人才开发利用、投融资对策、港城互
动发展等。各项研究在国内外经验借鉴的基础上，重点剖析影响河
北沿海地区发展的主要因素，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以期为
省委省政府和有关部门决策提供理论参考，为建设经济强省提供智
力支持。

周文夫
２０１２年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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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河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
面临的重大问题及战略思路

沿海地区是世界经济最活跃和最具发展潜力的区域，也是河北
省实现跨越发展的重要源泉。《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上升为国
家战略，标志着河北沿海地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面对前所
未有的历史机遇，河北沿海地区将如何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顺应
国际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加速、沿海地区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积极
吸引和承接生产要素向沿海地区聚集，加快港口、产业、城市的融
合发展，构建带动全省经济发展的沿海经济隆起带，是河北沿海地
区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本文将从沿海经济发展的基本理论开始，
在对河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
上，充分借鉴国内外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提出加快河北沿海
地区发展崛起的对策建议。

第一节　 国内外关于沿海经济的相关理论及实践

一、 沿海经济及相关理论

（一）沿海经济
沿海经济，又称临海经济、临港经济，是指在社会劳动地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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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基础上，依托沿海地带的区位和资源优势，以港口及港口资源
的开发利用为核心，港口城市为载体，综合运输体系为动脉，港口
相关产业为支撑，通过海岸带及其周边地区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和
有效组合，形成的具有经济辐射作用的沿海经济区域。沿海经济发
展是随着外向型经济发展而逐步形成的，是经济全球化、国际化发
展导致的全球贸易和社会分工的必然结果。沿海经济具有典型的外
向型经济的特点，可以较为便利地得到国外及区域外的资源，利用
港口加工区内的加工工业的聚集和加工贸易的发展带动本地区经济
的发展，也是带动内陆地区与沿海区域经济良性互动发展，形成区
域经济发展增长极的有效手段。

沿海经济的发展过程是充分发挥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通过合
理的地域产业分工，在全区域内优化配置生产要素，推动区域经济
协调发展以提高沿海及其内陆区域经济总体效益的动态过程。沿海
经济带的最大特点表现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其内容包括产品和要素
市场一体化、产业布局与结构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一
体化，等等。沿海经济带是沿海经济的运行载体与具体实践地，沿
海经济是对沿海经济带发展模式的高度概括及其实践的理论升华。

（二）河北沿海地区的范围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批复的《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① 指

出，河北沿海地区范围为秦皇岛、唐山、沧州三市所辖行政区域，
共３７个县（市、区），陆域总面积３ ５７万平方公里，大陆海岸线
长４８７公里，海域面积０ ７万平方公里。《河北省沿海地区总体规
划》② 指出，沿海前沿地带包括沿海的１１个县（市、区）、９个产
业功能区、１路、１带，陆域总面积１ １５万平方公里。１１个县
（市、区）分别是山海关区、海港区、北戴河区、抚宁县、昌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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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的通知》，［２０１１］２５９２号，２０１１年１１月
２７日。

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４日印发《河北省沿海地区总体规划》冀政办函件
［２０１２］１４号。



县、乐亭县、滦南县、曹妃甸区①、丰南区、黄骅市、海兴县。９
个产业功能区是北戴河新区、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曹妃甸新
区、乐亭新区、丰南沿海工业区、芦汉新区、渤海新区、冀中南工
业聚集区、冀东北工业聚集区。１路为滨海公路沿线，全长３０３公
里（不含天津段约６０公里）。１带为沿海经济带，包括沿海产业
带、城市带、人口带和滨海旅游带。

（三）沿海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
１ 增长极理论。最早由佛朗索瓦·佩鲁提出。汉森对这一理

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总结。该理论从物理学的“磁极”概念引
申而来，认为受力场的经济空间中存在着若干个中心或极，产生类
似“磁极”作用的各种离心力和向心力，每一个中心的吸引力和
排斥力都产生相互交汇的一定范围的“场”。这个增长极可以是部
门的，也可以是区域的。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区域经济的发展主
要依靠条件较好的少数地区和少数产业带动，应把少数区位条件好
的地区和少数条件好的产业培育成经济增长极。通过增长极的极化
和扩散效应，影响和带动周边地区和其他产业发展。增长极的极化
效应主要表现为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向极点聚集；扩散效
应主要表现为生产要素向外围转移。在发展的初级阶段，极化效应
占居主导地位，当增长极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极化效应削弱，扩散
效应加强。

增长极理论说明，经济增长并不总是均衡地出现在所有地方，
而是以不同的强度出现在一些增长极上，并最终对整个经济产生扩
散性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实现经济的快速、均衡发展，应该选
择特定的地理空间作为增长极。因而，主张通过政府的作用来集中
投资，加快若干条件较好的区域或产业的发展，进而带动周边地区
或其他产业发展。但增长极理论忽略了在注重培育区域或产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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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１日，国务院决定撤销唐海县，设立唐山市曹妃甸区，曹妃甸区包括原来的唐
海全境、曹妃甸工业区、生态城、原滦南县柳赞镇、原丰南区滨海镇。



极的过程中，也可能加大区域增长极与周边地区的贫富差距和产业
增长极与其他产业的不配套，影响周边地区和其他产业的发展。
２ 点轴开发理论。点轴开发模式是增长极理论的延伸，最早

由波兰经济学家萨伦巴和马利士提出。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看，
经济中心总是首先集中在少数条件较好的区位，成斑点状分布。这
种经济中心既可称为区域增长极，也是点轴开发模式的点。随着经
济发展，经济中心逐渐增加，点与点之间，由于生产要素交换需要
交通线路以及动力供应线、水源供应线等，相互连接起来这就是轴
线。这些轴线，如铁路、公路、河流航线的建立，使连接地区的人
流和物流迅速增加，生产和运输成本降低，形成了有利的区位条件
和投资环境。产业和人口向交通干线聚集，使交通干线连接地区成
为经济增长点，沿线成为经济增长轴。经济逐渐从发达区域大大小
小的经济中心（点）沿交通线路向不发达区域纵深地发展推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沿海地区生产力布局和区域经济开发基本上
是按照点轴开发的战略模式逐步展开的。特别是中科院地理所提出
并系统阐述的，我国应重点开发沿海轴线和长江沿岸轴线，由此形
成“Ｔ”字型战略布局。改革开放之初确定的１４个沿海开放城市、
３个经济特区到各省沿海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点轴开发的理论脉
络是十分清晰的。
３ 梯度开发理论。源于弗农提出的工业生产生命周期阶段理

论。区域经济学家将这一理论引入到区域经济学中，成为制定国家
或区域经济开发战略的基本理论之一。该理论认为，创新活动是决
定区域发展梯度层次的决定性因素，而创新活动大都发生在高梯度
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及生命周期阶段的变化，生产活动逐渐从高
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转移，而这种梯度转移过程主要是通过多层
次的城市系统扩展开来的。在国家或大地区经济开发中，应按照各
地区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由高到低，依次分期逐步开发。发达地
区应首先加快发展，然后通过产业和要素向较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
区转移，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梯度开发理论把经济效率放在区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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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发展和生产力布局的首位，主张发达地区应首先加快发展，然后
通过产业和要素向较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转移，以带动整个经济
的发展。

根据梯度开发理论，我国幅员辽阔，东中西部生产力发展水
平、经济技术水平和社会发展基础差异较大，客观上也存在着经济
技术梯度。因此，国家开始实施沿海地区优先开放战略，让有条件
的高梯度地区即沿海地区引进和掌握先进技术，率先发展一步，然
后逐步向处于二级、三级、四级梯度的地区推移，以期随着经济的
发展、推移速度的加快，逐步达到缩小地区差距、实现经济布局和
发展相对均衡的目的。
４ 工业区位理论。韦伯为代表的工业区位理论是临港产业区

建立的重要理论依据。韦伯认为，工业布局是以降低生产成本为准
则。区位因子决定生产场所，将企业吸引到生产费用最小、节约费
用最大的地点。港口由于面向市场，又靠近原料产地，具有运费最
低的优势，成为很多工业门类的最佳生产区位。进入２０世纪，随
着大宗货物运输产生的海运革命显著降低了长距离海洋运输的成
本，能源和原材料出口与消费市场的地域分隔、海运及港口装卸技
术的快速发展，使依托港口空间的临港产业区逐步成长为区域经济
的增长极，最终形成绵长的沿海经济带。
５ 非均衡发展理论。美国经济学家Ａ·赫希曼的区域非均衡

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发展的过程在空间上并不是同时产生和均匀扩
散的，而一旦出现在某处，会产生巨大的集聚经济效应和扩散效
应，将要素吸引到该地区集聚形成增长极，使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加
速，同时，带动周边区域的发展。政府应当优先发展条件较好的地
区，以寻求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通过扩散效应
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沿海地区通常拥有优越的区位条件、发达的
港口、内陆运输体系，是国家对外开放、内引外联的窗口与纽带。
这些优势使沿海地区既能吸纳和集聚内陆的经济能量，又可以通过
海上大通道，更加容易地超越地理的空间界限，大跨度地直接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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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大循环，在世界范围内吸纳和集聚生产力的各
种要素。沿海地区的特点决定了其发展更容易影响和带动周边产业
的发展，形成生产要素的扩散效应。

二、 国内外沿海经济发展历程

（一）国外沿海经济发展历程
沿海经济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随着经济发展和港口功能的拓

展逐渐丰富起来的。在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沿海地区的经济以渔
业、种植业和手工业为主，港口功能较为单一，主要以渔港为主。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分工细化和区域贸易的增多，沿海港口的功能
才得以拓展，出现了捕鱼、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较为多样的功
能，临海经济还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

现代意义上的沿海经济起源于１６世纪的欧洲。１７世纪以后，
一些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优势地位、航海业发达的欧洲国家，相继把
著名的港口城市开辟为自由港和自由贸易区，如德国的汉堡、丹麦
的哥本哈根等，形成了临港经济为核心、沿海公路、水路交通运输
网络为轴线的沿海经济发展模式。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后，随着战后
经济的复苏和海运技术的日趋成熟，沿海经济在自由贸易区为特征
的临港经济基础上发展和演变，逐渐形成以出口加工区为主要载
体，对外贸易、转口贸易、旅游业等多种产业的经济综合体。到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由于长距离海洋输运成本低廉和国际交往的便
利，以重化工为主体的现代工业更为明显地向沿海地区聚集，依托
港口空间的沿海经济带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密集区。各国纷纷在沿
海地区布局大型港口，发展临港重化工业、出口加工业等临港产
业，形成了以沿海地区为核心的区域经济的增长极。此后一个时
期，日本、韩国等通过发展临海工业，经济快速增长，成为世界经
济史上发展的一个奇迹。目前，全球６０％左右的大城市、工业资
本和人口集中在距海岸１００公里以内的地带，沿海经济带已成为牵
引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美国大西洋沿岸和五大湖区、日本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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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沿岸、英国伦敦、欧洲巴黎至阿姆斯特丹等五大城市群
（带）均分布在沿海地区。

（二）国内沿海经济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到２０世纪末，我国沿海的对外开放经历了两轮发展

高潮。第一轮是以“珠三角”为代表，通过“三来一补”和“两
头在外”的贸易形式和生产方式，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领头羊；
第二轮是以“长三角”为代表，依靠广阔的腹地和良好的生产配
套能力，吸引大批国内外大中型企业进入。
１９８０年开始，国家先后建立了珠海、汕头、深圳、厦门和海

南省５个经济特区；１９８４年，开放了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
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广州、湛江、北海等
１４个沿海城市；此后，一批沿海城市被陆续辟为沿海开放区，初
步形成了沿海经济开放带。上世纪９０年代，国家开始全面开发开
放上海浦东新区，沿海地区全方位、多层次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
成。进入２１世纪，国家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了沿海地区发展布局，
天津滨海新区、辽宁沿海经济带、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山
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江苏沿海地区、海峡西岸经济区、广西北部湾
经济区陆续上升为国家级规划层面，沿海区域开发迈向一个新的发
展阶段。

目前，我国近一半的ＧＤＰ主要是产生在距离沿海２００公里的
６２个地级市，沿海地区用不到３０％的陆域土地吸引了８０％以上的
外来直接投资，生产了９０％以上的出口产品。发展沿海经济，打
造沿海经济带已经成为新时期、新阶段各地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的共
同的战略选择。

（三）河北省沿海经济战略的形成与发展
我省沿海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改革开放初期，

我省经济主要沿京广、京山铁路两侧的山前平原进行布局。上世纪
８０年代中期，我省提出实施“山海坝”的发展战略，经济发展视
野开始由内陆拓展到沿海。到了９０年代，我省对沿海经济的认识

７

第一章　 河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及战略思路



进一步深化，提出了“环首都、环渤海”的两环开放带动战略，
沿海地区成为我省生产力布局的重要区域。

进入２１世纪，河北沿海地区开发步伐明显加快。２００５年，省
第七次党代会提出了建设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强省的战略目标，我省
经济发展重心开始全面转向沿海。２０１１年，《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
划》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省第八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要“着力抓
好沿海经济隆起带建设，举全省之力打造曹妃甸新区和渤海新区两
大增长极”，对沿海地区发展的重视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沿海地
区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第二节　 河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与战略基础

一、 加快河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发展沿海地区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实现区
域经济加速发展的重要途径

从世界范围来看，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任
何一个地区要加快发展，都必须更加积极地投身于全球经济一体化
的进程之中，都必须更加充分、高效地参与全球生产要素的重新分
配和竞争。世界经济发展的历程和经验表明，沿海地区与全球的联
系最为直接、最为密切、最为便捷，也是世界经济重要的增长极和
繁荣地。从全球看，全球３ ／ ４的大城市、７０％的工业资本、７０％的
人口都集中在距海岸２００公里左右的沿海地带，世界最发达的都市
经济圈、经济带也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全球临港经济占世界经济
ＧＤＰ总量的６０％以上，９５％以上的货物流通量是由海运完成的。
美国大西洋经济带和沿太平洋经济带的开发、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
带的发展、韩国沿海经济带的开发，都是当今世界沿海区域发展战
略的成功范例。依托沿海港口资源优势做大做强沿海经济，进而带
动腹地发展，已经成为低成本配置资源、交换产品、融入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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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佳路径。从我国经济的发展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珠三
角、长三角区域的各省市，无不以沿海开发、走海洋发展之路实现
了率先崛起。某种意义上讲，加快发展沿海经济已经成为提升国家
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必由之路。随着世界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未来
加快发展沿海地区，推进生产力布局向沿海转移仍将是我国实现现
代化的重要选择，也将是区域经济加速发展的重要途径。

（二）加快河北沿海地区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有
利于提升环渤海地区的综合实力，实现京津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进入新世纪，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作出了加
快环渤海地区开发开放的战略决策，环渤海地区正在成为继“珠
三角”、“长三角”之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又一重要引擎。河北
省作为我国四大行政区唯一的连接省份，地处环渤海经济圈和东北
亚经济圈的关键地区，是我国经济由东向西扩散、由南向北转移的
交汇点和连接点，其腹地涵盖华北、东北、西北和中原，涉及人口
占全国总人口的近三成。河北省的发展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具有深远
的影响和重要的战略意义。加快建设河北省沿海地区不仅将使河北
成为中国新的开放热点和经济增长点，也可以与天津滨海新区、辽
宁沿海地区、山东黄蓝经济区发展优势互补、遥相呼应，提升环渤
海地区整体竞争力，形成中国沿海地区全面开放的崭新格局，对于
完善我国沿海地区生产力布局，带动中原、东北、西北、华北内陆
省市与沿海地区的良性互动，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三）加快沿海地区发展是我省将沿海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
展优势，实现经济跨越发展的必然选择

沿海地区开发建设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是加快现代
化的一条捷径。河北省拥有优越的海岸线资源和港口资源优势，内
环京津、外延渤海，区位优势独特，工业基础雄厚、交通发达、文
化底蕴深厚，有良好的发展基础。但长期以来，我省的沿海优势却
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加快沿海地区发展有利于将我省沿海的资源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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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变为经济的发展优势，有利于形成依托海洋资源、以临港产业为
龙头、沿海城市群为纽带，充满活力和竞争力的沿海区域增长极，
有利于带动内陆地区、贫困落后地区加快发展，对于实现全省经济
跨越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四）加快沿海地区发展是优化河北省产业结构，促进区域产
业合理布局，是实现产业与经济良性互动发展的客观要求

长期以来，河北省拥有优良的港口岸线资源，却将发展的重心
放在京广、京秦铁路沿线的山前平原地带，内环京津两大都市，却
没有形成一个合理的区域产业分工协作体系，走了一条资源依赖、
产值效益不高的内陆型的经济发展道路。加快河北省沿海地区开发
建设，将有利于发挥河北沿渤海、环京津的区位优势，加速推进生
产要素向沿海积聚，带动京津冀地区钢铁、石化、电力、重型装备
制造等产业向沿海布局，优化我省生产力的区域布局；加快河北沿
海地区开发建设，对于培育壮大临港产业，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推动重化工业转型升级，构筑循环经济型的现代产业体系，推
进河北新型工业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加快河北沿海地区的开发与
发展，有利于河北各地进一步明确功能和定位，找准自身优势和特
色，扬长避短，主动形成与天津、辽宁、山东错位发展、配套发展
的观念，主动发展与京津对接的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对于建设面向
京津的加工基地和配套基地、建设沿海经济隆起带，形成与天津、
辽宁、山东错位发展的临港产业发展新格局，实现环渤海与区域经
济的良性互动具有重要意义。

（五）加快沿海地区发展有利于推动河北沿海城市群的加速崛
起，对协调沿海与内陆腹地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是重要的要素聚集区和经济辐射源泉。沿海地区是城市群
发展的主要地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海地区出现了珠江三角
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三大经济活动密集区域，都有数个具
有国际影响的大都市作支持。河北省城市化发展速度较慢，缺少有
强大辐射带动作用的中心城市和沿海大都市，中等城市偏少，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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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发展水平不高。数据显示，２０１１年河北省城市化率比全国平均
水平低５ ６７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低影响了对区域经济的辐射带
动作用。加快河北沿海地区开发，将有利于提升河北沿海各港口城
市对生产要素的吸引力，促进整个“三北”地区产业、人口向河
北沿海地区的聚集，加快秦唐沧沿海城市群发展，实现港城融合、
产城融合，带动环渤海地区及内陆腹地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
时，加快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将进一步提高我省城市对农村的辐
射、带动力，加快我省城市化步伐，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加快河北沿海地区开发建设，将进一步
强化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增强抵御海啸、风暴潮等自然灾害的整
体功能，完善水源涵养区、水土保持区、水源地和湿地生态系统，
保护和利用海岸线资源，构筑多层次、多类型、多功能的区域生态
安全屏障，推动沿海地区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

（六）加快沿海地区发展是顺应加快改革发展和民意表达的必
然结果，对实现河北加速发展、建设沿海经济强省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河北省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但与先进地区的差距也相当明显。“东部区位、中部水平”
被许多人形容为河北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从周边省市看，改革开
放之初，河北的经济总量与山东相差不多，比河南多。但到２０１０
年河北省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山东的５１ ２％、河南的８８％，人
均指标、财政收入指标、居民收入指标、外贸指标位次靠后。这里
既有落后地区发展慢、跟不上步伐的问题，又有沿海地区集聚能力
尚未充分发挥、带动能力不强的问题。如果我们在新一轮竞争中，
再不奋起直追，不能实现有实质性意义的重大突破，就有落伍的危
险，就有掉队的危险，就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广大人民群众对打破
这种尴尬局面，加快沿海地区开发，建设沿海经济强省的意愿十分
强烈。加快发展河北沿海地区，将直接促使我省将沿海的地缘优势
转变为思想观念、实际行动、竞争实力上的优势。可以说，举全省
之力打造曹妃甸新区和渤海新区两大增长极，加快沿海地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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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全省人民加快改革发展的热切期盼，也顺应了河北经济发展
的客观规律，是建设沿海经济强省、实现和谐河北战略目标的具体
行动体现。

二、 河北具有发展沿海经济得天独厚的基础与优势

（一）区位优势独特
河北沿海地区地理位置优越，地处环渤海中心地带，东临渤

海，内环京津，区位条件得天独厚。从国际角度看，河北省位于东
北亚的中心地带，是东北亚通向欧亚大陆桥最近的起点之一，也是
华北、西北、东北地区重要的出海口和对外开放门户，具备建设我
国北方地区海陆运输枢纽和国际性临港产业基地的综合优势。从国
内角度看，河北省位于我国经济的第三增长极环渤海经济圈的中
心，地理位置优越，环渤海、环京津的独特区位，可以便捷地从京
津获取先进生产要素，承接京津的产业转移和城市功能拓展，也连
接着国内最大的消费市场，具有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良好条件，发展
潜力巨大。

（二）港口优势突出
河北沿海地区大陆海岸线４８７公里，宜港深水岸线８０ ７公里，

有海岛１３２个，海岛岸线长１９９公里，海岸线长度和海域面积居全
国第九位，发展沿海经济潜力巨大。拥有秦皇岛港、唐山港（包
括曹妃甸和京唐两个港区）、黄骅港三大港口，其中，秦皇岛港是
世界第一大能源输出港，担负着占全国沿海港口下水煤炭的５０％；
曹妃甸港是渤海唯一不用开挖航道和港池就可建３０万吨以上的超
深水港港址，后方陆域有１５０平方公里的滩涂可供开发利用，是发
展大型深水码头和临港工业的绝佳区域；黄骅港位于渤海湾穹顶
处，是渤海湾相邻港口中至中西部内陆腹地运距最短的港口，中国
第二大煤炭输出港，以黄骅港为起点，经石家庄、太原，由新疆出
境，途经中亚、欧洲直到鹿特丹，将形成世界上最短的亚欧大陆桥
最新通道，比原亚欧大陆桥缩短５００公里，运输费用更为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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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然资源丰富
河北沿海地区土地、港口、矿产、旅游等资源丰富。港口资源

方面，河北海岸线绵长，且建港条件优越，建港成本较低；土地资
源方面，河北沿海地区拥有大量沿海滩涂可以利用，其中，渤海新
区有１７００多平方公里的非农用地（其中１０３５平方公里未利用
地），３０７平方公里滩涂，１０５１平方公里浅海，是我国东部沿海仅
有的一块面积最大、人口较少、可用作工业建设的经济区域；矿产
资源方面，河北沿海地区集中了全国１０％的铁矿、１０％的油气资
源和１０％的海盐产能，已探明石油储量１５亿吨，天然气６５０亿
吨，盐田面积达４５万亩，年产量达２００万吨，是全国四大产盐基
地之一，形成了大港油田、冀东油田、渤海油气田、开滦煤田、司
家营铁矿、冀东非金属矿、南堡盐田等大型矿产、能源、原材料生
产基地，战略资源组合条件优越。

（四）工业基础雄厚
河北沿海地区工业发展历史悠久。唐山市被誉为近代中国工业

的起源地，已形成煤炭、钢铁、电力、建材、机械、化工等重化工
业产业群，是全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沧州市是重要的化工
产业基地，形成了以石油化工、管道装备、冶金机械制造等现代产
业体系。目前，河北沿海地区钢铁产量约占全国的１２ ３％，建材、
石化、装备制造产业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聚集了开滦集团、唐钢
公司、首钢集团、三友化工、沧州大化等一批全国知名的大型企业
集团，形成了以重化工为特色的产业综合生产能力。同时，高速动
车、机器人、生物工程、电子信息、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加速发展，
为推动京津冀生产力重心战略东移、发展临海经济奠定了基础。

（五）腹地资源广阔
河北沿海地区辐射范围覆盖整个华北、西北地区和东北的部分

区域，纵深腹地面积达到１７６万平方公里。以沧州沿海地区为例，
以黄骅港为原点呈６０度角扩展的冀中南、晋西北、鲁北、内蒙古
等区域内，腹地面积近８０万平方公里，包括４３个设区市，经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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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总量占全国比重均在１０％上下。仅作为省内腹地的冀中南地
区，生产总值就占到了河北省的一大半。同时，河北沿海区域内交
通区域内交通网络相对完善，具有辐射带动腹地经济的良好条件。

（六）文化底蕴深厚
河北沿海地区拥有大量得天独厚的人文、自然旅游资源。秦皇

岛是中国首批优秀旅游城市，北戴河、山海关景区独具魅力，是理
想的旅游、休闲、度假胜地。唐山是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摇篮，也
是中国评剧的发源地，评剧、皮影、乐亭大鼓被誉为“冀东三枝
花”，在国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沧州运河文化和杂技、武术等非
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多彩。据统计，河北省沿海地区有世界文化遗产
２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１座，国家文物保护单位２５处，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２７项。沿海经济崛起带还拥有雄厚的科研教育力量，
有全国重点大学燕山大学、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等２０多所大专院
校，多家科研机构，１００多万名各类专业人才。浑厚的人文环境和
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是推动河北沿海地区经济加快发展的重要元
素。

三、 河北沿海地区发展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

（一）世界经济进入海洋经济大发展的时代
海洋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全球海洋仅天然气储备就达１４０万亿

立方米，而海水温差能、盐差能、波浪能、潮汐能、海流量能等都
是取之不尽的绿色能量。海底多金属结核资源为代表的海洋新能
源，储量更是巨大。海水淡化也是人类饮用水的重要组成部分，解
决了１ ／ ５的人口供水问题。在陆地资源匮乏和环境污染严重的背景
下，海洋经济是全球社会谋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随着工业化
推进、城市化加速，人口、资源和环境等问题日益突出，国际社会
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控制海洋空间的竞争日趋激烈。许多沿海国家
加大海洋开发力度，努力挖掘海洋经济巨大的发展潜力，加快推动
海洋经济发展。日本、韩国利用海洋优势，在沿海地区建设大型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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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发展重化工业、加工贸易等临港产业，将沿海地区逐渐成为经
济增长的密集区。迪拜、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都是弹丸之
地，通过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创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奇迹。广东、
浙江等省凭借海洋优势，迅速发展成为全国经济大省。合理开发和
保护海洋资源，拓展发展空间，实现能源、原材料采购与产品销售
的国际化也将是我省经济加速发展的重要保障。

（二）我国的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渐入佳境
进入新世纪，沿海各省、市纷纷把发展目光投向海洋，提出了

加快发展沿海地区和海洋经济的战略措施，海洋开发和海洋综合管
理力度不断加大。山东大力实施建设“海上山东”的战略，浙江
提出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福建提出构建海峡西岸经济区，辽宁提出
实施沿海经济带“五点一线”的发展战略，天津提出全面推进滨
海新区开发建设，江苏提出“向海洋进军”，广西积极推进蓝色计
划，海南提出“以海兴岛”战略，等等。各地在部署加快发展海
洋经济的同时，均加大了对沿海地区和海洋经济开发的扶持力度，
从资金、政策上推进沿海地区和海洋经济快速发展，全国沿海已形
成你追我赶加快发展经济的新格局。

（三）环渤海经济圈发展活力日益显现
环渤海经济圈东临日本、朝鲜、韩国，北临蒙古、俄罗斯，位

居东北亚中心，辐射亚太经济区，既是中国北方内陆及三北地区与
沿海地区的天然结合部，又是通向亚太地区和走向世界的出海口，
处在“东来西往、南联北开”的有利位置，有着成为东北亚经济
核心的潜在优势。进入２１世纪以来，继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
经济圈大展活力之后，环渤海经济圈正在加速崛起。随着我国沿海
开发开放政策重心由南向北转移，日韩等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步伐
加大，以北京为核心的首都经济圈对周边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日益
显现，京津冀地区以及山东、辽宁等省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正不断
增强。“十一五”期间，环渤海经济圈的投资增长明显高于长三
角、珠三角等东南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北上西进”效果已经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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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随着天津滨海新区、辽宁沿海经济带和山东黄河三角洲经济
区、河北沿海地区纷纷纳入国家战略，整个环渤海地区在“十二
五”期间，甚至未来十年间，将进入一个加快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四）河北沿海地区发展纳入国家战略
我国近年来在沿海地区设立了若干个国家层面的经济区，推动

各地沿海地区加快发展。河北沿海地区处于环渤海核心地带，内环
京津、外环渤海，区位优势明显，水陆交通便捷，自然资源丰富，
工业基础雄厚，具有吸纳国际资本，建设沿海经济隆起带的区位优
势和比较优势。《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的实施，意味着河北沿
海地区的发展在国家生产力布局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出来，也意味
着国家将在重大项目安排、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给予我省更多支
持，将推动更多的先进生产要素向我省沿海地区聚集，有效地提升
全省的对外开放水平，加快曹妃甸新区和沧州渤海新区两大增长极
的形成，为我省经济发展插上了强劲的翅膀。

第三节　 河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定位与发展目标

一、 指导思想

根据《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河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指
导思想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优化空间布局结构，着力构建现代产业体
系，着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集约节约利用，着力保障和改善
民生，着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和开放合作，努力把河北沿海地区建
设成为我国新型工业化基地和科学发展的示范区，在促进全国区域
协调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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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战略定位

根据《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和《河北省沿海地区总体规
划（２０１１ － ２０２０年）》，河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定位为：立
足渤海湾、面向东北亚、对接京津冀、服务蒙晋陕，打造区域和
谐、高效、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形成带动河北实现跨越式发展
的战略要地，建设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综合试验区，中国东出
西连的大通道。重点建成：环渤海地区新兴增长区域、京津城市功
能拓展和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全国重要的新型工业化基地、我
国开放合作的新高地、我国北方沿海生态良好的宜居区。

环渤海地区新兴增长区域。有序开发岸线资源，完善路网结
构，建设以综合性港口群为龙头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大力发
展临港产业，推进滨海城镇发展，形成辐射带动能力强的滨海新城
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建成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新的增
长点。

京津城市功能拓展和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发挥临近京津的
区位优势，加强与京津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和一体化市场体系建
设等方面的对接融合，创新区域合作机制，建立健全政策体系，构
筑承接平台，促进京津的产业转移，成为京津拓展发展空间的重要
区域。

全国重要的新型工业化基地。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积极推进工
业化、信息化融合，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积
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努力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
建设成为资源节约、生产集约、环境友好的新型工业化基地。

我国开放合作的新高地。充分发挥出海通道和开放窗口作用，
搭建对外开放平台，改善对外开放政策环境，探索参与国内国际经
济技术合作的新路子，构建内外联动、互利共赢的开放型经济体
系，建成内联华北与西北地区、面向东北亚的对外开放重要门户。

我国北方沿海生态良好的宜居区。优化美化人居环境，打造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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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生态屏障和绿色空间，建设滨海生态新城，完善城乡公共服务体
系，建设成为我国北方地区环境优美、生态良好、功能完善、社会
和谐的滨海城镇带，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三、 基本原则

根据《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和《河北省沿海地区总体规
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河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为：

坚持扬长避短，实现错位发展。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合理确定
功能定位，加强区域内部以及本区域和环渤海其他地区的分工协
作，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形成既符合国家战略要求又具有自身特色
的发展格局。

坚持开放合作，实现联动发展。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全
方位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加强与京津的合作，密切与周边
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建立相互促进、优
势互补的互动机制。

坚持统筹推进，实现协调发展。统一规划布局，协调推进经济
与社会、城市与乡村、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陆地与海洋发展，
使发展成果体现在各个方面、惠及到各个层面。

坚持保护优先，实现可持续发展。正确处理开发建设与生态环
境保护的关系，在保护中开发，大力发展循环经济，集约节约利用
资源，切实加强耕地保护，着力推进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提高环
境准入标准，维护生态安全。

坚持科技驱动，实现创新发展。积极推进科技创新，促进科技
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将后发优势转化为
加速发展的强大动力，努力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四、 发展目标

根据《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和《河北省沿海地区总体规
划（２０１１ － ２０２０年）》，河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目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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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２０１５年，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建成环渤海地区新兴增长区
域。新型工业化取得重要进展，形成以循环经济为主要发展方式的
工业体系；港口布局和功能进一步完善，初步建成现代化综合港口
群；能源利用效率大幅度提高，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显著减少；公
共服务能力明显增强，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增加；制度创新取得突
破，对外开放水平显著提升。地区生产总值比２０１０年翻一番，由
２０１０年的７４３３ ５亿元增加到１４８６７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
６万元，城镇化水平达到５８％。其中，１１个县、９个区的地区生产
总值比２０１０年翻两番，由２０１０年的２１８４亿元增加到８７３６亿元。
沿海港口吞吐量达到８ ８７亿吨。

到２０２０年，区域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成为全国综合实力较
强的地区之一。现代产业体系进一步健全，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先进制造业基地和国际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对外开放水平显著提
高，基本建成开放型经济体系；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提高，人与自然
趋于和谐；城镇体系进一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趋于均等；城乡发
展差距显著缩小，人民生活更加富裕。地区生产总值在２０１５年的
基础上再翻一番，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９万元，城镇化水平达到
６４％以上。其中，沿海前沿地区的１１个县、９个区的地区生产总
值在２０１５年的基础上再翻一番，达到１７５００亿元。沿海港口吞吐
量达到１１ ４５亿吨。

第四节　 河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现状与特点分析

一、 河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现状

河北沿海地区位于环渤海地区中心区域，北连辽宁沿海经济
带，中嵌天津滨海经济区，南接山东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
由秦皇岛、唐山、沧州３个沿海市所辖的３７个县（市、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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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陆域土地总面积３５３３７ 平方公里①，占河北省总面积的
１８ ８％，海岸线总长度４８７公里，海域面积０ ７万平方公里，海岸
线长度和海域面积居全国第９位。其中，直接临海的１１个县（市、
区）分别为山海关区、海港区、北戴河区、抚宁县、昌黎县、乐
亭县、滦南县、曹妃甸区、丰南区、黄骅市、海兴县。拥有秦皇岛
港、唐山港（曹妃甸港区、京唐港区）和黄骅港三个亿吨大港组
成的现代化港口群，是华北、西北、东北地区重要的出海通道和对
外开放窗口，在环渤海地区及整个“三北”地区经济发展中占有
重要地位。
２００６年，河北省第七次党代会提出建设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强

省的战略目标后，我省发展的重心开始转向沿海。河北省“十二
五”规划，将打造沿海经济隆起带作为河北省发展的重要战略和
突破口。２０１１年，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河北省第八次党代会明确提出举全省之力打造曹妃甸新区和渤海新
区两大增长极，河北沿海地区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到２０１１年末，河北沿海地区生产总值达到９０９７ ８亿元，占全
省ＧＤＰ的３７ ６％；总人口１７８３ １万人，占全省人口的２４ ６％；
地方财政总收入１０５２ ７亿元，占全省的３４ ９％；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４２１０亿元，占全省规模以上企业的４０ １％；全社会消费品零
售额２４１３亿元，占全省的３０％；直接利用外资额１９ ７亿元，占全
省的４２ １％；进出口总额１７３ ６亿元，占全省的３２ ４％；秦皇岛、
唐山城镇化率分别达到４８ ５％、５２ １％，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沧
州城镇化率为４３％，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见表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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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　 ２０１１年河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主要指标

指标名称 河北省沿海地区总量
（占比） 秦皇岛 唐山 沧州

土地面积
（平方公里） １８７６９３ ３５３３７

（１８ ７％） ７８１２ １３４７２ １４０５３

总人口
（万人） ７２４０ ５ １７８３ １

（２４ ６％） ３００ ６ ６２ ７ ７１９ ８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２４５１５ ８ ９０９７ ８

（３７ １％） １０７０ １ ５４４３ ２５８５

规模以上企业
工业增加值（亿元） １０５０９ ４２１０

（４０ １％） ３３３ ２８３６ １０４１

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总额（亿元） １６３８９ ３ ４７５７ ５

（２９％） ６１５ ２５４５ １５９８

财政总收入
（亿元） ３０１７ ６ １０５２ ７

（３４ ９％） １６８ ７ ５５５ ５ ３２８ ５

全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万元） ８０３５ ５ ２４１３

（３０％） ３９４ １３３５ ６８４

直接利用外资额
（亿美元） ４６ ８ １９ ７

（４２ １％） ６ ０ １０ ８ ２ ９

进出口总额
（亿美元） ５３６ １７３ ６

（３２ ４％） ４３ ５ １０８ ６ ２１ ５

城镇化率（％） ４５ ６ ４７ ８４％ ４８ ５ ５２ １ ４３ ０

人均ＧＤＰ （元） ３３９６９ ４７４９９ ３５４８９ ７１６２６ ３５３８３

　 　 数据来源：《河北经济年鉴２０１２》、《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２０１１》以及秦皇岛、唐
山、沧州各市统计公报。

二、 河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

（一）沿海经济龙头作用日益突出
近年来，河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不断加快，成为带动全省经济

的重要增长极。一是经济总量所占比重不断提升。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１１
年，河北沿海地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从３５１６亿元增加到９０９７亿元
（见图１１），年均增长１７ ２％，高出全省平均增幅１ ３个百分点，
沿海地区占全省ＧＤＰ的比重达到３７ １％，２００５年提高了近２个百
分点，比同期人口比重高出１２ ５个百分点（见图１２），沿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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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总值对全省经济的贡献率明显提高，成为拉动全省经济的重要
力量。二是财政实力不断增强。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１１年，河北沿海地区
财政总收入从３６５亿元增至１０５３亿元，年均增长１９ ３％，其中，
地方一般预算收入从１６３ ７ 亿元增至４５８ ７ 亿元，年均增长
２２ ９６％，高出全省增速３ ２个百分点，２０１１年增速更是达到
２８％，显示出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活力正在逐步显现。三是人均指
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２０１１年，河北沿海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地区
生产总值达到４７４９９元，高出全省平均水平１２０１０元（见图１３），
城乡居民收入也都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图１１　 河北沿海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变化情况

图１２　 沿海秦唐沧三市国民生产总值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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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河北省沿海地区财政收入变化情况

（二）资产投资规模持续扩大
近年来，随着建设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强省战略的实施，我省对

曹妃甸、沧州渤海新区等沿海地区的投资开发力度不断加大。统计
显示，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１１年，河北沿海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从１１５５亿
元增长到４７５９亿元，年均增长２７ ８％，高出全省增速２ ６个百分
点，累计投资总额达到２００４１多亿元，占全省同期固定资产投资额
的近三分之一。沿海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省的比重从２６ １％提
高到３０％。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０年，河北沿海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
速高达３４％，超出全省平均增速５ ２个百分点。２０１１年，受宏观
经济形势等因素影响，河北沿海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有所放缓，但创
下４７５８ ９亿元的历史最高水平（见图１４）。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１１年，
黄骅港所在的黄骅市固定资产投资额从３１ ６亿元增加到１２４亿元，
增长了３ ９倍；曹妃甸港所在的唐海县①固定资产投资额从１０ ６亿
元猛增到２０１１年的１０６亿元，增长了１０倍（见图１５）。大规模、
大力度的对沿海地区投资，对河北沿海地区基础设施的大幅改善起
到重要作用。

（三）港口发展突飞猛进
大规模、大力度的对沿海地区的开发建设，大大加速了河北沿

３２

第一章　 河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及战略思路

① 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１日，国务院决定撤销唐海县，设立唐山市曹妃甸区，曹妃甸区包括原来的唐
海全境、曹妃甸工业区、生态城、原滦南县柳赞镇、原丰南区滨海镇。曹妃甸区的数据为曹妃甸新
区所属的原唐海县统计数据。



图１４　 河北沿海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图１５　 黄骅市、唐海县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海地区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一是港口建设取得重大突破。近年
来，我省相继建成唐山港京唐港区、唐山港曹妃甸港区、黄骅综合
大港，实现了由单一煤炭输出港向综合性现代港口群的转变，呈现
出阶梯型、跨跃式发展的良好态势。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１１年，我省港口
码头泊位数由８０个增加到１３０个，新增５０个；设计通过能力由
３ ０３亿吨增加到５ ６亿吨，增长８４ ８％；完成吞吐量由２ ７３亿吨
增加到７ １３亿吨，净增４ ４亿吨，增长１ ６倍。三大港口全部跻
身亿吨大港行列。其中，秦皇岛港完成吞吐量２ ８８万吨，同比增
长９ ４％。唐山港完成货物吞吐３ １２亿吨，同比增长２７ ３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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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３年的时间里连续突破２亿吨、３亿吨大关，实现了三年两大步
的跨越式发展。其中，唐山港京唐港区完成１ ３７亿吨，同比增长
１４ ５％，曹妃甸港区完成１ ７５亿吨，同比增长４０ ６７％，成为全
国发展最快的港口之一。黄骅综合大港完成吞吐量１ １３亿吨，同
比增长１９ ４％ （见表１２）。从货种结构来看，我省港口煤炭比重
呈下降趋势，金属矿石比重稳步上升，钢铁、石油、天然气及制品
比重也有不同程度的增幅，全省港口货种结构正在进行调整和优
化，正在由集疏大港向综合贸易大港转变。同时，适应港口和港城
建设需要，相继完成大秦铁路扩建改造，建成了朔黄铁路、滦港铁
路、坨王铁路、迁曹疏港铁路，建成京秦、沈京、石黄、唐港、唐
津、保沧等疏港高速公路以及平大、沿海等高等级公路，我省港口
的集疏能力明显提高，沿海地区成为高速和高等级公路最密集的地
区之一。目前，曹妃甸港区ＬＮＧ项目码头工程、煤码头二期工程、
多用途泊位工程等项目正在建设和推进，到２０１５年曹妃甸港区港
口吞吐能力超过３亿吨。黄骅综合大港正在加速建设２０万吨级航
道和综合港区二期工程。预计到２０１５年，黄骅综合大港吞吐量将
达到３亿吨，集装箱将达到２００万标箱（见图１６）。

表１２　 河北省沿海港口基本情况（２０１１年）

港口名称 码头总长度
（米）

生产用泊位
（个）

万吨级生产
泊位（个）

设计吞吐
能力（万吨）

２０１１年货物
吞吐量（万吨）

总　 　 计 ３３３０６ １３０ １１１ ５６０３６ ７１３００
秦皇岛港 １３４６９ ５２ ４２ ２２６４１ ２８８００
黄骅港 ６０７７ ２５ １９ １００６０ １１３００
唐山港 １３７６０ ５３ ５０ ２３３３５ ３１２００
　 ＃京唐港区 ６９０１ ２９ ２６ ７４７５ １３７００
　 ＃曹妃甸港区 ６８５９ ２４ ２４ １５８６０ １７５００

　 　 数据来源：《河北经济年鉴２０１２》，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２年９月。

（四）临港产业集聚效果显著
河北省抢抓国内外资本转移的机遇，在吸纳国内外产业资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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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　 河北港口泊位与货物吞吐情况
　

取得了新进展。通过对外全方位招商、大规模沿海滩涂开发，吸引
了首钢集团、华润集团、中石化、中海油、北汽集团、中钢集团等
一批世界５００强和国内５００强企业入驻，使沿海地区逐步成为新兴
产业的集聚地。到“十一五”末，河北沿海地区已开工投资５０亿
元以上项目１４４项，总投资２３１０１ ５亿元，其中，投资１００亿元以
上项目８６个，总投资１８３７２ ２亿元，初步形成了唐山钢铁、装备
制造、化工、建材和沧州化工、电力、装备制造、汽车制造以及秦
皇岛船舶、汽车零部件、冶金专用设备等为代表的一批产业集群。
目前，河北钢铁物流园区等项目建设持续推进，中石化曹妃甸千万
吨石油炼化、华润二期、首钢二期、大型海水淡化等一批重大项目
取得重大进展，沿海地区临港产业呈现出加速聚集的趋势。

（五）港城互动呈现新局面
随着河北沿海地区开发，港口产业对城市发展的带动作用开始

显现，沿海地区人口开始快速聚集，港口、临港工业区和港城同步
快速发展的新局面初步呈现。唐山湾国际生态城、黄骅新城和北戴
河新区建设全面展开，秦皇岛市山海关城市新区、南戴河城市新区
和黄金海岸新城区有序推进，秦皇岛城市人口规模突破７０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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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大城市行列。唐山市曹妃甸新区生态新城，１２平方公里起步
区和４平方公里的科教城已全面展开，乐亭县城、唐海县城、滦南
县城人口快速增长，沿海城镇人口突破４０万人。沧州渤海新区黄
骅老城改造工程深入实施，黄骅新城已累计完成投资７０亿元，水、
电、路、讯、气、管网等基础设施日趋完善，滨海新城发展的骨架
基本形成。

（六）管理体制改革加速
河北省第八次党代会提出举全省之力打造两大增长极，为我省

加快沿海开发开放工作提供了抓手和突破口。沿海地区开放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不断提高，沿海开放的管理体制逐步得到理顺，区域协
调发展的局面开始显现。秦皇岛港从原来的中央直属管理到划归秦
皇岛市管理，对秦皇岛及周边地区的拉动作用日益明显，秦皇岛经
济技术开发区、秦皇岛出口加工区、燕山大学科技园等四家单位整
合为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减少了项目盲目竞争和摩擦。先后建
立了曹妃甸新区和渤海新区两个管理委员会，全面统筹两大产业集
聚区建设，提高了项目招商、产业布局、政策协调、资源配置的协
调性。２０１１年，国家将河北沿海地区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提高
了环渤海区域经济的统筹协调。２０１２年７月，唐山市唐海县、曹
妃甸工业区、生态城、原滦南县柳赞镇、原丰南区滨海镇整合调整
为曹妃甸区，对优化沿海开发格局，统筹规划和统一开发管理，优
化资源配置，提高管理效能具有重要作用。

第五节　 河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和存在问题

一、 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较低

相对于国内发达省市的沿海地区，相比环渤海省市，我省沿海
地区经济发展较为滞后。从沿海地区经济总量看，２０１１年，我省
ＧＤＰ总量居全国第六，在环渤海四省市居于第二位，沿海地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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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总值只有７６０２ ７８亿元，在环渤海地区居于末位。从沿海地区人
均ＧＤＰ看，２０１１年，我省沿海地区人均ＧＤＰ为４７４９９元，高出全
省平均１ ２万元，但与山东、天津、辽宁等省份相比，仅是山东沿
海地区的７１％，天津的５７％，辽宁沿海地区的８１％，与浙江沿海
地区、江苏沿海地区也存在着较大差距① （见图１７）。从城乡居民
收入情况看，我省沿海地区于北部的辽宁省相差不大，但与山东、
天津存在差距，与浙江宁波、舟山等地相比明显偏低。从全国沿海
地区海洋生产总值情况看，河北省末居第三位，仅比广西、海南两
省高，远低于广东、山东等省份。不论是海洋经济的绝对量还是相
对量，河北省在全国来说比较落后（见图１８）。

图１７　 河北与其他省市沿海地区人均ＧＤＰ情况（２０１１年）

二、 产业层次较低， 经济发展的外向程度不高

沿海地区凭借独特的港口资源条件，适于发展“大进大出”、
经济外向度较高的临港工业。河北沿海地区的工业基础雄厚，但产
业发展的层次、经济发展的外向程度都不高。从产业发展看，我省
沿海产业发展层次低、产业结构不合理，集群上下游产业链拓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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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各省沿海设区市２０１１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经整理计算所得。



图１８　 唐山市与其他沿海城市城乡居民收入情况（２０１１年）
　

够。以唐山市为例，２０１０年，唐山市规模以上企业中，钢铁、建
材、能源、化工、炼焦、电力六大高能耗行业完成增加值占全部规
模以上且增加值比重达到６１ ３８％，其中，钢铁行业占４２ ４８％，
资源型产业比重明显偏大，产业结构偏重①。

图１９　 河北与其他省市沿海地区进出口额比较（２０１１年）

从经济发展外向度看，我省经济对外程度还不高。进出口额方
面，２０１１年，我省沿海地区进出口额１７３ ６亿美元，只有山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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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山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唐山调查队：《唐山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１１年。



沿海地区的１０％、辽宁省沿海地区的２６％，也低于江苏、浙江等
省市。出口依存度方面，我省的对外依存度为１ ９％，低于山东的
８ １％，天津的９ ２％，浙江的１０％。利用外资方面，２０１１年，河
北省沿海地区直接利用外资总额为１９ ７亿美元，只有山东沿海的
１ ／ ４，也远低于辽宁、浙江等省（见图１９、图１１０）①，显示出我
省经济吸收利用外部资源、外部市场、外部技术的意识与本领还不
强，没有形成依“两头在外”拉动经济总量快速发展的外向型经
济发展格局。

图１１０　 河北与其他省市沿海地区直接利用外资情况比较（２０１１年）

三、 港口功能单一， 产业带动能力不强

港口是沿海地区的第一资源，河北沿海地区的港口优势非常突
出。曹妃甸港是渤海唯一可直接建设３０万吨级大型泊位的天然良
港，黄骅港是西北腹地中陆上运距最短的港口，秦皇岛港与世界上
８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港口通航。近几年，我省三大港口发展迅猛，
港口吞吐量达到７ １３亿吨，是天津港的１ ５８倍，“三港四区”全
都进入亿吨级大港行列。但是由于各港口的功能较单一，主要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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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各省沿海设区市２０１１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经整理计算所得。



源输出和通过型货物运输为主，港口增值业务和产业没有拓展，对
地区发展的促进作用不强：２０１１年，我省港口煤炭运量占到
６８ ７％，集装箱总量只有７６ ２万标准箱，仅为全国的０ ５４％，天
津的６ ６％，大连的１５％。我省自身生成的约４００万标箱集装箱量
中，约９０％直接从天津、青岛港等省外港口下水①。从港口的服务
水平看，唐山港、秦皇岛港与黄骅港的平均通关时间分别为１０天、
１１ ８天和１４ ２天，与青岛港的４ １天、天津港的８ ２天相比差距
较大。港口功能单一，集装箱运输业发展滞后，箱源大量流失，造
成河北省临港产业发展缓慢，产业链条短，对城市发展和内陆地区
经济的辐射和拉动作用不强。如何充分发挥港口资源优势，提升港
口对产业、经济发展的带动能力，是河北沿海地区发展面临的重要
问题。

图１１１　 ２０１１年河北主要港口货物构成情况

四、 沿海城市规模偏小， 城市的辐射作用有待提升

城市为港口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和发展空间，港城互动是沿海
地区发展的重要规律。近年来，河北沿海地区的城镇化快速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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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河北省交通厅港航管理局网站，《河北诸港“箱”见恨晚》，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８日。



２０１１年末，秦皇岛、唐山的城市化率已达到５２ １％和４８ ４５％，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但同珠三角、长三角地区沿海城市相比，我省
沿海城市对区域经济的辐射带动能力还不强。一是沿海地区城市规
模普遍小，沿海城镇发展的带动能力还不强。唐山和沧州距离唐山
港和黄骅港较远，大于７０公里，临港产业园区建设缺少城市功能
的支撑，配套设施建设投资较大，园区的配套服务业短期内也难以
有效跟上。黄骅市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都比较小，服务业对城市的
支撑能力不足，难以发挥区域性中心城市的作用。二是唐山湾生态
城、黄骅新城、北戴河新城尚处于起步阶段，基础设施建设和配套
服务任务艰巨，人气聚集不足，产城融合、产城互动、产城互促的
机制尚未形成，市场化发展的动力尚未显现。同时工业区与新城如
何摆布、高端休闲旅游产业发展模式与城市型产业发展路径如何协
调等问题困扰着不同新城的建设。三是项目招商中侧重对大钢铁、
大装备、大石化等规模效益明显、资本密集型大项目的引进，对能
够聚集人气的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型的中小项目引进不够，中小
企业数量偏少，影响了临港新城人气聚集和城市化发展。

五、 人才结构不合理， 科技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

我省在科技、教育、人才等方面具有一定基础，但创新能力还
有待增强。人才方面，我省沿海地区临港产业发展不足，城市化进
程缓慢，重工业化、资本化特征显著，影响了人口、人才资源的聚
集。人才总量少、人才培养能力弱，影响人才效用发挥的体制机制
障碍仍然存在。科技创新能力方面，２０１１年，我省专利申请数和
专利授权数分别为１７５９５项和１１１１９项，三种专利申请受理书和授
权数居全国第１８位，大中型工业企业专利排名第１６位。企业技术
创新主体作用还不明显，研发投入占生产总值比重不足全国平均水
平，低于环渤海四省市，也低于江苏、浙江等省。科技活动产出水
平、技术成果市场化水平低制约河北经济发展和沿海地区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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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制约因素凸显

绿色生态环境是河北沿海地区的生命线，也是河北沿海开发的
高压线。我省“两大增长极”能否加速发展、可持续发展，担当
起建设沿海经济强省、和谐河北重任的关键在于生态环境。从河北
沿海看，部分区域海域水质污染现象严重，有的海域受到了一定程
度的重金属污染，高耗水、高污染项目依然存在，入海排污口及临
近海域质量状况令人担忧；海洋石油开采污染，船舶、港口等航运
污染的控制还很薄弱，唐山滦南区域和沧州区域的海水入侵、土壤
盐渍化较重；淡水资源缺乏，水资源开采过度，沿海地区生态环境
保护的机制还不健全，不完善等问题。２０１０年，河北省海域海水
中未达到一类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约１２３５平方公里，与２００９年相
比污染面积减少４０５平方公里，但仍占全省海域面积的１７％①。随
着我省沿海开发建设加快，城市化、工业化的加速发展，未来我省
沿海地区的环境承载、沿海生态环境保护的压力势必增大。河北沿
海地区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对海洋环境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如果不能处理好沿海开发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我省沿海的优势
就很可能成为“劣势”，也将成为制约沿海地区发展的最大障碍。

七、 沿海地区开发的体制机制需进一步完善

体制机制创新与改革不足是河北沿海地区开发面临的重要问
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环渤海地区省市间缺乏必要的沟
通、协调机制，港口定位、产业结构、腹地经济发展存在着相同或
交叉，缺乏必要的分工和协调配合，容易出现恶性竞争。二是省内
沿海地区间协调配合不够，临港园区之间在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上
出现趋同和重复建设现象，一些产业部门成为三地共同的支柱产
业。在临港产业中，曹妃甸新区、渤海新区都将钢铁、石化、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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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作为其主要的临港产业发展，不利于区域间的专业化分工与协
作，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同时，各市之间为了争项目，不
同程度地存在过度竞争、无序竞争和内耗问题。三是市域范围市县
与工业区、新区管委会等不同行政主体的协调问题。如在沧州渤海
新区，核心的黄骅港开发区、临港化工园区、临港经济技术开发
区、南大港管理区按照历史沿革都坐落于黄骅港市区，但黄骅市只
是作为一个协调区，管委会虽然被赋予省级开发区的功能，但没有
独立的财政功能，新区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等只能靠四区政府
完成。多元化的管理体制势必造成重复建设、行政效率降低和资源
浪费。

第六节　 沿海地区开发的国内外经验借鉴

一、 沿海地区开发的国外经验借鉴

（一）美国沿大西洋和太平洋经济带的开发经验
美国东临大西洋，西濒太平洋，海岸线长２２６８０公里，区位优

势得天独厚。美国大西洋经济带资源丰富，开发较早，工业发达，
素称北美“心脏地带”。二战之后，随着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重
心的西移，美国太平洋沿岸逐渐形成了“黄金海岸”和“阳光地
带”。美国大西洋和太平洋经济带被称为“双岸”经济带，其规模
和活力持续影响着美国及全球的经济发展。因此，其开发过程值得
借鉴：

第一，双岸经济带引领了美国产业的阶段性更替，而更替的连
续性则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河北沿海地区应根据各地优
势条件，合理安排产业布局，推动沿海经济隆起带建设，促进全省
经济快速增长。

第二，高素质移民是双岸经济带发展的人才基础，为美国经济
腾飞提供了强力支持。美国太平洋经济带的发展主要是靠人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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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加之技术和资金引进共同作用的结果。相比之下，河北沿海地
区开发所需的人才、技术和资金缺乏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第三，大学灵活的人事制度为太平洋经济带的腾飞提供了人才
支撑。产、学、研一体化制度，对于提高科技人员的创业积极性，
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河北沿海地区的
大学在产学研的结合上还有较大的欠缺。因此，河北沿海地区开发
应该重视相关的人力资源开发。

（二）日本太平洋沿岸工业带的开发经验
日本太平洋沿岸工业带是指从鹿岛滩经东京湾、伊势湾、大阪

湾、濑户内海直至北九州一线所形成的长达１０００多公里的沿太平
洋分布的狭长带状地区。该地带工业分布十分密集，其土地面积约
占日本全国总量的２４％，却拥有日本全国工厂数量的６０％，年均工
业产值占日本年工业总产值的７５％。早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日本就
建成了京滨、中京、阪神和北九州等四大工业区。２０世纪５０ ～ ６０年
代，逐步扩展形成了以原有工业区为中心的太平洋沿岸工业带。至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原有的４个大工业地带与新兴的濑户内海工业
地带联结成为太平洋带状工业地带。其形成过程值得借鉴：

第一，依靠国外市场进口原料、燃料以及产品来满足国内发展
工业的巨大需求，这是战后日本工业投资布局的基本出发点。有鉴
于此，河北沿海地区开发，要依托河北及山西、内蒙、陕西、河
南、甘肃、宁夏等“三北”腹地的丰富资源，从各个方面来满足
本地区发展的巨大需求。

第二，日本沿海地带工业分布十分密集，用地紧张，但由于近
些年来这里多次实施填海造陆工程，已使地价较为便宜，利于投资
设厂。河北沿海地区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土地资源比较丰富，所以
要充分利用这些资源，降低开发成本。

第三，沿海各大工业地带是日本工业、城市和人口最集中的地
区，也是国内工业品最大的消费地，使工业投资接近消费地的原则
得以实现，因而吸引来了大批工业企业。有鉴于此，在开发河北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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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地区的同时，要注重加快该地区城市化的进程，努力开拓消费市
场，从而吸引更多投资。

（三）韩国沿海经济带的开发经验
韩国政府利用仁川港、釜山港的港口优势，在周边沿海地区重

点发展重化工业，经济成果显著。其操作经验主要是：首先，建设
仁川沿海自由经济区。韩国政府在韩国西海岸的仁川港、光阳港，
东海岸的浦项港，南海岸的釜山港的近海地区，分阶段开辟自由贸
易区。其次，大力发展沿海物流产业。韩国政府自２００２年开始对
外贸进出口物流信息网络进行整合，逐步实现统一管理，大力开展
以物流产业为中心的国际营销活动。河北与韩国同处东北亚地区，
地缘相近，应该借鉴韩国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及发展物流产业的
经验，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在唐山市曹妃甸新区、沧州渤海新区试行类似自由贸易
区政策，逐步向自由贸易区过渡。从港口、土地资源优势和当前经
济发展来看，曹妃甸新区、沧州渤海新区基本具备了形成自由贸易
区的先决条件。据此，应当以曹妃甸综合保税区试行为起点，筹划
主要面向日本、韩国的自由贸易区，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带动河北
地区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第二，强化招商引资服务力度，使沿海地区成为外商投资的热
点区域。在做好引进外资工作的同时，要高度重视对资本运营的服
务工作，克服“重先期、轻后期，重生产、轻服务”的倾向，最
大限度地为外商和外资企业提供完善的服务，以促进外资企业的发
展并扩大生产规模。

第三，调整优化沿海地区的出口产品结构。从目前情况来看，
河北沿海地区出口产品结构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加工产品为
主。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应大力调整河北沿海地区的出口产品结
构，提高产品的精深加工度及科技含量，实现沿海地区出口产品结
构战略升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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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沿海开发的国内经验借鉴

（一）广东沿海发展的经验借鉴
广东省是我国最早实行改革开放的省份。从１９７９年设立深圳、

珠海经济特区开始，以珠江三角地区为核心的广东沿海地区就充分
发挥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和侨胞遍及世界的有利条件，以国际市场
为导向，以国内市场为依托，大力实施外向型发展战略，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发展成就。２０１０年珠江三角洲地区完成生产总值３７６７３
亿元，占广东省的８２ ８％，比１９７８年提高了３０ ３个百分点；进出
口总额达到７５１３美元，占全国进出口额的２５ ３％，人均生产总值
达到６８６３３元，超过１万美元，进入高收入水平地区。广东沿海地
区发展的经验主要有：

第一，广东经历了经济特区、沿海对外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
放区和山区不同层次的对外开放过程，但沿海地区始终是改革开放
的最前沿。

第二，外部资源（资金、技术管理、原材料、市场等）是沿
海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原料和市场两头在外，呈现出“大进
大出、两头在外”的典型特征。

第三，发展初期以补偿贸易加工配套为主，劳动密集型产业快
速集聚了人气，后期扩展到农业、能源、商业、金融等各领域，并
注重对产业、技术、管理的吸收利用，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和沿海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天津滨海新区发展的经验借鉴
天津滨海新区于２００６年纳入国家战略。在加快滨海新区发展

的过程中，天津将引入大项目、源头性项目作为推动滨海新区发展
的关键。通过招商引资先后引进中石化的大乙烯、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的大火箭、大卫星、中船重工集团的大造船、中核集团的核能成
套设备等大型源头性项目，带动了一大批相关配套项目的发展，为
临港产业集群发展奠定了基础。以大乙烯项目为例，该项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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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兴建，２０１０年投产，百万吨乙烯单套装置主体投资２６８亿
元，基地周围配套投资超过了１０００亿元，构建起了从原油、炼油、
乙烯及下游产品完整的产业链。待到中俄大炼油等项目全部建成
后，将形成原油４０００万吨、炼油３５００万吨、乙烯３００万吨生产能
力。源头性大项目的落地和发展有效拉动了天津滨海新区的经济发
展。２０１０年，天津中央工业拉动全市工业增长８ ９个百分点，实
现利润５６９ ５９亿元，占全市５０％。天津滨海新区ＧＤＰ突破５０００
亿元，第一次超越上海浦东新区。

天津发展的经验表明，以港兴产，以产兴城，当务之急是在港
区平台建设和大型项目引进上下功夫。重点以项目建设为核心，吸
引大乙烯、大石化等重大项目向沿海布局，打造临港产业集群，带
动沿海城市带建设，实现港、产、城共同发展。

（三）辽宁沿海开发的经验借鉴
２００６年，辽宁提出建设“五点一线”的沿海经济带发展战略。

为推动产业向沿海集聚，辽宁实施了“飞地”战略。２００６年初，
辽宁在锦州湾沿海经济区为缺乏出海口的朝阳、阜新两市，设立２
平方公里的“飞地”，“飞地”内企业上缴省级税收增量全部返回
给“飞地”提供市和使用市，由两市各按５０％的比例分留，首开
“飞地”战略先河。此后，地处东北腹地的一汽、中国一重、鞍钢
等大型国企，也相继在辽宁沿海建立了生产经营基地。共建“飞
地”，扩大了港口货物吞吐规模，拉长了港口产业链条，也推动了
新型工业化的发展。目前，大连长兴岛已经建成了以重大装备制
造、船舶制造为特色的装备制造基地和石化生产基地，锦州湾沿海
经济区则构筑起劳动密集型临港产业集群，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产业
优势。辽宁的经验表明：

发展“飞地经济”是加快产业向沿海地区转移的有效手段，
也是促进沿海与内陆腹地联动的重要桥梁。我省沿海地区也应加强
与省内及“三北”内陆腹地合作，共建“飞地型产业区”。并制定
优惠政策，对在规划出的“飞地型产业区”内设立的企业，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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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上的优惠，提高省内设区市以及内陆省份参与和融入我省沿海
地区开发的积极性。

第七节　 加快河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强化顶层设计，统筹落实国家沿海经济开发的各项战略任务

（一）加快解放思想，进一步提升沿海地区开发的主动性、积
极性和创造性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解放思想就是全面落实河北省委、省政府
关于举全省之力，打造两大增长极的总体要求，充分调动全省人民
参与沿海地区开发的积极性，将沿海地区发展的宏伟蓝图转变为每
个人的自觉行动，通过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向沿海加速聚
集，形成沿海开发的良好基础；解放思想就是要树立服务发展、求
真务实、敢为人先的意识，针对影响沿海地区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
题，勇于创新，敢于实践，通过不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社会管理
体制创新，为沿海开发建设、产业项目聚集创造良好环境；解放思
想就是要树立更加积极进取的沿海开放意识，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
全球化的视野，用好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合作发展、共
赢发展，使沿海地区真正成为河北建设经济强省、和谐河北的重要
支撑。

（二）抓好顶层设计，不断完善沿海地区开发的各项战略规划
落实好国家的战略，必须抓好沿海开发的顶层设计，通过高起

点规划引领高水平建设、高效益开发。要认真落实《河北沿海地
区发展规划实施意见》，加快制定海洋利用和保护等专项规划，搞
好《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与沿海地区产业规划、交通规划、
城市规划、海洋功能区划等各专项规划之间的对接，并在项目、资
金、政策等方面与国家规划实现全方位多角度的紧密对接，务求使
国家各项政策、措施发挥出最大的效应。建议加强规划研究，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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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好体制机制创新、港口建设、要素保障、产业聚集等方面的重
点问题。同时，研究协调沧州与冀中南地区、唐山秦皇岛与冀西北
区域的合作发展及产业布局的具体办法，筹划编制《沧州与冀中南
地区经济合作发展规划》和《唐山、秦皇岛与冀西北区域合作发展规
划》。

（三）建立推进机制，统筹落实沿海开发的各项任务
在实施河北沿海开发战略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政府的政策引导

作用。要建立统一的组织领导体系，统筹协调沿海开发中的重大事
项，全面落实沿海开发的各项任务和要求。进一步优化市与市之
间、市与县之间、县与县之间的协调配合，对重大产业布局，重大
项目落户，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区域之间错位发展，推进土地、岸
线、港口、园区等各类资源共建共享等重大事项，加强调查研究、
督查指导、服务协调，共同推进各项工作。围绕重大项目引进和建
设，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规范和整顿市场经济秩序，保证市场竞
争机制和信用体系的有效运行。

（四）加强区域协调，构建环渤海沿海开发的大战略
加快河北沿海经济的崛起，离不开环渤海沿海开发整体战略的

实施。要统筹河北沿海地区、天津滨海新区、辽宁沿海经济带和山
东黄色生态经济区发展，加强首都经济圈与环渤海经济圈的互动发
展，构建环渤海沿海开发大战略。建议成立由国家牵头，环渤海三
省一市以及北京市各占有席位而组成的协调委员会，对环渤海区域
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行规划与协调，解决各省市沿海互动发展中的
基础设施建设、港口分工、产业布局、人才流动、信息交流等方面
的具体问题。同时，通过定期召开沿海开发论坛，就省市间港口、
产业、城镇发展及区域政策配合进行交流研讨，逐步推进环渤海沿
海地区合作制度和政策建设，推动沿海区域的整体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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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加快整合港口建设， 形成布局合理、 分工明确、 优势互补
的港群体系

　 　 港口是沿海经济隆起带发展的龙头，港口的发展可有力地促进
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商流和信息流等各种生产要素在港
口及周边实现汇集并进行优化配置，进而为制造、金融保险、贸
易、中介服务等产业快速发展提供巨大的空间。举全省之力打造沿
海经济增长极，关键是要解决好当前我省港口功能单一化、港口之
间缺乏有机分工和协作、港口对临港产业带动力不强的问题。

（一）完善港口功能定位，形成合理的港群体系
区域港口之间的紧密合作，有利于降低内耗、共同发展。要本

着适度超前发展和“一优两严”原则，以完善港口运输功能为重
点，结合我省沿海战略及沿海港口迅猛发展的需求，合理确定我省
“三港四区”的功能定位，加快形成布局合理、分工明确、优势互
补的港群体系。具体来讲：唐山港要统筹曹妃甸港区和京唐港区发
展，加强曹妃甸港区的建设和发展力度，加快建设矿石、原油、
ＬＮＧ和煤炭等大型专业化码头，积极推进专业化集装箱、通用散
杂货、液体化工等泊位建设，启动客滚泊位建设，提升港口物流服
务水平，逐步形成集大宗散货、原材料和集装箱等多种业务于一体
的综合大港；秦皇岛港加快实施“西港东迁”，合理控制煤炭运输
量，在能源、原材料运输业务的基础上大力发展集装箱和其他散杂
货业务，逐步发展成为多功能、现代化综合性大港；黄骅港要加快
黄骅港综合港区二期工程的建设与发展，加快形成集煤炭、矿石、
原油、通用杂货和集装箱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大港，使之真正成为
以集装箱和散杂货运输为主、服务腹地临港工业和综合物流发展的
亚欧大陆桥新通道桥头堡。

（二）加快拓展和完善港口集疏交通网络
加快港口后方集疏运通道的规划和建设。一是加快推进京新、

二秦、承赤、石太二通道、迁曹、石港、邯港等高速公路项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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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逐步实现高速公路或连接线直达港区。二是加大集疏港铁路建
设力度。黄骅港要加快建设邯黄铁路，打通与山西中部长治、临汾
的货源通道；建设黄骅港与石家庄的连接线，沟通太中银铁路，将
河南北部、山东北部、山西以及陕西、宁夏、甘肃等西北腹地的货
源直接引到黄骅港。秦皇岛港、唐山港要加快建设张曹、蓝丰铁路
以及北京—唐山—曹妃甸高速铁路、津秦客运专线，打造京秦、承
秦等城际轨道交通，推进铁路线向港口（区）延伸。三是积极推
进沧州机场和曹妃甸机场前期工作，努力形成与港口协调配套、方
便快捷、陆海空一体的东出西联综合立体交通网络。

（三）补足港口集装箱运输发展短板
集装箱运输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按照世界银行推算，一

个吞吐量为１００万标准箱的集装箱港口，能为当地带来５０ ～ ６０亿
元ＧＤＰ的综合效益，每增加１万标准箱集装箱，可为当地带来５００
～ ６００人的劳动就业岗位。集装箱运输对地方经济的贡献是原油的
４倍，煤炭的２倍。我省沿海地区港口货物主要以煤炭、铁矿石等
大宗货物为主，集装箱运输发展滞后，造成沿海港口对产业和经济
发展和带动能力不足。我省应充分发挥港口与腹地资源优势，加快
集装箱运输业务的发展。一是利用河北省港口煤炭等大宗散杂货运
输的优势，加快散改集推进力度，迅速增加集装箱箱量。重点实施
唐山港京唐港区２２＃泊位改造工程，２６＃—２７＃集装箱泊位和２３＃—
２５＃多用途泊位工程，曹妃甸港区多用途泊位工程，黄骅港综合港
区多用途泊位改造工程。二是在箱源相对集中的日、韩等方向开辟
快速直达的近洋航线，尽快形成稳定的航线、航班。鼓励支持大型
航运企业和货主参与集装箱码头建设及经营，促使大型航运企业开
辟集装箱班轮航线。三是编制内陆港和集装箱场站发展规划。加强
与中西部省份联系，推进内陆港和集装箱场站建设，为我省港口集
装箱运输提供箱源支撑。四是加强政策支持，优化口岸通关环境。
对集装箱运输航线、航班及为河北省港口集装箱服务的相关企业给
予补贴，实行港口集装箱运输车辆通行费优惠政策。支持发展海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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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运。四是加强口岸设施和功能建设，推动海关、边检、海事、检
验检疫等实施便捷通关服务，支持保税区、保税港区、出口加工
区、保税物流中心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建设，大力发展港口物流
业。

三、 依托港口资源优势， 加快构建临港产业集群

依托港口资源，发展临港产业集群是实现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
展的关键所在。我省要积极借鉴发达国家和发达省市发展临港工业
的经验，以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为契机，照基地
化、循环化、高端化的要求，优化发展以钢铁、装备制造、石化、
建材和电子信息为主的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以现代物流、金融服
务、高技术服务和旅游为主的现代服务业，积极发展海洋产业、特
色农业，构建起临港特色鲜明、充满活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
临港产业体系。

（一）构建以重化工和先进制造业为主导的临港产业体系
在沿海布局“大钢铁、大石化、大制造”是产业发展的必然

趋势。河北沿海地区是我国重要的重化工基地，坐拥深水大港的临
港产业区位更加决定了这一基本的发展方向。我省应充分发挥能源
原材料资源丰富，腹地重化工产业发展基础雄厚的优势，以“三
港四区”和临港工业区为依托，主动承接国内外重化工和先进制
造业转移，加大钢材、化工、建材、造船、重型装备、电力等大型
项目引进，培育形成以重化工和先进制造业为核心的临港产业体
系。
１ 建设精品钢铁生产基地。与临港装备制造业相配套，积极

发展装备用特种钢材，重点发展造船板、桥梁板、锅炉板、高强度
轿车用钢、管线钢、硅钢板、家电板等高附加值产品，适当发展建
筑钢材，提高Ｈ型钢、中高端建筑用材为主的精品钢产能，打造
曹妃甸精品钢、丰南沿海精品钢、乐亭新区及滦南造船用钢、黄骅
港优特钢等四大钢铁产业基地。通过大规模联合重组和技术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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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钢铁产业向精深加工和产业链高端发展，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
链条。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和生产工艺。
２ 发展壮大临港石化产业。按照集约集聚、延伸链条、循环

发展、安全环保的原则，积极推进与中石化、中石油和中海油等国
家大型石化企业的战略合作，建设大型循环石化基地。重点建设沧
州临港化工园区、京唐港化工园区、南堡开发区临港产业园区，使
石油化工成为区域经济的重要支柱。加快发展精细化工原料和石化
中间体产品，延伸从炼油、乙烯、丙烯、芳烃等原料产品到化工新
材料、橡塑助剂、水泥助剂、合成树脂、合成纤维、合成橡胶、医
药中间体等深加工产品的石化产业链条。加快现代煤化工产业发
展，重点发展与钢铁工业相配套的煤焦化、煤气化产业，不断提高
甲醇和深加工产品的比重。加大油气勘探开采力度。加快油气资源
勘探步伐，增加油气资源地质探明储量。实施冀东油田、大港油田
等油气资源滚动开发，扩大开采规模，稳步提高油气产量。
３ 提升壮大装备制造产业。加快建设为整机配套的基础产品

和关键零部件，形成一批整机带动能力强、配套体系较为完整、功
能较为齐全的产业集群和制造基地。重点发展现代轨道交通装备、
能源环保装备、工业智能装备、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工程机械及
专用设备等领域的装备制造业。在唐山主城区发展工业机器人等高
端智能装备和节能环保设备。在沧州主城区和盐山、孟村、青县建
设管道和管件装备基地，在沧州渤海新区有序发展大容量先进风电
装备和专用汽车制造业。在秦皇岛山海关区和海港区发展修造船、
电力设备、高速铁路设备等重型装备制造业。重点建设秦皇岛经济
技术开发区、秦皇岛临港产业聚集区、秦皇岛杜庄工业聚集区、丰
南沿海工业区、乐亭临港工业聚集区、曹妃甸工业区、嘴东工业
区、黄骅港开发区等装备制造业集群，将河北沿海打造成为中国北
方重型装备制造产业基地。
４ 优化发展建材产业。严格控制产量扩张，围绕发展循环经

济和资源综合利用，推进节能减排新技术应用，优化发展建材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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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大力发展节能环保、防火抗震的新型建筑材料。鼓励研发生产
高技术含量玻璃，支持发展玻璃深加工，延伸产品链条。支持龙头
企业并购重组，淘汰落后产能，调整优化企业结构。重点加快唐山
新型干水泥熟料基地、唐山建筑卫生陶瓷基地、秦皇岛玻璃生产及
深加工基地建设。
５ 联动发展电子信息产业。建设秦皇岛、唐山电子信息产业

基地。培育发展一批为重点行业服务的信息系统集成企业和软件提
供商，开发行业应用软件和行业电子产品，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深
度融合。支持建立物联网公共研发平台，重点推进射频标签
（ＲＦＩＤ）、新型传感器研发及产业化。

（二）加快形成以港口物流业为龙头的沿海现代服务业体系
服务业是城市的“名片”，也是临港产业快速发展、城市聚集

力不断提升的必然结果。我省沿海地区发展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
后，通过招商引资，我省沿海重化工业聚集已经初具规模。但是港
口物流业等临海服务业发展还不够充分。切实提高对港口服务业发
展的认识，超前谋划港口城市现代服务业发展，加快以港口物流业
为龙头，旅游、金融、商贸、服务外包等现代服务业发展是当前我
省沿海地区发展的重要任务。沿海地区发展中，必须将服务业作为
招商引资的重点内容，进行链式招商，带动沿海服务业的发展。通
过积极发展商贸、金融保险、航运中介、信息服务和现代物流业，
带动其他第三产业发展，拓展河北沿海港口综合服务功能，以良好
的服务体系支持河北沿海港口群和临港工业的发展。
１ 培育壮大现代港口物流业。以三大港口为龙头，依托与纵

深腹地相连的冀东、冀中南物流通道，按照“大港口、大枢纽、
大物流、大商贸”的思路，加快建设煤炭、钢材、铁矿石、化工
产品等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打造一批以能源、原材料和集装箱等为
主的现代物流产业园区。重点建设秦皇岛港口物流园、秦皇岛临港
综合物流基地、京唐港口物流园、曹妃甸港口物流园、黄骅港口物
流园，重点推进海关特殊监管的保税物流园区、保税港区的规划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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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打造国内外联通、京津冀一体的国际化现代综合物流基地。推
进建立唐山铁矿石交易中心、秦皇岛煤炭交易中心、沧州化工产品
交易中心。建议以曹妃甸综合保税区为龙头，建设冀东保税物流网
络，创新保税港区发展模式，建设成中国特色的自由港。
２ 大力发展滨海文化旅游业。充分发挥海滨旅游资源，建设

滨海休闲旅游带、生态观光旅游带、长城风光文化旅游带和沧州运
河文化旅游带，开发海上垂钓、海鲜品尝、渔村观光等临港休闲渔
业旅游。谋划开发南堡、大清河、长芦盐田风情游，南大港、曹妃
甸湿地游，菩提岛、月岛、祥云岛、龙岛等海岛游等生态旅游项
目。打造曹妃甸新区、渤海新区的临港工业游。谋划海洋运动休闲
项目，积极发展海洋文化演艺、海洋文化博览、海洋数字出版等文
化产业，加快发展体现滨海特色的现代传媒、影视创作、动漫游
戏、工业设计等滨海文化创意产业，推动滨海旅游业从海岸旅游向
内陆腹地和海上旅游延伸。
３ 推进商贸流通和其他服务业发展。构建以大型综合性商业

为龙头的中央商务区，建设国际性代理中心、采购中心和商业信息
中心。加快发展出口加工、专业化中介服务、出口贸易等服务营
业。积极承接软件开发、金融后台数据分析、工业设计、动漫外包
等高端外包业务，建设服务外包基地。做大做强金融服务业，建立
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

（三）加快发展以海洋产业和特色农业为主的区域优势产业
１ 加快发展海洋产业。以提升海洋主导产业为基础，以培育

海洋新兴产业为方向，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一是深化发展
海洋盐业及盐化工业，以南堡开发区、沧州临港化工区为核心，打
造海洋化工、盐碱化工及循环经济产业基地，鼓励唐山三友集团、
长芦沧盐集团、沧州化工集团发展盐碱联合、碱电联合、氯碱与石
油化工结合模式，打造百万吨ＰＶＣ生产基地。积极开发氯产品、
溴素产品、钾盐产品和镁盐产品，加快发展有机硅、多晶硅、硅油
等海盐化工业下游产品，培植盐化工产业新的增长点。二是加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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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生物技术研究，积极培育海洋生物产业。重点发展海洋药物、海
洋生物制品和海洋生物新材料，推进海洋生物医药关键技术产业
化，加快开发海洋保健食品和化妆品。三是加快海水综合利用步
伐。支持渤海新区和曹妃甸新区海水淡化基地建设，鼓励临海电力
生产企业利用余热，进行海水淡化生产。
２ 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加强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大力发展

设施蔬菜、绿色有机蔬菜，建设高档蔬菜生产基地和特色优势果品
基地。加快良种繁育和优质饲草饲料基地建设，建设京津优质肉类
等畜禽产品生产供应基地。利用好沿海滩涂和浅海资源，大力发展
优质水产品养殖，推广水产品精深加工和保鲜保活，提高水产品附
加值。加快发展远洋捕捞业和休闲渔业。充分利用山区林木、沿海
湿地及林地、乡村田园、乡村民俗等资源，大力发展休闲观光农
业，开发建设一批集科技、生态、旅游等功能于一体的农业生态观
光园和休闲农庄。

（四）构建分工合理、错位发展的产业布局体系
要进一步统筹谋划各经济单元的产业定位及发展方向，遵循产

业发展规律，实施产业集群战略。唐山沿海地区宜重点发展港口物
流、石油化工、海洋化工、钢铁工业、建材工业、电力工业、重型
装备制造业、出口加工业和滨海旅游业等；沧州沿海地区宜重点发
展煤炭、散杂货、件杂货和液体燃料港口物流业、石油化学工业、
精细化学工业、火电和核电工业、铸造和金属加工、机电产品加工
制造业、煤化和生物能源加工业、海洋捕捞和养殖业等；秦皇岛沿
海地区宜重点发展煤炭、石油、粮食及食品等港口物流业、食品加
工业、修造船等机械装备制造业、玻璃等建筑材料工业、冶金和金
属压延工业、汽车零部件加工业、电子信息器件加工及软件产业、
滨海旅游业、海洋捕捞业等。

两大新区中，曹妃甸区要抓紧完善曹妃甸区总体规划以及港口
岸线开发利用、海洋利用和保护等专项规划，加快港口建设，拓展
港口功能。建设以钢铁、石油化工、重型装备制造、盐化工、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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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化、港口物流为主导的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区和临港产业基地，
培育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渤海新区将发力黄骅港深
水航道建设，完善黄骅综合大港功能和集疏运体系，使黄骅港尽快
成为面向冀中南等广阔腹地的新出海口。重点加快发展石油化工、
冶金装备、电力能源、现代物流四大临港主导产业的发展。

四、 完善沿海城镇体系， 构建沿海经济隆起带发展的平台

河北省应统筹沿海地区各级城镇发展，充分利用沿海荒地、浅
滩和生活岸线资源的优势，不断健全城市基础设施功能，加快中小
城市发展步伐，加强县城和重点镇基础设施建设，构筑以“一带、
三中心、三新城（区）、多节点”为核心的沿海城镇体系。

（一）加强港产城互动，努力培育三大沿海新兴城市
城市是促进临港产业集聚和要素集聚的重要载体。沿海地区港

口城市发展的规律表明，在发展初期重在以港兴城，利用港口吸引
工业企业入住，形成产业聚集效应，带动城市居住区和现代服务业
发展；中期重在以城促港，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对周边地区产生
辐射带动作用，并促进港口持续发展；后期形成港产城互动，进入
稳定成熟的发展阶段。我省沿海地区应充分运用这一规律，以港兴
产兴城，按照生态城市建设标准和港口、港区与港城互动发展的要
求，加快建设唐山湾生态城、北戴河新区和黄骅新城。唐山湾生态
城，按照建设国际性、生态型、现代化滨海城市目标，高起点规划
建设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科学布局交通、产业、商务、居住
和生态功能区，建设京津冀重要的生产性服务中心、高教科研及产
业转化基地和环渤海重要的国际港城。黄骅新城，以“连通港口、
拉开框架、东西对接”为目标，突出新城主城区建设，加强主城
区与组团城区间的骨干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一体化进程，建设生态
型、组团状、现代化滨海城市。北戴河新区要以旅游和现代服务业
等新型高端产业为支撑，以生态低碳为导向，建成世界一流的高端
休闲旅游度假胜地和文化新区，打造滨海生态示范新区和中国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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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标准绿色建筑示范区，打造成为河北沿海重要的增长极。到
２０１５年，唐山湾生态城、黄骅新城争取达到５０万人，远期建成超
过１００万人的大城市。

（二）提升城市功能，壮大三个沿海中心城市
秦皇岛是全国著名的旅游城市，唐山和沧州是我省重要的工业

城市，在新一轮沿海地区开发开放中，三个中心城市面临着增强功
能、产业转型、提高综合竞争力的问题。秦皇岛要做大做优主城
区，增强城市经济、交通、文化、旅游、教育功能，积极发展旅游
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现代物流业，形成“一中心三
基地”，即中国北方休闲度假中心和沿海先进制造业基地、高新技
术产业基地、港口物流集散基地。唐山应围绕提升城市功能，整合
中心城区与丰润、丰南、古冶、开平等城区资源，加强城市功能区
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增强城市文
化、交通、金融功能，提升城市品位、开放水平和辐射能力，建设
高端产业聚集的国家创新型城市、科学发展示范城市和东北亚地区
的合作窗口。沧州应按照发展大都市的目标，适时推进沧县和青县
撤县设区，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增加城市交通枢纽、文化旅游功能
和综合配套功能，提高产业聚集、要素聚集能力，增强对全市经济
的辐射和带动能力。到２０１５年，唐山城区人口争取超过３００万人，
秦皇岛、沧州达到１００万～２００万人，成为名副其实的省域、区域
中心城市。

（三）壮大县域规模，构建沿海城镇体系
加强沿线开发，既可以消除瓶颈制约、促进要素流动，又可以

推动港口、港城、中心城市一体化，发挥整体效能。一是加快昌
黎、抚宁、乐亭、滦南、唐海、海兴等区位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
县城建设，推进县城与中心城市、滨海新城的基础设施连接和功能
对接。积极发展迁安、遵化、任丘、河间、泊头等县级市，打造成
为高品质的中等城市。充分利用滨海景观特色和旅游资源，建设一
批具有浓厚滨海特色、地域特色、历史特色、文化特色和产业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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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旅游风情小镇。二是要以增强县城综合承载能力为着力点，完善
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功能，不断改善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县城建设
水平，促进人口、产业向沿海城镇聚集，扩大沿海前沿地带县城规
模。三是加强曹妃甸港口—曹妃甸新区—国际生态城—唐山主城
区，京唐港—乐亭新区—乐亭县城—唐山主城区，黄骅港—渤海新
区—黄骅新城—沧州主城区的联系，增加交通干线，沿线布设产业
聚集区和城市功能区，为同城化发展、强化整体效能创造条件。

（四）强化分工合作，形成特色城市组团
秦皇岛、唐山、沧州三个中心城市与周边县存在着密切的政

治、经济、文化联系，经济垂直分工与协作比较合理和完善。但
是，县与县之间的水平分工相对较差。发展城市组团，需要通过统
筹规划，加强交通联系，促进分工协作，最大限度地发挥整体效
益。秦皇岛组团，把昌黎、抚宁县城纳入同城化管理范围，与秦皇
岛市四个主城区共同构建“４ ＋ ２”都市区体系，将青龙满族自治
县、卢龙县建成主城区的卫星城市。昌黎、抚宁县重点发展葡萄酒
酿造、食品加工、装备制造和旅游业；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重
点发展钢铁下游产品和食品加工业。唐山组团，包括唐山市主城
区，山前迁安、迁西、遵化３个县（市）和滦县、玉田２个平原
县。山前县（市）利用矿产和林果资源，发展钢铁及深加工、矿
山机械和专用设备制造业、林果加工业；平原县利用基础设施完
善、产业基础较好的优势，发展装备制造业、新型建材和畜禽养殖
业。沧州组团，按照“一主（中心城市）、三次（黄骅新城、任丘
市、泊头市）、多点（其他周边县）”进行城市布局。任丘市建设
石油化工基地，泊头市建设铸造设备基地，河间市建设电线电缆基
地，吴桥县建设中国杂技之都，肃宁县建设中国裘皮之都，盐山
县、孟村回族自治县建设管道、管件基地。其他县也应努力培育特
色产业，把沧州组团建成以化工产业和延伸、配套产业为主导，以
特色产业为支撑的城市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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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加强基础设施和源头性项目建设， 提升沿海地区辐射带动
能力

（一）统筹推进海陆基础设施建设
统筹海陆基础设施建设是发展临港经济、建设沿海经济隆起带

的重要保障，更是实现沿海与内陆联合互动的关键途径。我省要加
快构建便捷畅通的交通网络、配套完善的水利设施网络、安全清洁
的能源保障体系和资源共享的信息体系网络，推动沿海与腹地的联
动发展。
１ 构建连接港口与腹地的交通体系。推进铁路、公路、航空

等交通设施建设，打开河北沿海与腹地和西部能源带的通道，建设
大开放、立体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大港口及港口腹地、港口之间集
疏通道建设，完善港口群综合物流体系，形成沿海经济带现代化港
口群。公路方面，重点建设沿海高速公路沧州段、邯港（黄骅
港）、承秦等高速公路，提高干线公路等级和农村公路通达深度，
完善运输场站设施，完善港口与腹地城市的快速交通网络。铁路方
面，加快建设北京—唐山—曹妃甸高速铁路、津秦客运专线，构建
高速铁路、客运专线、京津冀地区城际铁路、港口后方集疏运通
道。航空方面，积极推进沧州机场和曹妃甸机场前期工作，尽快推
进空港的规划建设，形成海港空港齐头并进，两翼齐飞的发展格
局。同时，规划发展临空经济，形成临空产业集聚区，优化提升冀
东北的产业发展格局。
２ 完善沿海地区水利基础设施。加快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和引

黄工程建设，建设“引青济秦”与石河水库连接、戴河与新河连
通、北戴河新区、乐亭三期、丰润和南堡的供水工程。适时推进滨
州小开河引黄工程，提高沧州地区和渤海新区的供水保障程度。加
快曹妃甸工业区输水管网及配套工程、海港开发区供水二期等工程
建设，缓解沿海地区供水压力。
３ 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电网建设，缓解局部地区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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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制约；坚持有保有限，对北戴河新区、曹妃甸新区和渤海新区的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及重要用户给予重点保障。规划建设百万千瓦级
超临界火电机组，完善沿海地区５００千伏网架和配套电网，提高跨
区输电和受电能力。在新城、重点县城和产业聚集区建设热电联产
项目。加强风能、太阳能、核能、生物质能、海洋能等新能源开发
利用，在渤海新区、曹妃甸新区、乐亭新区、秦皇岛建设沿海及海
上百万千瓦级风电基地，鼓励利用沿海滩涂建设光伏电站。加快南
堡油田、渤海湾油气资源开发。建设曹妃甸大型商用原油储备库和
任丘华北油田地下储气库，建设渤海西岸油气接卸及储备基地。规
划建设鄂尔多斯至唐山港、黄骅港的液体化工输送管道。
４ 加快发展信息网络。大力推广物联网技术应用，推进信息

化示范工程和电信网、广电网、互联网三网融合。建设秦皇岛数据
产业基地。加快电子交易、物流信息和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建设。
构建港口之间、港口与腹地之间互联互通的信息系统，实现全面智
能化管理。加强与京津的信息化战略合作，建设秦唐沧一体并与京
津和环渤海地区有效对接的沿海物流信息交换中枢。

（二）大力实施源头性大项目带动战略
源头性大项目是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天津中石化百

万吨乙烯项目建成投产仅仅一年时间，就使其周边形成了一百多家
配套企业的石化产业群。此外，大飞机、大火箭等项目的落户也都
有力地推动了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我省要借鉴天津发展的经验，
按照《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所列项目，抓紧任丘、曹妃甸炼
化一体化项目的报批，积极探索中外合资百万吨乙烯项目建设的可
行性，抓好轨道交通装备产业聚集的建设，强化招商引资，力争关
键项目零部件项目落户我省。

（三）加大中小项目招商引资
大项目是支撑产业集聚、培育产业集群的龙头和突破。中小项

目是大项目的配套和补充，是拉动财气、人气聚集的重要力量。在
集中引进重大战略性产业项目的同时，我省沿海地区要加快发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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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产业关联度高、成长性好的中小项目，形成大中小项目优势互
补、联动发展的格局。因此，在沿海地区招商引资的过程中，要把
中小项目作为招商引资的一个重要内容，大力引进劳动密集型、科
技创新性中小企业，加快引进源头性重大项目的相关配套企业，积
极引进港口物流、商贸服务等服务性企业，为我省沿海地区产业和
人气、财气的聚集打下基础。
　 　 六、 进一步提高科技创新水平， 为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
科技后盾

（一）构建多元化的技术创新投入体系
充分利用环渤海经济圈建设的机遇和京津的科技资源优势，认

真落实国家鼓励技术创新政策，形成政府、企业、金融体系等合理
分工和协调配合的多元化技术创新投入体系。要集中财政科技资金
支持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重点课题，推动Ｒ＆Ｄ活动人员与
科技论文数同步增长，推动科技成果数量与质量同步增长，提高河
北省的科技产出水平。

（二）制定有利于科技人才发展的特殊政策
提高沿海地区竞争力的关键靠人才和成果，而沿海最短缺的是

人才和成果。我省要学习江苏省的做法，制定特殊的政策来吸引人
才和成果，以超常规举措吸引海内外高端人才来河北创业发展。要
研究建立以引进人才为主导的沿海人才服务体系，搭建科技人力资
源流动的“绿色通道”，探索定向培养、项目合作、人才租赁等多
种人才柔性开发策略，鼓励京津高新人才来河北创业或兼职，实现
科技智力资源的共享。同时，积极调整省内高校专业结构设置，加
大海洋工程、现代物流、交通运输、港口运营等专业人才培养规
模，努力为临港经济发展培养更多的合格的急需人才。

（三）建设区域科技创新平台
依托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资源优势，优化科技资源，加强产学研

合作，加快科研成果的转化，加快区域技术创新系统的建设。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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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引导省内高校与大型央企及其所属单位共建一批重点实验室、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创新服务机构和平台，以此为载体引进一批
高层次人才和科技成果，带动我省科研基地研究创新能力和水平的
提升。同时谋划在曹妃甸新区、沧州渤海新区建设河北联合大学、
北京交大、河北农业大学等高校的分校或独立学院，建设海洋研究
重点实验室，提高对沿海地区发展的科技支持。
　 　 七、 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 构建促进沿海地区发展的多元投
融资平台

　 　 沿海地区开发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河北沿海地区开发初期，
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但诸如国家拨款、政府融资等传统
的投融资方式难以满足其庞大的资金需求，而且，部分政府融资平
台运作机制不健全，缺乏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我省应积极借鉴
山东、天津等地的做法，放开门槛，增强社会资本的吸纳能力，重
点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作为：

（一）财政有条件有选择地对基础设施投入予以保障
近年来，河北沿海地区固定资产投资较大，对地方财政的压力

较大，主要是新建园区需要建设大量的基础设施。从长期看，基础
设施项目贷款比重过大，项目财务负担加重，后续产能若不能完全
释放，贷款偿还周期将会加长，给银行资金带来较大风险。而且，
由于大部分基础设施项目都是通过政府融资平台获得的银行贷款，
以政府的财政为担保，当前投资的高速增长将对未来几年地方政府
的财政支出产生巨大压力。所以，对于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地方
政府应量力而行，有条件有选择地对基础设施投入予以保障。同
时，积极筹措建立金融风险补偿专项基金，对积极支持沿海开发开
放的银行贷款给予一定条件的保障，以保证资金的安全和园区的可
持续发展能力。

（二）建立多元化的金融支持体系
一是出台吸引金融机构的政策，引进各类金融机构。适当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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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区域性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资本金、营运规模上的要
求，允许发展各种形式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和各类资金互助组织。
加快组建曹妃甸农村商业银行和渤海新区商业银行，大力发展贷款
公司、担保公司、村镇银行等新兴金融机构。三是要积极鼓励民间
资本参与沿海经济带的开发建设。推动设立民营经济投资公司，建
立和完善创业投资机制，构建民营经济融资平台。鼓励和引导民营
资本依据国家法规政策兴办各类金融组织，参与银行、证券、保险
等各类金融机构的改制改组。

（三）建立河北沿海开发产业投资基金
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是促进我省沿海地区开发建设，实现沿海

地区产业加速聚集和升级的重要前提。《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
中明确提出：“设立沿海开发产业投资基金”，我省应积极按照国
家要求，充分发挥政府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联合省内外有实力的
机构投资者，筹建河北沿海开发产业投资基金，创造条件争取国家
审批，以扶持沿海地区优势产业发展。具体资金来源可以考虑以下
几种：一是省财政每年现有的３亿元专项资金存量；二是整合部分
财政专项资金；三是变现部分国有资产资源；四是积极争取中央财
政专项资金支持。由此形成一定规模的产业发展基金，通过财政贴
息、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等形式，以支持沿海经济带的发展。

（四）拓展筹融资渠道
积极探索金融租赁、ＢＴ、发行债券、经营权拍卖等多种融资

方式和渠道，要充分利用和做活未利用土地这篇大文章，通过土地
收储质押等多种方式盘活土地资源，化解资金瓶颈。同时，大力推
行ＢＯＴ （建设、经营、移交）、ＰＰＰ （公用事业市场化）等运营形
式，加快基础设施和公益项目的建设。鼓励产权交易市场和场外交
易市场发展，开展面向园区企业的产权、股权交易业务和股权托管
业务，促进企业产权、股权流动。积极引导国内外风险资本为沿海
经济带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为私营企业技术开发活动提供股权投
资、购买债券、契约贷款、技术开发贷款、租赁服务等财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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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企业尤其是中小配套企业资金不足的困境。考虑借力天津放开
股权投资市场的契机，吸引天津成立的产业基金到河北沿海地区发
展。

（五）优化沿海金融生态环境
经验证明，金融生态软环境对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极为重要。

与山东、江苏等沿海省份相比，我省沿海地区平均存贷比只有
６０ ４％，远低于山东８０ ２％、浙江８９％的存贷比水平。一方面沿
海开发急需大量资金，另一方面银行又有大量资金沉淀、转移，其
中的重要原因就是金融生态环境还不够理想。我省沿海地区应切实
提高对金融生态环境重要性的认识，通过制定金融生态优化工作方
案、建立逃废债追究机制，建立完善征信平台，完善金融中介组织
等多种措施，全面优化沿海地区发展的金融生态环境。
　 　 八、 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力度， 实现沿海地区发展与环境保护
的和谐共赢

（一）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综合决策机制
沿海地区开发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

科学合理地开发海洋资源、海岸资源。积极借鉴山东沿海开发中构
筑海岸开发保护带、近海开发保护带和远海开发保护带的经验，对
我省沿海各项资源开发、区域开发及建设规划等相关政策进行重新
审视，从决策层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问题，
加快编制沿海地区海洋区划和海洋环境保护规划，在制定沿海地区
国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
问题。近期，应加快制定我省近岸海域１１个县市区滨海开发、岸
线、滩涂及海岛的开发与保护思路，严格划分出保护、控制开发、
重点开发和优化开发区域。同时，充分考虑海洋的承载能力和环境
容量，实施“以海定陆”的污染控制机制和海陆统筹的污染治理
机制，按照集中集约利用的原则开发海域资源。珍惜岸线资源、滩
涂资源和土地资源，科学论证、严格审批岸线和近岸资源的开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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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二）走可持续发展的沿海经济发展道路
沿海区域既是开发成本较低、适宜重化工业布局的良好区域，

同时也是环境敏感区，临港重化工产业以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
为主，所以，一定要坚决摒弃“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子，产
业布局坚持环保先行，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实
现海洋资源永续利用，使沿海地区成为科学发展的典范。把节能和
资源综合利用落实到沿海地区产业布局的各个环节，根据人口、资
源情况和环境承载能力，合理确定工业园区的规模和性质。沿海产
业布局，要杜绝一些南方发达地区转移档次低、污染严重的项目进
入园区，鼓励入园企业大力开展清洁生产，组织好企业间循环生
产，力争实现污染“零排放”，创建新型沿海生态工业园区。加大
对节能技术开发和推广的支持力度，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实现节能
技术和产品的产业化。要贯彻循环经济理念，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
平，减少废弃物排放，保护水资源，立足于保护、节约、合理使用
土地，提高土地集约利用率。在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基础上，提高
河北沿海地区开发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三）加大重点区域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力度
要严格实行环境准入制度，大力发展循环经济，避免结构性污

染和污染转移。加大环境保护投入力度，加快建设城市和工业园区
污水处理设施和管网，加快建设布局合理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
和危险废弃物集中处理设施。加强对滦河口—北戴河海域等重点区
域的污染治理力度，禁止在海洋自然保护区、海洋特别保护区、重
要渔业水域、盐场纳水口水域和海滨风景名胜区、旅游度假区以及
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新建排污口。科学划定生态功能区域、依
据我省区域禁（限）批建设项目的实施意见，科学划定沿海生态
功能区，为沿海产业布局、生态环境保护和城乡建设提供科学依
据。强化对自然保护区、地表水源保护涵养区、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湿地公园、森林公园、调蓄洪区、海岸线等重要生态功能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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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管制，严格禁止开发建设项目随意侵占和破坏生态保护区。
（四）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机制
要建立并完善地方政府对环境质量总负责制度，将沿海地区环

境指标纳入政府政绩考核。建立完善科学的生态补偿办法，推进污
染物排放指标的有偿使用、排污权交易和环境资源区域补偿机制，
建立有效的生态环境评价、监督及考核机制，加强对沿海旅游、交
通运输、油气资源开发、工业项目开发建设的日常监督，强化对环
境污染的联合执法力度。

九、 深化改革开放， 构建推动沿海地区加快发展的体制机制

（一）加快管理体制创新
紧紧抓住我省沿海地区开发起步阶段传统禁锢少、关系容易理

顺的优势，大胆开展体制机制创新，全面畅通发展环境。要科学界
定政府职责范围，合理匹配事权和财力，增强全面依法履行职责的
能力。要大力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减少和下放市级行政
审批，构建港口、港城和工业区统一高效的管理运行体制和行政管
理体制，努力为投资者、建设者、经营者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在推进“新区”管理体制和深化县市管理体制改革中，加大对工
商、税务、国土、海关、商检等垂直管理部门的协调力度，支持并
引导其积极借鉴外省经验灵活处理因扩权引发的相关技术性难题，
确保扩权政策及相关配套措施能够落实到位。注意各类扶持政策的
协同配套，注重管理体制改革中的财税、干部人事、行政制度的配
合与协调。

（二）推动沿海地区先行先试
曹妃甸新区、渤海新区要抓住率先发展为两大增长极的有利时

机，从新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出发，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
采取碰到问题的倒逼机制，在人事安排、机构设置、项目审批、社
会管理服务等领域，最大限度地激活市场主体的活力。建议曹妃甸
新区和渤海新区的行政管理体制架构采取“新区管委会＋两类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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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机构＋审批直通车＋公司”体制。分别成立两个新区管委会，
作为省政府派出机构，享受市级职能权限。在“新区管委会”下
按照所辖行政区划的县、市（区）设立新区管委会派出机构，统
筹区内经济、社会和城市建设与管理职能；在所辖经济功能区内设
立管委会派驻经济功能区的派出机构，负责功能区内经济、社会和
城市建设与管理。两类派出机构对新区管委会负责，所有审批事项
报新区管委会审批，不再报唐山和沧州市审批。在两个新区分别成
立“新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等实体公司，负责区内基础设施、
厂房建设开发投资、运营和管理，经营城市与功能区。

（三）制定和完善各项支持政策
新增建设用地继续向沿海地区倾斜，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沿海

发展规划的重大工业项目，优先安排用地指标，抓紧协调解决沿海
地区滩涂地的土地性质问题，充分利用填海、滩涂整理来解决土地
瓶颈。加大财税政策扶持力度，对建设项目除国家规定的收费外，
免收各种行政事业性费用。省级产业发展等专项资金，重点向沿海
地区倾斜。改善工商管理服务，在国家法律、法规、规章许可条件
下，坚持非禁即入，非限即许；简化行政审批程序。除国家规定必
须由省级或市级审批的事项及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审批外，省、市
两级的其他审批事项一律下放到沿海县（市、区）或产业新区、
工业园区管委会。研究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税收优惠政策，采取
税收返还和降低税率等办法，降低入驻机构的实际税负，增加人才
的实际收入。设立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对引进的科研机构和金融人
才给予资金补助和住房补贴，并可通过子女教育、公费医疗等多种
特别优惠方式降低人才的迁居成本。改变目前各个地方“特事特
办”的做法，协调相关部门，将各种优惠政策或措施进行整合，
形成常态化、制度化的运作模式。

（四）加大对内对外招商力度
把招商引资作为推动跨越发展的突破口和着力点，主打曹妃甸

新区和渤海新区整体优势品牌，营造大开放、大招商氛围。在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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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门招商、团组招商、代理招商、展会招商等传统方式的同时，把
定量招商、定向招商摆上突出位置，切实提高招商实效。科学设置
临港产业新区招商门槛，编制产业发展目录，在投资密度、强度和
产出贡献度上严格把关。鼓励与国内、省内大企业、大集团合作，
广泛吸引其入区投资建设；积极构建与日本、韩国以及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协作区，争取引进一批产业关联度
大、技术含量高、辐射带动力强的重大项目；加大对欧洲等地的招
商引资力度，全面推进与世界５００强、知名商协会及中介服务机构
的合资合作，搭建国际化招商资讯平台，更多地将引进项目、资金
与引进智力、先进技术相结合，不断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综合经
济效益。

（五）加快推动对外开放
充分发挥曹妃甸新区、渤海新区的港口土地资源优势，以曹妃

甸综合保税区建设为契机，大力引进和培育出口贸易加工企业，加
快发展外贸优势出口主体，引导企业切实用好保税区、出口加工区
的各项优惠政策，扩大产品出口加工的规模。培育若干全国重要的
精品钢材、精细化工、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及软件出口基地，努力
破解农产品出口的“绿色壁垒”，建设一批高效生态农业和海产品
出口基地。适时争取设立２ ～ ３个以黄骅港为出海口的出口加工区，
申请设立曹妃甸保税区、黄骅港保税区、石家庄保税区、邯郸保税
区、保定保税区。在重要的产地市场和出口商品集散地如沧州肃
宁、沧州青县、衡水大营、邢台清河、保定白沟等建设一批保税物
流中心或出口监管仓库和保税仓库。积极承接国外制造业特别是附
加值高的中高端制造环节的转移，引导加工贸易向研发、销售和售
后服务等环节延伸。建立健全对外贸易监测预警机制、产业损害监
测预警机制和反技术壁垒工作机制，积极应对国外反倾销、反补贴
和贸易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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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利用腹地需求优势， 统筹推进河北沿海与内陆腹地经济协
调发展

　 　 沿海地区是在大进大出中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但腹地经济的需
求水平对港口及沿海区域的发展至关重要。我省沿海地区内陆腹地
与天津重合，但省内腹地比天津滨海新区更为广阔。由曹妃甸港、
京唐港、秦皇岛港、黄骅港形成的沿海港口体系，陆域辐射范围到
达北京、河南、山西、陕西、内蒙古、宁夏等地，统筹推进沿海与
腹地互动发展是快速有效建设沿海经济隆起带的有效途径。

（一）推进沿海地区与内陆腹地规划对接
就省内而言，腹地的八个设区市要加强与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

划的有机衔接，抓紧修订完善产业、城市、物流、交通以及水、
电、气等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引领和带动沿海与腹地一体化发展。
要加强与山西、内蒙、河南、陕西、宁夏、甘肃、山东等直接腹地
省份的沟通联系，推动省际间港口、交通、产业等方面的交流协
作，积极谋划实施“环渤海地区与腹地经济崛起”高层论坛，通
过邀请内陆省份高层领导到河北沿海考察、座谈等形式，提高我省
沿海港口在内陆省份的影响力，推动省级层面各种规划的协调对
接。

（二）加快沿海地区与内陆腹地基础设施对接
重点围绕港口建设，着力推动航运与铁路、公路、机场协调配

套发展，进一步完善港口集疏运体系，加快实施邯黄铁路、沧州到
石家庄铁路连接线等集疏通道建设，打通腹地到黄骅港的快速通
道。推进内陆港、海铁陆联运节点、集装箱中转（心）站项目运
作，设立一批保税物流中心。除石家庄内陆港外，再设立保定内陆
港、邯郸内陆港、张家口内陆港、衡水内陆港等，五个内陆港均申
请设立Ｂ型保税物流中心。推进石家庄机场扩建和邯郸机场升级，
努力形成与港口协调配套、方便快捷、陆海空一体的东出西联综合
立体交通网络。加强与山西、内蒙、河南、山东等在高速公路、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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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方面的协调力度，打通省际间的断头路，提
升我省黄骅港、曹妃甸港的辐射带动能力。规划实施内陆省会城市
无水港建设计划，发展海铁联运业务，进一步密切我省与内陆省份
的交流合作。

（三）推进沿海地区与内陆腹地产业对接
省内腹地各市要立足本地优势，瞄准发展沿海经济，加快传统

产业改造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努力使腹地优势产业成为沿海
产业链条中的重要一环。着力推动产业园区、骨干企业、优势产品
和重大项目向出海轴线地区集中，为腹地与渤海新区的产业对接创
造有利条件。要主动加强与山西、内蒙、陕西、宁夏、甘肃产业的
沟通与交流，可以借鉴辽宁等省发展“飞地”经济的经验，在沿
海港口建立面向纵深腹地产业聚集区、专用码头和对外开放的窗
口，实行对我省内陆城市在“飞地型产业区”内实现的税收首先
全部返还飞地使用市政府，再由提供市和使用市各按５０％的比例
分别记入提供市和使用市的ＧＤＰ核算的政策。积极争取国家政策
支持，对省外内陆地区在我省沿海地区建立的“飞地型产业区”
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

（四）加强沿海地区与内陆腹地生产要素对接
要建立健全沿海与腹地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优化配置的良好机

制，制定完善财税、土地、技术、人才等支持政策，放大政策效
应，提高生产要素利用效率。加快渤海新区冀中南工业区建设步
伐，抓紧完善配套政策，为腹地项目向沿海地区转移创造条件。强
化与华北、西北腹地以及辽宁、山东沿海地区重大基础设施的对接
和产业合作，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推进建立健全与
京津经济技术交流的合作机制，全方位开展与京津的合作。加强在
产业、科技、人才等领域的交流合作，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开放共
享科技资源，交流技术人才，促进共同发展。

（五）加强沿海地区与京津的深度对接
一是加强京津冀地区经济合作，有选择地承接京津地区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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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充分利用京津地区的资金、技术、人才、市场优势，提高区
域整体竞争力。二是完善京津冀临港产业体系。与京津共同开发建
设环渤海临港产业带，使之成为京津冀一体化建设的启动点。三是
从服务环渤海区域协调发展出发，结合天津港综合运输枢纽的规模
优势和集装箱干线港优势，以及河北省沿海地区的深水岸线和广阔
滩涂等资源优势，促进津冀沿海港口群整合优势资源，把河北省沿
海港口融入天津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提高区域港口综合竞争
力，共同促进京津冀都市圈和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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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河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空间布局
与打造战略增长极 　 　

第一节　 河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空间布局

一、 总体布局与思路

（一）布局划分
充分考虑河北沿海地区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开发强度和开发

潜力，科学划分功能分区，促进城市化地区、农业地区和生态地区
协调发展。有序推进人口和产业向城市化地区集聚和布局，形成
“一带、两轴、三组团”空间开发格局。“一带”指秦皇岛、唐山、
沧州的滨海开发带；“两轴”，是指沿京沈高速公路的秦皇岛—唐
山—北京方向发展轴、沿石黄高速公路的黄骅—沧州—石家庄方向
发展轴，形成联系河北沿海与内外腹地的主要通道。“三组团”指
秦皇岛、唐山和沧州组团。

（二）功能定位
环渤海地区新兴增长区域、京津城市功能拓展和产业转移的重

要承接地、全国重要的新型工业化基地、我国开发合作的新高地、
我国北方沿海生态良好的宜居区，在促进全国区域协调发展中发挥
更大的作用。

（三）总体思路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抓住渤海湾西岸区域上升为国家发

展重心的机遇，以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为目标，以体制、机制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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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创新为动力，将城市建设作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带动载体，大
力推进自主创新，加快转变产业发展方式，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转
型，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建设“蓝带”驱动、“金廊”支撑、“绿
色”衬映的生产力格局，建立既与世界接轨又有河北特色的河北
沿海地区经济引擎，在全国现代产业发展中争当上游。

“蓝带”驱动：重点发展具有带动全局作用的临港、临海“蓝
色产业带”。我省最大的比较优势仍然是深水港口优势，但是目前
这种优势还远未发挥出其应有的效应。我们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过
程中，应首先考虑如何发挥这种优势。所以，适应我国重化工业重
点在临海布局的新形势，我省要加快培育临港战略“引擎”产业，
突出循环经济型、技术导向型和外向型三大特色，加速构建以精品
钢铁、大石化、造船、新型高端建材等先进重化工业为主，以港口
物流、临港产业后续加工业、海洋生物产业为特点的新型临港和临
海产业体系。形成以海岸带、港区、工业园区、沿海城镇为载体的
“蓝色”产业群。

“金廊”支撑：大力培育具有未来战略支撑作用的“多条金色
产业走廊”。比如，黄骅—石家庄轴线、黄骅—保定轴线、黄骅—
邯郸轴线、曹—唐—京轴线等，要大力发展以先进装备制造、生物
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创意产业为代表的先导产业
群，尤其是在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的局部领域中下大功夫全
力推进，要以特色产业集群为核心，以先进加工制造业为依托，创
建一批具有全国意义的大型装备制造产业集聚区、高新技术产业基
地和创意产业园，是打造具有河北特色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内容。
此外，金色产业也包括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的“适箱产业”（适合
集装箱运输的产品，包括轻工、食品、纺织、医药、轻型机械、金属制
品等），大力推进深水港口后方腹地的加工制造集聚区的建设，努力
形成沿铁路、高速公路等重点通道集聚发展的加工制造产业集群。

“绿色”衬映：鼓励发展具有关联配套和净化作用的“绿色产
业”。以现代物流、生态工业、环保产业、绿色农产品生产及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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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休闲旅游、文化产业等为重点，统筹城乡发展，建立资源节约
型产业体系，强化生态环境建设。形成以功能区、城镇为依托，生
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快速协同发展的、“遍地开花”的“绿
色”产业增长点，使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成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的最佳途径。

二、 “一带” 空间划分及功能定位

（一）“一带”空间划分
一带是指滨海开发带，包括秦皇岛的山海关区、海港区、北戴

河区、抚宁县和昌黎县，唐山的乐亭县、滦南县、曹妃甸区和丰南
区，沧州的黄骅市和海兴县等行政区。从产业功能区划分，包括北
戴河新区、曹妃甸新区、沧州渤海新区、丰南沿海工业区、唐山冀
东北工业集聚区和沧州冀中南工业集聚区等产业大集聚区。

（二）“一带”的发展思路与功能定位
１ 发展思路。抓住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层

面的机遇，用足用好支持政策，强力推进建设。按照港口、产业、
新城、腹地“四位一体”协同推进的发展思路，对沿海区域进行
资源整合，实施统一规划，统一布局，统一管理，统一开发，构建
“一区多园”、高效运行的管理体制机制，高起点开发、战略性合
作、高水平建设、跨越式发展，努力把滨海开发带发展成为河北沿
海地区乃至环渤海地区的重要战略增长极，特色突出、竞争力强、
具有国际水平的现代重化工产业集聚带。
２ 功能定位。中国北方地区东出西联核心区、国家重要的能

源和原材料流通储备基地、京津冀都市圈国际性重化工产业带的重
心、全省改革创新和新型工业化先行区、建设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强
省的龙头。
３ 发展方向。以港口、临港工业区和特色工业园区建设为重

点，建设经济新高地；以特色突出、竞争力强的国际性重化工业产
业集群建设为突破口，打造实现跨越发展新引擎；以中心城市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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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港城和中等城市建设为中心，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城镇体
系；以“东出西联”运输通道建设为纽带，形成以东带西、东中
西共同发展的新局面。
４ 前景目标。经过高起点开发和高标准建设，努力把沿海经

济带建设成为环渤海地区的重要战略增长极、滨海都市连绵带、科
学发展示范区和生态和谐宜居地，建成产业加速集聚、城乡互动发
展、区域合作紧密、改革开放领先、辐射带动腹地、经济社会协调
的国内沿海经济新高地，成为科学发展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
经济率先隆起区、和谐宜居新城区。

三、 “三组团” 的空间划分、 发展思路及功能定位

（一）秦皇岛组团
秦皇岛组团可划分为秦皇岛市主城区的特色城市片区和青龙、

卢龙县山区经济片区。
１ 秦皇岛主城区（特色城市片区）。特色城市片区的发展思路

与功能定位应为：未来五年及更长一个时期，注重统筹生产、生
活、生态，围绕建设“宜居宜业宜游、富庶文明和谐”新秦皇岛
宏伟目标，瞄准国内外一流滨海城市实施跨越追赶，实现产业结构
更优、旅游产业发展更快、现代服务业更强、城乡统筹发展更好、
生态环境更佳。充分发挥在河北沿海发展战略中的支撑作用，争当
河北科学发展排头兵和展示形象的重要窗口。充分发挥旅游资源丰
富和高技术产业基础较好的优势，重点发展休闲旅游、港口物流、
数据产业、文化创意等服务业，积极发展装备制造、电子信息、食
品加工业，加快发展葡萄种植等特色农业。把秦皇岛市主城区建设
成为有较强集聚辐射能力和影响力的国际旅游名城、休闲文化产业
之都、全国生态文明先行区、先进制造业基地。努力打造享誉全国
乃至世界的“长城滨海画廊、四季休闲天堂”。
２ 秦皇岛山区特色经济片区。山区特色经济片区的发展思路

与功能定位应是：借助临海以及毗邻唐山、承德和辽宁的优势，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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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近市县合作建设工业合作园，制定优惠政策，加大招商引资力
度，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发展重大工业项目，承接京津唐产业
转移，培育成为临港工业的新增长点。卢龙县城建成主城卫星城
市，青龙县城建成北部区域中心城市。

（二）唐山组团
唐山组团可划分为两大片区：唐山市主城区、丰润区、滦县、玉

田县等平原经济片区和迁安市、迁西县、遵化市等山前经济片区。
１ 平原经济片区。唐山市主城区、丰润区、滦县、玉田县等

平原经济片区应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明显、基础设施健全、产业基础
良好的优势，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
为载体，加快滦县司家营循环经济园、玉田工业聚集区、古冶区资
源枯竭城区转型接续产业聚集区、丰润韩城新兴工业聚集区建设。
重点发展钢材深加工、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生态环保、新型建材、
煤化工等产业，延伸产业链条，形成产业集群。大力发展金融保
险、现代物流、科技与信息服务、软件和创意、商务商贸流通、旅
游业和房地产业等服务产业。优化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扩大花
生、乳业、生猪等特色农产品加工规模，构筑现代农业与城乡一体
化的新格局。努力形成沿海临港重化产业带核心承接区和辐射内陆
腹地的立足区。建成先进制造业基地和科研成果转化基地。
２ 山前经济片区。迁安市、遵化市、迁西县等山前经济片区

充分发挥资源丰富、主导产业突出的优势，以园区建设为重点，推
进迁安西部工业区、现代装备制造业产业聚集区、遵化市工业园
区、迁西县栗乡工业产业聚集园区建设步伐，改造提升钢铁等传统
优势产业，继续加大落后生产能力淘汰力度，发展Ｈ型钢、硅钢、
特钢等精品钢材，延伸钢铁产业链。优先发展冶金矿山装备、专用
设备等装备制造业；积极发展新兴产业，扩大绿色轻工、生物制
药、节能环保等产业规模；形成以传统优势产业升级为主的产业集
群，加快推进资源型产业转型。以生态文化为导向，突出遗产文
化，突出山水环境，将北部长城旅游带建设成为集自然生态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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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于一体，在国内外享有声誉的观光游览、度假休闲、游憩娱乐
旅游区域。大力发展山前特色农业，培育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业，
扩大酸枣、板栗等特色产品生产规模；加大水土流失治理力度，切
实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最终建成全国资源型城市
转型的核心示范区、先进制造业的后备基地。

（三）沧州组团
沧州组团包括沧州市主城区和沧县、青县、任丘市、泊头市、

河间市、盐山县、孟村县、吴桥县、东光县、南皮县、献县、肃宁
县。

沧州组团应充分利用油气地热资源丰富、特色产业发达的优
势，优化发展石油化工、装备制造业，培育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医
药、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仓储物流、金融服务
等服务业，加快发展优质林果、绿色有机蔬菜、特种养殖等特色农
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建设石油化工和管道、装备制造基地，建成环
渤海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

根据行政区域、交通联系和产业关联、集聚特征，沧州组团可
划分七个片区。
１ 沧州中心城市经济片区。利用自身优越的交通区位和建设

条件，按照“一轴、两心、三带、四片、五区”的城市总体布局
规划，大力发展以行政办公、现代居住、商贸金融、文化体育、会
议会展、仓储物流、高教科研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
先进装备为主的现代制造业，提升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加快推进沧县和青县融入中心城市经济区，积极促进老城区（运
河区和新华区）、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沧东工业区、青
县经济开发区等五区之间互动发展。加快发展“城西新区”，以高
新技术开发区为核心，加大开发建设力度，将其打造成为沧州未来
重要的城市形象展示区。高新技术开发区重点发展电子信息、生物
医药、新材料等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型、低能耗型、无污染型及
最大限度吸纳就业的产业，建立起与新城区基本功能相匹配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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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大力推进“城东新区”的开发建设，新华工业区逐步向南
延伸，与沧州开发区和沧东工业园区对接，重点发展石油钻采设
备、管道装备、塑料加工制造产业，引导、支持主城区周边的零散
企业向园区搬迁，打造沧州城市东部现代工业发展区。加快青县经
济开发区的建设步伐，坚持“工业园区化、园区城市化”的理念，
大力抓好小洋人工业城等四个“区中园”建设，快速提升园区形
象，打造环境优美、设施完善的工业新城。
２ 任丘经济片区。加快工业强市步伐，充分发挥任丘资源优

势和传统产业优势，按照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能耗低、
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要求，切实提高任丘工业的
规模、质量和效益。加快工业结构调整，全力打造任丘石油化工基
地，实施百万吨乙烯等系列石油化工产业链项目。培育壮大摩托车
及配件制造、铝型材、石油钻采设备制造等支柱产业。重点推进雁
翎工业区二期，石门桥链轮基地二期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扩容工
作，进一步壮大基地规模。加速辛中驿电器小区、石油钻采配件园
建设，积极谋划建设石门桥翟城、西关张等五个工业园区，把任丘
经济区打造成为沧州西部区域增长极，促进沧州与冀中南经济互动
发展的先行区。
３ 以管道装备为特色的盐山孟村片区。以建设全国最大的管

道管件装备基地为目标，加快推进管道装备产业提档升级，大力实
施“高、新、特、精”产品战略，推动管道装备企业联合重组，
搭建管道装备产业的检测、技术研发、物流等服务平台，使管道装
备产业向国际化、集群化、标准化、创新化方向发展。
４ 以精细化工、机械、棉花种植加工、杂技旅游为特色的东

光吴桥片区。以对接临港产业、壮大特色产业为方针，加快企业进
区入园步伐，重点发展精细化工、包装机械、棉花加工、塑料制
品、杂技文化等五大产业群，抓好东光工业开发区、吴桥经济技术
开发区、梁于棉产品工业集聚区、宋门工业园区、吴桥杂技大世界
等产业载体，打造“棉产品加工名城”、“包装机械基地”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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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杂技之都”。
５ 以机械装备、轻工纺织为特色的献县肃宁片区。以“抓重

点、强支柱、优产业、壮园区”为主线，培育发展献县城东、城
南工业园和肃宁县工业区、针纺工业区、电器电料工业园，巩固和
提升食品加工、皮毛制品、纺织服装、渔杆渔具、机械装备、电器
电料、印刷发行等轻工纺织产业群，扶持培育生活用品制造、文化
旅游、现代物流等产业群。建设好“中国裘皮之都”，打造“冀中
南轻纺基地”。
６ 以机械加工、五金机电为特色的泊头南皮片区。优化产业

布局，促进工业向沿路聚集，大力发展铸造及机械制造、环保设
备、汽车模具、五金机电、纺织服装及玻璃制品等特色产业，重点
培育发展泊头市工业区、泊头机床产业聚集区以及富镇、交河、四
营、寺门村镇工业区和南皮县城东、乌马营、付庄、穆三拨和刁北
等工业聚集区，打造北方知名的数控机床基地、模具基地、五金机
电基地。
７ 以电线电缆、功能材料为特色的河间片区。加快改造升级

电线电缆产业群，提升产业层次，不断增强竞争力。抓好河间经济
技术开发区、河间工业园区等两大六小园区建设，大力培育功能材
料、汽车配件、通讯器材、家居家饰等产业群，努力开拓新的经济
增长点。努力延伸线缆产业链，发展线缆附件、线缆设备和线缆材
料，培育节能保温、隔音、防水、密封、摩擦新材料产业链，打造
中国北方电线电缆生产基地和新材料产业基地。

第二节　 打造河北沿海地区战略增长极

一、 打造河北沿海地区战略增长极的原则与选择依据

（一）打造河北沿海地区战略增长极的指导原则与宏观把握
打造沿海地区战略增长极的战略格局，必然会对经济增长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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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视野、发展定位、发展思维、发展布局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
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１ 必须具有统筹全局的区域视野。布局区域增长极的集群，

必然要求区域发展的视野超出河北沿海区域，要将基础设施建设、
产业发展、开放物流、城镇群建设以及区域合作等领域的谋划纳入
全省、京津冀地区、环渤海地区乃至更深远内陆腹地中考虑。纠正
那些“就沿海论沿海”，“管河北就只能说河北的事”等片面的、
狭隘的、局部的思想认识。
２ 必须从适应沿海与内陆腹地互动发展需要出发审视和调整

增长极的战略定位。从区域、全国及世界产业结构调整与分工的角
度去分析和确定重大增长极的发展定位，体现出临港特色、区域竞
争优势和港腹互动的特点，注重前瞻性，强化功能性，突出全局
性，特别是要把握好发展定位的动态变化和未来发展走向，从港腹
整体区域协调发展的高度，确立重大增长极在整个区域中的地位和
作用。
３ 必须确立新的发展思维定式。区域增长极的发展要强调从

封闭的“内陆”思维向开放的“沿海”思维的转变，导入面向海
洋的外向型沿海产业发展模式。产业选择既要突出各地优势和特
色，又要适宜各地产业之间的关联与对接，既要考虑经济技术效
益，更要重视社会综合影响，杜绝“就项目论项目”的产业思维
定式。
４ 必须促成产业发展协调布局。树立“港腹一盘棋”思想，

站在港口与内陆腹地产业协调发展的高度，推动重大增长极的产业
结构与空间布局调整及现代化进程。着眼于带动内陆腹地发展，着
眼于打破区域内产业割据的局面，统一规划、协调布局，以求相互
促进、共同发展。

（二）增长极选择的依据
增长极战略的核心是既要通过资源优先配置的原则，使特定区

域增长极迅速成长，又要使增长极的发展能够有效地带动周边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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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共同发展。要使增长极的聚集吸纳作用与辐射带动作用有效的
发挥，在选择区域增长极时，必须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１ 地缘区位优势明显。增长极必须依靠发达的网络系统才能

将扩展效应传播到整个区域的每一个角落。因此，增长极必须处于
整个区域的经济地理关键位置。这并不是指区域空间的几何中心，
而是地区运输、通讯、信息、金融、商贸等多种网络系统的主要结
点。
２ 有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增长极的基础设施的完备程度是

该增长极主导产业及其他相关行业得以顺利发展的基础，是增长极
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前提。增长极所提供的教育、卫生、医疗、体
育、文化、娱乐等公共服务设施，要求既能集聚更多人口，刺激当
地的消费，又能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传播渠道，为周边地区输入先
进的科技、人才、信息，进而推动周围地区的发展。
３ 具备完备的城市功能。城市职能因城市的规模、性质、级

别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其共同职能主要包括：地区经济组织与指
挥中心、信息中心与金融中心；地区交通中心、物资集散中心、贸
易中心；地区工业中心；地区文教服务中心；地区社会活动中心；
地区政治中心。城市只有在履行这些功能的过程中才能起到带动周
围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而那些尽管其专业功能具有很高级别，但
功能较为单一的城市，如美国政治中心华盛顿，世界宗教中心耶路
撒冷、麦加，英国文教中心牛津、剑桥等，在它们各自的专业功能
领域中具有很高的级别，但作为中心地，其带动周围地区经济发展
的作用则比较有限。
４ 有良好的学习和创新的环境。能否有所创新是增长极赖以

生存发展、地区经济得以持续增长的关键。新制度主义认为，产业
活动地理集中的重要原因就是企业为了追求一种有利的地方环境以
增强其学习创新能力。因此，增长极应该具有民主、宽松、友好和
容忍争论、传播迅捷的学习和交流氛围。应该在与周围地区交往的
过程中发挥窗口的作用，通过这个窗口，向它们传播新思想、新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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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新方法、新技术，使之跟上时代的步伐，更快地参与到世界的
分工中去。
５ 符合国家区域布局和产业政策。国家在“十一五”将大力

统筹京津冀都市圈建设，着力开发和开放天津滨海新区。因此，河
北重点开发区域应具备上述区域内的关键产业或流通结点和轴线，
这样才有助于减少区域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阻碍和争取中央政府的支
持。同时，重点开发区域的选择应注意国家和北京、天津产业政策
的走向和各地区现状及发展前景，将地区倾斜和产业倾斜相结合，
使增长极真正发挥产业联动和空间扩散作用。
６ 在全省发展中具有特殊优势，对周围区域经济发展起推动

作用。选择重点区域进行了重点开发，其根本目的在于能够对周围
区域甚至全省社会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些地区应该在
全省的经济发展中具有一个或多个方面的特殊优势：或是全省或区
域内的经济中心和龙头，或是在全省区域经济总量中占有较大的比
例，或是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基地，或是具有较大的对外交往的口
岸，或是具有较大的市场容量和较强的科研实力，或是具有雄厚的
产业基础。这些优势的发挥有助于他们在区域的某一个或几个方面
对周围区域起到辐射、示范、扩散和带动作用。

结合我省的实际，开发等级高的区域增长极还应符合如下标
准：（１）在地缘区位方面具有战略意义的区域；（２）当前具有较
明显增长潜力的区域；（３）借助外力经过一段时间发展就能实现
经济起飞的区域；（４）缓解区域发展瓶颈或障碍的区域；（５）具
有区域带动力和辐射力的区域。同时具备上述标准越多，开发等级
越高。

二、 河北沿海地区区域经济增长极的确定及发展重点

（一）两大战略性增长极
战略性增长极是区域增长极中等级最高、辐射带动能力最强、

经济开放程度最高、发展活力最强、在全国范围内影响程度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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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极，它往往是在国家层面甚至世界性地区层面具有重大经济推
动力的高增长地区。根据我省沿海地区的发展现状、基础及国家确
定的未来发展重点地区，我们认为，河北沿海地区的战略性增长极
应为两个：曹妃甸增长极和沧州渤海新区增长极。
１ 曹妃甸增长极
（１）区域范围：曹妃甸增长极的区域范围即曹妃甸区所辖范

围，包括唐海县、曹妃甸工业区、唐山湾生态城、柳赞镇和滨海
镇。

（２）功能定位：中国世界级重化工业基地，环渤海地区国际
性能源和原材料枢纽港口城市，国家商业性能源储备和调配中心，
全国意义的沿海现代化大城市，腹地经济发展的龙头带动区、经济
增长方式转变的创新区、与国际市场接轨的高开放区和循环经济的
示范区。

（３）发展重点与思路：紧紧抓住国际资本向中国转移、南方
资本向北方转移、京津冀都市圈经济发展重心战略东移和国家大力
发展能源交通等重大机遇，充分发挥地理区位、深水大港、资源组
合和产业后发等四大突出优势，培育拓展临港产业，建立以港口物
流、钢铁、石化、装备制造等四大产业为主导，新型建材、海水淡
化等关联产业成组布局，现代服务业配套发展的国家重化工业循环
经济产业体系。建立健全交通、供水、供电、通信、用地和环境保
护等六大基础支撑体系，由浅入深、由近及远、分阶段推进开发建
设。唐山市区要向南拓展空间，曹妃甸循环经济示范区的配套服务
业和下游产业要向唐海县、南堡、京唐港方向延伸。

（４）产业功能区：曹妃甸增长极可划分为七大产业功能区。
港口物流园区：规划面积３６ １平方公里，依托曹妃甸港码头

门类全、吞吐能力强、开放层次高、优惠政策多等优势，该园区将
重点建设能源、矿石等大宗货物的集疏港、贸易港，商业性能源储
备基地，煤炭、木材、钢材、矿石、可再生资源、燃气等货种的交
易中心，逐步形成以先进技术为支撑，以物流一体化和信息化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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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具有曹妃甸特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港口物流服务体系，逐
步成为我国北方地区国际性港口物流中心。

钢铁（电力）园区：规划面积４６ ８平方公里。将重点发展以
钢铁、电力、海水淡化等产业为龙头的循环经济产业链集群，构筑
以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华润电力（唐山曹妃甸）有
限公司、北控水务集团等企业为龙头的钢铁、电力—海水淡化—浓
盐水综合利用两大循环经济产业链条，逐步形成高效综合利用资
源、能源的循环经济新型工业化园区。

化学产业园区：起步区规划面积２９ ８平方公里，远期规划面
积８６平方公里。园区发展将依托深水大港优势，逐步构成以大型
炼化为主体、以外向型一体化为产业特色、以化工新材料和特种化
学品为产品特色、以碳化工、盐化工及化学品物流为支撑的综合产
业体系，逐步建成大型临港石油化工产业基地，环渤海地区的油气
储运中心，面向华北经济腹地、辐射西部地区的化工品贸易集散中
心。

装备制造园区：规划面积２７ ２４平方公里，岸线长１５公里。
依托华电曹妃甸重工装备制造基地、中石油渤海湾生产支持基地、
冀东日彰节能风机制造、冀东盾石机械制造、风力发电设备制造、
唐山重型装备制造等装备制造、东风曹妃甸汽车制造项目以及文丰
进口木材加工、百川现代工业服务等配套项目群，发挥深水大港和
精品钢基地的优势，将重点发展以船舶修造、港口机械、石油钻
采、冶金设备、工程机械、矿山机械、汽车、发电设备、重型钢结
构等为主导的先进装备制造业，将逐步建成中国北方沿海地区大型
临港装备制造基地。

综合保税区：规划面积１０平方公里，岸线长３ ３公里。其中，
国家先行批复４ ９５平方公里。园区将重点依托国际裘皮服装城项
目、木塑板材出口加工基地项目、汽车及箱包国际物流项目、嘉祥
物流基地项目、嘉汇（唐山）国际物流基地项目、陶瓷机械（配
件）及陶瓷产品进出口基地项目、方硕物流中心项目、触摸屏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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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产及配送中心项目、首钢进口设备仓储，进出口货物项目，国
际酒类及食品展示交易中心项目等物流和电子、轻工加工项目，重
点发展高新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最终发展成为东北亚自由贸易示
范区。

新兴产业园：该园区位于唐山湾生态城，重点发展以新能源、
新材料、光电子、机电一体化、信息、生物、航空航天等产业，打
造曹妃甸产业竞争新优势。

中日生态园：规划面积６０平方公里，依托中恒科技太阳能电
池、恒元工业用建筑板材生产基地、仁创砂产业基地等一批大项
目，重点发展节能环保以及其他以低排放为特征的高新技术产业。
园区将建成１００万平方米的高新技术企业加速器、孵化器、节能环
保产业园、光电子产业园等核心项目。
２ 渤海新区增长极
（１）区域范围：渤海新区增长极包括黄骅市、海兴县、中捷、

南大港、临港化工园区等组团。
（２）功能定位：根据渤海新区区位优势、现实基础、产业发

展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渤海新区的产业发展功能定位可概括为：
京津冀都市圈重要的产业集聚区和河北省新的经济增长极，面向三
北地区的重要物流基地，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区，冀中南生态宜居新
城。

（３）发展重点与思路：牢牢把握经济全球化及国内外产业转
移的机遇，以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为动力，挖掘资源优势，优化产
业布局，强化平台支撑，破除要素制约，做大做强化工、能源、钢
铁、装备制造等支柱性产业，培育发展现代物流业、房地产、特色
农产品加工、建材、旅游等成长性产业。引导龙头企业集聚，大力
发展产业集群，构筑具有区域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建立京津
冀都市圈重要的重化工产业基地、环渤海地区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
地、辐射三北的现代化物流基地和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区，建成河北
省乃至环京津、环渤海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和产业隆起带，将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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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新区打造成“富裕新区、宜居新区、和谐新区”。
（４）产业功能区：按产业布局划分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冶

金装备制造园区、电力能源聚集区、冀中南工业聚集区、现代仓储
物流园区、南大港产业园区、中捷产业园区、综合保税区、海兴产
业园区九大经济功能区。

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做大做强石油化工、电力能源、钢
铁及装备制造等支柱性产业，培育发展现代物流业以及港口产业。
建设国家级化学工业基地，成为京津冀都市圈重要的重化工产业基
地、环渤海地区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辐射三北的现代化物流基
地和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区。

冶金装备制造园区：紧紧围绕建设河北南部特钢基地和中国管
道装备制造基地的发展目标，重点发展轿车用钢、不锈钢等高性
能、高附加值产品，有序发展大容量先进风电装备和专用汽车制造
业。

电力能源集聚区：充分依托国家西煤东运第二大通道朔黄铁路
和神华集团煤炭港的能源优势，以及沿海地区风能充沛、光照充足
的特点，坚持以煤电为主体，热电、风电和光伏发电为补充，重点
抓好新能源开发利用和以海水综合利用为基础的海洋循环经济产业
链，电力能源和海水综合利用项目建设，最终形成１０００万千瓦发
电能力，成为华北地区重要的电力能源生产基地。

冀中南工业集聚区：发展重点为石化、煤化、盐化、精细化
工、重型装备制造、非金属制品及精密模具、电子信息、轻工、食
品等，功能定位为冀中南和朔黄铁路沿线地区产业转移的重要载体
和开发开放的“桥头堡”。

现代仓储物流园区：立足环京津、沿渤海的独特区位和以黄骅
港为龙头，网络密集、集疏便捷的公铁海联运立体交通体系优势，
以煤炭物流交易、化工品物流交易、建材集散物流和油品集散物流
等枢纽性物流中心作为主要方向，规划建设以能源、原材料和集装
箱为主的专业物流园区，着力打造“三心六通道十八节点”的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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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现代物流园区。
南大港产业园区：重点发展石油化工、机械铸造、五金加工、

针棉纺织、建材制造、原盐生产等产业集群。
中捷产业园区：现区内已形成石油化工、精细化工、建筑材

料、食品加工、五金机械等十多个规模产业，其中石油化工是中捷
的主导产业。

黄骅港综合保税区：规划面积９ ４平方公里，力争国家批复。
其中一期重点建设保税物流中心（Ｂ型）。保税区将以在集装箱物
流贸易、金属加工品、纺织服装、食品、机械装备等领域为主导方
向，建成后将具备保税仓储、国际中转、国际配送、国际采购、转
口贸易、研发设计、出口加工、商品展示、检测维修、港航服务等
十大功能。

海兴产业园区：以盐化工为主，重点发展盐化工中下游产业，
进行产品的链接延伸发展，同时结合煤化工、新材料等精深加工工
业，从而使资源得以综合利用，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以盐化工产
品为基础，逐步实现优化企业布局，实现公用工程和环保设施的集
约化，形成以盐化工为主导产业的产业链，并营造一个具有现代化
水平的发展环境。

（二）其他重要增长极
其他重要增长极是仅次于区域战略性增长极的高增长经济区

域，它的出现往往是呼应战略性增长极的未来发展潜力最高、活力
最强的区域，也有可能随着发展的推进而上升为战略性增长极。根
据增长极划分标准，结合我省沿海地区的实际情况以及与内陆腹地
的发展联系，我们认为，河北沿海地区其他重要增长极应为三个：
任丘增长极、唐山主城区增长极、秦皇岛开发区增长极。
１ 任丘增长极。重点发展以炼化一体化项目为龙头的石油化

工产业群，与渤海新区临港石化产业相呼应，着力打造沧州西部经
济发展的小龙头，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改造提升摩托车及
零部件、铝型材、保温材料、焊接设备和塑料制品等特色产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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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在不断壮大集群经济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产业新领域，大力
培育电力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卫生洁具、玻纤制品和
食品加工等优势产业群。任丘将发展成为以商贸服务和石油工业为
主的冀中商贸中心和生态休闲旅游城市，带动沧州港城经济发展的
次中心城市，港腹互动中的主要支撑节点城市。
２ 唐山主城区增长极。唐山市主城区（路北区、路南区、开

平区、古冶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要在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
提升城市内涵和品位上突破，在加快先进生产要素聚集上突破，在
生产性服务业剥离和发展上突破，在发展高端服务业上突破，在发
展以机器人为标志的高端装备制造业上突破，在发展城市旅游业上
突破，在存量调整上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作出重要
贡献。南湖生态城，大力发展高档房产、商业、旅游、体育、会
展、文化创意等产业，全面推进星级酒店、城市主题公园、唐山植
物园等一批重大项目。凤凰新城，大力发展金融、商贸、总部经济
等高端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初步建成区域性、现代化的商
务中心、金融中心、文化中心、总部基地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完
善主城区城市功能。空港城，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现代物流
业、精密加工等产业，建成空港物流园区并投入运营。

按照“退二进三”的发展思路，积极推进物流服务的社会化
和专业化，鼓励生产和商贸企业按照分工协作的原则，剥离或外包
物流功能，加快发展煤炭、钢铁、装备制造等专业性物流园区和第
三方物流企业。积极发展消费性服务业，以引进沃尔玛等国内外著
名大型连锁企业集团为重点，发展购物中心、大型超市和专业店、
专卖店等现代商贸流通企业。努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以满足居民
家庭需求为目标，完善服务设施，健全服务网络，拓展服务领域，
形成广覆盖、多层次、社会化的服务体制。全力发展高端制造业和
高新技术产业，壮大重型装备、焊接、汽车零部件、新材料、智能
仪器仪表、节能环保、机器人、重型装备制造、新能源等产业链，
实现高端装备制造业突破性发展。加快发展城市旅游业，围绕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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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体验、工业文明和地震科普三大主题深入推进城区旅游业发
展。
３ 秦皇岛开发区增长极。秦皇岛开发区增长极包括秦皇岛经

济技术开发区及其托管的深河新区。秦皇岛开发区增长极应按照
“壮大东部，提升西部，整合老区，开拓新区”的思路，谋划“十
二五”时期的发展战略布局：继续做大做强东区临港重大装备制
造、粮油食品加工和金属压延等传统产业；以科技创新为动力，提
升改造西区的汽车零配件、光机电一体化、电子信息和生物医药等
技术先进型的特色优势产业；盘活原一、二期起步区地块，对接、
延伸母城区的商贸服务功能，发展第三产业；精心规划，高起点打
造集行政管理、生活服务、配套商务和数据产业、新生物医药、新
能源与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为
一体的深河新区。努力把秦皇岛开发区增长极打造为河北省构建现
代产业体系样板区，河北沿海地区临港先进制造产业基地，国家级
数据产业创新示范区和服务外包示范园区，国家生态工业园区，国
家创新型城市的先导区，河北省新民居建设示范区，秦皇岛市城乡
统筹改革先行先试区和宜居宜业宜游生态新城区。

三、 重要经济增长点 （产业集聚区）

重要的经济增长点主要指产业集聚区或高增长的产业集群。我
们认为，重要经济增长点的布局基准应包括以下几点：（１）增长
后劲强劲；（２）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好；（３）不存在能源供给问题；
（４）产业扩张比较迅速；（５）技术水平较高；（６）就业带动能力
较强；（７）符合省内主导产业或先导产业的发展方向；（８）符合
大区域产业分工方向。结合我省的实际，除了用上述选择基准来衡
量重要经济增长点外，在选择与确定过程中，还必须坚持以下原
则：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强调战略性与前瞻性；更多地着
眼于与北京市、天津市以及其他地域之间的产业分工协作关系；注
意协调与环渤海经济圈等高一级地区产业发展战略之间的关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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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区域社会经济以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一）“一带”中的经济增长点
除了“一带”地区的经济增长极以外，还有一些重要的经济

增长点（产业集聚区）正在加快崛起。
１ 秦皇岛临港产业聚集区：重点发展现代物流、装备制造、

玻璃及深加工、粮油食品、旅游等产业。
２ 河北昌黎干红葡萄酒产业聚集区：重点发展葡萄酒酿造业

及酒瓶、橡木桶、瓶塞生产及工业旅游、葡萄酒庄园旅游等产业。
３ 北戴河新区：重点发展高端旅游、商务会展、娱乐休闲、

文化创意、总部经济等产业。
４ 昌黎县工业聚集区：重点发展葡萄酒酿造、食品加工、装

备制造等产业。
５ 北戴河经济开发区：重点发展总部经济和文化创意产业、

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工程、先进制造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
６ 昌黎空港产业聚集区：重点发展货物处理、仓储流转、进

出口贸易、现代物流加工等产业。
７ 丰南沿海工业区：重点发展以精品钢铁、新型建材、装备

制造、新材料及高新技术为主，以精细化工和现代物流为辅的省级
工业集聚区。
８ 乐亭临港工业区：重点发展精品钢铁、装备制造、精细化

工、新能源、现代物流、滨海旅游、现代农业七大产业，尤其是重
点发展大型轴承和铸锻件、先进数控机床、风电装备、船舶制造、
电力设备、海洋工程装备、冶金装备、工程机械等大型、重型装备
制造项目，实现钢铁产品就地加工、转化增值，大力发展装备制造
产业，建成辐射全国的重型装备制造基地。
９ 滦南南部沿海工业区：重点发展工程机械、造船、重型装

备、大型装备、石油机械、海洋机械工程、风电设备等装备制造产
业，食品加工业、现代物流业以及海上风电和钒钛新能源综合开发
利用项目等新能源和新材料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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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沧州组团其他重要的产业集聚区
１ 沧州经济开发区：在已形成的装备制造（含管道装备制

造）、医药制造和轻工食品三大传统产业基础上，确立塑料工业、
装备制造业（含管道装备制造）两大核心产业，同时发展节能环
保、生物医药、新能源等新兴高科技产业。
２ 沧州高新技术区：大力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新材料产业、

节能环保产业和生物产业，积极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打造成国家重要的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华北地区主要的新材料产
业基地、节能环保产业基地和生物产业基地。
３ 沧东工业区：依托区域产业发展优势，产业发展重点定位

在石油钻采及装备制造，化工新材料及终端加工，电子及通讯产品
制造。
４ 青县经济技术开发区：调整优化提升石油器材业、特种钢

材业、针织纺织业、食品饮料业、电子机箱业、缝制设备业六大优
势产业；大力发展汽车改装及零配件、金属制品、电瓶割草机、风
力发电设备、精密高效数控机床、新型建材等新兴替代产业；打造
石油管道装备制造区、食品饮料和医药生物区、金属制品区等四类
产业集聚区。
５ 吴桥经济开发区：积极构建机械装备制造、新型建材、农

副产品加工、高新技术和宋门工业园区的精细化工五大主导产业。
６ 盐山管道管件聚集区：紧紧围绕“产品换代、企业升位、

产业升级”三大目标，以“四新”（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新
装备）促“三高” （高端、高压、高附加值）强“六有” （有群
体、有龙头、有品牌、有研发、有标准、有配套），进一步固化基
地概念，建成全国最大的管道装备制造基地和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
基地。
７ 孟村管道管件产业聚集区：加快提升产业高端化、经济集

约化、环境生态化、城镇现代化水平，努力建设高端产业集聚、科
技创新活跃、综合环境优越、体制机制高效的国际化管道管件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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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聚集区。
８ 泊头工业区：在提升精密铸造、汽车模具、环保设备三大

主导产业的前提下，大力发展数控机床产业，构建以精密铸造、汽
车模具和环保设备、数控机床制造产业为主体的机械装备制造产业
集群。
９ 肃宁县毛皮产业聚集区：依托珍稀动物养殖、毛皮鞣制及

制品加工，培育拥有自主品牌的以高档裘皮服装为主的奢侈品，重
点发展裘皮服装加工和针织印染产业。重点发展铁路运输设备制
造、电工器材制造及纺织、服装、皮革专用设备。加快推进变性淀
粉、淀粉糖、生物制药、生物制品等高新技术产品的工业化生产。
１０ 东光工业区：围绕“强实力、扩规模、上水平、增效益”，

提升精细化工、装备制造、塑料软包装等主导产业，大力发展新能
源、新材料、电子配件、出口加工业、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加
快节能减排和资源循环利用，淘汰重化工企业，发展绿色化工、环
保化工、低碳企业。同时发展塑料软包装产业链条，建设国内著名
的牛奶保鲜包装材料基地。
１１ 河间市新区：以发展高新产业、装备制造业为重点，建成

规模适当、布局合理、功能齐全、服务设施配套、创新能力强、孵
化质量高的创新型现代化高新产业园区。
１２ 献县工业区：重点发展装备制造（环保除尘）、建仪建材、

食品饮料、纺织服装四大产业，打造成为国内知名的建仪建材生产
基地（中国扣件铸造之乡）、食品饮品产业基地。
１３ 南皮县五金机电产业聚集区：以精密冲压件为主，以专用

汽车及汽摩零部件（包括飞机零部件）、农副产品深加工机械、各
型变压器、太阳能设备、各种机箱机柜、各型专用电动机及机械等
为辅，打造中国五金机电零部件基地。
１４ 任丘雁翎工业区：依托华北石油的产业优势，结合目前发

展现状，重点发展以石油化工、机电装备制造为主的两大产业。
１５ 东光县纸箱机械产业园：坚持发展整机与提高基础配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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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相结合。重点支持优势整机产品发展，提高科技含量，上规模、
增效益，以此带动相关配套产品发展，增强配套能力。

（三）唐山组团重要的产业集聚区
唐山组团应重点发展以下产业集聚区：
１ 滦县司家营循环经济园：依托当地蕴藏丰富的铁矿资源优

势而规划的一个新型工业园区。园区建设以循环经济和工业生态学
理论为指导，以实现产业集聚发展、企业科学布局、污染集中处
理、生态环境保护和废弃物循环利用为目标，在以钢铁冶炼及深度
加工为园区主产业链的同时，发展钢铁产品直接固体废弃物利用、
焦化循环、热电循环、水资源循环利用、生态恢复与风景名胜旅游
区建设等产业链，形成一个资源和能源高效利用、环境优美、世界
一流的示范性重化工产业园区。
２ 玉田工业聚集区：高标准规划设计的现代化工业区。工业

区将本着节约资源、节约能源、循环利用的原则，重点发展以电
力、钢铁深加工、化工、装备制造、建材等为主的重化工业，将其
打造成为重化工业基地、京津唐产业转移、南资北移的承接基地和
循环经济发展示范区。
３ 古冶区资源枯竭城区转型接续产业聚集区：该区域以建立

现代产业体系为目标，重点发展特种钢及深加工、煤化工和建材产
业，配套发展电力、新型能源、装备制造业和现代物流业。
４ 丰润韩城新兴工业聚集区：形成以唐山轨道客车有限责任

公司为龙头，集动车组研发、制造、零部件加工配套、物流配送、
教育培训、生活服务为一体的新兴产业聚集区，将唐山打造成中国
高速动车组研发基地和最大的生产制造基地。
５ 迁安西部工业区：环渤海、京津冀经济圈内以精品钢铁、

装备制造、煤化工产业为主导的生态环保型省级先进制造业工业聚
集区。工业区内部划分为钢铁冶金产业区、综合服务区、装备制造
及精加工区、环保等新型工业区、生态隔离区、煤化工与玻璃制造
产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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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现代装备制造业产业聚集区：迁安市原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被河北省政府批准为现代装备制造业产业聚集区，重点发展以科技
创新型项目为主的高新技术项目，以科技含量高、高附加值的传统
高端制造业和新兴制造业项目为主的高端装备项目，以具有科技含
量、高附加值、无污染、低排放、能耗低的制药、造纸、食品加工
等绿色轻工类项目。
７ 遵化市工业园区：重点发展轻工机械、精细化工、食品及

可带动地方产业化升级和结构调整的产业集群，延伸钢铁产业链条
和钢铁生产过程中的煤气、废渣、废液、焦油等副产品综合利用项
目，发展新型建材项目及工业废渣综合利用等循环经济项目，发展
大型蔬菜、食用菌、干鲜果品等食品深加工项目。
８ 冀东北工业聚集区：产业方向为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

能源、新材料、现代物流及面向曹妃甸工业区和国际生态城开发的
配套产业，功能定位是唐、秦、承、张等地开发开放的“桥头
堡”、新型工业化示范“窗口”。

（四）秦皇岛组团重要的产业集聚区
秦皇岛组团应重点推进７个产业聚集区建设。
１ 秦西工业区：重点发展装备制造、钢铁深加工、新型建材、

食品加工等产业。
２ 秦皇岛新兴产业园：重点发展数字服务、高端装备制造、

医药、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等产业。
３ 秦皇岛杜庄工业聚集区：重点发展金属压延、新兴建材、

装备制造等产业。
４ 青龙工业聚集区：重点发展钢铁及上下游产品，承接汽车

铸件等首钢战略转移项目，打造资源循环利用、产品衔接配套的新
型循环经济产业。
５ 卢龙龙城工业区：重点发展先进制造、轻纺、食品加工、

绿色化工、新型建材等产业。
６ 园明山旅游产业聚集区：重点发展商务会展和高端休闲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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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产业。
７ 骊城工业聚集区：重点发展高新技术、新能源、装备制造、

农副产品加工和商贸物流等产业。

第三节　 河北沿海地区增长极与重要增长点的
培育途径及对策

一、 增长极的培育途径

（一）产业错位发展，强化比较优势
不同的区域增长极要顺应国际产业分工专业化与地域分工集群

化发展趋势，强化产业专业化协作与空间合理布局，完善支撑功能
平台，推进产业错位发展，在特定区域内集中集聚，培育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产业群。顺应国际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趋势，以制造业带
动服务业与农业发展，以现代服务业与现代农业的培育支撑和引导
现代工业发展，形成三次产业协同发展、比较优势综合集成、结构
优化升级的新型产业体系。要营造民营经济发展优势，引导民资与
外资融合发展；要立足科教文化资源现有基础，依托中心城市，加
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要立足港口资源优势，有重点地开拓临港重
化工业局面。

（二）突出城市特色，提升城市功能
中心城市或主城区是区域增长极的核心。培育区域增长极必须

突出中心城市发展定位和功能特色，按照城市新区的发展要求，进
一步强化重点园区与老城区的功能联系，推进重点园区的城市功能
建设，进一步提升城市服务功能，打造标志性的城市形象和区域品
牌。

（三）培育县域经济，打造增长空间
按照区域增长极内各县（市、区）的资源特点和经济发展基

础，优化各种资源配置，确定发展具有本地优势和特点的产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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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在继续加大特色产业结构调整的基础上，突出抓好工业培育。
根据实际，坚持“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宜游
则（旅）游”，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以民营经济发展为主体，发展
壮大优势产业和特色经济，不断扩大县域经济总量，提升县域经济
产业竞争力。

加快发展县域工业，着力培育特色产业和优势产品，以县域工
业集中区为主要依托，形成簇群化发展，带动农业产业化、农村城
镇化和农民非农化，使县域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城乡居民收入、
财政收入、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发展提高到新的水平。改造、提
升现有县域特色工业，构筑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制造业集群。依托特
色工业集中区的建设，培育全国性产业基地和国内产业龙头。积极
创造条件，引导和促进传统工业弱县的制造业集群发育、成长。

市场特色突出的县（市），要增强带动力，扩大辐射面，提升
知名度，促进专业市场、特色市场上档升级；农业特色突出的县
（市），要发挥农副产品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
做强龙头企业、做大产业基地、做优绿色产品，全力建设面向京津
的农副产品供应基地和全国闻名的特产之乡；旅游资源丰富的县
（市），要把独特的人文山水旅游资源优势变为产业优势，以旅兴
县，围绕吃、住、行、娱、购、游六要素，大力发展旅游产业，走
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经营之路，打造精品景区，建成面向京津冀、
闻名全国的北方山水生态休闲旅游目的地。

（四）整合工业园区，推动集聚发展
各类工业园区是先进制造业集聚的平台，也是培育壮大增长极

的捷径。按照产业链配套要求，在区域增长极空间内部，集中力量
整合提升现有的各类工业园区，提高园区的投资密度和产出水平，
建立多元化投入、市场化运作、政府扶持、滚动开发的新型园区开
发机制。通过高起点、高标准的统筹规划，创新园区协调机制，重
点建设若干个大型集聚新区，成为承接国内外大企业投资的新平
台。同时，大力促进中小企业按照垂直整合、水平分工的原则，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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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企业联盟，实现集聚发展。提高中小企业的竞争力。
二、 重要的经济增长点的培育途径

培育和壮大重要经济增长点，应着重围绕着扩大开放、加大投
入、强企培育、品牌战略、技术跨越、信息化带动等重点，实施以
下六大工程。

（一）外向带动工程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群，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外部资

金、技术和市场的作用。为此，要积极探索招商引资工作新机制，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以结构优势和产业升级为目标，注重产业链配
套，有针对性地开展对国内外知名企业的招商引资活动，重视技
术、资金密集型重大项目的引进，力争引进国内外知名企业尤其是
世界５００强企业数量有明显增加。

创新招商方式，实现三个转变。把招商引资作为推动经济跨越
式发展的引擎，举全省之力抓好。坚持节会招商、定点招商、战略
招商、以商招商、产业招商、网上招商、专业队伍招商、委托代理
招商并举，提高专业招商队伍素质，发挥代理招商职能，实现全民
招商向专业队伍招商转变、原地招商向战略招商转变、零散招商向
产业招商转变。

增强产业群内企业自营出口能力，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引
导企业建立国际营销网络，进入跨国公司的供应链，开辟出口新渠
道，实现工业制成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持续快速增长。主动接轨
京津，积极参与京津冀都市圈和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建设，进一步
加强与国内大企业、大集团的协作，要积极吸纳国际国内大企业生
产基地向产业群内转移，推动我省高增长产业群设立出口基地，积
极支持企业参与各类境外展销活动，完善产品市场营销网络。

（二）投资推进工程
继续保持对高增长产业群的高强度投入，加大技术改造力度。

完善投资增长机制，全方位、多渠道筹集资金，着力引导民间资金
０９

河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研究



投入重点高增长产业群，参与大项目建设。大力推进传统优势产业
群的提升改造，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建设一批市场前景好、产业
关联度大、带动作用强的大项目，集中力量推动精品钢、乙烯、
ＰＴＡ、造船等一批大项目的建设。加大财政引导作用，加强政府投
资项目的管理。

（三）强企培育工程
在培育和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方面，我们以往只注重培

育大企业、大集团，过于追求企业的规模增长，由此构造起来的
“大集团”，规模虽然形成了，但竞争力却远远没有增强，而且在
组织结构上也存在一些问题。为此，我们认为，产业群要达到增长
快、带动力强的目标，就必须做好“强企”这篇文章。努力培育
一批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带动作用大的大型“强企”，同时
培育一批技术创新能力和产品市场占有率在全国同行业领先的
“小型巨人”企业。省市两级政府要在高增长产业群中确定一批基
础实、成长性好的企业进行培育，制定培育方案，实行动态管理。

（四）品牌发展工程
高增长产业群的培育和壮大，主体是企业，而企业的发展离不

开品牌的建设与发展。我省的企业品牌与先进省份相比，有很大的
差距。实际上，产业群也是有品牌的，比如，苏州电子信息产业群
驰名中外。产业群的品牌效应来自于群内众多企业的品牌合力。为
此，要重视打造产业群品牌，树立产业群品牌和企业品牌新理念。
企业要加强对商标专有权的运用来实施品牌战略，维护自身的权
益，开掘商标资源形成新的商品附加值。政府部门要加强对驰名、
著名商标的保护措施，抓好知名品牌的培育，加强企业品牌、产业
群品牌的推介，进一步做大做强拥有中国驰名商标和中国名牌产品
称号的企业，推动更多的企业和产品争创国际知名品牌。

（五）技术跨越工程
技术跨越是提高产业群竞争力、促进产业群高速发展的重要力

量，是保证产业群“先进性”的关键。要围绕增强产业群的核心
１９

第二章　 河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空间布局与打造战略增长极



竞争力，着力抓好技术引进、技术自主创新体系建设。积极推进产
学研结合，形成高增长产业群有效的技术支持。鼓励群内大中型企
业建立技术中心和研发机构，扶持建立若干个面向产业群的生产力
促进中心和技术创新服务中心，构筑中小企业技术支撑体系。

（六）信息化带动工程
信息的快捷传递是产业群赖以生存和集聚的“神经系统”，信

息化的广泛应用已成为现代产业群高速成长的标志。围绕以信息化
带动集群化、以集群化促进信息化的原则，大力推进信息技术在产
业群中广泛应用。加快推进以产品信息化、制造过程信息化、管理
信息化和电子商务为主要内容的企业信息化建设。加快在全国性产
业群中建立有影响力的专业网站，构筑区域信息共享平台。为此，
应运用财政杠杆，着力抓好企业信息化试点和示范工作。有重点地
实施一批信息化改造项目、电子商务项目，推进产业群信息化建设。

三、 对策建议

（一）建立健全增长极（点）发展的新型管理机制
１ 明确规划，分类指导。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增长极和高增

长产业群的培育，建议省级层面统一规划、统一部署区域增长极和
重要产业集聚区的发展方向，明确增长极发展的定位和发展重点。
针对经济增长点，研究制定分类指导意见和促进发展的政策措施，
研究制定经济增长点发展的分类评价体系。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把经
济增长点培育工作纳入各地政府和部门的目标责任制考核内容，切
实做到政策到位、措施到位、行动到位。各级党委、政府要调动方
方面面的积极性，集中各方面智慧，抓好组织协调，围绕着经济增
长点建设目标形成合力，努力开创我省产业发展的新局面。
２ 加强经济增长极和增长点发展的战略研究。密切跟踪国际

制造业发展趋势，把握产业转移机遇，强化增长极和增长点发展方
向和重点行业的研究，制定推进增长极和增长点升级优化的措施，
从阶段性发展的特点和要求出发，切实加强动态分析。
２９

河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研究



３ 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根据我省增长极和增长点发展的要求，
切实转变政府经济管理部门职能。加快“四个转变”，即从管理企
业向指导产业群转变，从审批管理向营造环境转变，从具体操作向
维护秩序转变，从服务国企向服务全社会企业转变。实施五个导
向，即产业群升级导向，重点发展高增长产业群；产业群布局导
向，积极拓展产业群发展空间；产业群技术导向，加快占据产业群
发展制高点；产业群人才导向，努力建设多层次的人才队伍；产业
群组织导向，逐步形成具有国际化的企业联盟。实现五个创新，即
体制创新，构建新型工业管理体制；路径创新，加快信息化，带动
工业化步伐；模式创新，依托科技进步实现跨越式发展；环境创
新，健全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服务创新，提供产业群发展需要的
高效服务。
４ 组织研究制定增长极和增长点的发展政策。根据我省增长

极在全省乃至京津冀都市圈的定位，根据发展重点和目标，抓紧制
定差别化增长极和增长点的分类政策：财税金融政策、中小企业支
持政策、高新技术产业群创新扶持政策、产业群向园区集中的鼓励
政策、新产业市场准入政策和相关限制淘汰政策等。
５ 切实保障增长极和增长点的经济运行安全。依据国家相关

产业政策，依法行政，有效实施对增长极和增长点发展中的监测和
管理，协调解决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建立对重点产业群的进出口和
市场监控机制，定期编制重要产业、重点产品的预警报告，完善产业
预警机制，指导企业开展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的应诉或起诉。
６ 指导行业协会和社会中介组织发展。支持行业协会和社会

中介组织建设，推动行业协会和社会中介组织的动作机制逐步与国
际接轨，发挥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完善中小企业服务
体系，鼓励各种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

（二）促进增长极和增长点发展的布局调整
１ 重点突破，主攻“中场”。要特别重视对拥有关键性技术和

若干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群的扶持，促进其率先发展壮大，达到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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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要求，对市场需求较大、已具有一定基础和优势的产品，要重点
突破，从而加速改变过去那种仿制有余、创新不足的“浪潮经济”
现象。“中场”产业是指处于最终产品装配工业和基础材料之间的
零部件、元器件和中间材料制造产业。要采用引进、合资、重组等
多种方式，扩大中场产业的规模，优化产业组织结构，提高中场制
造业的技术水平和竞争力，形成新的增长点。
２ 强化制造业产业群合理布局导向机制。以“盘活存量、用

好增量、优化布局、增强辐射”为原则，加快建设重化工业基地、
传统优势产业基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实施以工业区为主要载体
的产业群战略布局调整，加强市级以上工业区产业导向，进一步推
进区域增长极的园区建设，为增长极拓展新的产业空间，加快重点
行业、重点区域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三）大力推行“绿色制造”
推行绿色制造，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

求。我省增长极和增长点的培育与发展必须处理好经济发展与资
源、环境之间的关系。
１ 要积极推进清洁生产。重点是在产业群内制定并推行清洁

生产标准和措施，支持发展低污染产品，对浪费资源和严重污染环
境的落后技术、工艺、设备和产品实行限期淘汰制度；强化企业环
保达标排放监管，全面实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倡导绿色营销，
努力突破国际贸易的绿色壁垒。
２ 要提高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水平。注重发展节能节水型新

产业、新技术，培育和发展资源再生和综合利用产业。积极扶持垃
圾发电、粉煤灰综合利用以及废气、废液综合利用企业的发展，提
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水平。
３ 加快培育一批生态环保型和循环经济型产业群。建立健全

环保产业标准和产品认证体系，有效控制环境质量恶化。加快培育
建设一批生态型产业群、循环经济型示范产业群，推进工业废物减
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促进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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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政府支持力度，优化发展环境
１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整合各有关专项资金，设立增长极和

增长点引导资金。主要用于增长极内企业技术改造、技术创新、产
品营销网络建设、专业人才培训、产品标准化、企业信息化项目攻
关等的扶持。其他各类相关专项资金，在渠道不变、使用格局不变
的前提下，应确定一定比例，扶持高增长产业群的建设。各市应采
取相应的财政支持政策。
２ 充分发挥政府投融资机构的作用。省建投、信息产业投、

科技风险投、中小企业作用担保中心、经济技术投资担保公司等投
融资机构要按照规划，向区域增长极和高增长产业群发展倾斜。
３ 要建立、健全政府对产业群“窗口指导”制度。定期与产

业群中居于领头地位的企业进行对话、交流，对壮大产业群有重大
贡献的企业，每年由省政府进行表彰和奖励，这些企业可就重要事
项直接向省级有关部门报告请示，各部门应及时作专题研究，协调
解决。通过这一制度，一方面政府向企业宣传相关的政策及其动
向、对宏观经济走势的判断、不同行业发展前景的预测等内容，引
导“窗口”企业的投资、经营等活动能够顺应政府对宏观经济增
长和结构调整目标的方向，通过这些窗口企业的行为带动产业群内
其他企业的行为，达到政府影响市场自然配置的结构，达到贯彻政
府政策目标的目的。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窗口企业”了解
相关行业和企业的发展现状、问题、动向、政策反映及其实施效果
等内容，及时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使政策更具有适应性和针对
性。
４ 引导企业积极稳妥实施名牌战略。全面建立和完善商标梯

级认定体系，广泛建立企业联系制度，组织引导企业增强商标意
识，积极认定，梯级推进，严格复审。全面完善我省著名商标认定
办法，努力激发企业创牌积极性。简化著名商标申报程序，方便企
业创牌，扩大驰名、著名商标的美誉度，培养加强企业无形资产。
充分运用新《商标法》规定，支持企业拓宽注册领域。建立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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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公示制度，规范和促进商标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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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加快河北临港产业及海洋
相关产业发展 　

海洋资源是沿海地区独有的发展优势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实现
我省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必须充分利用好这一优势，挖掘好这一
潜力，大力发展临港及海洋相关产业，壮大海洋经济实力，为沿海
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第一节　 临港产业与海洋产业的基本内涵与关系

一、 临港产业与海洋产业的基本内涵与范畴

目前，各个国家和地区对于临港及海洋产业的定义不尽相同，
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

一般地讲，临港产业是指布局于港口及周边区域内，依托港口
资源和转化优势，催生发展的产业群。从与港口紧密程度上，可分
为四个部分。（１）临港直接产业：指港口的主业部门，即物资装
卸业、仓储物流业。（２）临港关联产业：指与港口主业有前后联
系的产业部门，如海运业、集疏运业等，这些产业部门分布在以港
口主业为核心的产业链的不同部位。（３）临港依存产业：指以港
口存在为主要选择依据而设立的产业部门，如造船业、钢铁业、石
化业等；广义上包括建立在港口及港口区域一定范围内，依港口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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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的产业。（４）临港派生产业指建立在沿海一定范围内，与港
口直接产业、关联产业、港口依存产业的经济活动有关的金融、贸
易、保险、房地产、饮食、商业等服务业及其他产业。结合我省港
口及产业发展实际，临钢铁产业、临港石化产业和临港装备制造产
业是我省沿海地区重点培育的临港产业。

参照《海洋及相关产业分类》 （ＧＢ ／ Ｔ２０７９４ － ２００６），海洋产
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海洋产业即海洋经济，是指开发、利
用和保护海洋的各类产业活动及与之相关联活动的总和，包括海洋
产业和海洋相关产业两个部分。海洋产业即狭义上的海洋产业概
念，是指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过程中所进行的生产和服务活动，
包括海洋渔业、海洋油气业、海洋矿业、海洋盐业、海洋化工业、
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洋电力业、海水利用业、海洋船舶工业、海洋
工程建筑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滨海旅游业等主要海洋产业以及海
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业。海洋相关产业，是指以各种投入产出为联
系纽带，与主要海洋产业构成技术经济联系的上下游产业，涉及海
洋农林业、海洋设备制造业、涉海产品及材料制造业、涉海建筑及
安装业、海洋批发与零售业、涉海服务业等。

海
洋
经
济
︵广
义
海
洋
产
业
︶

海洋产业（狭义海洋产业）

海洋相关产业

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业

主要海洋产业

图３１　 海洋产业分类

二、 临港产业与海洋产业的基本关系

临港产业与海洋产业是紧密相连的，二者的产业范畴有很大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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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交叉。从本质上讲，临港产业依托港口而兴起，港口物流业则
是海洋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部分地区和国家从加快沿海地区
海洋产业发展角度出发，在统计和实际产业政策中，将临港产业纳
入到广义的海洋产业即海洋经济范畴中来。

从我省沿海地区发展实际来看，需将临港产业与海洋产业结合
起来统筹考虑。首先，从产业资源禀赋来看，我省沿海地区临港石
化、临港钢铁、临港装备制造等重点临港产业多是依托港口、油气
及滩涂等海洋资源而兴起和建立的，临港产业的发展与沿海地区海
洋资源开发、主要海洋产业发展关系十分密切，无法割裂开来。临
港产业范畴中的港口物流业、海洋装备制造业、海洋石油化工业等
直接属于海洋主要产业。其次，从发展趋势看，由于临港产业与海
洋产业依赖于基本相同资源禀赋，传统临港重化工业在向食品、药
品、房地产、中介服务、旅游等产业纵深拓展过程中，必然涉及到
更多的海洋产业。第三，从陆海统筹发展战略来看，我省沿海地区
内陆腹地广阔，内陆及滨海地带的重化工业产业基础较好，将临港
产业纳入到海洋经济范畴中来，有利于推进内陆地区产业转移支持
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有利于构建产业布局合理、产业链条完备、海
陆一体的蓝色海洋经济区。因此，从发展实际出发，研究分析我省
临港及海洋产业，既要重点关注临港产业和主要海洋产业发展，又
要从海洋经济全局视角对临港及海洋产业发展进行整体把握。

第二节　 河北省临港产业及海洋产业发展现状

一、 河北省临港产业发展现状

（一）港口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整体发展水平依然较低
近年来，河北省港口建设力度明显加大，目前已逐步形成秦皇

岛港、唐山港、黄骅港三大能源港口群。截至２０１０年底，全省沿
海港口生产性泊位达到１１６个，万吨级以上泊位达到９３个，所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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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达到８３ ６％，煤炭、矿石、原油、集装箱等专业化泊位达到
５１个，设计通过能力达到４０７４５万吨／ ３０万ＴＥＵ。完成货物吞吐量
６０３４３ ８万吨，是２００５年的２ ２倍，年均增长２０％。疏港交通体
系初步形成，大秦铁路、朔黄铁路逐步扩能，迁曹铁路建成通车，
沿海高速、唐曹高速、津汕高速、保沧高速等陆续建设并运营，全
省港口集疏运能力大幅提高，港口辐射范围进一步拓展。

如表３１所示，随着曹妃甸大港的强势崛起，全省已基本形成
秦皇岛港、黄骅港和唐山港为龙头的三大港区，港口空间布局日趋
完善。

表３１　 ２０１０年河北省沿海港口基本情况

港口名称 泊位个数
（个）

＃万吨级

＃生产用
码头长度
（米）

泊位个数
（个） ＃万吨级

设计吞吐
能力
（万吨）

总　 　 计 １４９ ９３ ２７２５６ １１６ ９３ ４８５６６
秦皇岛港 ７２ ４２ １２１５１ ５２ ４２ ２２６４１
黄骅港 ３１ １０ ４２０４ ２０ １０ ７７６０
唐山港 ４６ ４１ １０９０１ ４４ ４１ １８１６５
　 　 ＃京唐港 ２８ ２３ ５９４５ ２６ ２３ ６９１５
　 　 ＃曹妃甸港 １８ １８ ４９５６ １８ １８ １１２５０

　 　 数据来源：《河北经济年鉴２０１１》。

如表３２所示，从运输量指标看，２０１０年，河北省海洋货物运
输量为２１５０万吨，远低于环渤海其他省市，这表明全省沿海地区
海洋运输的整体水平较低，对外开放和航线拓展深度远远不够。从
吞吐量指标看，２０１０年，河北省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达到６０３４４
万吨，在环渤海省市乃至全国处于中游水平。与此同时，我省沿海
港口国际标准集装箱吞吐量仅为９９１万吨，仅为天津的９ １％、山
东的６ ７％、辽宁的６ ４％。

表３３所示，我省沿海港口主要承担能源和原材料储运功能，
能源、原材料等大宗散杂货占据绝大比例，煤炭及制品、石油天然
气及制品、金属矿石、钢铁、矿建材料等货物吞吐量占港口货物吞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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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量的比重高达９７％。我省沿海港口对外开放水平不高，港口货
物多为国内配给，外贸货物吞吐量仅占港口货物吞吐量的２０％。
此外，我省沿海港口仍停留在“配给港”的位置，港口货物进港
量仅占吞吐量的３０％，出港量则高达７０％，大宗原材料大多运往
外地，港口自身的货物吸附能力十分有限。

表３２　 ２０１０年河北及环渤海省市海洋交通运输情况 单位：万吨

地　 　 区 海洋货物运输量 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沿海港口国际标准
集装箱吞吐量

河北 ２１５０ ６０３４４ 　 ９９７
天津 １１９１２ ４１３２５ １０９１６
山东 １１４５９ ８６４２１ １５１８９
辽宁 １０４２３ ６７７９０ １５６６６

　 　 数据来源：《中国海洋统计年鉴２０１１》。

表３３　 我省沿海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 单位：万吨

货物种类 合计
＃外贸出港量

＃外贸进港量
＃外贸

总计 ６０３４３ ８ １３６０７ ４ ４５２１１ ６ １４１３ ５ １５１３２ ２ １２１９４ ０
煤炭及制品 ４２５４５ １ ２４５４ ５ ４０６２３ ９ ７７１ ７ １９２１ ３ １６８２ ８
石油、天然气及制品 １６５０ ４ ７０１ ０ ５７８ ０ ２６ ２ １０７２ ４ ６７４ ８
　 　 ＃原油 １４１３ ７ ６５７ ０ ５１８ ２ ８９５ ５ ６５７ ０
金属矿石 １１３１８ ３ ９５５８ ７ ９４ ８ １１２２３ ５ ９５５８ ７
钢　 铁 ２７２４ ６ ３２４ ３ ２６８６ ２ ３００ ７ ３８ ４ ２３ ６
矿建材料 ３５２ ７ ３１ ０ ２１７ ６ ２９ ３ １３５ １ １ ６
水　 泥 ５４ ２ ０ ０ ２ １ ５２ １
木　 材 ０ １ ０ １
非金属矿石 １０１ ９ ０ ９ １ ２ ０ ９ １００ ７
化肥农药 １１６ ８ １１４ ６ １００ ６ ９９ ６ １６ １ １５ ０
盐 ９５ ９ １０ ０ ９ ２ ０ ９ ８６ ７ ９ ２
粮　 食 ２２７ ５ １６５ １ ４６ ３ ０ ０ １８１ ２ １６５ １
机械、设备、电器 ２７ ９ １４ ５ １２ ８ １１ ６ １５ １ ２ ９
化工原料及制品有色金属 ５７ ３ １９ ６ ３４ ３ ６ １ ２３ ０ １３ ６
轻工、医药产品 １ ２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２
农林牧渔业产品 ４７ ２ ４２ ９ ３２ ４ ２９ ８ １４ ８ １３ １
其　 他 １０２２ ６ １６９ ２ ７７１ ２ １３５ ６ ２５１ ４ ３３ ６

　 　 数据来源：《河北经济年鉴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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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目前我省沿海地区主要港口以煤炭、矿石、钢铁、
粮食等产品的接卸、仓储为主，港口功能比较单一，介于第一代与
第二代之间，发展阶段普遍比较低，港口的集聚作用还不明显。依
托枢纽型大港或港城建立集生产、储运、销售为一体，技术、金
融、信息、保险等全方位发展的新型港口经济，成为我省沿海地区
港口经济发展的方向。

（二）临港产业集聚逐步加强，整体发展水平仍有待大幅提升
随着我省沿海地区开发开放条件改善，资源环境供求形势的变

化，区域发展格局的转换，沿海地区各级各类开发区显示出很强的
竞争力，临港产业集聚速度明显加快。富士康集团、美国通用电气
集团、西班牙德加德斯集团、法国蒂森克虏勃集团、韩国ＬＧ集
团、英国ＩＴ集团、我国台湾地区的万基集团等世界５００强知名企
业，已进驻我省沿海开发区投资建厂。首钢集团千万吨精品钢项
目、中钢集团８万吨镍铁项目、中铁集团２００万吨特钢项目、华润
公司２ × ３００ＭＷ电厂项目、中信集团４５００吨印刷板、中粮集团１０
万吨葡萄加工项目和５０万吨精致糖项目等国内大企业投资项目陆
续立项和开工建设；哈尔滨动力、太原重工、首秦金属材料、北京
紫竹（药业）等腹地企业纷纷落户沿海地区；唐山国丰钢铁、东
方华盛铸造、恒安钢铁、文丰钢铁、开滦精煤、沧州化工、沧州大
化、冀衡医药、保定天威等省内大型企业在沿海地区异地扩建进驻
沿海地区的项目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产业领域逐渐拓宽，项目建设
速度不断加快，沿海地区与省内、国内和国际产业的关联互动能力
不断增强。

作为临港产业发展的两大龙头，曹妃甸新区和沧州渤海新区经
济发展情况是我省沿海地区临港产业发展的“晴雨表”。最新数据
显示，２０１１年，渤海新区完成生产总值４１２亿元，是２００６年的５
倍；全部财政收入７０ ６亿元，是２００６年的７倍。曹妃甸新区２０１１
年累计完成投入３０００多亿元，实施首钢一期、华润电力、华电重
工装备制造等重大产业项目１１５个，完成生产总值３４８ ２亿元，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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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财政收入３７ ４５亿元。与此同时，与沿海发达省市临港产业新区
相比，我省临港产业新区仍存在很大的追赶空间。例如，滨海新区
的ＧＤＰ已占天津全市过半，浦东新区的ＧＤＰ也占了上海市的１ ／ ３
以上，而曹妃甸新区的ＧＤＰ不足唐山市的１ ／ １０，渤海新区的ＧＤＰ
仅占沧州市的１ ／ ５。现实差距说明，我省临港产业发展仍处于起步
阶段，发展的整体水平依然较低，产业集聚程度不高，做大做强的
任务还十分艰巨。

二、 河北省海洋经济发展总体情况

（一）海洋生产总值实现总体增长，发展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
如图３２所示，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１年①，河北省海洋总产值呈现波动

性增长态势，２００８年达到波峰后，２００９年明显下降并达到谷底，
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１年连续两年保持增长，２０１１年全省海洋总产值达到
１４１１亿元，比２００６年高出３１９亿元，年均增长率为５ ２６％。

图３２　 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河北省海洋生产总值

如图３３显示，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１年河北省海洋生产总值占全省经济
总量的比重呈波动性下降趋势，２００９年降到谷底后，２０１０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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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开始缓慢上升，２０１１年海洋生产总值占经济总量比重为
５ ８％，比２００６年降低了４ ４个百分点，海洋产业发展总体滞后于
经济增长。

图３３　 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河北省海洋生产总值占ＧＤＰ比重

表３４列举了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０年，河北省及环渤海省市海洋生产
总值发展情况，可以看出我省海洋生产总值及其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比重在环渤海省市中排名最后一位。

表３４　 河北及环渤海省市海洋经济发展总体情况

年　 度
河　 　 北 天　 　 津 山　 　 东 辽　 　 宁

海洋生产
总值
（亿元）

海洋生产
总值占
ＧＤＰ

比重（％）

海洋生产
总值
（亿元）

海洋生产
总值占
ＧＤＰ

比重（％）

海洋生产
总值
（亿元）

海洋生产
总值占
ＧＤＰ

比重（％）

海洋生产
总值
（亿元）

海洋生产
总值占
ＧＤＰ

比重（％）
２００６ １０９２ １ ９ ４ １３６９ ０ ３１ ４ ３６７９ ３ １６ ７ １４７８ ９ １６ ０
２００７ １２３２ ９ ９ ０ １６０１ ０ ３１ ７ ４４７７ ８ １７ ２ １７５９ ８ １６ ０
２００８ １３９６ ６ ８ ６ １８８８ ７ ２９ ７ ５３４６ ３ １７ ２ ２０７４ ４ １５ ４
２００９ ９２２ ９ ５ ４ ２１５８ １ ２８ ７ ５８２０ ０ １７ ２ ２２８１ ２ １５ ０
２０１０ １１５２ ９ ５ ７ ３０２１ ５ ３２ ８ ７０７４ ５ １８ １ ２６１９ ６ １４ ２

　 　 数据来源：《中国海洋统计年鉴》（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１）。

进一步看（如图３４所示），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０年，除河北外，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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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山东、辽宁三省市海洋生产总值均实现连续增长。与此同时，
我省与环渤海主要省市海洋生产总值的差距逐步拉大，２００６年河
北省海洋生产总值分别相当于天津的７９ ８％、山东的２９ ７％、辽
宁的７３ ８％，到２０１０年，河北海洋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天津的
３８ ２％、山东的１６ ３％、辽宁的４４ ０％。

图３４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河北省及环渤海省市海洋生产总值比较

图３５进一步显示，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０年，除河北外，环渤海其他省
市海洋生产总值占ＧＤＰ的比重整体上呈上升态势。河北省海洋生
产总值占ＧＤＰ的比重持续、显著的低于环渤海其他省市，并且差
距逐步扩大。２００６年，河北省海洋生产总值占ＧＤＰ的比重分别低
于天津、山东、辽宁２２个百分点、７ ３个百分点和６ ６个百分点，
到２０１０年，河北省海洋生产总值占ＧＤＰ的比重与上述省市的差距
分别扩大到２７ １个百分点、１２ ４个百分点和８ ５个百分点。

从总量指标看，近年来河北省海洋生产总值出现波动性增长，
尤其是近三年保持较快增速。但总体上看，河北海洋生产总值增长
较慢，不仅滞后于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也滞后于环渤海其他省
市海洋生产总值增速，海洋产业发展不够充分。

（二）海洋三次产业持续变动，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依据《海洋及相关产业分类》 （ＧＢ ／ Ｔ２０７９４ － ２００６），我国海

洋产业划分为三次产业。第一产业是指，海洋渔业中的海洋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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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５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河北省及环渤海省市海洋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品、海洋渔业服务业，以及海洋相关产业中属于第一产业范畴的部
门。第二产业是指，海洋渔业中海洋水产品加工、海洋油气业、海
洋矿业、海洋盐业、海洋化工业、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洋电力业、
海水利用业、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建筑业，以及海洋相关产业
中属于第二产业范畴的部门。海洋第三产业是指除海洋第一、二产
业以外的其他行业，包括海洋交通运输业、滨海旅游业、海洋科研教
育管理服务业，以及海洋相关产业中属于第三产业范畴的部门。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０年，河北省海洋三次产业产值呈现波动性变化

（如表３５）。海洋第一产业产值增长较快，２０１０年达到４７ １亿元，
是２００６年的１ ９倍，年均增长率达到１７ ４％。海洋第二产业以
２００８年为“拐点”出现较大波动，总体实现增长，年均增速为
４ ２％。海洋第三产出现波动性下降趋势，２００９年产值下滑明显，
２０１０年有所回升，但依然低于２００６年水平。

表３５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０河北省海洋三次产业产值 单位：亿元
年　 　 度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２００６ ２４ ８ ５５４　 ５１３ ４
２００７ ２３ １ ６３３ ７ ５７６ １
２００８ ２６ ６ ７１７ ８ ６５２ ３
２００９ ３７ １ ５０３ ４ ３８２ ４
２０１０ ４７ １ ６５３ ８ ４５２ １

　 　 数据来源：《中国海洋统计年鉴》（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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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０年，河北省海洋三次产业结构整体呈现“两升一
降”特征（如表３６），第一产业比重和第二产业比重实现提升，
第二产业比重上升了６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下降明显，降低了
７ ８个百分点。

表３６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０年河北省海洋三次产业结构 单位：％
年　 　 度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２００６ ２ ３ ５０ ７ ４７ ０
２００７ １ ９ ５１ ４ ４６ ７
２００８ １ ９ ５１ ４ ４６ ７
２００９ ４ ０ ５４ ５ ４１ ４
２０１０ ４ １ ５６ ７ ３９ ２

　 　 数据来源：《中国海洋统计年鉴》（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１）。

从与环渤海省市比较来看（如表３７），河北海洋第三产业比
重明显偏低，二、三产业发展不协调，第三产业滞后程度较高。天
津、山东、辽宁二、三产业结构比分别为１ ０、１ ２和１ ０，河北
则为１ ４。

表３７　 ２０１０年河北及环渤海省市海洋三次产业结构 单位：％
年　 　 度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河北 ４ １ ５６ ７ ３９ ２
天津 ０ ２ ６５ ５ ６４ ３
山东 ６ ３ ５０ ２ ４３ ５
辽宁 １２ ２ ４３ ４ ４４ ５

　 　 数据来源：《中国海洋统计年鉴２０１１》。

综合分析，近年来，我省海洋经济三次产业结构年度间变动较
为频繁，海洋第一、第二产业产值和比重呈现上升趋势，海洋第三
产业产值和比重均出现下滑，海洋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第二产业程度
较高，三次产业间结构有待进一步调整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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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涉海就业人员总量持续增长，总体规模和劳动效率有待
提升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０年，尽管海洋经济总量有所波动，但河北涉海就

业人员总数逐年增加（如表３８），保持稳定增长，２０１０年比２００６
年增长１３％，年均增长率３ １％。

表３８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０年河北涉海就业人员总数 万人
年　 　 度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涉海就业人员总数 ８１ ５ ８６ ７ ８８ ６ ９０ ９２ ２

　 　 数据来源：《中国海洋统计年鉴》（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１）。

如表３９所示，比较分析可以看出，河北涉海就业情况与环渤
海其他省市仍存在较大差距，涉海就业人员总数及占地区就业人员
比重均低于环渤海其他省市，排在最后一位。

表３９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０年河北及环渤海省市涉海就业人员情况

年　 度
河北 天津 山东 辽宁

涉海就业
人员数量
（万人）

占地区
就业人员
比重（％）

涉海就业
人员数量
（万人）

占地区
就业人员
比重（％）

涉海就业
人员数量
（万人）

占地区
就业人员
比重（％）

涉海就业
人员数量
（万人）

占地区
就业人员
比重（％）

２００８ ８８ ６ ２ ４ １６２ ５ ３２ ３ ４８８ ５ ９ １ ２９９ ３ １４ ３
２００９ ９０ ０ ２ ３ １６５ １ ３２ ６ ４９６ ４ ９ １ ３０４ ２ １３ ９
２０１０ ９２ ２ ２ ４ １６９ ２ ３２ ５ ５０８ ６ ９ ０ ３１１ ６ １３ ９

　 　 数据来源：《中国海洋统计年鉴》（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１）。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０年，由于海洋生产总值增长较慢，河北省海洋产
业劳动生产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如表３１０）。２００６年，我省海洋
产业劳动生产率为１３４０００元，是环渤海“三省一市”中最高的。
到２０１０年，我省海洋产业劳动生产率则下降为１２５０４３元，相继被
天津和山东超过，领先辽宁的优势也被缩小。

综合分析，近年来，河北省涉海就业人员总量逐年增长，但就
业人员总规模和占地区就业人员比重仍与环渤海其他省市差距较
大。海洋产业的劳动生产效率更是呈现整体下降趋势，与超越我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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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津、山东之间的差距被逐步拉大，与追赶我省的辽宁之间的差
距在逐步缩小，海洋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亟待提升。

表３１０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０年河北及环渤海省市海洋产业劳动生产率单位：元
年　 度 河北 天津 山东 辽宁
２００６ １３４０００ ９１６３３ ８１８９０ ５３７２０
２００７ １４２２０３ １００６２９ ９３６１９ ６００４１
２００８ １５７６３０ １１６２２８ １０９４４３ ６９３０８
２００９ １０２５４４ １３０７１５ １１７２４４ ７４９９０
２０１０ １２５０４３ １７８５７６ １３９０９８ ８４０６９

　 　 数据依据：《中国海洋统计年鉴》（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１）计算得来。

三、 河北省主要海洋产业活动情况

（一）海洋渔业产值稳步增长，未来应走绿色高效发展之路
如表３１１所示，２０１０年，河北省海水养殖业增加值为３２ ０６

亿元，海洋捕捞业增加值２４ ６６亿元，远高于天津市，但与山东、
辽宁存在差距依然较大。
２０１０年，河北省海洋捕捞及海水养殖产量高于天津（如表３

１２），与山东、辽宁的差距较大。远洋捕捞产量空白表明我省远洋
渔业规模太小，产量十分有限。

表３１１　 ２０１０年河北及环渤海省市海洋捕捞养殖增加值单位：亿元
河北 天津 山东 辽宁

海水养殖 ３２ ０６ １ ８５ ２９９ ０６ １７５ ２７
海洋捕捞 ２４ ６６ ３ １７ １３４ ５８ ７２ ４９

　 　 数据来源：《中国渔业统计年鉴２０１１》。

表３１２　 ２０１０年河北及环渤海省市海洋捕捞养殖产量 单位：吨
河北 天津 山东 辽宁

海洋捕捞 ２５３２９２ １３７５４ ２３５０８８８ １００７３９８
远洋捕捞 ９０２０ １４９８１４ １７５２７４
海水养殖 ３２９３０８ １４２１２ ３９６２６４３ ２３１４６９４

　 　 数据来源：《中国海洋统计年鉴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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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渔业产值和产量与养殖面积存在密切关系，受海域面积限
制，我省海水养殖面积小于山东和辽宁，产值和产量必然与其存在
差距。另一方面，从单位面积产值指标看，２０１０年河北省每公顷
海水养殖面积产生的增加值为２５８３５元，而天津为４６４５９元，山东
则达到５９６９９元，我省海洋渔业效益有待进一步提升。综合来看，
河北省海洋渔业既要做大又要做强，在坚持精品、特品、绿色和高
效发展方针的基础上，力争在精深加工、生态环保和品牌经营上有
所突破。

（二）海洋油气业发展条件良好，科学有序开发能力有待增强
表３１３所示，２０１０年河北省海洋原油产量２２１ １９万吨，海洋

天然气产量４０５７３万立方米，均居全国第四位。由于我省海洋油气
资源储量较大，随着海洋油气业的稳步开发，海洋油气业产量和产
值未来会稳步增长，发展潜力较大。

表３１３　 ２０１０年河北及全国主要省市海洋油气业产量
地　 　 区 海洋原油产量（万吨） 海洋气天然气产量（万立方米）
河北 ２２１ １９ ４０７５３
天津 ２９１６ ４６ １８６０８９
山东 ２４６ ２７ １２８７４
辽宁 １３ ０１ ３０６９
上海 ８ ８ ４９７４２
广东 １３０４ ２５ ８１６３７８

　 　 数据来源：《中国海洋统计年鉴２０１１》。

（三）海洋盐业占据一席之地，发展后劲有待增强
我省沿海地区是全国重要的海盐产区之一，拥有南堡、大清河

和长芦黄骅三大盐区。海盐产品除满足本省需求之外，大量销往国
内十余个省（市、自治区），并有部分原盐出口。其中南堡盐场是
亚洲最大、世界第三的盐场，年生产海盐１８０多万吨。２０１０年
（如表３１４），沿海地区盐田总面积达到８０３５９公顷，海盐产量
４２９ ４１万吨，均居全国第二位。从生产效率看，２０１０年我省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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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单位公顷海盐产量６５ ８２吨，山东则达到１３６ １４吨，是我省
的两倍多。

表３１４　 ２０１０年河北及环渤海省市海盐生产情况
河北 天津 山东 辽宁

盐田总面积（公顷） ８０３５９ ３０５１２ ２３０１２２ ３９７９０
盐田生产面积（公顷） ６５２４３ ２９０５０ １６６９６２ ３３５３３

年末海洋生产能力（万吨） ４７６ １８０ ２８００ ２３４
海洋产量（万吨） ４２９ ４１ ２０４ ４ ２２７３ ０５ １４６ ０５

　 　 数据来源：《中国海洋统计年鉴２０１１》。

我省沿海地区主要盐场，集中产盐期间降水量小、蒸发量大，
海水盐度高，盐田地形平坦，土壤底质防渗性能好等，决定了我省
海盐生产在我国北方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目前在科技进步和盐
化一体化生产的大背景下，盐业生产正逐渐突破自然条件的约束，
自然条件已经由优势条件逐渐转变为基础条件。天津、山东单位面
积海盐产量、单位面积工业产值和增加值均高出我省，我省在海盐
精深加工环节、海盐生产科技能力方面差距明显，海洋盐业的整体
优势有逐渐下滑的危险。

（四）海洋化工业产业基础较好，做大做强任务艰巨
数据显示， “十一五”期间，我省临港石化产业链条日趋完

善。曹妃甸石油化工基地３０万吨原油码头、液化天然气码头已经
建成；南堡开发区初步建立起“盐—碱—化纤、盐—碱—氯气—
四氯化钛—海绵钛—钛材加工、氯气—三氯氢硅—多晶硅—单晶
硅”和“氯气—有机硅单机”的循环产业链；沧州临港化工园区
形成了包含石油化工、海洋化工、合成材料和精细化工在内的完整
的生产体系。唐山三友集团有限公司是全国５２０家重点国有企业之
一、河北省化工龙头企业，全国纯碱行业的排头兵。

表３１５显示，２０１０年我省可统计到的海洋化工产品产量
７３０９６０万吨，比２００９年降低了１０％，排在天津、江苏、山东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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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第四位，处于中上游上水平。从产量上讲，海洋化工业是我省海
洋产业中的优势产业和主导产业之一。随着沿海地区深入开发开
放，良好的资源优势和深水能源大港优势将更加有力地带动我省沿
海地区海洋化工业的快速崛起。

表３１５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年河北及沿海省市海洋化工产品产量单位：万吨
地　 　 区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河北 ８２０３４０ ７３０９６０
天津 １６４００００ １６６６２８８
辽宁 ４４６０９５ ６５２８７６
山东 ７２４０７６９ ６３４９０１８
江苏 １２８４６９６ １３０７８６３
浙江 ３７３１３３ ４９４４２１
福建 ２６９８４０ ３７８９８７
广东 ８４０９００ ５７６５００

　 　 数据来源：《中国海洋统计年鉴》（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当前，全国主要沿海省市尤其是我省所在的环渤海地区均将重
化工业作为本地区的支柱产业，地区间产业同质问题严重，产业竞
争十分激烈。此外，沿海地区竞相发展重化工业所带来的海洋环境
污染问题日趋严峻。我省作为海洋化工产业的后发者，要想实现快
速崛起，必将面临市场和环境的双重压力。

（五）海洋船舶工业体系逐步完善，产业综合竞争力有待提升
目前，我省已经形成了船舶修造和相关产业配套的海洋船舶工

业体系。山海关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所属
的国有大型一类企业，２０１１年，达到年造船１４０万吨的生产能力。

表３１６表明，２０１０年，河北省海洋修船完工量３２１艘，在环
渤海省市中仅次于山东，造船完工量６艘、１９万综合吨，在沿海
主要省市中排名最后。

近年来，我省海洋船舶工业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与其他沿海
省市比较，仍存在较大差距。设施和生产能力不足、造船规模小、
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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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配套基础薄弱、技术与创新能力弱是我省船舶工业面临的主要
问题。

表３１６　 ２０１０年沿海主要省市海洋修造船完工量

地　 　 区 修船完工量（艘） 造船完工量
艘 万综合吨

河北 ３２１ ６ １９ ０
天津 １８７ ２０ ２０ ７７
山东 ７９０ ７５ ４０４ １９
辽宁 ２３４ ９９ ９４２ ０
上海 １３０８ １３４ １２１２ ６
江苏 ５６４ ６２４ ２３００ ３
浙江 ４３９３ ８３７ １０２９ １９

（六）滨海旅游业实现较快增长，开发层次和水平有待提升
２００９年，我省沿海三市国内旅游人数３３６２万人，是２００５年

的１ ６倍，年均增长率达到１７％，沿海城市旅游实现较快增长。
与全国比较，２００９年我省沿海三市国内旅游人数在全国排名

倒数第三位，邻近的天津５５３７万人次、山东１３５８０万人次、辽宁
９８００万人次，远高于我省。２０１０年，沿海三市中滨海旅游收入最
高的秦皇岛市，国际旅游外汇收入１ ２亿美元，在全国主要沿海城
市中处于中下游水平，天津市达到１４ ２亿美元，青岛市达到６亿
美元，大连市达到８亿美元，沿海地区滨海旅游发展水平与全国主
要沿海省市存在较大差距。此外，我省滨海旅游开发不平衡问题也
较为明显，秦皇岛开发水平较高，其滨海旅游总收入占河北的一半
以上，其外汇收入更是占全省滨海旅游收入的绝大部分。而唐山、
沧州则开发程度较低。今后，我省沿海地区滨海旅游开发应多突出
海洋生态和海洋文化特色，海陆结合，以建设环渤海名牌海滨旅游
度假区为目标，实施旅游精品战略，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多样，现
代化、国际化的海洋旅游经济带。

（七）海洋产业科研投入水平增长较快，整体科研能力依然较低
河北省海洋科研机构主要有河北海洋资源利用研究院、河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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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研究院、河北省水产研究所等。此外，河北省科学院地理科学
研究所、河北农业大学、河北工业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河北大
学、河北联合大学等单位也有海洋相关领域的研究。２０１０年，河
北省海洋科研人员达到４９８人，科技经费收入达到１１０１７３万元，
是２００６年的２ ７倍；海洋科技经费筹集额中政府资金占绝对比重，
达到９５％以上。全省海洋科研人员中，博士学历人员比例仅为
４ ２％，科研领域高层次人才和领军人物十分缺乏。同其他沿海省
份相比，河北省海洋科研机构及人员数量少、科技投入不足、科技
产出水平较低。我国海洋科技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山东、广东、浙
江、上海、天津等省市，而河北省专门的海洋科研机构目前仅有５
个。表３１７显示，河北省海洋科研机构、科研人员、科研投入和
产出均明显低于沿海主要省市。事实上，在我国沿海１１个省市中，
河北省海洋科研水平仅略高于海南和广西，基本上与我省海洋经济
在全国的地位一致。

表３１７　 ２０１０年河北及沿海主要省市海洋科研机构活动情况

地　 区 机构数
（个）

科技活动
人员（人）

经费收入
（万元）

科技论文
（篇）

专利申请
受理数（件）

河北 ５ ４９８ １１０１７３ ９０ ０
天津 １４ １９３８ １５９７１８９ ６６８ ８６
山东 ２２ ２９４０ １８８９７３１ １６５１ ２６７
辽宁 １７ １６１０ ８６２８５９ ３１６ ５０２
上海 １５ ２９１９ ２２６２１２０ １０３２ ７２５
浙江 １７ １１４８ ８５６５１４ ４５２ ４２
广东 ２５ ２２９９ １５３２１５３ １６８５ ２２９

　 　 数据来源：《中国海洋统计年鉴》（２０１１）。

四、 河北沿海地区临港及海洋产业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

上述分析表明，我省沿海地区临港及海洋产业发展刚刚起步不
久，总体规模比较弱小，总体发展水平与沿海发达省市仍存在较大
差距，加快发展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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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产业总体竞争力低。从整体上看，我省临港及海洋产业
仍处于传统、粗放型开发为主的初级阶段，产业发展不够协调，质
量和水平依然较低。我省现有港口群经营主体多、小、散、弱，主
要发挥全国煤炭运输通道作用，港口运输货种单一，集装箱运输等
业务发展缓慢，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导向和拉动作用明显不足。
临港产业集聚程度不高，临港产业园区普遍面临产业项目“空置”
难题。海洋经济产业结构是“二、三、一”的排序，与理想的
“三、二、一”的排序结构还有一定的距离。滨海旅游、海洋渔
业、海洋交通运输、海洋盐业等海洋支柱产业，仍过度依赖海洋资
源本身的直接开发，技术含量低，市场竞争力弱，产业链条短，抗
风险能力不强，传统海洋产业产值比重明显偏高，海水淡化、海洋
生物制药等现代海洋产业尚未形成规模。

第二，政策支持不到位。临港及海洋产业领域的科技创新、金
融信贷支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投入明显不足，促进临港及海洋
产业加速发展的政策体系尚未完全确立，产业发展面临技术开发乏
力、科技人才匮乏、投资不足、软硬件服务支撑体系薄弱等较为严
重的瓶颈制约。

第三，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一方面，我省临港主导产业
钢铁、化工等属于大进大出型的重化工业，能源资源消耗会进入消
耗强度最大的时期，资源环境及相关的节能减排问题成为发展中不
可回避、不能绕行的瓶颈。另一方面，海洋主要产业开发所面临的
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增大，淡水资源严重不足，海洋渔业资源严重衰
退，滨海湿地退化较为严重，近岸海域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仍未得到
有效遏制，海洋资源和环境承载力有所下降。此外，我省海域抵御
自然灾害能力较弱，海岸侵蚀、海水入侵、赤潮、风暴潮等灾害时
有发生。资源环境矛盾成为制约我省临港及海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的主要因素。

第四，综合管理水平有待提升。海洋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
组成部分，涉及行业、部门众多，综合管理关系尚未完全理顺，部

５１１

第三章　 加快河北临港产业及海洋相关产业发展



门管理不尽协调，部分海域开发秩序混乱，海域使用矛盾突出，影
响了海洋产业和区域的协调发展。从大区域看，环渤海区域经济合
作、协调发展的步伐较慢，区域间临港及海洋产业发展的恶性竞争
时有发生，产业同质问题十分严重，区域联动发展的有效机制远未
形成。

第三节　 临港及海洋产业发展的经验借鉴

纵观国内外，毗邻海洋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将临港及海洋产业作
为战略性支柱产业，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壮大，积累了丰富的
管理经验，为我省沿海地区加快发展临港及海洋产业提供了有益借
鉴。

一、 发达国家临港产业发展经验借鉴

（一）荷兰鹿特丹临港产业集群发展经验
１ 建立国际物流中心。鹿特丹地处北海航运要道，扼西欧内

陆出海咽喉。在先天区位优势的基础上，开凿了连通莱茵河的运河
航道，修建了连接西欧各国的高速公路、铁路、石油管线等陆上运
输网，将包括西欧、中欧和东欧部分地区在内的广大内陆地区囊为
其经济腹地。其次，鹿特丹港的存储能力大，具有适合各种货物的
存储和保管场所。鹿特丹港除了拥有存储和集疏运设施外，还有保
税区和个性化的配送园区。
２ 建立外向型加工工业区。二战后，通过建立临港工业，大

规模发展石化工业，鹿特丹迅速崛起成为世界三大炼油基地之一，
吸引了壳牌、埃索等世界著名石油公司的落户。此外港区内的企业
类型广泛，主要包括造船、石油化工、钢铁、食品和机械制造等，
这些企业在工业区内对内陆和海外运来的原材料或半成品进行深加
工，再将成品通过港口运往世界各地。同时在工业区内非常注重产
业协调功能，以及产品产业链的延伸和拓展，从而更大程度地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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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运费，降低了成本。
（二）德国临港产业集群发展经验
１ 建立“国际门户”。德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以汉堡港为核心与

不莱梅港组成双枢纽的“迈向世界的门户”；以基尔港为核心与吕
贝克港、维斯马港组成依托运河，沟通北海、波罗的海，连接北
欧、南欧的国际门户；以杜伊斯堡港为中转枢纽，利用周边国家荷
兰鹿特丹、比利时安特卫普的港口资源作为本国迈向世界的国际门
户。汉堡港已经成为德国最大、欧洲第２位、居全球第９位的集装
箱港口，成为德国、波罗的海地区、东欧和中国及远东地区各类货
物运输的主要枢纽港和物流中心，成为德国高新技术制造业的重要
基地和德国北部经济中心。
２ 建立港口战略联盟。德国是欧洲北海沿岸港口群中建设港

口战略联盟最早的国家，历史上著名的汉萨同盟就是由吕贝克港与
汉堡港等港口城市缔结贸易协定产生的。德国港口战略联盟在形式
上不仅有港口与港口之间的相互投资合营的联盟，而且还有港口与
铁路的“港铁联盟”、港口与船运公司的“港航联盟”等模式，进
一步扩大和丰富了港口战略联盟的内涵。

（三）新加坡临港产业集群发展经验
１ 着力发展临港工业。新加坡扼太平洋及印度洋之间的航运

要道，是通往世界各大洲的国际航运中心。作为亚太地区最大的转
口港和世界第一大集装箱港口，新加坡是利用地理优势成功发展临
港工业的典型国家之一，政府的扶持也为临港工业创造了优越的发
展环境。新加坡充分发挥港口的综合区位优势，利用海港的天然水
深、便利的交通体系和比较丰富的土地资源的优势，通过引进并运
用外国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使临港工业的生产力水平得到了迅
速提高。
２ 实行自由港政策。新加坡政府一直坚持对港口进行直接投

资，而且投资力度很大。新加坡港还执行自由港政策，并采取各种
优惠措施，如开辟大面积的保税区，对中转货物提供减免仓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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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卸搬运费和货物管理费等，以吸引世界各国船舶公司，进一步巩
固其国际航运中心地位。
３ 物流运作与高科技相结合。拥有自动识别系统、电子入闸

系统、全自动化桥式吊机等各项现代化装备。此外还有方便快捷的
电子数据交换系统，目前该港的两个网络系统即贸易网和海港网已
成为政府部门、航运公司、货运代理和船东之间有效的、无纸化的
沟通渠道，能使各项信息畅通无阻地实时到达有关各方，从而大大
提高物流运转效率和优化物流管理。
４ 物流服务形式多样，专业性强。新加坡境内的物流公司专

业化、社会化程度高，可以为某一行业的企业提供全方位的物流服
务，也可以为各行业的客户提供某一环节的物流服务，物流企业以
满足客户需要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点，由物流公司和客户共同研究
选择出一种或几种最理想的服务方式最终找出能最大限度为客户提
供低成本的解决方案。

二、 国内外海洋经济发展的经验借鉴

（一）美国
美国是一个海洋大国，其专属经济区内海域面积为３４０万平方

公里。多年来，美国在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方面成效显著。据统计，
２００９年，美国与海洋直接相关的产业总产值达１ ４万亿美元，其
中紧靠海洋的沿海地区每年经济产值总计多达１万亿美元，占国内
生产总值的１０％以上，海洋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支柱之一。其海
洋产业具体发展措施主要有：

在产业政策管理上，为使海洋资源得到有序开发，早在１９７２
年，美国就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综合性海岸带法———《海岸带管
理法》。此外，美国在各州同时建立了许多海洋管理机构，并建立
了政府间的协调机制，提出州海岸政策必须与联邦行动保持一致的
法律要求。

在产业可持续发展上，美国提出２１世纪的海洋战略，核心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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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就是加强对海洋及沿岸环境的保护，其具体措施包括：对重要鱼
种的生存环境作必要的整治，进一步实施沿岸域湿地修复计划；加
强研究海洋化学变化，开发新技术，整治海洋污染的威胁。

在产业科技研发上，分别在马里兰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州建立了
海洋技术和生物中心，以加强对海洋生物工程技术和海洋生物环境
的研究。除此之外，政府还加强了养殖及生产加工系统的研发，对
地方养殖研究给予政府补助与协作；在近海资源开发上，提供有关
石油、天然气的探察报告，奖励天然气生产，同时推进天然气水合
物的科学研究；在生物医药工程方面，政府加强对海洋药物的研
制，为海洋生物工程研究以及海洋生物环境研究等提供财政上的援
助。

（二）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岛国，海洋资源相当丰富。在海洋产业的许

多方面，澳大利亚都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近年来，海洋产业贡献了
澳大利亚大约１３％的国内生产总值，大大高于其他的经济部门，
使澳大利亚成为世界上海洋产业对国民经济贡献率最高的国家。其
海洋产业发展措施如下：

在产业政策管理上，澳大利亚政府对海洋产业进行综合化管
理，对一些方面进行重点监督。主要措施包括：制定海洋带的综合
管理战略、加强部门运营能力的管理、协调各部门的海洋政策、加
强政府与民间企业的协作、建立海洋数据库的档案以及管理等。澳
大利亚政府还专门成立澳大利亚海洋产业和科学理事会，作为国家
海洋产业战略研究机构，其职责是为政府提供海洋产业生态化建
议，制定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生态可持续的海洋产业发展战略。

在产业开发利用上，澳大利亚政府支持和鼓励对海洋的多样化
利用。主要措施包括：支持并鼓励对海域的多样化利用，加强养殖
和生产加工系统的研究开发、替代能源的开发以及海底矿物资源的
开发、海上油气田的开发、海洋药物的研发等；发展海洋生物工程
技术产业；加快海洋旅游业发展；搜集海洋及沿岸域的相关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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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海洋科学知识等。
在产业科技研发上，为提高海洋研究与科学教育水平，澳大利

亚政府制定了《澳大利亚海洋科学与技术计划》、《２１世纪海洋科
学技术发展计划》等方案，这些方案的实施使得澳大利亚在海藻
养殖、海洋渔业、海上油气及轮船制造等方面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在高科技人才的培养上，政府制定了不同层次的涉海产业人才培养
计划，通过大学等科研机构培养高级研究人员，依托职业院校或相
关企业培养熟练技术工人。此外，政府还设立一些社会机构提供人
才培训服务。

（三）广东省
广东省拥有全国最长的海岸线和广阔的海域，海洋资源十分丰

富，开发潜力巨大。广东省通过实施“科技兴海”、“区域协调互
动”和“可持续发展”三大战略，建立了海洋基础设施、科技创
新与技术推广、水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海洋资源环境保护和海洋综
合管理等五大体系，带动广东省海洋经济快速、协调发展。
１ 加快海陆联动开发步伐。海陆经济相互渗透，经济一体化

日趋明显。广东省包括珠三角海洋经济区、粤东海洋经济区和粤西
海洋经济区三大蓝色产业带。由于资源禀赋、经济基础等差异，三
大产业带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产业布局，并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带
动广东省海洋产业发展。
２ 加大海洋科技创新力度。广东省非常重视科技在海洋产业

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全面实施“科技兴海”计划，不断加大
海洋科技创新基地和海洋科技研发基地建设，全省海洋工程、海洋
矿产资源开采、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利用、海洋灾害预警等高新技术
的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多项重大科技兴海招标项目获得国家专利。
渔业科技方面，通过科技入户工程，提高了渔民科技管理意识，为
广东省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３ 加强海洋综合管理。沿海地区着力加强海域使用管理力度

建设，开展省、市、县三级海洋功能区划编制工作。不断加大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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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修复力度，全面开展海洋监测和执法工作，重
点加强对海洋功能区的监测和保护。逐步规范海岛的开发利用行
为，切实保护海岛的资源和生态环境，积极探索海陆统筹协调发展
的管理模式，着力解决海洋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之间的重大问
题。

三、 对我省的主要启示

（一）注重政府的支持作用
鉴于临港及海洋产业的综合性和整体性，政府要对其实施综合

管理。一要搞好产业的总体规划，包括土地的使用、产业结构的调
整以及配套设施的建设等。二要出台相应的发展扶持政策、积极开
展招商引资以及与相关部门相互协调，保证临港及海洋产业健康、
快速的发展。

（二）合理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
临港及海洋产业结构是动态的，遵循一定规律而发展变化。发

展初期，为迅速确立临港及海洋产业主导地位，首先会侧重发展工
业，进而形成“二三一”次产业结构。而随着产业发展阶段的逐
步深入，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将得到明显提升，临港
及海洋产业结构将朝着“三二一”次产业结构逐渐演变。

（三）十分注重依靠科技进步
由于各个国家（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不同，产

业发展各具特点，但是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由科技所决定的生产
力发展水平。临港及海洋产业属于技术密集、资金密集和人才密集
型行业，对现代科学技术有着强烈的依赖性，其对最新技术的使用
之多、应用之广，是陆域经济所难以比拟的。临港及海洋产业高新
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直接关系到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新兴产业的形成
与发展，临港及海洋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的过程实质是相关产
业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升级变化的过程。因此，临港及海洋产业
的发展需要科技力量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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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坚持可持续发展
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促使西方国家走可持续

发展之路。美国开始尝试寻找新的、可开发利用的海洋能源、生
物、海水及空间等资源，以提高海洋资源的供给能力，为人类从海
洋持续获取利益提供资源储备。澳大利亚针对超出国家标准的排污
问题，采取收费治理的方式，以此促使开发者加大清洁技术和工艺
的使用。此外，澳大利亚还在探索使用征收环境税的办法，进一步
治理污染排放问题。

第四节　 河北沿海地区临港及海洋产业发展空间布局

河北沿海地区临港及海洋产业发展空间布局应按照海陆统筹、
海陆互动、梯次推进的总体要求，以“区”为区域分工导向，以
“带”为产业布局导向，以“核”为企业集聚和重点产业突破导
向，构建布局合理、功能明确、竞争有序、科学高效的“三区、
三带、三核”临港及海洋产业发展新格局。

一、 形成三个临港及海洋产业经济区

充分利用我省沿海地区发展即将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有利契机，
加快打造沿海经济隆起带，推动秦皇岛临港及海洋产业经济区、唐
山临港及海洋产业经济区和沧州临港及海洋产业经济区的分工协作
和对外开放，促进“三区”协调互动、整体崛起。

秦皇岛临港及海洋产业经济区。充分发挥秦皇岛市的海洋资源
优势和人文优势，以滨海旅游业和重大装备制造业为重点，逐步把
本区打造成高端重大装备制造基地和现代滨海休闲旅游度假基地。

海港区依托秦皇岛港，以港口物流为龙头、陆路物流为支撑、
以东西两翼空港物流为补充，加快实施“西港东迁”工程，优化
岸线布局，完善港口功能，促进港城互动，打造我国北方沿海港口
物流集散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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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关、北戴河、北戴河新区以现代旅游业为重点，着力发展
休闲观光、旅游度假、滨海体育、总部经济和文化创意产业，构建
滨海高端旅游带，促进旅游由海岸向海上延伸。着力打造北戴河新
区，科学布局重大产业项目，加快旅游度假、动漫创意等重大项目
实施，打造成精品旅游区域。推进重点区域环境整治与综合开发，
创建生态文明示范区。

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秦皇岛临港产业聚集区依托秦皇岛港
和山船重工，重点发展现代物流、先进装备制造和新能源、新材
料、电子信息等产业，打造高端制造基地。

沿海区域以设施增养殖、休闲渔业为重点，加快发展浅海养殖
和水产品加工业。

唐山临港产业及海洋产业经济区。充分发挥港口带动作用和油
气资源优势，以精品钢铁、新型化工、现代物流为重点，打造精品
钢材生产基地、新型化工基地、现代物流、能源生产、现代装备制
造基地和旅游度假基地。

强力推进沿海“四点一带”地区开发，重点围绕重化工业，
着力实施重大项目，加快曹妃甸新区、乐亭新区、丰南沿海工业
区、芦汉新区和冀东北工业聚集区建设步伐。

唐山港以曹妃甸港区、京唐港区建设为重点，加快矿石、煤
炭、原油、成品油、液化天然气等大型能源、重要原材料接卸码头
建设和专业化集装箱泊位、客滚码头建设，打造国际一流的现代化
综合大港。

以乐亭沿海地区为重点，大力发展滨海旅游业。充分利用海
湾、海岛、湿地、温泉等旅游资源，建设滨海休闲旅游带，建成国
际知名、国内一流的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

沿海县市以浅海滩涂养殖、海水生态健康养殖和临港休闲渔业
为重点，积极发展精品渔业。

沧州临港及海洋产业经济区。充分发挥港口资源、滩涂资源和
海盐资源优势，以能源、化工、钢铁和装备制造业为重点，建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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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能源基地、重化工业基地和特色装备制造业基地。
渤海新区以黄骅港建设为重点，积极发展港口物流，建成以能

源、原材料、集装箱运输为主，支撑临海工业发展的区域性物流中
心。充分发挥临港优势，海洋化工、石油化工并重，建设海洋化工
基地和国家级石化基地。以提档升级为重点，促进钢铁及其精深加
工业与装备制造业的协调配套，打造华北地区重要的特色装备制造
业基地。

沿海区域以生态健康养殖、渔业资源增殖养护为重点，大力发
展海水增殖养殖业，着力发展水产品精深加工及配套服务业，构建
现代渔业体系。

二、 构筑三条临港及海洋产业开发保护带

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依据《河北省海洋功能区划》和《河
北省海岸保护与利用规划》，统筹沿海陆域与岸、滩、湾、岛、海
等要素资源的开发与保护，根据自然属性、区位条件和开发强度，
由陆向海构筑三条开发保护带。

海岸带。从海岸线向陆１０公里的带状区域，经济基础较好、
开发程度较高、产业较为发达，是发展临港产业的重点区域。充分
利用临海临港的区位优势、交通优势和资源优势，推进港口物流、
能源、化工、装备制造、冶金及金属压延等产业向高端、高质、高
效方向转变。加快各类产业聚集区（园区）功能整合与资源共享，
打造产业集群优势，引导全省重大生产力布局向沿海地区集中。

临岸海域。海岸线向海１０公里的带状区域内，岸线、滩涂、
海湾、岛屿资源丰富，是海洋产业发展的重点区域。科学合理利用
岸线资源，重点支持港口建设、园区建设和滨海旅游。加强滩涂资
源保护和有序开发，重点发展滩涂养殖、滩涂和潮间带风电、休闲
观光旅游业。适度开发海岛资源，重点发展海岛旅游、海岛娱乐。
浅海海域推行立体开发和综合利用，重点发展海洋渔业、海洋运
输、海洋旅游、油气矿产开发和海洋工程建筑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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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岸海域。从海岸线向海１０公里至向海１２海里（２２ ２公里）
之间的带状海域，拥有丰富的海洋渔业、油气、矿产等资源，开发
潜力较大。严格控制捕捞强度，压缩近海捕捞量，扩大人工养殖和
底播增殖规模，促进近海渔业资源全面恢复。加快海洋油气资源勘
察和开采力度，大力发展海洋能源产业。科学发展海上风电，促进
海上风电向１０公里以外海域布局。加强海洋生物、化学资源综合
利用，培植新的产业增长点。

三、 培育三个临港及海洋产业增长核心

以新区建设和重大项目建设为突破口，科学配置区域生产要
素，培育临港及海洋产业增长核心区，带动“三区”经济跨越式
发展。

曹妃甸新区。以港口、港区、港城一体化发展为方向，重点发
展现代港口物流、精品钢铁、石油化工、装备制造四大主导产业，
打造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区、先进产业聚集区、东北亚区域合作先
导区和新型工业化基地。以建设世界一流的综合性国际大港为目
标，加快矿石、原油、集装箱、液化天然气和煤炭为主的专业化、
大型化码头和散杂货、液体化工码头建设，继续扩建新港池，提升
港口综合运营能力。继续完善路、讯、电、管网等基础设施，建立
大型物流区和保税物流区，积极推进曹妃甸保税港区、公共矿石保
税仓库建设，提升港口物流服务水平。加快重大项目建设，推动产
业向新区聚集。积极开发新能源、新材料，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
业。科学开发湿地资源和海岛资源，打造国内知名旅游景区和休闲
度假胜地。

渤海新区。以建设现代化滨海新城为目标，重点发展港口物
流、石油化工、钢铁加工、装备制造和电力能源产业，建设具有较
强竞争力的产业聚集区和能源、原材料集散中心。加快大型化、专
业化煤炭、矿石、原油、集装箱和通用散杂货及液体化工泊位建
设，提升港口航道等级，加快综合性大港建设步伐。完善道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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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能源、电力、信息等涉海基础设施，增强海洋经济发展的支撑
能力。促进海盐生产与盐化工、石化储运与石化加工、钢铁精深加
工与装备制造业之间的产业对接，延长产业链条。构建船舶配套体
系，打造华北地区重要修造船基地。加快滨海旅游业、海洋生物医
药、海水利用开发和成果转化，培育壮大高成长性的新兴海洋产
业。

北戴河新区。以高端旅游、信息技术等产业为重点，建设成为
以人文和生态为核心的中国滨海休闲旅游目的地。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构建以旅游业为支柱的现代化服务业产业
体系。调整优化产业布局，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有效保护资源，促
进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创建国家级生态示范园。

第五节　 加快河北沿海地区临港及
海洋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

　 　 加快河北省沿海地区海洋产业发展，要在优化临港及海洋产业
空间布局的基础上，以打造临港产业集群为核心，以提升海洋主要
产业发展水平为重点，实施产业科技创新，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
护，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强化产业综合管理，扩大对外开放交流与
合作，快速提升临港及海洋产业综合竞争力，打造沿海地区新兴增
长点，为推动沿海地区经济加快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一、 打造临港产业集群

（一）做强港口主业
一是壮大港口运输业。三大港口在立足能源运输的基础上，大

力发展集装箱、散杂货、原油、铁矿石运输，提升港口运输能力。
支持港口运营商与船舶公司、货主、物流公司合作，加快推进海铁
联运、海公联运业务和区域海运支线中转业务。适应现代港口运输
发展趋势，组建一批规模化、现代化的港口运输骨干企业，积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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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近海和远洋运输。二是提升港口物流业。加快建设物流园区、物
流中心、配送中心等物流节点，大力发展仓储、金融、报关及信息
服务等配套服务业，提升港口物流服务能力。整合物流资源，组建
大型骨干物流企业集团，促进物流企业规模化、网络化、集约化发
展。组织实施物流与制造业联动示范工程，建设物流公共信息平台
和大型标准化物流设施，逐步提升物流企业的信息化、标准化、网
络化水平。三是畅通沿海物流通道。完善沿海地区的铁路、公路和
机场等基础设施，畅通以唐山港、秦皇岛港为龙头，覆盖唐山、秦
皇岛、承德、张家口等市，连接内蒙、西北、东北等纵深腹地的
“冀东物流通道”；畅通以黄骅港为龙头，覆盖沧州、衡水、石家
庄、邢台、邯郸等市，连接山西、山东、河南等腹地的“冀中南
物流通道”。

（二）积极推进港口群建设
一是科学合理制定发展规划。我省要抓紧制定沿海港口整体发

展规划，统筹协调沿海各港口之间的关系，科学界定港口功能、合
理配置港口资源，引导其错位发展，差异化发展，着力打造港口群
体优势。二是成立行业组织。近期，可由省政府发起，组织省内港
口实体企业成立港口产业联盟或协会，制定协会章程，成立议事机
构，定期召开行业会议，商讨合作发展事宜。三是加强港口间协
作。鼓励支持港口间互相参股，共同投资开发港口基础设施和海运
航线，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互利共赢发展格局。加强
与天津港合作，借助天津港大力发展集装箱业务、争做国际商业航
运中心的有利时机，积极承接大宗原材料和散杂货业务，奠定能源
大港的基础地位。四是支持发展大型港口集团。国际经验表明，政
府投资大型港口建设是普遍做法。从长远角度看，着眼于服务地方
经济，地方政府要在沿海港口建设中有相当大的话语权。为此，要
多方协调，支持河北港口集团做大做强，参股、控股京唐港与黄骅
港，早日实现河北港口的“大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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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合提升临港钢铁产业
充分利用港口优势和沿海滩涂空间优势，推动区域钢铁产业联

合重组和产品结构升级，提升壮大精品钢铁产业竞争力。一是推进
精品钢生产。与临港装备制造业相配套，积极发展装备用特种钢
材，重点发展轿车、造船、高铁、石油管道、桥梁、锅炉、风电、
电站、电器用高技术含量钢材，适当发展建筑用钢，打造曹妃甸精
品钢、京唐港造船专用钢、黄骅港优特钢三大临港钢铁基地。延伸
钢铁产业链，积极发展钢结构、金属制品、精密铸件、机械配件等
用钢产业，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链条。二是促进企业技术升级。支
持企业研发推广熔融还原、纯净钢冶炼、钢渣综合利用等共性关键
技术和先进工艺。立足自身优势，加强内外合作，围绕高端制造业
项目，研发独有产品和自有技术。建设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开
展可循环钢铁新工艺及新材料、新产品研发，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四）发展壮大临港石化产业
集约集聚发展石化工业，延长产业链条，建设大型循环石化基

地。一是强化项目和园区建设。加强与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等
国家大型石化企业的合作，积极推进地方现有炼化企业改造升级，
支持建设大型石化联合装置。着力建设沧州临港化工园区、京唐港
化工园区、南堡开发区临港产业园区，使石油化工成为区域经济的
重要支柱。二是积极开发化工新产品。加快发展精细化工原料和石
化中间体产品，延伸从炼油、乙烯、丙烯、芳烃等原料产品到化工
新材料、橡塑助剂、水泥助剂、合成树脂、合成纤维、合成橡胶、
医药中间体等深加工产品的石化产业链条。三是加大油气勘探开采
力度。加快油气资源勘探步伐，增加油气资源地质探明储量。实施
冀东油田、大港油田等油气资源滚动开发，扩大开采规模，稳步提
高油气产量。

（五）提升现代服务业
一要逐步完善延伸保税区功能，将其功能覆盖到港区及相关区

域，探索自由港模式，发展出口加工贸易，发展中转运输和仓储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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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并借助城市辐射力向港口腹地延伸产业链，逐步形成以曹妃甸
港为核心、依托曹妃甸新区乃至内陆腹地的区域性物流枢纽，成为
国际航运物流网络体系的重要节点。二要构筑物流信息平台，形成
高效、便捷、功能完善的物流信息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各类物流主
体。积极引导工商企业优化企业物流管理，剥离低效的物流部门，
逐步实现物流活动社会化。推进传统物流企业向现代物流企业转
型，鼓励从事运输、仓储、货运代理服务和批发配送业务的企业，
根据自身业务优势延伸物流服务范围和领域，逐渐成为部分或全程
物流服务的供应商。三要积极鼓励、引导、培育临港服务业。积极
发展商贸、金融保险、航运中介、信息服务和现代物流业，带动其
他第三产业发展，拓展河北沿海港口综合服务功能，以良好的服务
体系支持河北沿海港口群和临港工业的发展。

二、 提升海洋主要产业

（一）提升发展现代海洋渔业
一是发展壮大生态健康型增殖养殖业。着力培育名优高附加值

品种，大力发展海水生态健康养殖、浅海滩涂立体化养殖、陆基工
厂化养殖，打造一批标准化、规模化、现代化的养殖基地。加大渔
业资源修复力度，大力发展藻、贝、鱼、虾等资源增殖，逐步改善
渔业资源种群结构和质量。进一步健全水产原良种体系，加强海水
主养品种选育攻关和病害防治，建设成规模、上档次的海水养殖良
繁基地。二是努力构建资源养护型捕捞业。完善海洋捕捞准入制
度，严格控制捕捞强度，促进近海渔业资源休养生息。积极发展远
海及远洋渔业，推进现代化远洋渔船建造和渔船装备改造，组建装
备先进、生产力水平较高的现代化远海渔业船队，增强外海渔业资
源获取能力。三是积极发展多元化休闲渔业。依托滨海和渔区旅游
资源，将渔业生产与旅游业有机结合，加快海上游钓公园、渔港、
渔庄和观赏鱼养殖基地建设，发展多元化立体式休闲渔业。四是加
快发展水产品精深加工业。以水产品保鲜、保活和精深加工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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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支持水产品加工企业改造升级，开发高附加值水产食品、海洋
保健食品和海洋药物，全面推动水产品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

（二）深化发展海洋盐业及盐化工业
一是稳定发展盐业生产。盐业生产规模保持相对稳定，加快盐

田改造和自动化作业水平，不断提高原盐质量。积极开发高附加值
盐产品，在发展日晒优质盐、日晒细粉、粉洗精制盐的基础上，大
力发展强化营养盐，实现原盐加工的精细化、系列化。二是积极发
展盐化工业。充分利用原盐资源丰富的基础优势，以曹妃甸工业
区、南堡开发区、沧州临港化工区建设为重点，推进纯碱技改扩
能、海水淡化苦卤开发利用、制碱废液回收等产业。鼓励唐山三友
集团、长芦沧盐集团、沧州化工集团发展盐碱联合、碱电联合、氯
碱与石油化工结合模式，积极开发ＰＶＣ及其他氯产品、溴素产品、
钾盐产品和镁盐产品，加快发展有机硅、多晶硅、硅油等海盐化工
业下游产品，培植盐化工产业新的增长点。支持现有盐化企业加强
技术改造和科技进步，力争实现海盐及盐化工生产过程的零排放。

（三）加快发展海洋装备制造业
一是努力壮大修造船业。按照“造修并重、壮大配套”的思

路，加快推进山海关修造船基地和船舶配套产业园建设，开展曹妃
甸新区、渤海新区修造船项目前期准备工作，积极打造秦皇岛、唐
山、沧州三大修造船基地。重点发展液化天然气船、滚装船、豪华
游船、大型散货船、油船、集装箱船舶，加强大型化、系列化船舶
修理设施建设。在发展船舶整体制造的基础上，重点提升船舶动
力、舱室设备、船用大型铸锻件等船舶配套部件研发制造水平，提
高船舶配套能力。二是积极培育海洋工程装备业。适应高效能、现
代化发展趋势，加大科技攻关力度，加强大型港口机械、石油钻井
平台、核电风电设备、海洋建筑施工设备研发制造，提高海洋装备
制造业水平。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推动海洋工程装备业向规模
化、集群化、高端化发展。三是提高海洋装备制造业集成度。按照
产业链发展要求，提升海洋装备制造业的工程设计、模块制造、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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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设备工艺、技术支持水平，培育一批具备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专业
化制造承包商。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力争在新型海洋油气开发装
备、海洋可再生能源利用装备、海底矿产开发装备等方面有所突
破，提升海洋装备制造业整体技术水平。

（四）大力发展滨海旅游业
一是强力推进重大旅游项目建设。以精品化、品牌化为方向，

综合运用科技、文化、创意等手段，加快重点项目、重点区域建设
和高端游客市场开发，打造一批特色鲜明、设施配套、内容丰富、
品味较高、吸引力强的景区。重点抓好北戴河国际旅游度假中心、
唐山湾国际旅游岛等重大项目建设，打造秦皇岛—唐山湾滨海旅游
度假区。二是积极创新旅游产品。大力开发旅游新项目和新线路，
推动滨海旅游升级。重点开发海上垂钓、海鲜品尝、渔村观光等临
港休闲渔业旅游。谋划开发南堡、大清河、长芦盐田风情游，南大
港、曹妃甸湿地游，菩提岛、月岛、祥云岛、龙岛等海岛游等生态
旅游项目。依托新区建设，重点打造曹妃甸新区、渤海新区的临港
工业游。谋划海洋运动休闲项目，积极发展海洋文化演艺、海洋文
化博览、海洋数字出版等文化产业，推动滨海旅游业从海岸旅游向
内陆腹地和海上旅游延伸，打造河北滨海旅游品牌。三是培育壮大
旅游企业集团。加大旅游企业整合力度，加快组建一批跨区域、跨
行业、跨所有制、竞争力强的大型旅游集团。加强扶持引导，引进
一批海内外战略投资者和知名旅游品牌，促进旅游企业规模化、品
牌化发展。放手发展中小旅游企业，促进中小旅游企业向“专、
精、特”方向发展，构建以大企业集团为龙头、以中小企业为支
撑的协调发展格局。

（五）积极培育海洋生物产业
加强海洋生物技术研究，重点发展海洋药物、海洋生物制品和

海洋生物新材料。加大海洋生物产业投入力度，引进培育一批技术
先进的海洋生物企业，谋划建立独具特色的海洋生物科技园，重点
研发、推广海洋生物科技，提高海洋生物产业科技水平。推进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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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关键技术产业化，重点开发抗肿瘤、抗菌、抗病毒和治疗
心脑血管病、老年性疾病等海洋药物。综合开发利用藻类、贝类、
棘皮类和甲壳类海产品，加快开发海洋保健食品和化妆品。推动海
藻蛋白类、多糖类、维生素类活性物质规模化分离、提取、纯化技
术研究和产业化，促进海洋生物制品业快速发展。建设海洋经济生
物遗传育种中心，运用现代生物技术选育生长速度快、抗病、抗逆
性强的优良海水养殖新品种。

（六）加快海水综合利用步伐
加快实施海水淡化工程，推进重点行业海水直接利用、大中型

海水淡化和海水化学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建设。引导临海企业使用海
水作为工业冷却水和脱硫水，鼓励沿海城市居民利用海水作为大生
活用水，积极发展海水蔬菜种植，支持企业开展海水蔬菜育种、育
苗、种植技术研究，建设海水蔬菜种植基地。支持渤海新区和曹妃
甸新区海水淡化基地建设，鼓励临海电力生产企业利用余热，进行
海水淡化生产。加强盐化工技术研发，重点发展钙盐、镁盐、钾盐
和溴素系列产品。

三、 加快产业科技创新

（一）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
整合涉海科技资源，加快构建以国家级综合性和专业性海洋科

技创新平台为龙头，以省级各类创新平台为主体，以企业技术中心
为辅助的海洋科技创新体系，全面增强海洋科技创新能力和国际竞
争力。联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国家级科研机构，采取外部
引进、联建共建、整合提升等形式，在我省建设一批重点实验室和
工程中心，提升我省海洋科技创新能力。整合河北大学、河北工业
大学、河北农业大学、河北省水产研究所等科研院所涉海科技力
量，增强海洋科技引进、消化、综合再创新能力。鼓励相关企业与
科研院所联合建立涉海技术研发中心，提高我省海洋科技成果吸
收、转化和推广能力。
２３１

河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研究



（二）开展重大技术攻关
围绕我省临港及海洋产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关键技术，实施科

技攻关。临港产业领域，重点开展钢铁、石油化工、高端装备制
造、新材料等核心技术研发和高端产品制造。海水综合利用领域，
重点开展海水淡化、海水化学资源利用、海水直接利用等技术攻
关。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利用领域，重点开展海水养殖优良品种培
育、海洋药物及保健品、海洋生物制品、海洋水产品精深加工、滩
涂动植物开发利用等技术攻关。海洋工业方面，重点开展船舶、专
用设备等高端工程装备的设计、研发和整体制造技术研究。

（三）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以各级各类临港及海洋产业科技创新平台为依托，建立和完善

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建设，建设完善临港及
海洋产业科技成果中试基地、公共转化平台和以科技企业孵化器为
依托的区域孵化网络。以曹妃甸循环经济示范区、秦皇岛经济技术
开发区、黄骅临港工业区等为中心，组织实施一批海洋高新技术产
业化示范工程，建设一批示范基地。

四、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一）全面实施海洋生态保护
加强滨海湿地、自然保护区和海岸防护林的保护，扩大自然保

护区数量和范围。开展海洋生物资源保护，控制和压缩近海传统渔
业资源捕捞强度，实行并完善禁渔区、禁渔期和休渔制度。推进海
洋生态修复治理，加大沿海滩涂治理力度，积极推进围填海计划指
标管理，严格控制滩涂围垦，着力解决海岸带采石挖沙、地下水超
采造成的海岸侵蚀、海水入侵等生态环境问题。

（二）建立健全污染防治机制
加强陆域污染源治理，实现污染物总量控制和达标排放。大力

发展生态农业，提倡科学养殖，减少面源污染。加强到港船舶防污
染管理，增强港内作业污染应急控制能力。实施近海石油钻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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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污管理，建立石油钻井平台溢油污染事故应急处置联动机制。制
定海岸带灾害防治规划，加强海岸侵蚀、海水入侵、地面沉降、赤
潮、风暴潮等海洋灾害防治。建立健全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体系，严
格执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提高应急事件快速反应和处理
能力。

五、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一）加大产业政策支持力度
对临港及海洋产业重大项目优先立项，并争取国家在重大产业

项目规划布局上给予倾斜。建立临港及海洋产业发展专项基金，对
重大基础设施和重点项目给予财政补助。对列入国家重点扶持和鼓
励发展的涉海产业项目，给予企业所得税减免、研发费用税前抵扣
等优惠政策。相关各级政府要重点支持利于临港及海洋产业发展的
基础性、公益性项目建设，对处于成长期的海洋高科技产品，实施
政府优先采购制度，鼓励和支持地方炼油企业搬迁至曹妃甸新区、
渤海新区。

（二）构建多元化的投融资体系
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作用，引导国内外各类金融资本和民间资

本投资我省临港及海洋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鼓励金融机构
在沿海地区开展金融创新和试点，拓宽服务领域，提高服务水平。
支持沿海地区临港及涉海企业发行企业债券或上市融资，创设非上
市公司产权交易中心，搭建资本运作平台。创设海洋产权交易中
心，促进海域使用权、海岛使用权的依法有序流转。积极引入政策
性保险，健全担保和再担保机构，降低临港及涉海企业经营风险。

六、 强化产业综合管理

（一）组建综合协调管理机构
建立由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负责，省直海洋、交通、环保、教

育、科技、渔业、旅游、统计等涉海部门负责人和秦、唐、沧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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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领导参加的，综合管理与分级、分部门管理相结合的临港及海
洋产业领导小组和办公室，负责制定全省临港及海洋产业开发、研
究、保护的重大方针政策，进行全局性的指导。充分借助国家发改
委和国家海洋局联合下发我省的“省级海洋经济运行监测与评估
系统”重点建设项目，全面开展涉海企业信息筛查，搭建海洋经
济运行数据平台，实施海洋经济运行动态监测与系统评估业务，为
全省临港及海洋产业综合管理与决策提供基本保障。

（二）强化区域间协作
省临港及海洋产业工作领导小组要加强与辽宁、天津、山东等

周边省市的沟通与协调，定期举行环渤海“三省一市”政府领导、
专家、学者、企业家参加的临港及海洋产业发展论坛，在产业项
目、投融资、滨海城镇建设等方面谋求合作共赢，实现沿海地区海
洋产业错位发展、差异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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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河北省海洋资源开发
与优化配置

进入２１世纪，各国进军海洋的热情不断高涨，纷纷将海洋资
源的开发利用作为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近年来，省委省政府
把加快发展海洋经济作为建设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强省、打造沿海经
济隆起带的重要举措，尤其是国务院批复了我省沿海地区发展规
划，沿海地区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预示着沿海地区发展中海洋资
源将面临着空间的重组和优化配置。在此背景下，分析我省海洋资
源开发利用现状，提高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对促进海洋经济发
展和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意义重大。

第一节　 河北省海洋资源概况

一、 海洋空间资源概况

河北省海洋资源类型多样，开发潜力较大。大陆海岸线长４８７
公里，海岸线长度位列全国第九位，岛岸线长１７８公里，岛屿１３２
个，管理海域总面积约９０００平方公里。海岸带总面积１１３７９ ８８平
方公里，其中浅海和潮间带海域面积７６２３ ５平方公里，陆域面积
２７３２ ２２平方公里。

全省滩涂面积８４９ ８１平方公里。以唐山市最多，为６０２ ４１平
方公里，占全省滩涂总面积的７０ ８８％；沧州市次之，为２２０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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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里，占２５ ９４％；秦皇岛市最少，为２６ ９９平方公里，占
３ １８％。全省浅海面积５６０７ ５５平方公里。以唐山市最多，为
２６６１ ９９平方公里，占全省浅海总面积的４７ ４７％；秦皇岛市次之，
为１９４６ ９７平方公里，占３４ ７２％；沧州市最少，为９９８ ５９平方公
里，占１７ ８１％。

全省有海岛７２个（含人工岛１个），集中分布于滦河口和曹
妃甸海域。其中，滦河口诸岛３６个，曹妃甸诸岛有海岛３５个，秦
皇岛海域建有人工岛１个（仙螺岛）。海岛陆域面积２３ ５８平方公
里，海岛岸线长１８９ ２９公里。河北省海岛依地貌形态、物质组成
及结构等要素，可分为离岸沙坝岛、河口沙坝岛、蚀余岛、贝壳沙坝岛
等类型。其中，离岸沙坝岛３６个，总面积１７ ５６平方公里，岸线总长
１３６ ０７公里；河口沙坝岛２２个，总面积０ ５６平方公里，岸线总长
２９ ２０公里；蚀余岛９个，总面积５ ３７平方公里，岸线总长２０ ３７公
里；贝壳沙坝岛４个，总面积０ ０９平方公里，岸线总长３ ０８公里。

二、 海洋生物资源概况

（一）滩涂（潮间带）生物资源
滩涂生物资源是指生活在潮间带的各种生物所组成的生态类

群，在海洋生态系统的生物链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们以底栖植物为
食，本身又是多种鱼、虾、蟹类的重要饵料。据统计，河北省滩涂
生物种类共１４０种，其中定量种类１１６种，定性种类２４种。这些
种类隶属１４个门类。其中，软体动物最多，为４５种，占生物种类
总量的３２ １４％；其次是多毛类３２种，占２２ ８６％；甲壳类３０种，
占２１ ４３％；藻类１０种，占７ １４％；鱼类９种，占６ ４３％；棘皮
动物５种，占３ ５７％；其他类９种，占６ ４３％。

从区域分布看，潮间带生物在各地区分布的差异较大。唐山海
域出现的种类最多，９９种，秦皇岛海域出现８０种，沧州海域出现
４１种。软体动物在各海区均为优势类群。多毛类在唐山海域出现
２３种，秦皇岛海域出现１９种，沧州海域仅出现３种。甲壳类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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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布情况与多毛类较为相似。棘皮动物主要分布在秦皇岛海区。
藻类主要分布在秦皇岛和唐山海区。鱼类主要分布在唐山和沧州海
区。其他类依次为秦皇岛、唐山和沧州。

（二）海洋生物资源
河北省海域属陆棚浅海水域，地势平坦，饵料生物丰富多样，

适宜游泳动物的栖息和繁衍。游泳动物资源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
渤海地方性资源，此类群终年生活在渤海，主要特点是冬季水温降
低由近岸向深水区集结，到深冬游至海峡两侧和渤海其他海域深水
区越冬，春季随气温回暖逐渐由深水区游向河北沿海进行产卵、索
饵。该类群多为暖温性和冷温性鱼类。二是长距离洄游性资源，该
种群春季从黄海或东海集群向渤海进行较长距离的回游，其中一部
分到河北沿海产卵、索饵。２００４年春、夏季，河北省海洋共捕获
游泳动物４６种，其中属于脊椎动物鱼类的３２种，占６９ ９％，无
脊椎动物１４种，占３０ ４％。共捕获游泳类动物重量１８３６ ６６千克，
鱼类占９９ ３％，无脊椎动物占０ ７％；共捕获游泳动物个体数
３３３９５８尾，鱼类占９４％，无脊椎动物占６％。

１ 鱼类。２００４年春、夏季捕获的３２种鱼类隶属８目、２０科、
２７属，其中暖水性鱼类１０种，占３１ ２％；暖温性鱼类１８种，占
５６ ３％；冷温性鱼类４种，占１２ ５％。按经济价值分，经济价值
较高的９种，经济价值一般的１５种，经济价值较低的８种。
２ 无脊椎动物。２００４年春、夏季河北省海洋捕获的１４种无脊

椎动物中有软体动物头足纲，二鲶目，章鱼科的短蛸、长蛸，枪乌
贼科的日本枪乌贼等种类。甲壳动物有十足目，蝤蛑科的三疣梭子
蟹、日本鲟；对虾科的中国对虾、中国毛虾，玻璃虾科的细鳌虾，
长臂虾科的脊尾白虾、葛氏长白虾，褐虾科的褐虾。从区域分布
看，春、夏两季捕获的无脊椎动物重量１２ ７２千克。其中秦皇岛占
全部鱼获重量的１７ １％，唐山海区占３４ ２％，沧州海区占４８ ７％；
共捕获无脊椎动物个体尾数２０００６尾，其中秦皇岛海区占１ ２％，
唐山海区占９５ ５％，沧州海区占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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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滨海旅游资源概况

（一）资源类型
根据《河北省９０８专项技术规程》所列出的资源类型，我省

滨海旅游资源包括地文景观、水域景观、生物景观、天象与气候景
观、遗址遗迹、建筑与设施、旅游商品和人文活动等８大主类，２４
个亚类，占全国３１个亚类的７７％；５２个基本类型，占全国１５５个
基本类的３３％；１５１处旅游单体资源。其中，自然属性景观有４个
主类，１１个亚类，１８个基本类，６１个旅游单体，占总数的４０％；
人文属性景观４个主类，１３个亚类，３５个基本类，９０个旅游资源
单体，占总数的６０％。

（二）资源分布
从旅游资源区域分布看，差距非常大。河北省滨海旅游资源主

要分布在秦皇岛海滨，其数量占资源总量的７６ ７％，资源单体密
度每公里海岸线０ ７４个，是全省滨海旅游资源单体密度的２ ４倍。
沧州单体滨海旅游资源最少，仅占全省的８ ５％，旅游资源单体密
度不足全省沿海平均水平的１ ／ ３ （如表４１、表４２）。

表４１　 河北省滨海各市岸段的旅游资源单体数量及分布密度
岸　 　 段 秦皇岛 唐山 沧州 全省

资源单体个数 ９９ １９ １１ １２９
资源密度（个／公里） ０ ７４ ０ ０６　 ０ ２６" ０ ０９ ０ ３１

　 　
"

因唐山沿海旅游资源主要位于大清河口以东的沙质海岸地段，如仅以唐山沿海的
沙质岸段计算，则旅游资源单体密度为０ ２６个／公里。

表４２　 河北省滨海各区、县岸段的旅游资源单体数量及分布密度

岸　 段 山海关
区海港区北戴河

区抚宁县昌黎县乐亭县滦南县黄骅市海兴县

资源单体
个数 ２６ １１ ３７ ９ １６ １８ １ ９ ２

资源密度
（个／公里） １ ０２ ０ ６２ ２ ４６ ０ ５７ ０ ３１ ０ １８ ０ ０１ ０ １４ ０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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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以区、县岸段为单位，可以看出，河北省滨海旅游资源单
体主要分布在北戴河区和山海关区；海港、抚宁、昌黎等地亦有相
当分布；乐亭、黄骅、滦南、海兴等地旅游资源分布较为稀疏。

四、 海洋油气资源概况

（一）资源条件
河北省海洋油气资源丰富。以冀东、渤海和大港３个油田有关

地质勘探资料分析，我省海洋油气资源地质远景储量：石油２５亿
吨、天然气２３８５亿立方米。截至２００４年底，探明石油地质储量
８ ４亿吨、天然气地质储量９７ １亿立方米。其中，秦皇岛—唐山
海区油田资源地质远景储量为石油１４ ９亿吨、天然气１９３亿立方
米，探明石油地质储量６ ２亿吨，天然气地质储量４４ ５亿立方米；
沧州海区油气资源地质远景储量为石油１０ １亿吨、天然气２１９２亿
立方米，探明石油储量２ ２亿吨、天然气地质储量５２ ６亿立方米。

（二）资源分布
冀东油田：位于渤海湾北部唐山市丰南区、秦皇岛一带的沿海

区域，勘探范围西起京津交接的涧河，东至冀辽边界处，北至燕山
南，南到渤海５米等水深线，总面积６３００平方公里。重点勘探的
含油气区带主要集中在南堡凹陷滩海区的高尚堡———柳赞含油构造
带和北堡———老爷庙含油构造带。冀东油田海岸和滩海油气区，油
气资源地质远景勘探储量为石油１０亿吨、天然气１００亿立方米；
石油可探明储量６ ８亿吨，探明地质储量１ ６亿吨，控制地质储量
２亿吨，预测地质储量３ ３亿吨；天然气探明地质储量１４ ５亿立
方米。

大港油田：勘探范围北起涧河，南至吴桥，西到天津里坦凹陷
边缘，东至渤海５米水深线，总面积１８６９８平方公里。大港油田滩
海探区内，属于河北省海域管辖范围的歧口至大口河口一带主要有
白唐马含油区、张巨河油气田、张北油气田、羊二庄油气田、张东
东油气田、赵东合作油气田和关家宝油气田。在河北省海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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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大港油田滩海勘探区面积约为１０００平方公里，油气资源地质
远景储量为石油９亿吨、天然气２０８５亿立方米。

渤海油田：油气勘探范围是５米等水深线外的渤海海域，面积
约５ １万平方公里。位于河北海域范围的油田主要有渤西油田群、
秦皇岛３２ － ６油田、曹妃甸１ － ６油田和南堡３５ － ２油田。渤海油
田共有１４座油气田，我国目前６大海上油气田均位居渤海。油气
资源地质远景储量为石油６亿吨、天然气２００亿立方米。

五、 港址资源概况

（一）资源条件
河北省沿海有港址３５处，平均每１２ ５公里的大陆岸线拥有１

处港址，能够建万吨级以上泊位的大型综合性港址有秦皇岛、京
唐、曹妃甸和黄骅港等４处。其中，曹妃甸港址是少有的深水港
址，可建２０万吨级以上泊位，其余３１个小型港址广泛分布在河北
沿海地区（如表４３）。

表４３　 环渤海省市大型港址基本情况

地区大型港址
（处）

大型港址
密度（处／
１０２ｋｍ）

万吨级
泊位（个）

单位大型
港址万吨级
泊位数
（个）

单位大型
港址货物
吞吐量
（１０４ｔ ／处）

货物吞吐
总量
（１０４ｔ）

单位港址
腹地的
ＧＤＰ

（亿元／处）
河北 ４ ０ ５８ ７３ １８ ２５ ８４５０ ３３８００ ５７７ ７３
天津 １ ０ ６５ ５４ ５４ １６１８２ １６１８２ ２４４７ ６６
辽宁 ２５ ０ ８１ ８６ ３ ４４ ７７４ ５２ １９３６３ １１９ １５
山东 ５１ １ ３２ ９９ １ ９４ ５０１ ７５ ２５５８９ １２１ ００

在环渤海地区，河北沿海大型港址数居第三位，远比山东
（５１处）、辽宁（２５处）数量少；大型港址密度０ ５８处／ １０２ｋｍ，
相对而言密度较低；单位大型港址万吨级泊位数位居第二，表明我
省港址开发状况良好；单位大型港址腹地城市ＧＤＰ位居第二，表
明我省沿海经济腹地对港口运输需求高，港址资源开发潜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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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源分布
秦皇岛港：我国最大的煤炭下水港。地处我国东北、华北两大

经济区域结合部，关内外各种运输方式汇集的交通枢纽和咽喉地
带。该港港阔水深、风平浪小、不冻不淤，自然条件优越；大秦、
京秦、京山铁路和京沈高速公路直通港口，交通十分便利。其发展
主要集中在汤河口至西河口之间，是我国第三大港口，中国最大的
能源输出港，已发展成为以煤炭、原油输出为主的综合性国际港
口，年吞吐能力超亿吨。多年来，秦皇岛港也带动了其滨海旅游业
的发展，秦皇岛的旅游服务设施及功能得以全面升级，旅游产业体
系日臻完备，旅游业已成为秦皇岛市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在国民
经济总量中占重要比例，直接和间接带动着２０多个相关产业的投
入和产出。

唐山港：环渤海中部地区重要沿海港口之一，包括京唐港区和
曹妃甸港区。其所依托的唐山市是全国钢铁、煤炭、建材生产的重
工业基地，也是河北省经济实力最强市之一。

京唐港位于乐亭县南部沿海，唐山市东南８０公里处的唐山海
港开发区境内，处于环渤海经济圈中心地带，由唐山、北京两市联
合建设，是大北京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确定的沿海重要港
口。京唐港不仅是北方大港，又是北京的出海口，现已开通６０多
个口岸的航线，通向世界的黄金水道。其发展定位：重点发展腹地
钢铁、建材、杂货等各类物资的综合运输和物流服务功能，成为集
中发展唐山港支线和内贸集装箱运输功能的重点港区；适合和满足
唐山开发区内临港工业发展的需要；在唐山港煤炭运输中发挥辅助
作用，保持适度规模的煤炭下水运输功能以缓解短期内运能的不
足。

曹妃甸港位于唐山市滦南县南部海域，与京唐港区相距３３海
里，距大陆岸线１８公里。 “面向大海有深槽，背靠陆地有滩涂”
的地质条件，使其成为整个环渤海１０００多公里海岸线唯一的天然
深水港址，３０多米深槽直通外海，是全国最大的多种泊位并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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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其发展定位：立足于冶金、石化、装备制造、能源、建材等
大型临港集群服务，发展与之相适应的各种港口基础设施；利用深
水岸线资源优势，发展原油、铁矿石、ＬＮＧ等大型货运转运功能，
弥补环渤海中部地区大型专业化深水转运码头的不足；依托能源运
输干线，承担“北煤南运”的重要任务；满足腹地产业发展需求，
建设大型集装箱枢纽港，发展成为国际货运集散支线港。

黄骅港：位于河北省与山东省交界处，沧州市区东约９０公里
的渤海之滨，始建于１９８４年，由煤炭港区、综合港区和河口港区
３个港区组成。是神府煤炭的出海口，是西煤外运的第二条大通
道，是我国沿海地区重要港口，我国北方主要煤炭装船港之一。

六、 海洋盐业资源概况

（一）资源条件
河北省海洋盐业资源十分丰富。已开发的盐业资源主要分布在

沧州黄骅、海兴，唐山乐亭、滦南、丰南等县（区）的滨海地段。
据统计，２００６年年底，河北省盐田总面积８２８ × １０４公亩。其中沧
州３５１ ９ × １０４公亩，占全省盐田总面积的４２ ５％；唐山４７６ １０ ×
１０４公亩，占全省盐田总面积的５７ ５％。

（二）资源分布
沧州盐田：位于河北省东部，渤海湾西岸，南与山东接壤，北

与天津毗连。海岸线长８８ ７５公里，宜盐滩涂总面积９ ７６ × １０４公
顷。现辖省盐业公司海兴盐场、海兴供销社盐场、海兴大河口盐
场、海兴盐务局盐场、南大港农场盐场、长芦黄骅盐场、中捷盐
场、黄骅盐业公司盐场等８个主要盐场及３０余家中小盐场。

唐山盐田：位于河北省东北部，东临渤海湾，南与天津接壤，
北与秦皇岛相邻。陆域海岸线长１９９ ３０公里，宜盐可利用滩涂总
面积８ ２９ × １０４公顷，现有盐田总面积４ ７６ × １０４公顷，占全省盐
田总面积的５７ ５％。现辖南堡盐场、堡西盐场、唐丰盐场、海丰
盐场、新丰盐场、丰南区第一盐场、三友志达钙业公司盐场、滦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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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盐场、滦南恒源现场（二盐场）、滦南昌升盐场、滦南启翔盐
场、长芦大清河盐场、乐亭银丰盐场、乐亭达峰盐场、乐亭大清河
双兴盐场、乐亭曹庄子等１６个大中型盐场。

第二节　 河北省岸线、海域使用状况分析

一、 河北省海岸线利用状况

受自然条件、开发历史等因素影响，全省各类岸线利用状况差
异较大。根据２００７年河北省岸线修测结果，可以看出各地区岸线
分布情况（如表４４）。

表４４　 河北省主要岸线类型 单位：公里

利用类型港口
岸线

旅游
娱乐

渔业
岸线

工矿
岸线

城镇建
设岸线

排污倾
倒岸线

围填海
岸线

特殊利
用岸线

其他
岸线合计

秦皇岛市区２１ ９ ２３ ４ ９ ７ ３ ２ ４ ４ １ ９ ０ ４ ２ ７ １２ ７ ８０ ３
昌黎 １３ ６ ４２ ８ ７ ４ １ １ ６４ ９
抚宁 ５ ５ ７ ６ ４ １７ １
乐亭 １０ ９ ０ ７ ５７ ４ ４０ ８ ２ ４ ９ ５ ３ ２ １２４ ９
滦南 ２４ ８ ４５ ９ ０ ９ ７１ ６
唐海 １ ８ ５ ２ ７ ０ ２ １４ ２
丰南 １２ ４ ５ ３ １ ２ ０ ３ １９ ２
沧州 ９ ９ ４５ ２８ ６ ６ ３ ９２ ５
小计 ４２ ７ ４３ ２ ２０１ ５ １２８ ４ ４ ４ ３ １ １６ ４ １９ ６ ２５ ４ ４８４ ７

类型占比 ８ ８ ８ ９ ４１ ６ ２６ ５ ０ ９ ０ ６ ３ ４ ４ １ ５ ２ １００

渔业岸线是指为开发利用渔业资源，开展海洋渔业生产所使用
的岸线，包括渔港岸线（含渔船靠泊岸线）、池塘养殖岸线和设施
养殖岸线。全省海岸线利用类型中，渔业岸线占绝大部分，长
２０１ ５公里，占岸线总长度的４１ ６％，大部分为养殖占用，主要分
布在昌黎县滦河口北侧，滦南县、唐海县咀东至溯河河口一带，乐
亭县京唐港至老米沟口附近，以及黄骅市冯家堡以北地区，包括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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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养殖和滩涂养殖。唐山市的养殖岸线最多。
港口岸线是港口航运业生产活动所使用的岸线。全省港口利用

岸线４３ ２公里，占岸线总长度的８ ９％，主要指秦皇岛东港池和
西港池、京唐港、黄骅港、大清河盐场码头及山海关船厂自用码头
等。秦皇岛的基岩岬角式港湾，水深大、潮差小、波浪弱、潮流
缓、不淤不冻、适宜建设５万吨～ １０万吨以上泊位的深水港址。
唐山沿岸的

#

湖—沙坝港址，水域开敞，水深条件好，有一定的深
水岸线，适宜建设大型深水泊位。沧州沿海属于平原海岸，岸线平
直，岸滩宽浅，适宜建设货运港址。

工矿用海是指开展工业生产及勘探开采矿产资源和晒盐作业的
盐田及取水口占用的岸线。全省工矿岸线总长度１２８ ４公里，占岸
线总长度的２６ ４８％。其中盐业岸线长１１３公里，占岸线总长度的
２３ ３％，主要分布在大清河盐场、南堡盐场和海兴县盐场附近；其
他工矿岸线长１７ １公里，占总岸线长度的３ ５１％，主要分布在秦
皇岛市区、乐亭县京唐港附近、丰南县和黄骅港附近，有山海关船
厂、哈动力、沧东电厂及其他临海工业占用。

旅游娱乐岸线纸质开发利用病害和海上旅游资源，开展各类滨
海旅游和海上娱乐活动所使用的岸线，包括旅游设施岸线、海水浴
场岸线、旅游景区岸线和海上娱乐岸线。全省旅游岸线长４３ ２公
里，占岸线总长度的８ ９１％，目前旅游岸线开发利用主要为沙质
岸线和基岩为主，其中全省海水浴场岸线占用比例最大。

排污倾倒岸线是指用以排放污水的倾废固体废物的岸线。全省
排污倾倒岸线３ １公里，占岸线总长度的０ ６４％，分布在秦皇岛
市和唐山市丰南区。

围填海造地岸线是指利用填海方式造地，满足建设开发利用所
使用的岸线。全省围填海岸线长１６ ８公里，占岸线总长度的
３ ４６％，主要分布在秦皇岛山海关船厂、乐亭县、滦南县、唐海
县、黄骅港等。

特殊利用岸线是指用于教学科研、自然保护区等特殊用途的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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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全省特殊用岸线１９ ６公里，占岸线总长度的３ ４６％，主要分
布在昌黎县黄金保护区和乐亭县滦河口附近。

其他岸线是上述岸线利用类型以外的未经开发利用的自然岸线
或无主导利用方式的岸线。其他岸线长２７ ９公里，占岸线总长度
的５ ７５％，三市均有少量分布，主要为河口及未利用自然岸线。

二、 河北省海域使用状况

辖区管辖海域面积是指海洋行政区域界线外界点连线索包含的
海域（含海岛）。经测算，河北省管辖海洋总面积７２２ ７８千公顷，
其中秦皇岛市管辖海域面积１８０ ５３千公顷，唐山市管辖海域面积
４４６ ６９千公顷，沧州市管辖海域面积９５ ５６千公顷。在全省行政
管辖海域中，已利用海域面积１５９ ３１千公顷，利用率为２２ ０４％。
其中，秦皇岛７０ ３１ 千公顷，占全省已利用海域总面积的
４４ １３％；唐山市８１ ６７千公顷，占５１ ２７％；沧州市７ ３２千公顷，
占４ ６％。全省海域利用率为２２ ０４％ （见表４５）。

表４５　 河北省不同类型海域利用面积统计 单位：公顷

行政区渔业交通
运输工矿旅游

娱乐
海底
工程

排污
倾倒

围海
造地

特殊
永海

利用
海域

管辖
海域

利用率
（％）

秦皇岛 ２８４１５ １９１０７ ２１ ６２２ — ７６ ８１ ２１９８９ ７０３１０ １８０５２６ ３８ ９５
唐山 ２９５０４ ４９８０ ５６９ １０ １７６ ２５２ ９８７８ ３６３０６ ８１６７４ ４４６６８９ １８ ２８
沧州 ３４０９ ２８７８ １０４ — — — ９３８ － － ７３２９ ９５５６０ ７ ６７
合计 ６１３２８ ２６９６５ ６９４ ６３２ １７６ ３２８ １０８９７ ５８２９５ １５９３１３７２２７７５ ２２ ０４

在已利用的海域中，渔业用海面积最大，占已利用海域总面积
的３８ ４９％；其次是交通用海，占１６ ９３％；再次是围填海，占
６ ８４％；旅游娱乐、工矿用海、海底工程等用海面积相对较小。同
时，排污倾倒用海已占到０ ２１％，且以唐山市为最，占到排污用
海面积的７６ ８１％ （见表４６），需要引起相关部门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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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６　 河北省海域利用类型用海结构 单位：％

行政区 渔业交通
运输工矿旅游

娱乐
海底
工程

排污
倾倒

围海
造地

特殊
永海合计

秦皇岛 ４０ ４１ ２７ １８ ０ ０３ ０ ８８ ０ ００ ０ １１ ０ １１ ３１ ２８ １００
唐山 ３６ １２ ６ １０ ０ ７０ ０ ０１ ０ ２２ ０ ３１ １２ ０９ ４４ ４５ １００
沧州 ４６ ５１ ３９ ２７ １ ４２ — — — １２ ８０ — １００
合计 ３８ ４９ １６ ９３ ０ ４３ ０ ４０ ０ １１ ０ ２１ ６ ８４ ３６ ５９ １００

从空间资源类型看，河北省海域资源利用类型包括渔业用海、
交通运输用海、旅游娱乐用海等８个一级类和２１个二级类，涵盖
了国家海洋局海域使用９个一类中的８个和３０个二类中的２１个使
用类型，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包括海洋渔业及相关产业、海洋盐
业、滨海旅游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化工业、海水综合利用
业、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建筑业、海洋石化工业和其他海洋产
业等十大行业的海洋经济体系。

但从用海结构看，除了自然保护、军事、排污倾倒、交通运输
等公益性利用类型面积占全省海域已利用面积的４１ ３１％外，渔
业、交通、工矿、旅游、海底工程等生产性利用类型仅占
５８ ６９％。这表明，我省生产性用海利用效率较低，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海域使用的经济效益。同时，由于海域使用主要集中在近
岸，使得近岸海域资源供需矛盾突出。

第三节　 河北省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与
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分析

一、 河北省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评价

（一）海洋资源数量评估
河北省海洋资源价值高，海洋产业产值低。据有关研究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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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海洋资源总价值４０４６ ６亿元①，是２０１０年全省海洋产业总
产值的３ ５１倍。应采取有力措施，变海洋资源价值为海洋产业价
值，促进海洋经济发展。

从海洋资源构成类型看，河北省海洋油气资源数量较多，其他
资源数量较少。全省油气资源价值高达３３８３ ３亿元，占全省海洋
资源总价值的８３ ６１％。可见，海洋油气资源是我省海洋优势资
源。

港址及航运资源、养殖空间资源数量大，生物资源数量少。在
全省地方性海洋资源数量构成中，除去海洋油气资源外，资源总价
值较大的依次为港址及航运资源、养殖资源、围填海造地资源、盐
业资源、旅游资源、生物资源。海洋资源数量构成与海洋产业产出
规模基本匹配。

养殖空间资源对海洋渔业发展潜力较大，海洋生物资源潜力
低。在河北省地方性海洋资源数量构成中，养殖空间资源占
２２ ５３％，生物资源仅占１ ５５％，养殖空间资源已成为海洋渔业的
支柱资源，海洋生物资源对海洋渔业的支撑能力已十分脆弱。

海洋资源区域差异明显。唐山市海洋资源丰富，尤其是油气资
源，占全省油气资源总价值的７２ ９％；沧州次之，占２１ ２３％；秦
皇岛仅占５ ８７％。秦皇岛滨海旅游资源、港址和海运资源丰富，
生物资源、围填海造地空间资源少。可见，推进港址及航运资源，
加快养殖空间资源和海洋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促进秦皇岛海洋经
济发展的主要途径。从河北省海洋资源数量的布局构成看，沧州海
域没有在全省独占鳌头的优势资源，缺乏培育占优势和主导地区的
资源依托型产业的条件，应依靠现有的港址及航运资源、盐业资源
和油气资源等区域优势资源，重点发展深加工产业，从而培育出在
全省海洋产业中占优势地位的主导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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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程度总体评价
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现状评价，主要选取反映外延开发水平的开

发利用程度指标和反映内涵发展水平的开发利用效率指标进行评
价。

表４７　 河北省主要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评价分析①

资源类型 可开发数量
（平方公里）

已开发数量
（平方公里）

开发程度
（％）

资源利用
增加值
（亿元）

利用效率
（万元／
平方公里）

生物资源 １ １０ １ ３４ １２２ １ ０ ４５ ０ ０１
港址及航运资源 １２４４ ０９ ６５２ ５５ ５２ ５ １５ ３５ ２ ６５
盐业资源 ８７５ ７４ ８５２ １９ ９７ ３ ４ ０２ ０ ４７
旅游资源 ４１４ ７８ ２９６ ９２ ７１ ６ ９ ８２ ３ ３１
养殖空间资源 ２５８２ ８２ ５６８ ２９ ２２ ０ ７ ３０ １ ２８
围海造地空间资源 １３１ ３９ １８ ４２ １４ ０ — —

从评价结果看，河北省海洋生物资源开发程度达到１２２ １％，
属于过度开发；港址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仅为５２ ５％，资源开发利
用不充分；盐业资源开发程度９７ ３％，属于适度开发；养殖空间
资源开发程度仅为２２ ０％，属于低度开发，开发潜力较大；围海
造地空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最低，仅为１４ ０％。

从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增加值来看，滨海旅游资源利用效率最
高，为３ ３１万元／平方公里；其次是港址及航运资源，其利用效率
为２ ６５万元／平方公里；养殖空间资源和盐业资源的利用效率较
低，分别为１ ２８和０ ４７万元／平方公里；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
效率为０ ０１万元／平方公里，利用效率最低。

二、 河北省海洋产业发展情况分析

（一）海洋生产总值
从沿海地区海洋生产总值看，２０１０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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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５７２ ７亿元，河北省１１５２ ９亿元，仅占全国的２ ９１％，占全省
生产总值的５ ７％。

从全国沿海地区海洋生产总值情况看，河北省末居第三位，仅
比广西、海南两省高，远低于广东、山东等省份。不论是海洋经济
的绝对量还是相对量，河北省在全国来说都比较落后（如表４８，
图４１所示）。

表４８　 河北省海洋生产总值与其他沿海省市的比较 单位：亿元

项　 目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

海洋生产
总值 ３０２１ ５ １１５２ ９ ２６１９ ６ ５２２４ ５ ３５５０ ９ ３８８３ ５ ３６８２ ９ ７０７４ ５ ８２５３ ７ ５４８ ７ ５６０ ０

占ＧＤＰ
的比重 ３２ ８ ５ ７ １４ ２ ３０ ４ ８ ６ １４ ２５ １８ １ １７ ９ ５ ７ ２７ １

图４１　 沿海地区海洋生产总值

（二）河北省海洋产业活动分析
尽管河北省海洋资源相对丰富，但海洋产业发展较为缓慢，对

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效率相对较低（如表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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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河北省海洋产业活动情况看，与周边沿海省市相比，河北省
海洋原油产量、天然气产量、海盐产量、港口货物吞吐量具有相对
优势，而海洋捕捞、海洋化工产品产量、造船完工量、海洋货物运
输量和周转量都比较低，这些产业发展潜力仍比较大。尤其是海洋
捕捞养殖产量中，河北省是全国唯一没有远洋捕捞的省份。

表４９　 河北省海洋产业活动与其他地区的比较
项　 　 目 河北 天津 辽宁 山东

海洋捕捞养殖产量（万吨） ５８ ２６ ２ ４８ ３４９ ７４ ６４６ ３３
海洋原油产量（万吨） ２２１ １９ ２９１６ ４６ １３ ０１ ２４６ ２７
海洋天然气产量（万立方米） ４０７５３ １８６０８９ ３０６９ １２８７４
盐田总面积（公顷） ８２７５４ ３３３９７ ５１８００ ２０２１８４
海盐产量（万吨） ４２９ ４１ ２０４ ４ １４６ ０５ ２２７３ ０５
海洋化工产品产量（万吨） ７ ４ １６６ ６３ ６５ ２９ ６３４ ９
造船完工量（艘） ６ ２０ ９９ ７５
海洋货物运输量（万吨） ２１５０ １１９１２ １０４２３ １１４５９
海洋货物周转量（亿吨／公里） ４４１ ９３２４ ５６９６ ３８９６
港口货物吞吐量（万吨） ６０３４４ ４１３２５ ６７７９０ ８６４２１
国内旅游人数（万人次） ３３６２ ５５３７ ９８００ １３５８０

　 　 数据来源：２０１１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海洋捕捞养殖产量包括海洋捕捞、远洋捕捞
和海水养殖三部分。

（三）主要海洋生产能力分析
从主要海洋生产能力看，河北省海洋生产能力既有优势，又存

在不足。表４１０是河北省与环渤海地区省市的比较。

表４１０　 河北省主要海洋产业生产能力与其他沿海省市的比较

地区
浅湾、滩涂
可养殖面积
（千公顷）

海水养殖
面积
（公顷）

海洋油田
生产井
（口）

盐田
总面积
（公顷）

生产面积
（公顷）

单位生产
能力

（吨／公顷）
星级
饭店数
（座）

天津 １８ ４９ ３９８２ ２７７２ ３０５１２ ２９０５０ ６１ ９６ １９８
河北 １１１ ３７ １２３８１０ ５４４ ８０３５９ ６５２４３ ７２ ９６ ９９
辽宁 ７２５ ８４ ７６３１０１ ２４８ ３９７９０ ３３５３３ ６９ ７８ ４３２
山东 ３５８ ２１ ５００９４６ ５１６ ２３０１２２ １６６９６２ １６７ ７０ ８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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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浅湾、滩涂可养殖面积和海水养殖面积远低于辽宁和山
东，相应海洋捕捞和养殖产量相比较低，海洋捕捞养殖业优势不突
出。

从海洋油田生产井数看，天津２７７２口，数量最多；其次为河
北５４４口，稍高于山东的５１６口。

从盐田总面积和生产面积看，河北省盐田总面积和生产面积分
别为８０３５９公顷和６５２４３公顷，高于天津和辽宁，但远低于山东，
盐田总面积和生产面积为山东的１ ／ ３。从盐田单位生产能力看，山
东省单位生产能力最高，为１６７ ７０吨／公顷，河北单位生产能力稍
高于辽宁和天津，而山东盐田单位生产能力是河北的２ ３倍。河北
省盐田产能有待进一步提升。

从沿海城市星级饭店数量看，山东星级饭店数量８９５座，数量
最高，其次为辽宁和天津，河北星级饭店数量仅９９座，远远低于
环渤海地区的省市。可见，河北应着重提升滨海旅游的品质，增强
滨海旅游的整体竞争优势，促进滨海旅游业发展。

三、 河北省海洋资源与海洋产业匹配度评价分析

通过对河北省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评价和海洋产业发展的情况对
比，我们发现，河北海洋资源开发与海洋产业发展基本保持同步模
式，即海洋资源开发力度越大，其相对应的产业产值（产量）就
越高。虽然我省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类型多样，但从海洋资源开发利
用构成看，仍存在资源开发利用效率低、结构不合理等问题，进而
导致海洋产业结构发展不均衡。

（一）渔业资源与渔业产业
由于沿海工业的快速发展，陆域污染物大量排放，致使渤海水

域环境受到了严重破坏；居高不下的捕捞程度和被占用的渔场，致
使渔业资源数量、质量明显下降。同时，渔业资源的产卵场、索饵
场、洄游通道等环境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使得渔业养殖面积逐
步缩小，有的已失去了养殖繁育功能。特别是我省面对渤海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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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海，承受着渔业资源衰退、海洋生态环境恶化、三省一市捕捞力
量的巨大压力，捕捞渔民的实际收入已呈现下降趋势。从渔业发展
来看，因各种原因所致的渔业资源萎缩，导致河北省渔业产业发展
下滑，竞争力不强。

（二）滨海旅游资源与旅游产业
秦皇岛、唐山、沧州共同组成了河北省环渤海旅游圈，是渤海

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新世纪重点建设的旅游区域。这
个经济圈是仅次于珠三角、长三角的中国第三个经济发达区和新的
经济增长极，旅游业的发展对这一经济圈的影响重大。从旅游资源
开发利用看，河北省滨海旅游产业除了秦皇岛旅游经济密度较高
外，唐山和沧州还处于初步开发阶段。从旅游资源开发构成看，主
要有大型滨海浴场、滑沙基地、滨海人文景观等“亲水”资源，
对海岛旅游资源的开发力度较弱，还没有形成我省滨海旅游的品
牌。因此，河北省应进一步拓展滨海旅游的内涵和空间，形成多资
源、多类型、多品牌、多效益的旅游发展模式。

（三）海洋油气资源与油气产业
从海洋油气资源拥有量看，河北省油气资源具有比较优势，且

油气产业发展势头较好。从环渤海区域油气资源分布和勘探情况
看，河北省海洋油气资源潜力巨大，前景广阔。冀东油田、大港油
田和渤海油田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以及近年来海洋油气产业的发
展，从多方面体现了对河北海洋经济发展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促进
作用。

（四）海洋盐业资源与盐业产业
河北省盐业资源较为丰富，但产盐能力相对不足，远低于山东

省。就盐业资源利用率看，盐业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盐业产业发展并
不匹配。

一是盐业生产技术落后，盐田生产能力弱。目前，我省大部分
盐场仍采用传统的平晒方法生产，规模化采用全塑苫结晶面积占结
晶池的比例仅为１ ／ ３左右。“蒸发罐”、“真空制盐”等制盐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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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更少。此外，我省大部分盐场自动化、机械化水平不高，生产
能力不足，造成盐业生产总体效率低下。

二是盐业产业链条短，缺乏科技支撑。尽管我省盐业资源比较
丰富，但盐业生产一直沿用传统工艺，专业技术人员十分缺乏，且
产品品种单一，以原盐和苦卤为原料的盐化工产品产业链延伸较
短，造成原盐产品附加值不高。由于缺少专门的盐业研发机构和专
业人才，使我省与山东的盐业生产水平相差悬殊。

此外，盐业资源可利用空间逐渐缩小。从适宜盐业生产的角
度，我省尚有大量空间资源可供盐业开发利用。但从沿海未利用地
角度分析，我省盐业发展后备空间资源已十分稀少。由于我省海洋
空间资源总量较小，利用类型多样，岸线利用率已达９７ ９１％，加
之近年来我省海洋开发步伐的加快，大港口、大钢铁、大化工等重
大项目向沿海转移，海洋空间资源需求压力也随之加大；临港产业
的发展也必将带动和推进沿海地区城市化，宜盐空间资源亦将大面
积减少；渤海渔业资源保护力度的不断增强，将使海水养殖对海域
空间资源的需求迅速扩大。以上这些因素，必将进一步抑制我省盐
业产业的纵深发展。

（五）海洋港址资源与港口群建设
目前，河北省已初步形成了以秦皇岛港为主枢纽，以黄港、唐

山港为区域性重要港口，南北布局合理、大中小泊位基本配套的港
群体系，拥有一批现代化的煤炭、石油、散货、集装箱等专业化码
头，正朝着海运业多元化、国际化方向迈进。但从对已有港址资源
的开发利用程度看，河北省港址资源开发程度较低。４处大港中只
有秦皇岛港开发历史悠久，开发程度较高，而黄骅、京唐等港址都
是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才开始大规模开发建设，曹妃甸港址的开发建
设才刚刚起步。

河北港口的货物吞吐能力是环渤海省市中最低的，港口规模总
量仍显不足，泊位数量偏少。从港口功能看，秦皇岛港、唐山港、
黄骅港总体为能源大港，吞吐量中绝大部分为过境煤炭，缺少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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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货码头和集装箱码头，港口主要停留在单一的运输功能上，其工
业功能、商贸功能、金融、信息和旅游功能尚未充分开发，对临港
产业及腹地经济的带动作用不明显，也不利于沿交通大动脉促成辐
射鲁西北、山西、陕西及内蒙古等广大地区的新经济增长带。同
时，三大港口之间缺少有效连接机制，自我规划发展，出现了不同
程度的重复建设和盲目开发，导致了现有港址资源的浪费，港群、
港城体系整体优势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第四节　 完善河北省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对策建议

土地和空间资源、岸线和港址资源、海水和海洋生物资源等是
具有重要开发价值的战略资源，实现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优化配
置，对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促进海洋经济发展，增强我省综合
经济实力意义重大。因此，应采取有力促使提高海洋资源开发利用
效率。

一、 加速传统渔业转型升级， 促进渔业产业发展壮大

加快人工鱼礁建设，改善渔类生存发展环境。人工鱼礁是海洋
牧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生态渔业、精品渔业建设，增
加渔民收入的重要举措。应继续加大人工鱼礁建设，改善鱼类的生
存环境，促进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发展壮大生态健康型增殖养殖业。着力培育名优高附加值品
种，大力发展海水生态健康养殖、浅海滩涂立体化养殖、陆基工厂
化养殖，打造一批标准化、规模化、现代化的养殖基地。加大渔业
资源修复力度，大力发展藻、贝、鱼、虾等资源增殖，逐步改善渔
业资源种群结构和质量。进一步健全水产原良种体系，加强海水主
养品种选育攻关和病害防治，建设成规模、上档次的海水养殖良繁
基地。

努力构建资源养护型捕捞业。严格控制捕捞强度，促进近海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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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资源休养生息。加强远洋船队建设，增强外海渔业资源获取能
力，积极发展远洋渔业。

积极发展多元化休闲渔业。依托滨海和渔区旅游资源，将渔业
生产与旅游业有机结合，加快海上游钓公园、渔港、渔庄和观赏鱼
养殖基地建设，发展多元化立体式休闲渔业。

加快发展水产品精深加工业。以水产品保鲜、保活和精深加工
为重点，重点支持水产品加工企业改造升级，开发高附加值水产食
品、海洋保健食品和海洋药物，全面推动水产品精深加工和综合利
用。

二、 提升滨海旅游内涵和品质， 形成多元化滨海旅游格局

从滨海旅游资源开发情况看，秦、唐、沧三市的滨海旅游资源
禀赋及其开发利用程度均有不同特点，应结合地区资源优势和开发
利用现状，合理规划布局，发挥各地区的资源禀赋优势，培植旅游
品牌和特色。

就全省来看，应强力推进重大旅游项目建设。以精品化、品牌
化为方向，综合运用科技、文化、创意等手段，加快重点项目、重
点区域建设和高端游客市场开发，打造一批特色鲜明、设施配套、
内容丰富、品味较高、吸引力强的景区。应重点抓好北戴河国际旅
游度假中心、唐山湾国际旅游岛等重大项目建设，打造秦皇岛—唐
山湾滨海旅游度假区。

秦皇岛滨海旅游资源已经开发殆尽，其今后的发展方向是积极
提升观光旅游品质，充实文化内涵，大力发展海滨休闲度假旅游、
体育健身旅游和海滨生态旅游，积极发展商务会展旅游和科学考察
旅游。在滨海旅游提升“中国夏都”的基础上，大力开发旅游新
项目和新线路，向海上旅游拓展，增加参与性和娱乐健身项目，重
点开发海上垂钓、海鲜品尝、渔村观光等临港休闲渔业旅游，推动
滨海旅游升级。

唐山市的滨海旅游项目，以海岛生态旅游独具特色，填补了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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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岛的不足。应以此为主要发展方向，形成以海岛为中心的特色滨
海旅游区。其主要开发项目是：金银滩海滨度假区项目，石臼坨岛
精品旅游建设项目，翔云岛旅游区开发工程，碧海浴场综合旅游建
设工程，金沙岛赶海游乐项目，月坨岛旅游开发建设项目，祥云湾
渔家乐项目。还应谋划开发南堡、大清河、长芦盐田风情游，南大
港、曹妃甸湿地游等生态旅游项目。

沧州市旅游业起步较晚，旅游业不发达，特别是滨海旅游，由
于沿岸为泥滩，不易形成旅游景区。因此，沧州市沿海旅游应依托
海陆优势、武术、杂技的知名度，抓“三水”（河———大运河，淀
———白洋淀，海———渤海）、带“三乡” （杂技之乡、武术之乡、
华侨之乡），大力发展观光旅游和专题旅游产品，创造条件开发休
闲度假旅游产品。其重点发展的项目有：南大港湿地保护及生态旅
游项目，杨埕湿地旅游开发建设，泥浴旅游开发建设，聚馆村冬枣
基地旅游开发项目，黄骅港温泉旅游开发建设，港口旅游项目开发
建设。

三、 发挥海洋油气资源主导优势， 做大做强海洋油气产业

河北省油气资源丰富，在现有开发利用的基础上，加强海洋油
气资源的开发和结构的优化，做大做强主导产业。一是围绕优化能
源结构，推动煤炭、电力、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高效清洁利用
和核电、风电、潮汐能等海洋清洁能源开发。渤海新区优先发展风
电、适度发展天然气电、加速淘汰小火电。曹妃甸新区重点推进超
临界和超超临界大型火电机组建设和天然气资源开发利用，积极开
发甲醇汽油、煤制油品等能源新产品。秦皇岛重点谋划抚宁风电、
昌黎热电和风电建设项目，构建多元化的安全、清洁、高效的海洋
油气及临港能源产业体系。二是加强资源勘查，加快唐山南堡和渤
海湾油气资源开发，稳定冀东油田油气产量。三是完善原油及成品
油储运设施，建设曹妃甸大型原油储备基地，搞好曹妃甸、中捷石
化千万吨级炼油项目及配套原油、成品油管道建设，提高成品油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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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储备能力。四是加大天然气管网及储配设施建设，加快与国家天
然气干线网络对接，谋划渤海新区、山海关区进口液化天然气项
目，重点建设唐山至承德天然气管线，构建区域性天然气流通枢纽
和交易中心。

四、 加快海洋盐业的现代化转型， 提高海洋盐业产业竞争力

盐业作为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未来发展方向正面临巨
大的转变。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提高盐业产业竞争力。

一是加快盐业企业的集团化转型。在加强盐田统一规划的基础
上，有步骤、有计划地兼并中小盐业企业，实施产能合并，有重
点、有步骤、有计划地实施中低产能盐田改造，引进先进盐业生产
设备，提高盐业生产的机械化、自动化水平，通过建立高标准的制
卤区、结晶区、淘汰旧的传统工艺，加强企业内部的条件改造，形
成现代盐业产业。

二是加强盐业科技支撑力度。在改造盐田生产设备的同时，不
断加大原盐及盐化工产品的纵向研发水平，在延伸盐碱生产链的基
础上，重点在氯化钾、硫酸钾、氯化镁、氢氧化镁、氧化镁、硫酸
钠等方向上，形成独立的研发生产技术，使盐化工产品向多极化、
多品种、多层次方向发展，加快发展有机硅、多晶硅、硅油等盐化
工下游产品，培植盐化工产业新的增长点。

三是积极开拓盐业发展新空间。我省地下卤水资源比较丰富，
主要集中在南堡开发区和黑沿子一带，卤水富含多种化工元素，也
是极为宝贵的盐化工原料，应进一步加大地下卤水资源的勘探调查
工作，为盐业及盐化工发展开辟更广阔的空间。

此外，加快盐业与新兴海洋产业密切结合，促进海水淡化—盐
业立体化发展。从长远来看，实施海水淡化工程是解决我省沿海地
区水资源短缺的有效路径，既能弥补沿海地区水资源不足，还能利
用海水淡化所产生的高浓度海水直接生产原盐，进而带动相关盐化
工产业发展，形成海水淡化—盐业—盐化工产业的链条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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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做大做强港口主业， 发挥港口对腹地的带动作用

整合港口资源，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三个亿吨综合大港。秦皇
岛港巩固全国能源运输枢纽港地位，抓好结构调整和西港东迁，积
极发展集装箱、杂货运输和旅游客运，加快锚地扩容和１５万吨级
航道建设。唐山港统筹规划曹妃甸港区和京唐港区建设，适时启动
丰南港区建设。曹妃甸港区重点实施煤炭、矿石、液化天然气、原
油、集装箱等大型专业化码头扩建工程。京唐港区加快煤炭码头功
能调整，重点实施专业化矿石、专业化集装箱、液体化工、通用杂
货泊位建设，搞好２０万吨级航道疏浚工作。黄骅港着力推进综合
大港二期工程建设，重点实施专业化矿石、集装箱、原油、煤炭、
液体化工及通用散杂货码头等工程。着力推进口岸开放，完善石家
庄、邯郸内陆港功能，加快张家口、承德、保定、廊坊、邢台等内
陆港建设，逐步实现沿海港口由能源运输大港向综合性大港转变。

六、 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 改善海洋生态环境

人类对滩涂、海岸带资源等开发利用创造巨大社会经济价值的
同时，对海洋生态环境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为了协调海洋生态环
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管制，政府相关部门要加大对海洋资源的开发
管理和保护力度。一是加强海洋生态保护区建设和海洋生物资源保
护。开展滨海湿地、河口、海岛等特殊海洋生态系统及其生物多样
性调研和保护。控制和压缩近海传统渔业资源捕捞强度，继续实行
并完善禁渔区、禁渔期和休渔制度。加强重点渔场、河流入海口、
海湾、海岛等海域海洋生物资源繁殖区的保护。二是要严格控制影
响海洋环境的污染物排放入海，加强对油气勘探和开发、临港工业
与港口工程建设以及船舶污染等的达标处理、定点排放的监管。三
是继续加大对全省主要陆源入海排污口排污状况及重点排污口临近
海域生态环境的监测力度。加强对保护区附近的海洋资源开发活
动、人为破坏等干扰因素对海洋生态环境影响的监管。四是加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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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生态环境保护监测的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以ＲＳ、ＧＩＳ等技术
为基础，建立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信息数据库，构建动态监测系统，
包括海洋环境与海洋灾害监测网络与预警系统，全面提高对海洋生
态环境和海洋灾害的监测、预警能力，使各部门及时准确掌握海洋
资源开发利用后的动态变化、生物多样性以及水环境等信息，为海
洋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七、 加大海洋开发的政策扶持力度， 为海洋产业发展提供制度
支撑

　 　 加大海洋产业政策支持力度，促进海洋优势产业发展。对海洋
经济重大项目优先立项，并争取国家在重大产业项目规划布局上给
予倾斜。建立海洋产业发展专项基金，对重大基础设施和重点项目
给予财政补助。对列入国家重点扶持和鼓励发展的涉海产业项目，
给予企业所得税减免、研发费用税前抵扣等优惠政策。相关各级政
府要重点支持利于海洋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公益性项目建设，对处
于成长期的海洋高科技产品，实施政府优先采购制度，鼓励和支持
地方炼油企业搬迁至曹妃甸新区、渤海新区。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强海洋经济发展后劲。对促进海洋经
济发展有重要作用的公共基础设施、重大科技专项，优先安排争取
国家财政支持。省市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采用贴息、奖励等方
式，重点支持海洋重大科技创新、高层次人才培养、战略性新兴产
业培育、传统产业提升改造、海洋生态建设等，专项资金要随经济
发展逐步增加。

构建多元化的投融资体系，增强对海洋产业发展的资金保障作
用。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作用，引导国内外各类金融资本和民间资
本投资我省海洋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鼓励金融机构在沿海
地区开展金融创新和试点，拓宽服务领域，提高服务水平。支持涉
海企业发行企业债券或上市融资，创设非上市公司产权交易中心，
搭建资本运作平台。创设海洋产权交易中心，促进海域使用权、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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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使用权的依法有序流转。积极引入政策性保险，健全担保和再担
保机构，降低涉海企业经营风险。

参考文献：
［１］河北省国土资源厅（河北省海洋局）：《河北省海洋资源调查与评价综合报告》，海

洋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２］河北省海洋局：《河北省海岸带调查报告》，２０１０年。
［３］河北省海洋局：《河北省海域使用现状调查研究报告》，２０１０年。
［４］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河北省海洋局：《河北省海洋经济“十二五”发展规划》，

２０１１年。
［５］国家海洋局：《中国海洋统计年鉴２０１１》，海洋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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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河北沿海地区开发建设中
生态环境保护 　

２０１１年末，《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
为河北沿海经济带来了跨越发展的机遇，河北沿海各市以此为新契
机，进一步加大沿海经济开发的规模和力度，而沿海大开发又极易
破坏环境，使原本脆弱的沿海生态环境更加恶化。因此，如何在沿
海大开发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实现沿海经济社会和环境保护同步
进行、协调发展，已成为沿海地区开发建设的重要课题。本章就沿
海地区开发建设中环境保护的必要性及重要意义进行论述，就沿海
地区开发建设中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状况与影响因素、风险与压
力、矛盾与挑战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我省沿海开发中加强生
态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发展目标及政策取向。

第一节　 河北沿海地区开发建设中生态环境保护的
必要性与重要意义

一、 沿海开发建设中生态环境保护的必要性

（一）沿海开发必须实现生态保护与污染防治并重
生态环境是沿海开发的重要条件，也是沿海经济发展竞争力的

重要组成部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是沿海地区开发的必然要求。我
省沿海地区生态资源脆弱，抗冲击能力差，开发建设中如果不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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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规律和污染防治，势必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甚至造成
不可逆转的后果。因此沿海开发必须加强环境保护，以相应环境容
量和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绿色开发为己任和目标，正确处理开发
建设与环境保护并重的关系，努力实现河北沿海地区的绿色开发。
在沿海开发中，必须充分考虑区域和流域环境污染与生态环境破坏
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
坚持合理开发、综合利用的原则；坚持按照生态学原理、可持续发
展的原则，实现经济建设、生态保护与污染防治并重，绝不允许以
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眼前和局部的经济利益。

（二）沿海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沿海开发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是解决沿海地区可持续发展资

源环境瓶颈制约的必然选择。随着生产力向沿海转移战略方针的实
施，必然为沿海地区环境带来较大的压力，然而沿海地区生态环境
脆弱、承载力低，若继续沿用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模
式，生态环境将无法承载。只有科学合理地制定生态环境规划，加
强沿海生态环境保护，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
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发展
循环经济，才能有效解决沿海开发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实现沿
海地区长久的可持续发展。

（三）沿海开发必须高度重视生态安全
生态安全是指一定区域内的人类赖以生存和持续发展的以环境

资源为物质基础、以环保产业为救济手段的生态系统的综合平衡。
近年来，随着资源缺乏、环境恶化、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的全球
性危机的出现，生态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沿
海开发地区优越的自然生态资源和发展经济的迫切性，使其遭受
“环境侵略”的可能性更大。首先，由于享受“国民待遇”甚至当
地更“特殊”的优惠政策，进入沿海开发地区的外资企业必然增
多，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土地、水等资源以及能源的消耗必然
加快，从而形成新的生态环境压力。其次，我国目前的环境政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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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标准一般要比发达国家宽松，容易使一些污染严重的产业、设
备、产品及有害废物以“合法”身份进入沿海开发地区。第三，
由于引进项目的增加和我国环境法制的不健全，难免会对部分项目
缺乏全面的环境评价，有可能出现重污染行业和产品的转嫁，甚至
以经济利益为诱饵，出售陈旧设备、工业垃圾，加重沿海地区的生
态环境污染。第四，外向型农业和农副产品外贸加工业的发展，使
许多国外的生物物种进入沿海地区，如不加强检测和控制，有可能
对当地生态系统造成巨大影响。

沿海开发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也是保障京津冀生态圈
生态安全乃至环渤海区域生态安全的重要途径。河北沿海地区处于
我国环渤海海域，并环绕京津两大城市，与京津共居一个生态环境
区域，共享一地自然资源，同处一个海滦河水系。沿海开发中加强
生态环境保护建设，不仅肩负着为京津挡沙源、保水源，构筑京津
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使命，并且对推进对于整个环渤海区域可持续
发展都是一种必然抉择，对于保障京津冀区域生态安全具有极为重
要的作用。

二、 沿海开发建设中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

（一）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河北沿海地区所辖秦唐沧三市是河北沿海地区重化工业的集中

区域。其中，以旅游业为支柱产业的秦皇岛，凭借所辖秦皇岛港，
以每年２亿多吨的煤炭运输量成为我国第一大煤炭输出港，与区域
内第二条神黄铁路至黄骅港的运煤通道一并肩负了我国对南方煤电
输送的重任。沧州在围绕黄骅港开发沧州滨海新区的同时，行政区
内还拥有大型石化工业及大型火电厂。此外，唐山作为我国典型的
工业基地，其钢铁产量居全国首位，尤其是随着首钢搬迁到曹妃甸
与唐山钢铁及地方民营钢铁一并撑起了唐山坚不可摧的“钢铁地
位”。对于秦唐沧的重化工业聚集，河北作为环渤海区域内能源基
础原材料基地，对全国的作用十分重要；而其产业结构偏重实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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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形成，也正因为此，河北沿海开发对生态环境保护需求更为迫
切。

我省以港口为龙头的沿海经济隆起带的大开发，打造了秦皇
岛、唐山、黄骅三大港口，成为我国能源物资、重要生产物资的出
海口，其中秦皇岛港和唐山港已进入我国２０１１年全国十大港口之
列，承担着我国水路北煤南运总量的７０％以上。这不仅促进了我
省临港工业和港口腹地产业的开发，保障了我国东南地区经济的快
速发展，也拉动了我省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尤其随着２０１１年末
我省沿海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河北沿海各地区开发力度加大、开
发规模扩大，沿海经济发展势头格外强劲。因此，河北沿海开发中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对防治船舶污染事故，打造绿色海上运输通
道，保障北煤南运、原油、矿石等物资进出口，促进经济又好又快
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二）对社会发展意义重大
我省沿海不仅旅游资源丰富，而且渔业资源也丰富，是渤海内

重要的鱼虾产卵繁育区和洄游通道，也是蓝蛤、扇贝、螃蟹等的养
殖区。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海上旅游的方兴未艾，来海
边度假游玩，品尝海鲜的人越来越多。从山海关、黄金海岸到唐山
湾、黄骅港都开辟了海上旅游，若海域一旦遭到污染，不仅破坏了
渔业资源，影响了养殖业的生产，还会严重影响人们的健康生活，
带来社会不稳定因素。为此，加强沿海开发中生态环境保护，不仅
有利于扩大养殖规模、促进海上旅游业的发展，而且更有利于增加
渔民收入，使其安居乐业。

秦皇岛是我国著名的海滨旅游城市，尤其是北戴河每年都吸引
着上百万名中外游客到此海水浴、日光浴，同时，北戴河还是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的休假场所、驻华使节的度假地。海水质量的好坏、
海岸是否清洁直接影响着休闲旅游业的发展。此外，北戴河海滨湿
地等自然保护区是候鸟的迁徙地、稀有鱼类的繁殖地、爬行动物的
栖息地，生长着多种植被，体现了物种的多样性，具有很高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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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态等研究价值。每年春秋季节，众多国内外爱好者前来观看
和摄影。这些都要求我们在沿海开发中必须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
护，不应因开发沿海而破坏周边生态环境，导致海域生物多样性减
少，海水质量下降及海岸带毁坏等，而应在沿海开发同时维护好沿
海生态健康，创造一个良好、适宜的沿海生态环境场所，树立起河
北省乃至国家的良好对外形象。

（三）对生态健康发展意义深远
我省海域处在渤海湾湾底，整个渤海海水置换一次至少需要

５０年至６０年，有些小范围海域甚至不能置换。水动力条件较弱，
受污染较重，生态环境较脆弱，由人类活动导致的污染和破坏问题
突出。沿海开发中加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与保护不仅是发展要求，
也是保护水体质量和生物多样性，维护沿海生态健康的需要，是提
高该区域环境承载力，建设新的区域经济增长点的需要，是人与海
洋和谐相处，实现沿海地区自身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对沿
海生态健康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第二节　 河北沿海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基本状况

一、 河北沿海地区生态环境基本状况

（一）沿海地区资源环境状况
１ 海洋资源丰度不高。在我国１１个沿海省（市、区）中，我

省海岸线长度和海域面积都是排在第九位，资源丰度不高，禀赋条
件不好，资源总量不足；毗邻的渤海是半封闭型内海，水体交换能
力弱、自净能力差，生态环境脆弱。
２ 资源种类多样。沿海地区有基岩、沙质、淤泥质三个不同

类型海岸，港址资源、海盐资源、海洋油气资源是我省开发潜力最
大、在环渤海地区最具优势的海洋资源，集中了我国１０％的铁矿、
１０％的油气资源和１０％的海盐产能，焦煤、非金属矿等资源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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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供开发利用的滩涂和盐碱荒地３０００多平方公里，宜港深水岸
线８０ ７公里。
３ 海洋生物资源丰富，品种繁多。我省海域基础生产力较高，

饵料生物丰富，有海洋生物６００余种，是黄海、渤海渔业生物资源
的主要繁殖场，其中有较高经济价值的鱼、虾、蟹、贝等３０余种。
４ 拥有海洋、湿地、森林三大生态系统，具有不可多得的优

质沙滩。
河北沿海资源环境状况虽然比较优越，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却

很不乐观。一方面许多矿产资源是不可再生资源，且因多年的开采
对资源环境破坏都很大；二是局部区域生态环境系统极其敏感和脆
弱，尤其是大规模的填海造地、港口和临港产业建设、大面积的人
工养殖和无休止的捕捞等都对生态环境系统造成极大的冲击和破
坏；三是水、电、煤等各种主要能源不仅缺口大，而且消耗需求日
益膨胀；四是多年来区域环境质量现状不能稳定达标，污染控制欠
账较多、生产生活污染与农业面源污染问题也十分突出。

（二）海水环境质量状况
２０１１年，我省海域海水环境质量整体略有下降。污染区域主

要分布在秦皇岛市的海港区和昌黎大蒲河口近岸海域，唐山市的京
唐港近岸海域和沧州市的黄骅近岸海域。海水主要污染物为无机
氮、活性磷酸盐和石油类，个别站位沉积物监测指标出现超标现
象。与２０１０年度比较，污染面积有所增加。全省未达到一类海水
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约１５１９平方公里，比２０１０年增加了２８４平方
公里。其中符合二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约１０９１平方公里，
减少了９平方公里；符合三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约３３１平方
公里，增加了２４１平方公里；符合四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约
８７平方公里，增加了４５平方公里；符合劣四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
域面积约１０平方公里，增加了７平方公里。

（三）主要河流污染物入海状况
２０１１年，我省河流携带入海污染物总量为４８９４２ ４８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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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耗氧量４２８８６ ４７吨，占污染物入海总量的８７ ６％，氮、磷等
营养元素５９０２ ９７吨，油类８２ ９１吨，重金属６３ ６２吨，砷６ ４９
吨。各河口中，小青龙河、滦河、陡河污染物入海量较大，分别占
入海污染物总量的３５ ３％、３０ １％和２７ ８％，三者合计占污染物
入海总量的９３ ２％。

（四）陆源污染状况
２０１１年，陆源入海排污口超标率较上年有所上升。对２５个陆

源入海排污口的监测结果显示，全年各次监测中均未超标排污的入
海排污口有１０个，占监测排污口总数的４０％；个别次监测超标排
污的排污口１１个，占监测排污口总数的４４％；全年各次监测均超
标的排污口４个，占监测排污口总数的１６％。入海排污口超标污
染物主要为总磷、化学耗氧量、悬浮物等。应继续严格控制陆源污
水排海，加强对排污口上游沿岸污染源的治理和监督，提高污水处
理率，在污染严重的河口区域开展河口综合整治工程。

（五）海洋垃圾污染状况
海洋垃圾是指海洋和海岸环境中具持久性的、人造的或经加工

的固体废弃物。这些海洋垃圾一部分停留在海滩上，一部分可漂浮
在海面或沉入海底。海洋垃圾既破坏海洋和岸滩景观，影响航行安
全，更会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带来很大威胁。

海面漂浮垃圾状况：２０１１年监测结果表明，海面漂浮的垃圾
碎片主要为聚苯乙烯泡沫、塑料袋和木制品等。本年度监测期间，
秦皇岛南戴河海域海面垃圾碎片平均密度为３０个／平方公里，低于
上年同期的４６ ６７个／平方公里；唐山京唐港海域海面垃圾碎片平
均密度为１０个／平方公里，高于上年同期的３ ３３个／平方公里；沧
州冯家堡海域海面垃圾碎片平均密度为２３ ３个／平方公里，与上年
同期持平。

海滩垃圾状况：２０１１年监测结果显示，南戴河海滩垃圾主要
为塑料类、聚苯乙烯泡沫类、纸制品类和生活垃圾类，垃圾碎片的
密度为０ ０１３个／平方米，其中以中、大块垃圾碎片为主。打网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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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滩垃圾主要为塑料类、生活垃圾类、木制品类和纸制品类，垃圾
碎片密度为０ ００６个／平方米，全部为中、大块垃圾碎片。沧州冯
家堡海滩垃圾主要由玻璃类、金属类和塑料类组成，垃圾碎片密度
为０ ００５个／平方米，全部为中、大块垃圾碎片。

人类活动是海洋垃圾的最大来源，不断提高公众海洋环保意
识，从源头上减少海洋垃圾的数量，是有效减少海洋垃圾污染的途
径之一。

（六）生态系统安全状况
２０１１年，近岸海域生态系统依然处于亚健康和高风险状态。

主要表现为生境改变或丧失，生物多样性下降。１６ ７％的站位水质
ＰＨ超出一类水质标准，２０ ８％的站位水质化学需氧量超出一类水
质标准。

海洋自然保护区面临的环境压力依旧较大。海水浴场和滨海旅
游度假区综合环境质量与上一年度基本持平。个别倾倒区水深明显
变浅。部分养殖区个别养殖生物体内有害物质含量偏高。本年度发
生４次赤潮灾害，发现油污上岸和海上漂油事件共２１次。由于滨
海地区地下水的过度开采，部分滨海岸段海水入侵和土壤盐渍化程
度严重，乐亭县滨海地区存在大片盐碱地，多处于荒废状态。

二、 河北沿海地区环境保护基本状况

（一）加强沿海监管体系建设，实现了依法、规范、有序管理
沿海环境管理体系逐步健全，修订了《河北省海域管理条例》

和《河北省海洋功能区划》，出台了《河北省海洋经济发展规划》、
《关于进一步加强海洋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强
和规范海洋开发管理的意见》， 《河北省海洋环境保护管理规定
（征求意见稿）》近日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河北省沿海地区
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编制工作也已全面启动。依法建立了一系列
配套制度、工作规范和程序，为依法管海、科学用海提供了法律和
制度保障。并认真落实海洋功能区划、海域权属管理、海域有偿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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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洋倾废许可、污染总量控制等制度，对工程建设用海严格实
施海域使用论证和海洋环境影响评价，积极开展养殖用海普查登
记，努力推进海域使用权市场建设，强化海域使用规范化管理，形
成了依法、有序、有偿用海的良好氛围。２０１２年河北省政府下发
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海洋开发管理的意见》，要求各涉海部
门和单位，进一步加强海洋开发、调控和综合管理能力，从严控制
围填海造地活动，严格控制园区外围填海，从严控制用海选址和规
模，规范海洋开发利用秩序，保护和改善海洋生态环境，促进沿海
地区加快发展。

（二）加强沿海环境保护工作力度，加大对陆源污染的综合治理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海洋环境保护分级管理责

任制，切实履行海洋环境监督管理职责，不断加强沿海环境保护工
作力度。在近岸海域环境压力不断加大的情况下，河北省近期明确
提出了陆海统筹、河海统筹，保护与开发并举、污染防治与生态保
护并重的原则，坚持对渤海海域环境保护采取了六项工作措施：以
规划实施为龙头，不断提高海洋环境保护的科学性和约束性；以部
门联动为基础，形成海洋环保工作合力；以陆源污染治理为重点，
加快改善流域环境质量；以强化沿海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为抓手，合
理开发海域；以防范海上油污染为中心，加大船舶及海洋监管；以
暑期工作为关键，加强秦皇岛近岸海域环境保护。同时对海上污染
推广实施船舶油污水“零排放”计划，并进一步加大对陆源污染
的综合治理。通过调整环渤海地区产业结构，加强重点工业企业环
境管理，大力推广清洁生产模式，加快推进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设
施建设等措施，陆源污染综合治理初见成效。２０１１年，省环境保
护厅和省海洋局还联合发布了《河北省环境保护厅、河北省海洋
局关于建立完善陆海统筹海洋环境保护工作机制的意见》，《意见》
要求双方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开展工作的同时，探索建立全省海陆统
筹的海洋环境保护沟通合作工作机制，努力形成海洋环境保护工作
合力，共同推动海洋环境保护事业健康发展。２０１２年６月河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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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北戴河及相邻地区近岸海域环境综合整治方案》，从２０１２
年初到２０１４年，秦皇岛市将实施工业污染源治理、城镇污水处理
及配套设施建设、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入海河流污染治理、石油开
采与船舶和港口污染防治、固体废弃物处置、浅海养殖区整治及水
生生态修复与整治、侵蚀岸滩修复、沿海防护林建设、海洋环境保
障等十项建设工程。到２０１４年建成比较完善的陆海统筹的污染综
合防治体系，使近岸海域环境明显好转，重点区域海洋生态系统基
本恢复。

（三）完善沿海环境监测系统，维护沿海环境秩序
为提升海洋环境监测能力，河北已初步建成省市两级海洋环境

监测网络，沿海三市的海洋环境监测机构、技术人员和设备得到了
不断完善。进一步加强监测评价体系建设，提高监测评价能力和水
平，在继续做好我省管辖海域环境质量现状和趋势监测、入海污染
源监测、海洋功能区监测的基础上，加强了海洋环境灾害及突发事
件监测，深化了典型海洋生态脆弱区的评价工作。同时，河北省还
优化了监测站位布局和监测内容，定期发布市级海洋环境质量公
报，形成了省市两级海洋环境质量公报定期发布制度，全面掌握沿
海环境质量状况，为政府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在建立健全沿海三
市海洋环境监测机构，加强海洋环境监测和海洋灾害预警预报能力
建设的同时，进一步加大自然保护区建设力度，沿海生态环境恶化
的趋势基本得到遏止。由于扎实开展“海盾”、“碧海”等专项执
法行动，有效维护了沿海环境秩序，保护了沿海资源环境。

河北省海洋局“十二五”期间计划投资１５４亿元，重点实施
海洋污染控制、滨海生态保护与修复、海洋环境保护能力提升等三
大类６１项工程。河北省的６１项工程全部完工后，将初步形成完善
的陆海统筹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保护、环境监测评价和海洋环境监
管体系，基本恢复近岸海域和保护区陆域生态系统功能，为沿海地
区经济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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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河北沿海地区开发建设中生态环境
保护影响因素、环境风险与环境压力分析

一、 河北沿海地区开发建设中生态环境保护的影响因素

（一）沿海开发将进入加速期
２０１１年末，河北沿海经济发展被确定为国家重点战略之后，

沿海开发建设速度迅速升温，开发力度和规模不断加大。沿海地区
城市化、工业化的加速发展，将使环境承载能力受到威胁，沿海生
态环境保护面临严峻考验。一是随着沿海各市规模浩大的围海造
地、港口建设、沿岸采矿以及不断加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致使对湿
地和近海生态的人为干扰过度，造成部分海域生物资源衰退，生物
多样性受到威胁，生态功能有所减弱；二是大量的企业和人口向沿
海区域迅速集聚，致使生产、生活的资源消耗和各种污染排放急骤
上升，如不能及时有效处置，势必会酿成较大污染灾难；三是随着
港口物流的加大，机动船舶向海域排放石油类污染物也是水涨船
高，同时港口、码头废水处理设施的不完善也导致海水污染几率在
增加。

（二）沿海城市化发展进程突飞猛进
河北沿海三市的城市化水平一直处于全省前列，而且随着沿海

的全面开发开放、城乡一体化建设进程的加快推进，对土地、水、
电、煤、油、气等各种资源的巨大需求和资源日益紧张的约束矛盾
日益凸显，同时各种生产生活垃圾、汽车噪声和尾气排放、建筑玻
璃幕墙的光污染等一系列影响环境质量的因素，也都在考验着沿海
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过去国外一些大城市和中国东南沿海一些城
市所出现的“城市病”，如今也正在河北沿海三市悄然蔓延，这些
问题能否在未来发展中得到有效解决，将直接影响河北沿海地区城
市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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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沿海经济发展步入工业化中期
伴随着沿海的开发开放，河北沿海经济带开始步入到工业化发

展的中期，工业化的繁盛一方面拉动了区域经济的强势发展，但另
一方面也造成了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生态环境的某种程度恶化。而且
沿海区域密布的化工园区也埋下了生态环境隐患，一旦出现突发事
件势必会对近岸海域环境造成难以想象的破坏。因此，加快对传统
工业体系的升级改造、对新型工业化体系的培育和发展已经成为最
紧迫、最具挑战性的艰巨任务。

二、 河北沿海地区开发建设中面临的环境风险

（一）陆域污染风险
以港兴市的大发展带动了临港工业和新兴城区的大建设。尽管

在引进项目或开发时强调了环境保护，配套了污水处理等设施，但
是，现实中并不理想。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的污水处
理都没能达到百分之百。此外，工业废渣和生活垃圾的填海，个别
不法企业的非法排污，都成为海域污染的重要源头。而这种污染是
隐性的、潜移默化的，所造成的危害也难以处置。沿海城市生活用
水、工业废水、农药和化肥污染是三大陆源污染源。其中，工业废
水和生活污水已成为近岸海域环境污染的重要污染源。入海江河流
域和沿海的农田、果园等每年施用的各种农药、化肥、植物生长素
等陆源污染物流失严重。当前，陆源污染是造成沿海环境污染的主
要原因。

（二）船流污染风险
港口的大开发使得我省海域的船舶流量逐年增加。加上进出天

津港的船舶，每年在我省海域航行的船舶达６５万多艘次。随着３０
万吨级原油码头和２５万吨级矿石码头的扩建投产，船舶大型化的
趋势也越来越明显。航路上的船舶通航密度增大，船舶发生污染事
故的概率也随之增加。此外，从卫星遥感图片上看，船舶在夜间航
行中偷排污物的现象时有发生，船流污染风险日趋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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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油井污染风险
目前我省及周边海域已有几十口油井，仅我省海域就有４处油

田、２个人工岛、１８座钻井平台。随着沿海开发进程加快，石油需
求量不断增加，海上石油开发规模将会进一步扩大，石油、液体化
工品运输量也将不断增加，加之不法分子下海偷油事件时有发生，
使得发生在我省海域污染事故的风险指数逐步加大。

（四）外来污染风险
我省在开发沿海、发展沿海经济的同时，邻近的省市也同样在

开发沿海、发展沿海经济。如大连、锦州、营口、天津、东营等地
都在扩建港口和建设造船基地，尤其是环渤海大型码头的增加、油
品运量的增长和油轮大型化，还有钻井平台的不断上马，使得我省
海域处在外来潜在污染源的包围之中。近几年来，秦皇岛海域和岸
滩连续发生了１０余起不同程度的不明来源油污染事件，引起省市
政府的高度重视。经过测试，基本认定这些污染是随着春夏季风漂
流来的。这需要我们随时警惕外来污染的侵害。同时渤海是一个半
封闭内海，湾口排列着庙岛列岛，与外海对流缓慢，自我净化能力
差。而我省海域又处在渤海湾湾底，自身受污染较重，生态环境脆
弱，抵御外来污染风险能力极为有限。

（五）围填海环境风险
围填海是指在沿海筑堤围割滩涂和海湾，并填成陆地的用海工

程，用于农用耕地和城镇建设等。围填海造地是一种完全改变海域
自然属性的用海方式，引起了潮滩湿地面积锐减，造成了海湾自净
能力减弱、港口航道淤积、沙滩退化海岸侵蚀、沿海景观受损、海
洋渔业资源减少、生物多样性下降等一系列生态环境的负面效应；
围填海工程已对近海生态环境带来一系列问题，对潮滩湿地生态系
统提供生境功能、调节功能、生产功能和信息功能等产生了诸多负
面影响。同时有部分围填海项目在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落实生
态补偿措施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对相关开发建设项目未进
行海洋环境影响评价，未批先建，未落实相关的海洋环境保护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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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补偿措施等等。这些问题如不及时整改，将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
长期的负面影响。

三、 河北沿海地区开发建设中面临的环境压力

（一）环境形势严峻
河北省沿海地区和其他发达沿海地区相比，沿海产业多以资源

开发型和劳动密集型为主，尤其是沿海县域工业经济尚处于起步阶
段，建设项目的准入门槛低，一些发达地区重污染企业向沿海欠发
达地区转移，结构性污染问题比较突出，污染治理投资不到位，区
域内河流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河北沿海地区生态环境退化，环
境保护与防灾减灾任务还很艰巨。由于陆源污染物排海总量未得到
有效控制，局部海域污染依然较重，致使近岸海水环境质量难以提
高，根据２０１１年监测结果分析，海洋生态系统仍处于亚健康、高
风险状态，赤潮、溢油等海洋环境污染事件时有发生，部分滨海岸
段海水入侵和土壤盐渍化严重。同时环境污染、过度捕捞和越来越
多的海洋工程活动，造成生物栖息环境丧失、生物多样性减少、生
物结构退化、经济鱼类显著减少且呈小型化、幼龄化趋势。随着临
海工业区的建设、人口密集度的增加和经济的快速发展，风暴潮和
赤潮等自然灾害、溢油和化学品泄露等突发性污染事故对经济社会
发展所造成的危害、影响和损失将越来越大，沿海安全的风险性在
逐渐增加，沿海区域防灾减灾问题日益突出。

（二）环保投入不足欠账较多
沿海区域社会各界环保投入还比较欠缺，无序建设、布局不合

理现象也时有出现；城市（镇）、开发区、工业集中区等的集中供
热、供气、污水处理厂、生活垃圾处置场等基础设施欠账较多，工
业生产和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还比较低。

（三）航运污染控制依然薄弱
沿海地区石油类排放量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港口、船舶、码头等

交通工具设施。部分港口、码头建设不规范，没有建设配套的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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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废油、生活垃圾收集和处理装置，违规操作现象时有发生，对
船舶排污的日常监管不到位，造成部分河流和局部海域石油类污染
严重。

（四）经济快速增长排污增加
经济快速发展将导致排污总量大幅度增加。按照沿海开发的总

体目标，到２０１５年，沿海地区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建成环渤海地
区新兴增长区域。地区生产总值比２０１０年翻一番，由２０１０年的
７４３３ ５亿元增加到１４８６７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６万元，
城镇化率达到５８％。其中，１１县、９区地区生产总值比２０１０年翻
２番，由２０１０年的２１８４亿元增加到８７３６亿元。沿海港口吞吐量达
到８ ８７亿吨。到２０２０年，区域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成为全国综
合实力较强的地区之一。地区生产总值在２０１５年的基础上再翻一
番，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９万元，城镇化率达到６４％以上。其
中，１１县、９区地区生产总值在２０１５年的基础上再翻一番，达到
１７５００亿元。沿海港口吞吐量达到１１ ４５亿吨。经济总量的快速增
长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必将增加各种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总量，
污染防控任务十分艰巨。

（五）协调开发与保护的难度较大
按照《河北省沿海开发总体规划》，将构建“一带、三组团”

的空间开发格局，开发范围覆盖整个区域，尤其是要加大海岸带开
发力度，在建设９个临港产业开发区的同时，必须保护好海洋渔业
区、盐田区、海洋保护区和旅游区的环境不受污染；在产业定位
上，既要着力培育和发展钢铁、石化、装备制造等高污染行业，又
要大力发展种植业、畜牧业，利用滩涂和浅海大力发展海产品养殖
业，建设贝类、鱼类、虾蟹藻类增养殖区，还要注重湿地保护、自
然保护区建设等，协调开发与保护的难度可想而知。

（六）自然生态功能遭到破坏
自然保护区缺乏统一的监督管理，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尚未形

成自然保护与当地经济发展的协调机制，自然保护区与沿海开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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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争海、争地矛盾仍然存在，沿海开发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突
出。自然保护区建设资金投入不足，过度围垦、酸沉降等污染加剧
造成湿地生态功能明显下降。河北省海洋局《２０１０年河北省海洋
环境质量公报》显示：在滦河口———北戴河９００平方公里的生态
监控区内，部分海洋生物体内砷和石油烃含量超第一类海洋生物质
量标准。海水浮游植物群落特征异常。适于文昌鱼栖息的生境区域
缩小和破碎化，导致文昌鱼的种群数量仍未得到有效恢复。

第四节　 河北沿海地区开发建设中生态环境保护的
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

　 　 鉴于我省沿海地区生态资源脆弱，抗环境冲击能力差的特点，
在沿海开发建设中必须充分考虑沿海区域和流域环境污染与生态环
境破坏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坚持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严
格按照生态环境资源的价值规律，规范科学地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

一、 基本原则

（一）坚持科学开发，环境优先原则
沿海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紧密结合，从区域实际情况出发，合

理调整产业结构，引进新技术，培育新产业，遵循低碳循环经济理
念，大力发展生态绿色产业，根据各种生态系统的环境容量，科学
合理地发展各项建设事业。合理利用和开发自然资源，避免盲目的
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破坏，增强沿海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生态环境
支撑能力，确保环境安全，实现沿海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二）坚持海陆统筹，河海兼顾原则
全面加强从海洋到河流，从入海口到流域上游地区的污染源控

制，并把陆地污染源控制、流域水资源与水环境综合管理，以及海
域保护有机结合起来。根据沿海环境容量分布特征和污染物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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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考虑陆域与入海河流相关流域的治理与保护，加强沿海环境保
护的综合性和针对性。

（三）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原则
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统筹产业布局、城镇发展和资源开

发。经济发展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近期与长远统一、局部与全局兼
顾。进行资源开发活动必须充分考虑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绝不允许
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眼前的和局部的经济利益。

（四）坚持完善机制，强化调控原则
强化政府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主导作用，建立和完善生态环

境保护行政管理体系，明确职责，落实分级目标、任务，确保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的协调性。建立健全相关机制，采取多种措施，合理
有效配置公共资源，促进社会经济环境健康发展。

（五）坚持“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使用谁付费”原则
遵照国家和省市的有关法律法规，加强宏观调控，严格依法管

理，落实保护和恢复治理的责任，让污染者负责治理，破坏者负责
恢复。明确生态环境保护的权、责、利，充分运用法律、经济、行
政和技术手段保护生态环境。

（六）坚持整合资源，创新机制原则
形成部门、行业、地区间的联动，调动政府、市场和社会的积

极性，综合运用环境保护、污染治理和监督管理等手段，探索流域
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协调机制，确保沿海开发与治理保护的高
效率与高效益。

二、 发展目标

在保障沿海开发战略实施的同时，有效控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
坏，逐步改善区域环境质量，确保沿海生态安全。《河北沿海地区
发展规划》提出了区域生态环治理目标：到２０２０年，沿海区域主
江河湖泊水（环境）功能区水质监控达到９０％以上，城市主要供
水水源地水质监控率达到１００％以上，１００％的城市集中式生活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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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水源地水达标，９０％的主要江河监测断面水质达到水（环境）
功能区水质标准，城镇过境河段水质明显好转，河流最小生态环境
用水保证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地下水超采区减少开采量３ ０亿立
方米。区域城市污水回用率达到８０％以上。水功能区达标率达到
９５％以上。到２０１５年，沿海地区完成造林绿化总面积５２２９２公顷，
区域森林覆盖率达到２５％以上；林木绿化率达到３０％以上。

根据《河北省海洋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到２０１５年河
北省入海排污口和入海河口污染物达标排放率达到６０％以上，近
岸海域海洋功能区环境质量达标率达到９０％。

第五节　 河北沿海地区开发建设中
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矛盾与挑战

　 　 要实现《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的战略目标，在河北沿海
地区开发建设中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实现开发建设与环境保护同步
进行，协调发展，我省还面临诸多矛盾与挑战。

一、 河北沿海地区开发建设中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矛盾

（一）沿海地区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河北省沿海城市绝大部分的海洋产业活动和开发利用活动发生

在近岸海域，产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矛盾突出。主要表现
在：海洋污染较严重，生态环境退化；沿海新兴基地、园区的快速
发展，尤其是能源化工、钢铁冶炼、房地产开发等建设工程，使污
染物排放增多、种类复杂，海洋生物和湿地遭受破坏；部分地区围
海造地、港口建设、沿岸采矿和岸滩采砂等海洋开发和工程建设等
一味追求利益的项目使沿海湿地面积、生物多样性和海岸完整性都
遭受到破坏。同时随着港口物流加大，港口、码头废水处理设施不
完善导致船舶废水污染几率增加，铅、铜、锌等重金属出现超标现
象；导致海洋生物资源锐减，一些海洋物种灭绝。产业发展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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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制约沿海经济开发的主要瓶颈。
（二）沿海经济带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
海岸带是既有别于陆地生态系统，又不同于海洋生态系统的独

特系统，其最大特点是生态环境脆弱。河北沿海经济带作为这类独
特的系统，是影响河北甚至华北及环渤海地区生态安全的“生态
阀”。经济带大部分位于渤海经济圈内，而渤海是我国唯一的半封
闭型内海，海水交换能力较差，海区自净能力有限，更新周期长，
几十年的污染积累很难在短短的几年内消除。近年来，河北沿海地
区在经济快速发展中出现不同程度的生态环境问题，已威胁到区域
的可持续发展。主要表现在：近岸局部海域污染现象严重；入海排
污口及临近海域质量状况令人担忧；海岸生态系统健康状况恶化的
趋势未得到有效缓解，自然湿地的完整性遭到破坏；唐山滦南区域
和沧州区域的海水入侵严重、土壤盐渍化较重；淡水资源缺乏，水
资源开采过度等。究其主要原因，是沿海经济在高速发展过程中，
部分海域开发利用形式粗放，陆源污染物排海、围填海活动侵占海
洋生物环境、油气勘探和海水养殖等过度开发活动，严重影响了沿
海地区生态系统的健康。因此，作为生态敏感区域的沿海经济带发
展与生态建设需要采用互动双赢的策略。

（三）沿海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沿海地区开发建设中，对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海域

资源等需求量将不断增长，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势必带来一系列沿
海生态环境问题。近年来，沿海地区矿产资源开发使生态环境遭到
严重破坏。采煤堆积成的煤矸石山，采空区的地面沉降，长期污水
排放使地表污染；矿山露天采矿形成的采矿坑，大量剥离岩土、尾
矿堆积，在雨季可造成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不少矿山
在采、选、冶过程中造成的大量粉尘、烟雾致使空气污染加重等。
唐山、沧州经济发展的主体行业以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业、非金属
矿物制品业、采掘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化工、造纸
业为主，产值贡献率大，但均为资源消耗型行业，原材料消耗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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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万元产值综合能耗高，万元产值“三废”排放量大。经济效益
最大化同时也伴随着资源耗竭和“三废”大量排放，导致沿海地
区环境安全系数持续下降和环境质量日益恶化。像唐山市的煤炭经
过百年开采挖掘，已形成６０００公顷的采空区和２１４００公顷的采煤
塌陷地，严重破坏了地表自然形态、建筑物和农田，现已形成总面
积达１８００公顷的积水坑５３个，水深最深达２０米左右。对丰富的
铁矿、石灰石等资源的“群采”也使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由
此引起的水土流失、耕地减少、山洪爆发、植被破坏、资源浪费等
问题日益突出。因此，如何处理好沿海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之
间的矛盾，在沿海开发过程中不可回避，必须妥善解决。

（四）沿海地区重化工阶段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重化工业布局于沿海是全球性的产业发展规律。如日本的重化

工业主要集中在关西地区和东部地区；美国重化工业主要集中在旧
金山湾地区和东北部五大湖地区等。由于沿海有深水大港，进口能
源和原材料方便，而且沿海环境承载力相对内陆要强，因此，在沿
海开发过程中，将钢铁、重化工等产业往沿海集聚是必然的选择，
符合经济原则。但同时也产生了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目前，河北沿海地区在开发过程中已经注意到了兼顾环保，并
初步建成省市两级海洋环境监测网络，沿海三市的海洋环境监测机
构、技术人员和设备得到了不断完善。但是由于沿海重化工产业集
聚规模较小，不便于集中处理污染物，而且按照世界经济发展规律
看，人均ＧＤＰ只有达到一定程度，即达到富裕水平时，人们才会
更多地考虑环保。河北省沿海地区现实生产力水平和发展阶段就是
这样，不能超越现有条件，因此，沿海化工园区的一些化工厂，经
常将污水一部分通过排水沟进入大海，直接影响着沿海生态环境健
康，造成沿海地区环境承载压力陡增。由于沿海重化工基地位置正
处于人口密集、经济较发达的区市，极易引发环境风险，一旦突发
环境污染事故就会造成重大影响。因此，沿海开发过程中如何妥善
处理好重化工阶段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显得尤为重要，这将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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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到河北沿海大开发的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进程。
实际上，世界上有不少沿海港口城市在重化工与环境保护方面

做到了兼顾，比如荷兰鹿特丹，集中了整个西欧钢铁、粮食加工、
造船、汽车和石油化工产业的一半产能。但由于产业集聚便于集中
处理污染以及制定了企业责任法，实施了更严格的监管，所以鹿特
丹市实际非常干净。

二、 河北沿海开发建设中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挑战

（一）生态环境面临的挑战
１ 沿海地区水资源短缺日趋严重。随着河北“发展沿海经济

隆起带”战略目标的提出，沿海区域对水资源的需求急剧增加，
水资源供需矛盾十分突出。沿海地区海水资源充足，但地下水资源
缺乏，浅层地下水多为咸水层，部分沿海地区淡水资源不足，这对
工农业生产以及居民的生活带来一定的影响。尽管在目前，有的滨
海县（市）缺水的现象并不突出，但随着我省沿海地区经济开发
建设及园区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工业用水、农业用水和生活用水的
大幅度增加，水资源短缺的“瓶颈”将制约我省沿海地区及各园
区的长远发展。而且从一些园区产业发展规划中，我们仍可以看
到，石油化工、精细化工、冶金等高耗水产业列入了各自的主导产
业，这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和忧虑。同时水污染问题仍较为突出，
一些企业废水的不达标排放、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不健全、生活废水
直接排放、农业上农药化肥的不合理使用、畜禽养殖粪便处理不科
学、综合利用水平较低、水产养殖废水的不合理排放等，也造成了
水环境质量的日益下降。
２ 海洋环境质量受到较大威胁。随着沿海开发战略的实施，

生产力向沿海转移，打造沿海经济隆起带，沿海地区将逐渐成为区
域经济中心，工业经济较发达，工业的发展和人口的聚集必然会对
当地的资源、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导致沿海地区资源承载力、环
境容量有逐年下降的趋势，进而对近海海洋环境质量带来较大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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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面临着入海泥沙量减少、入海污染物质增加、陆域污染加重、
淡水入海量减少、滨海湿地面积萎缩、赤潮发生概率增大、溢油风
险加大、海洋生态功能下降等多方面环境威胁。
３ 沿海地区能源需求日益扩大。目前我省沿海城市正处于工

业化和城镇化跨越发展阶段，沿海大开发又将带来经济的大发展，
沿海城市进入了资源消耗强度大的阶段，资源消耗强度将日益加
大。沿海一些地区储藏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能源，如石油、天然
气、地热、海水（盐）、潮汐能等，随着沿海经济大开发的加速发
展，资源能源的需求量会逐年增加，这些矿产资源和能源若不能合
理地开发，势必会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另外一些产品的深加
工如石油化工、盐化工等污染物排放量较大，对当地环境造成较大
影响。同时随着用地政策的趋紧、人口和生产力布局向沿海转移，
向海洋要空间要土地，向海洋要环境容量成为沿海地区的共识，导
致用海需求激增。钢铁、造船、火电、石化、装备制造等工业发
展、城镇建设、滨海旅游、海水养殖等对海洋资源特别是海域空间
资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资源供需之间、行业用海之间、沿海地区
开发与资源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
４ 沿海地区生态农业建设面临考验。沿海许多地区历史上就

是农业发达的大县（市），水稻种植、淡水养殖、海水养殖业比较
发达，但水稻种植需水量较大，水产养殖对水环境污染较重，蔬菜
等农产品种植中绿色、有机及无公害产品的种植面积又较小。随着
沿海开发战略的进一步实施，生态农业、现代农业的发展规模将日
趋扩大，对耕地、水资源等需求量增大，农业面源污染、水污染等
现象会有所增加。因此，沿海地区生态农业建设任重而道远。
５ 沿海地区生态功能下降。曹妃甸、京唐港及秦皇岛港等大

港口的开发建设，沿海地区围绕港口、港城进行配套服务业的开发
建设，势必对沿海的湿地生态系统、海岛、海洋环境带来巨大影
响。沿海地区易受到风暴潮、海啸、海岸侵蚀、暴风（龙卷风）、
干旱、地震、冰雹等自然灾害的破坏；大部分地区森林覆盖率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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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农田林网体系不完善，沿海生态防护林体系建设相对滞后，森
林生态系统不能健康发展，生态功能不能正常发挥，缺乏生态防
护、调节气候、涵养水源等重要生态功能。目前一些湿地生态系
统、海岛生态系统、滨海防护林生态系统、沿海滩涂等，还未得到
合理的保护。
６ 沿海地区海岸带环境问题明显。海岸带是既有别于陆地生

态系统，又不同于海洋生态系统的独特系统，其最大特点是生态环
境脆弱。随着沿海地区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入海污染物排
放量将持续增大，造成近岸海域局部污染严重；大量开采深层地下
水，淡水水位低于咸水水位，沿海陆域地面下沉加快；入海河流泥
沙携带量的减少，海岸侵蚀与淤泥的平衡被打破，海岸侵蚀加剧；
风暴潮时有发生，特别是京唐港、黄骅港和南排河等区风暴潮发生
频繁；海洋赤潮日趋严重；海洋生态环境问题严重，海岸带生物资
源衰退，生物种类逐年减少。

（二）环境保护面临的挑战
１ 资源环境压力巨大。沿海开发面临着河北省工业化、城市

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进程，这给沿海能源安全、生物多样性
保护以及环境承载能力带来了较大压力，同时也增加了沿海开发中
生态环境保护所面临的艰巨性、长期性、复杂性和综合性。表现在
一是资源短缺日益严重；二是能源需求日益扩大，对外依存度越来
越高，给沿海能源生态安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威胁；三是环境
污染和生态系统退化严重，历史欠账较多，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投
资需求量大。
２ 珍惜沿海资源观念有待强化。长期以来，在沿海开发建设

中，各涉海行业和部门往往比较注重海洋资源的利用，忽视了对海
洋资源环境的保护，这种注重开发、忽视保护的现象，使沿海地区
环境问题长期不能解决。虽然近些年政府及媒体对环境保护的宣传
力度不小，大家也都清楚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
重经济开发、轻环境保护，一旦遇到经济开发与环境保护发生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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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一般地都会选择前者。造成海上污染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不乏
人为的因素。沿海经济开发建设用海主要依赖于稀缺的岸线和海域
空间资源，但沿海各级政府和用海单位依法用海的意识还比较淡
漠，在利用沿海的方式上，重索取、轻投入，简单、粗放用海，在
围填海过程中不珍惜岸线和海域资源。科学用海、节约用海、珍爱
沿海环境、珍惜沿海资源观念较弱。一些地方不遵守法律法规、不
依照政策规定、不按照法定程序办事、非法使用海域、破坏海洋环
境的事件时有发生，依法用海意识有待提高，沿海执法监督面临严
峻考验。沿海开发建设中贯彻生态经济理念还不够，在生态工业产
业链设计、发展循环经济、推进清洁生产等方面，与建设生态型工
业园区要求还有不小的差距。同时，领导者行为的短期化也致使沿
海开发建设与环境建设脱节。
３ 体制机制缺陷制约沿海环境保护。河北沿海地区隶属秦、

唐、沧三市行政区域。多年来，污染防治一直是多头治理，环保、
海洋、水利、城建、国土、农林、港务、盐务等十余家职能部门各
行其政。这种封闭的部门分割、条块分割管理体制使得管理主体混
乱，缺乏整体性，有人戏称为“群龙闹海”。 “海洋部门不上岸、
环保部门不下海，管排污的不管治理，管治理的管不了排污”，部
门割据现象严重，无法形成综合治理的合力，加大了沿海地区生态
环境建设管理难度，导致沿海地区生态环境建设不能统筹协调发
展。同时，在机构设置和职能定位上存在着缺陷，机构职能单一，
某一单项资源管理只局限所属的范围和以效益最大化为目的，忽略
资源与环境的内在联系。机构内部缺乏协调性，存在着职能模糊、
政出多门、各行其是和相互推诿的现象，环境管理制度与机制不健
全直接干扰、阻碍着沿海环境问题的解决，这种庞大而又分散的管
理体制以及“多头治理”的模式已不适应现代沿海环境管理的要
求，成为我省沿海绿色开发建设的一大障碍，亟待整合协调。
４ 法律监管缺位缺失。目前，我省沿海地区环境保护政策法

规尚不适应沿海地区绿色开发的需要，不少层面的环保政策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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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缺乏连续性和协调性，没有形成长效运行机制。表现为一是政
策法规滞后，政策法规跟不上沿海绿色开发形势发展的需要，造成
遇到具体问题无法可依，有些海岸带环境管理还存在着立法空白。
二是政策法规原则性规定较多，而具体规定不足，缺乏可操作性。
三是政策法规政出多门，各自为政，缺乏统一性、衔接性。值得注
意的是，目前尚未形成一个严格公正的执法环境，表现在一些临海
及涉海企业和经营者，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愿为减少污染改进
技术；某些地区和部门，为维护本地区的短期利益，往往采取保护
和行政不作为的手法，对破坏环境现象熟视无睹，对环境监察和环
境管理加以干预；环境保护执法不严、监管不力、有法不依、违法
不究的现象还较为普遍，环境整治滞后于经济发展。政策法规及环
境整治的滞后已成为我省沿海污染治理的瓶颈。
５ 区域一体化协作滞后。秦、唐、沧作为河北沿海地区的三

个城市被列为国家战略的总体框架之内，由于长期以来各级政府的
利益硬约束，各市依然以邻为壑，各自为战，在许多方面并没有太
多实质性的区域一体化合作，资源环境保护和开发方面更是缺乏更
深层次的合作，仍然是地方政府在起着主导作用，在追求各自经济
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各市之间不可避免地争夺沿海流域资源，相互
推诿责任，使我省的沿海资源不同程度承受着由日益稀缺的资源和
环境退化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同时，市场化运作方向不够明朗，对
于资源环境也缺乏动态的评估和监管，造成我省沿海地区区域一体
化的发展出现明显滞后。例如河北省港口集团虽然已经成立一段时
间，但目前其对全省沿海几个港口发展的协调作用尚未显现，特别
是秦皇岛港“龙头”的支持力度尚不明显，而且目前京唐港还在
与秦皇岛港的集装箱方面争货源。实际上，河北沿海各港口“明
争暗斗”始终未停，各自的地方政府又是港口的利益主体，都争
相采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策略，因而导致定位分工不明，造成
资源浪费、重复建设的情况屡有发生。河北沿海地区只有通过多层
面、多领域、实质性的一体化合作，才会避免重复建设和恶性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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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使区域资源环境开发保护与沿海经济发展建设步入协调发展的
轨道。
６ 防灾减灾亟待重视。全球海平面上升对我国低海岸已构成

严重威胁，目前，全球性增温和海平面上升及其影响已引起了世界
沿海国家的高度重视。中国科学院预估结果表明，２０５０年我国沿
海海平面将上升１２ ～ ５０厘米，大于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幅度，其
中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湾地区等几个重要沿海经济带附近的海
平面上升５０ ～ １００厘米。与此相关的某些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如热
带气旋强风事件）发生的频率可能增加。未来类似强震引发的海
啸也极有可能对我国某些沿海城市造成严重的影响，沿海地区又极
易遭受台风、海啸、风暴潮、洪涝灾害以及地震所带来的危害，因
此地处环渤海地区的我省必须对沿海环境变异引发的防灾减灾问题
给予高度重视。

沿海开发建设的基础性工作需要三维地质调查、环境调查、灾
害预防等地质保障工程，这需要地勘单位承担重任，发挥先行军作
用。随着河北沿海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沿海地质“家底”如何，
已成为众多投资者关注的焦点。河北沿海开发有许多基础性工作要
做，其中地质勘探工作是重中之重。如果“地下”工作出了问题，
会对“地上”建设造成严重的灾难。目前，我省沿海环境地质调
研方面还不能适应全省沿海开发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表现在沿
海地区陆域和海域的地质调查明显不够，有关地质资源与环境评估
所需信息也不很完整，我省沿海地区迫切需要加强防灾减灾相关的
基础性工作。

第六节　 河北沿海开发建设中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取向

如何在河北沿海开发建设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取向至关
重要。根据我省沿海地区开发建设的实际情况，沿海地区环境保护
的政策取向应坚持做到“四个统筹、六个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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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四个统筹”

（一）统筹构建沿海开发与环境保护并重的协调机制
一要构建环保规划引导沿海开发的机制。制定好环保规划应遵

循以下原则：在沿海开发的规模上，要一切从实际出发，与自然环
境所允许的“容量”相适应，与城市各方面的承载力相匹配；在
城市关系处理上，坚持城乡一体，统一考虑城乡生态产业安排、环
保设施建设，环境整治等等，力求实现三个同步，做到同步设计、
同步行动、同步建设。二要构建沿海开发环境保护的激励约束机
制。激励的重点是企业，凡是在发展循环经济，实行清洁生产、开
发环保产品等方面做得好的企业，可通过税收、信贷政策予以支
持，努力使更多的企业成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企业。从约束
机制来说，要重点建立和完善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公开、透明制度，
如重大环境问题的官员问责制度、破坏环境的惩罚制度、浪费资源
的赔偿制度、超标准污染排放的停产治理制度等等，并在实践中加
以严格贯彻，做到监管到位、执行到位。三要构建沿海开发环境保
护的政府责任考核机制。通过一系列指标进行严格的责任考核，强
化地方政府绿色ＧＤＰ考核力度，把沿海环境治理作为政绩考核的
重要组成部分，考核结果与政府官员利益挂钩，与升迁提拔相联
系，通过制度约束官员环境执法不作为现象，摆正经济发展与环境
保护的关系。这必将对政府行为起导向作用、约束作用，从而有效
地推进沿海地区环境保护。

（二）统筹好产业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并重的关系
要实现沿海开发中保护好环境，促进沿海地区可持续发展，有

效保障沿海生态环境健康，必须统筹处理好产业发展和资源环境保
护并重的关系。首先要预防产业梯度转移带来的污染转移。要严格
执行国家相关的环保准入政策，遵循河北省环保准入原则，并在此
基础上制定更严格的沿海开发环保准入门槛，主动拒绝重污染项目
落户。严格实行开发区和产业集中区的区域环评、建设项目环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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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期治理、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三同时”等各项环境管理制
度，按照园区产业定位及布局要求引进项目。强化环境成本意识，
尽快修订颁布细化的项目准入条件，提出具体的项目限制以及禁止
建设的项目，供沿海地区工业园区执行。二要加快整合四大港口功
能，形成布局合理、分工明确、优势互补的港群体系。三要依托沿
海港口优势对临港区布局大同小异、产业园区重复建设等问题，统
筹规划和强化管理，制定港口、港区和城市的差异性产业协调规划
区，把秦皇岛港建设成为集装箱运输大港、把黄骅港转变成为综合
大港，把曹妃甸和唐海建设成为能源运输大港，以此实现产业的均
衡、协调，促进沿海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四要提高
产业核心竞争力，加大高新技术人才的引进，对产学研项目进行激
励，充分利用河北大学、河北工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华北电力
大学等高校来帮扶企业建立博士后流动站，结成高校—企业互助方
式来推进重点产业的研发、成果转化和推广。

同时还要特别统筹好重化工发展与环境保护并重之间的关系。
由于重化工发展是河北沿海地区无法逾越的一个重要阶段，因此，
如何实现和加强重化工发展阶段的环境保护就显得格外重要。国外
的做法是制定企业责任法，并强化监督。建议：一要提高重化工企
业进入沿海地区的门槛，一个主要的指标就是项目规模，一般来
说，项目规模越大越容易产生规模效益和集聚效应，污染治理成本
也同时降低。因此，应关闭一些现有的小型化工厂，或者责令其整
和改造。二是沿海各临港工业园区每家重化工企业要强制安装海洋
工程在线监测系统，利用互联网络，实时监控排污情况。三要建立
排污交易市场，并完善排污补偿机制，让控制降低排污成为企业内
生行为。四是在发展重化工的同时，还要着力培育符合地方特色的
新兴产业。比如秦皇岛要充分考虑到唐山、沧州的竞争优势，发挥
自身旅游资源丰富和高新技术产业基础较好的特点，突出打造成
“中国北方乃至世界一流的滨海休闲度假旅游基地和中国北方规模
最大、特色明显的数据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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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统筹好沿海经济带开发建设与环境协调并重的关系
我省沿海经济带开发建设，既涉及我省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建设

问题，也涉及沿海湿地的保护问题，同时还涉及抵御自然灾害的应
急保障措施等问题。因此在我省沿海经济开发建设中，首先应处理
好经济建设与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关系。沿海地区极易遭受台
风、暴雨、海啸、旱涝和风沙等自然灾害的危害，生态环境十分脆
弱。因此，一定要处理好加强沿海地区生态建设与建设“环渤海
经济圈”发展战略的关系，推进沿海防护林生态屏障与沿海重点
发展地区开发建设的和谐发展，决不能借口发展经济，破坏沿海防
护林建设。要进行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在海堤及滩涂地区建设生
态林、观赏林和经济林带，形成沿海自然生态防护屏障。各县
（市）区沿江、沿海和城郊建设市级森林公园，逐步提高沿海地区
森林覆盖率，显著改善生态环境。二要处理好经济建设与沿海湿地
保护的关系。例如，曹妃甸沿海产业基地所占用的滩涂和低产盐
田，经过回填改为工业用地之后，大面积水域的消失对曹妃甸市未
来气候的影响如何？滨海公路经过湿地时，如何保护好水系走向、
鱼类、水禽类和湿地生物的通道等等，都需要进行科学的、合理的
环境评价，并制定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希望涉及湿地的城市，特
别是在滨海公路建设过程中，要注意处理好与湿地的关系。三要处
理好经济建设与沿海区域防灾减灾的关系。在规划设计和建设施工
时，应做到对重大自然灾害预警系统和应急预案的规划、设计和建
设同步协调进行。

（四）统筹好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发展并重的关系
在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既要合理开发利用各类资源，又要保

护好生态环境，切实做到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一是水资
源开发利用：要充分利用咸水、海水，扩大水源，并提高水资源的
利用率，节约用水；合理开发利用地下水，严格实行地下水开采总
量控制；调整产业布局适应本区域的水资源承载能力，淘汰高耗水
产业，优化种植结构，发展旱作农业，逐步推进农业布局优化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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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建立与区域水资源承载能力相适应的种植结构体系，引导区域
产业合理布局；加强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通过对新项目合理取用
水量分析，改变“以需定供”的粗放式用水方式，严格控制不符
合本地区水资源承载能力的项目上马，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使
用效益。二是土地资源开发利用：要调整农业结构，发展现代农业
科学指导土地开发整理活动，实现农业增效、增收，实现耕地总量
动态平衡，提高耕地质量和土地利用效率；要节约集约利用土地，
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区域内要统筹规划产业布局，引导产业聚集园
区。引导生态环保产业聚集秦皇岛生态旅游园区和曹妃甸生态产业
园区，引导装备制造产业聚集唐山和秦皇岛临港产业园区，引导石
化产业、盐化产业聚集沧州滨海新区，充分利用沧州沿海大量盐碱
地，为工业发展提供低成本的土地资源。三是海域资源开发利用：
要立足长远、科学安排，统筹安排好新增投资计划项目用海的规模
和布局，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强对项目选址、海域使用的指导，
特别要科学合理地确定围填海的规模、范围、时序，努力探索海域
滩涂围填开发新机制，实现用海定性管理向定量管理转变，控制无
度用海，努力实现科学用海、集约用海。四是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要通过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材料，提高原有产品质量和开发新
产品，实现从生产型向效益型转变；同时，加速产业结构的升级和
优化，把循环利用列入产业发展的思路，大力开展循环经济，走绿
色矿产开发道路；充分利用海水淡化项目排出的浓海水扩大原盐生
产规模，大力推进盐化工项目建设，使盐行业资源利用走上循环环
保的经济发展模式；开展全省矿产资源科学整合，依靠先进技术和
科学管理，引进国内外先进采、选、冶炼技术，依靠科技提高矿石
的采选利用率，提高资源规模化开发和集约化利用的水平，提高资
源利用效率；整治和关闭开采条件不完备的小矿山、小矿井，创新
矿业科技，提高采、选、冶炼工艺和矿产品加工业科技水平，加强
矿山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综合利用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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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六个加强”

（一）加强对沿海地区的污染防治
首先要着重加强陆域污染治理。一是沿海区域工业污水、生活

污水应得到集中处理、集中排放；二是应关掉一批污染严重项目，
淘汰和关闭一批技术落后、污染严重、浪费资源的企业，整治一批
违法排污单位，从源头上减少污染总量；三是要加快污水处理、垃
圾处理等环保设施建设，增加沿海地区城市污水和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能力；四是环保部门要严格执行污染物入海总量和达标排放双
控制度，根据海域的污染物最大接纳量来分配各个排污口污染物的
排放量，同时加强对排污企业的监管力度。针对排污，可借鉴美国
的生物技术进行污水处理，通过酶打开污染物质中更复杂的化学
链，将其从高分子有机物降解为低分子有机物或二氧化碳、水等无
机物。借鉴此项技术，既净化水体，又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同时，
沿海三市流域应积极发展生态农业，减少农药、化肥等的使用，要
高度重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合理使用化肥、农药。重点抓好污染
严重城市的毗邻海区、河口附近海区及海湾，促进近岸海域海洋环
境质量的改善，实现海洋生态环境良性循环。其次要加强海上污染
源控制。一是严格管理和控制各类海洋石油、海上航运和港口企业
的各类溢油漏油、超标排放和海洋倾废行为，禁止向海上倾倒放射
性废物和有害物质；二是加强对倾倒区的监督管理和监测，严格执
行倾废区的环境影响评价和备案制度；三是海上养殖活动应合理规
划、科学布局、控制密度，尽可能减轻或控制海域养殖业引起的海
域环境污染；四是所有海岸和海洋工程建设，都应严格执行环境影
响评价制度，并配套建设运行环保设施，建立健全重大海上污染事
故应急机制。

（二）加强沿海污染统筹防治协调机制建设
要真正扭转沿海污染多头治理的现状，不仅需要所有涉海部门

的努力，而且还急需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沿海污染统筹防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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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立足于全省海陆环境的相互联系，不拘泥于沿海地区三市的界
限，从更大的地域范围来寻求治理的途径，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与
沿海开发事业相适应的综合管理体制。建议：一是成立河北沿海资
源开发整治与环境污染防治管理领导小组，由省海洋局、省环保局
牵头，加强沿海地区各市及流域的协调合作，统筹流域内各市共同
治理。二是治理内容应逐步向经济系统延伸。运用法律和行政手段
惩治污染是在污染产生后发挥的作用，归根结底是一种权宜之计，
而从源头上减少经济活动污染的产生与输出则是长期的战略方针。
根据河北沿海地区建设新型工业化的思想，我省应在大力发展高新
技术的同时，对占比重很大的传统制造业、重化工、钢铁、建材等
高污染产业，通过技术创新加以改造，提高资源综合与循环利用水
平，达到降低能耗，减少污染和节约资源的目的，实现治本的战略
目标。

（三）加强沿海地区环保政策法规体系建设及环境执法监督
首先要建立特别法规体系和资源环境可持续利用的管理体制，

并形成一系列与之对应的沿海环境保护政策法规，努力增强环境政
策法规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目前应实施《河北沿海地区环境保
护特别措施法》以及相关配套法规，把我省沿海环境保护和资源
开发纳入法制化轨道，通过法律手段保障我省沿海地区环境保护健
康发展和沿海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二是鉴于沿海地区环境具有潜隐
性、爆发性的特点，沿海地区环境政策法规与制度建设应借助科技
手段，适度超前，具有前瞻性和可预见性，以保障河北沿海绿色开
发建设在较长时间内能够健康有序进行。三是建议在环境执法方
面，可否借鉴美国环境执法“三结合”的做法，做到执法官员、
律师与工程师三者密切配合，协调联动，实现行政、法律与技术三
方有机结合，确保环境执法的权威性，充分应对执法对象的欺骗、
糊弄，使法律得以严肃有效执行。四是针对目前多头执法的问题，
建议我省成立全省性的沿海地区环境综合执法机构，确保全省沿海
地区环境执法的统一性、协调性和公正性，同时加大与周遍省市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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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联动，使环境违法现象无缝可钻。五是鼓励并支持民间环保组
织的设立，引导并扶持沿海环保产业的发展，从产业、社会乃至家
庭形成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的良好氛围。同时还要加大沿海地区环
境的司法监督、社会团体监督和舆论监督的力度，保证环境政策法
规落到实处。

（四）加强沿海地区区域一体化协作
加强我省沿海地区区域一体化的协作机制。一是成立沿海区域

规划、环境与资源利用的专家委员会，为涉及沿海资源环境的城市
规划、产业项目布局和其他需要的环境评估、协商、决策等重大事
项提供决策咨询。二是严格执行沿海区域环境保护标准和要求，促
进全省沿海区域环境建设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三是充分调动沿海
区域行政机关、学术机构以及大专院校的各类资源，组建有理论、
有经验、有技术的联合研究团队，针对环保问题进行更深层次的机
理研究和问题辨识，推动科学、安全环保手段的实施。四是开展沿
海区域环保产业合作、交流、展示和项目洽谈活动，推动环保产业
领域内的投融资、市场拓展、技术配合、资格互认、环保技术应用
等多层面的广泛合作。五是建立重大灾害预警应急联动系统，对于
沿海地区重大灾害进行及时有效的协调、联动，把自然灾害所造成
的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六是要科学界定沿海港口功能，合理配置
港口资源，引导其错位发展，消除港口重复建设和避免不必要的浪
费，统筹河北港口的发展步伐。

（五）加强海岸带生态环境保护
首先全省各级领导要高度重视我省海岸带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通过加强综合研究、宏观调控、整体优化和区域协调来合理开发海
岸带生态资源，采取海岸防护工程等积极有效措施，遏制海岸侵蚀
岸段的严峻形势，确实保护我省海岸绿色开发的健康发展。二是树
立科学的沿海发展观，克服对海岸带可持续利用淡漠的意识，增强
沿海绿色开发、可持续利用的理念，由注重中近期为经济服务而开
发利用向注重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及子孙后代生存发展服务、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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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海岸带资源的永续利用的转变。在海岸带开发中必须严把生态
环境保护关，注重海岸带环境保护与生态价值挖掘，做到开发与保
护并举。三是滩涂开发要实行全省统一管理协调机制，杜绝掠夺式
开发和无序开发，按照“一次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制定滩
涂开发的中长期规划，确保科学有序开发；要运用新技术、新方
法、新工艺进行科学围垦、集约围垦、高效开发，对滩涂围垦中可
能发生的湿地面积减退，海域纳污能力下降，海洋生物多样性减
少，以及外来物种入侵等问题要进行前瞻性研究，提供切实可行的
解决方案。

（六）加强沿海区域的灾害防治
一是在河北沿海开发中应高度重视海岸环境变异研究这一基础

性工作，尤其是全球海平面上升趋势对河北沿海地区影响的研究，
以便在进行沿海区域规划、重大工程决策设计等方面能够充分应对
气候变化所导致海平面上升带来的潜在威胁，确保我省沿海绿色开
发的安全性，实现我省海岸带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二是应尽快完成
河北沿海的水文地质勘测，对海岸、海港和海洋地形做仔细的勘测
和研究，制定有效的减轻海平面上升及预防特大海啸防灾减灾计
划，精确划定海平面上升将影响的区域以及海啸风险的影响区域，
为沿海绿色开发提供技术支撑。三是应启动编制《河北沿海地区
三维地质调查项目》。启动这一项目将对河北沿海港口、港城、临
港工业的建设与开发起到重要地质保障作用，直接关系到招商引资
和大项目的落地时效。四是加强对重大气象灾害的防治工作，逐步
提高防灾减灾的现代化、信息化装备水平。加快海堤护岸工程建
设，采取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的办法进行护坡护堤，严禁开
采海滩砂，防止海岸线后退。五是沿海地区海洋灾害较多，要加强
海洋气象、风暴潮、海洋地质灾害等监测和防御工作，制定应急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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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河北沿海地区发展中
　 人才开发利用

第一节　 加快人才开发是我省沿海地区
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

一、 河北沿海地区持续发展的重大依托是人才资源开发

经济发展历程和国际经验表明，沿海和临港地区往往是区域经
济的起源地和繁荣地。２０１１年国务院批准实施《河北沿海地区发
展规划》，这是在实施“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的重要时刻，国家
推动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战略部署，也是进一
步贯彻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促进全国
区域协调发展的又一重大举措。２０１２年河北省政府印发了《河北
省沿海地区总体规划（２０１１ － ２０２０年）》。在中央与地方合力推进
河北沿海地区发展的大背景下，河北沿海地区的发展面临着难得的
机遇。

河北沿海地区持续发展需要大批高素质人才作支撑。促进河北
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依托区位、港口、产业等优势资源，顺应国际
产业转移趋势，加速省内产业向沿海地区聚集，重点培育精品钢
铁、石化产业、装备制造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物流、高端旅
游休闲等六大沿海绿色产业基地，人才是支撑；建设河北沿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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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新城，大力推广世界领先的节能技术、水处理技术、垃圾处理
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建立完善的生态城市规划指标体系，到
２０２０年，将沿海城镇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社会和谐、环境优美、
风情独特、休闲宜居的海滨城市带，人才是保障。人才是最活跃的
先进生产力，人才是科学发展第一资源，人才是缔造社会、改变社
会的主体，是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决定力量。人才优先发展是科
学发展的有效路径，人才优先发展是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追赶的成
功经验，也是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率先发展的成功实践。人才是一个
国家、一个地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谁能够源源不断地培养、
吸引、凝聚人才，谁就能够掌握发展的主动权和制高点。当前，河
北沿海地区的发展不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还面临着艰巨复杂
的挑战。既担负着加快发展、加速转型的双重任务，也担负着建设
“经济强省和谐河北”的光荣使命，需要摆脱主要依靠自然资源、
环境资源和低成本体力劳动力资源参与产业分工方式，这必然要求
充分发挥人才资源的重要作用。将河北沿海地区打造成为经济发展
新“增长极”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有大批人才躬耕执行，其成
败主要取决于人才资源的创新性与发展性。从战略部署和安排看，
无论是“到２０１５年地区生产总值比２０１０年翻一番”经济目标的
实现、“一带、两轴、三组团”空间发展格局的构建、三个生态新
城的建设，还是绿色产业体系的构建，以及大力实施“绿廊花海”
工程，都需要大批素质优、能力强、活力足、效率高的人才队伍做
支撑。因而，河北沿海经济发展离不开人才，必须努力培养和造就
一支规模大、结构优、素质高的人才队伍。

作为科技载体和创新主体的人才是推动河北沿海地区发展的最
重要的驱动力，但河北人才资源状况不容乐观。据《中国人才发
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显示，在全国十一个
沿海省份人才资源综合实力指标排名中，河北省人才竞争力综合指
标处于第九位，仅排在广西、海南之前；就业人数指标排在第五
位，位于天津、辽宁、上海、福建、广西、海南之前；劳动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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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人均卫生指标、每千名就业人员中Ｒ＆Ｄ人员数量指标、
Ｒ＆Ｄ经费占ＧＤＰ比重指标、人均国内三种专利授权数指标、人均
ＳＣＩ收录我国科技论文篇数指标、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指标七项指标
排在第九位，仅位于广西、海南之前；就业人员中高学历比例指
标、人均教育投资指标两项指标排在第十位，仅位于广西之前；高
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指标排在最后第十一位；基础人力
资本指数、地区研发实力指数、科技效能指数均排在第九位，仅位
于广西、海南之前。从中国大陆３１个省、市、自治区人才资源综
合实力指标排名看，１１个单项指标中河北省有一项指标排在第九
位，两项指标分别排在第十四和第十五位，一项指标排在第十八
位，六项指标排在第二十至二十五位，一项指标排在了第二十九
位，人才资源实力综合指标排在第十三位。以上表明，在全国３１
个省、市、自治区中，河北省多数指数排名均处于中间或落后地
位。在沿海省份中，不仅是经济实力较弱的省份，也是人才实力较
弱的省份。因此，建设总量大、素质高、结构优、活力足、质量好
的环渤海地区新兴增长区域、京津城市功能拓展和产业转移的重要
承接地、全国重要的新型工业化基地、我国开放合作的新高地和生
活品质提高、文明程度提高、社会管理水平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提
高的我国北方沿海生态良好的宜居区，其关键和根本是人才资源的
开发利用。

二、 人才资源必然成为沿海地区发展的重要支撑

河北沿海地区的发展将是一场经济的深刻变革和转型。人才发
展转型具有战略先决作用，其转型的质量和程度决定着经济转型的
深度和广度。从国内来看，河北省在全国沿海省份中排名靠后，呈
现出典型的内陆型经济特征，因此，河北沿海地区的发展将是一场
经济的深刻变革和转型。大力发展沿海经济，根本在人才，关键靠
人才。

人才资源作为发展的第一资源，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
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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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结构、实现可持续发展过程中，起着基础性、决定性作用。当
前，河北大力发展沿海地区、构筑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的核心和根
本是必须紧紧围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保持经济平稳
较快发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提高科技创新能力，这既
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又是推动河北沿海地区更好发展、更快发
展、更大发展的必由之路。大力发展河北沿海地区从本质上是一场
经济的深刻变革和转型，与人才发展息息相关，经济变革转型需要
人才发展转型，即人才发展转型要适应于经济发展要求。人才作为
一种特殊生产要素具有自身的特点，就人才发展转型而言，既要适
应于经济发展要求，又要先行于经济发展要求，其具有战略先决作
用，这种战略先决性的主要原因：一是人才本身作为改造客观世界
的主体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和推动者，二是人才资源已经成为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要素，三是人才资源在各种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的诸要素中居统领地位且有极大的能动性，四是人才资源在社会
财富构成中的比重逐步增大，五是人才资本素质和能力导向成为时
代潮流。为此，实现人才发展先行转型成为河北沿海地区发展的必
然要求。另外，人才发展转型的质量和程度对经济转型的深度和广
度起着决定作用。人才发展转型之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
科学发展，其转型的主要方式表现为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攀升、由结
构失衡向布局优化、由活力匮乏向增强生机、由效率低下向提高功
效转变，高层次人才越多，体现的人才质量越高，创新型人才的自
主创新能力越强、创新度越高，利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范
围越广，过渡依赖资源能源消耗越少；人才结构优化程度越高、活
力越足、效率越高，相应地经济发展越科学、质量越高，经济转型
程度越深，广度越宽。因此，实现人才发展优先转型、构建与产业
体系相辅相成的人才支撑体系，通过更好地实施人才资源优先开
发、人才资本优先积累、人才结构优先调整、人才投入优先保证等
战略，进一步形成人才支撑发展、发展孕育人才的局面，必然成为
促进河北沿海地区快速、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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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河北沿海地区人才现状及问题

一、 河北沿海地区人才资源现状

（一）人才资源规模状况
１ 人才总量。２０１１年底，河北沿海地区人才资源总量达到

１３６ ３１万人，占全省人才资源总量的２６ ９１％。其中，秦皇岛市人
才资源总量为２０ ５２万人，占全省人才资源总量的４ ０５％；唐山
市人才资源总量为６４ ８７万人，占全省人才资源总量的１２ ８１％；
沧州市人才资源总量为５０ ９２万人，占全省人才资源总量的
１０ ０５％ （如表６１）。

表６１　 ２０１１年河北各市人才资源数量表 单位：人

市 人才资源
总量 比重（％） 排序

石家庄市 ８７４７２４ １７ ２７ １
承德市 ２３５８６８ ４ ６６ １０
张家口市 ２８８４９３ ５ ６９ ８
秦皇岛市 ２０５１９６ ４ ０５ １１
唐山市 ６４８７２０ １２ ８１ ３
廊坊市 ３５６０４０ ７ ０３ ７
保定市 ５８０９５１ １１ ４７ ４
沧州市 ５０９２３０ １０ ０５ ５
衡水市 ２６４６６９ ５ ２２ ９
邢台市 ４０５２４４ ８ ６
邯郸市 ６９６５６４ １３ ７５ ２
全省总计 ５０６５６９９ － －

　 　 数据来源：２０１２年《河北经济年鉴》。

从人才总量分布上看，秦唐沧三市分别排在第十一、第三、第
五位，秦皇岛市人才资源总量更是位于全省最后一位，说明沿海地
区人才规模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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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人才密度。人才总量是表示人才资源规模的绝对量指标，
而人才密度表示的是相对量指标，其公式为：

人才密度＝人才总量／劳动年龄人口数
对一个地区而言，人才密度的值越高，表示该区域人才集聚力

越强，即该值越高越好。２０１１年全省人才密度指数为１０ ７９，各市
人才密度指数见图６１。

图６１　 河北省各市人才密度指数图

由图６１可知，秦唐沧三市的人才密度分别居全省的第七、第
一、第五位。可见，唐山市在人才资源相对占有量上居于全省前
列，集聚人才能力较强，而秦皇岛市、沧州市人才集聚能力相对较
弱。

（二）人才资源结构状况
因统计数据缺乏以及专业技术人才在人才资源中的典型性，选

择２０１１年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才数据为代表，分析沿海地
区人才的结构状况。
１ 学历结构。学历反映人才受教育程度，体现人才资本存量，

可以作为衡量人才能力的静态指标。沿海地区人才学历结构见表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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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２　 沿海地区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才学历结构表　 单位：人

市 总量
研究生 大学本科 大学专科 中专 高中及以下

人数比重
（％） 人数比重

（％） 人数比重
（％） 人数比重

（％） 人数比重
（％）

秦皇岛市５１１２２ １１８６ ２ ３２ ２８０８７ ５４ ９４ １６０９５ ３１ ４８ ４９６９ ９ ７２ ７８５ １ ５４
唐山市１１５４５３ ２０２９ １ ７６ ５８８５７ ５０ ９８ ３９０８９ ３３ ８６ １３３０３ １１ ５２ ２１７５ １ ８８
沧州市 ９７１３８ ８４３ ０ ８７ ３３６８１ ３４ ６７ ４１９１７ ４３ １５ １８８１４ １９ ３７ １８８３ １ ９４
合　 计２６３７１３ ４０５８ １ ５４ １２０６２５ ４５ ７４ ９７１０１ ３６ ８２ ３７０８６ １４ ０６ ４８４３ １ ８４

　 　 数据来源：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由表６２可知，在沿海地区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才中，
大学本科所占的比重最大，为４５ ７４％，大学专科所占比重为
３６ ８２％，两者合计超过了８０％，而研究生所占的比重仅为
１ ５４％，可见，沿海地区高学历人才缺乏严重。

２ 年龄结构。２０１１年，沿海地区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
才中，３５岁及以下的９ ６１万人，占３６ ４５％；３６岁至４０岁的
５ ８６万人，占２２ ２１％；４１岁至４５岁的４ ３万人，占１６ ３％；４６
岁至５０岁的３ ５３万人，占１３ ４％；５１至５４岁的１ ８３万人，占
６ ９３％，５５岁及以上的１ ２４万人，占４ ７１％ （见表６３）。

表６３　 沿海地区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才年龄结构表 单位：人

市 总量
３５岁及以下３６—４０岁４１—４５岁４６—５０岁５１—５４岁５５岁及以上
人数比重

（％）人数
比重
（％）人数

比重
（％）人数

比重
（％）人数

比重
（％）人数

比重
（％）

秦皇岛市５１１２２ ２１９６４４２ ９６１０１１８１９ ７９ ７２３６ １４ １５ ６３３１ １２ ３８ ３０３０ ５ ９３ ２４４３ ４ ７８
唐山市１１５４５３４０９３７３５ ４６２４３０８２１ ０５１９０３９１６ ４９１６５５１１４ ３４ ８６８９ ７ ５３ ５９２９ ５ １３
沧州市 ９７１３８ ３３２１０３４ １９２４１５１２４ ８６１６７１８１７ ２１１２４５５１２ ８２ ６５４７ ６ ７４ ４０５７ ４ １８
合　 计２６３７１３９６１１１３６ ４５５８５７７２２ ２１４２９９３ １６ ３ ３５３３７ １３ ４ １８２６６ ６ ９３ １２４２９ ４ ７１

　 　 数据来源：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从表６３可以看出，在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才中，３５岁
以下的占比重最大，达３６ ４５％，从３５岁至５５岁人数及所占比重
依次减少，分布合理，说明沿海地区的人才年龄结构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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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层次结构。人才层次高低及结构是否合理是衡量一个地区
人才综合竞争力高低的重要标准。沿海地区专业技术人才层次结构
见表６４。

表６４　 沿海地区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才层次结构表 单位：人

市 总量
高级职务 中级职务 初级职务 未聘任专业

技术人员
人数比重

（％） 人数比重
（％） 人数比重

（％） 人数比重
（％）

秦皇岛市 ５１１２２ ５０３６ ９ ８５ １９５７４ ３８ ２９ ２４８９２ ４８ ６９ １６２０ ３ １７
唐山市 １１５４５３ １４９９９ １２ ９９ ５５２１３ ４７ ８２ ４３６５７ ３７ ８２ １５８４ １ ３７
沧州市 ９７１３８ ６３０３ ６ ４９ ３９７２９ ４０ ９ ４９１００ ５０ ５５ ２００６ ２ ０６
合　 计 ２６３７１３ ２６３３８ ９ ９９ １１４５１６ ４３ ４２ １１７６４９ ４４ ６１ ５２１０ １ ９８

　 　 数据来源：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从表６４可以看出，沿海地区初、中、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
所占比重依次降低，高级职称人员不足１０％，这说明沿海地区国
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层次较低，高层次人才存量不足。
４ 职业结构。从表６５可以看出，在河北沿海地区国有企事业

单位专业技术人员中，工程技术人员、农业技术人员、科研人员三
类人才合计为１０ ０９％，特别是科学研究人员极其稀少，所占比重
仅为０ １３％，而教学人员和卫生技术人员两类人才所占比重过高，
合计为７９ ９７％。由此可知，在职业分布上，直接推动科技创新和
经济发展的人才严重不足，职业结构明显不合理。

表６５　 沿海地区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才职业结构表 单位：人

市 总量
工程技术
人员

农业技术
人员

科学研究
人员

卫生技术
人员 教学人员其他专技

人员
人数比重

（％）人数
比重
（％）人数

比重
（％）人数

比重
（％）人数

比重
（％）人数

比重
（％）

秦皇岛市５１１２２ ４７０９ ９ ２１ １１４２ ２ ２３ ７８ ０ １５ ７９６７ １５ ５９３２０４９６２ ６９ ５１７７ １０ １３
唐山市１１５４５３ ７７３９ ６ ７ ３１５０ ２ ７３ ２０８ ０ １８ １６６７８１４ ４５７２７６８６３ ０３１４９１０１２ ９１
沧州市 ９７１３８ ６６２２ ６ ８２ ２９０６ ２ ９９ ４６ ０ ０５ １３００３１３ ３８６８４２３７０ ４４ ６１３８ ６ ３２
合　 计２６３７１３１９０７０ ７ ２３ ７１９８ ２ ７３ ３３２ ０ １３ ３７６４８１４ ２８ １７３２４０ ６５ ６９２６２２５ ９ ９４

　 　 数据来源：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４０２

河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研究



（三）人才与经济相关性状况
１ 人才效能。某个经济区域的ＧＤＰ状况如何，与本区域的人

才数量密切相关。通过比较我们还可以看出这个区域的人才效能发
挥如何：

人才效能＝人才总量（人） ／百万元ＧＤＰ
对一个地区而言，人才效能的值越低，表示该区域的人才利用

水平越高、人才浪费越小，即该值越小越好。

表６６　 ２０１１年河北各市人才总量与ＧＤＰ比较分析
市 ＧＤＰ （百万元） 人才数（人） 人才效能 排　 　 序

石家庄市 ４０８２６８ ８７４７２４ ２ １４２５２４ ５
承德市 １１０４２０ ２３５８６８ ２ １３６０９９ ４
张家口市 １１１８６１ ２８８４９３ ２ ５７９０３ ９
秦皇岛市 １０７００８ ２０５１９６ １ ９１７５７６ ２
唐山市 ５４４２４５ ６４８７２０ １ １９１９６３ １
廊坊市 １６１１４２ ３５６０４０ ２ ２０９４８ ６
保定市 ２４４９９０ ５８０９５１ ２ ３７１３２５ ７
沧州市 ２５８５２０ ５０９２３０ １ ９６９７９ ３
衡水市 ９２９０７ ２６４６６９ ２ ８４８７５２ １１
邢台市 １４２８９２ ４０５２４４ ２ ８３６０１６ １０
邯郸市 ２７８９０３ ６９６５６４ ２ ４９７５１３ ８
合　 计 ２４６１１５６ ５０６５６９９ ２ ０５８２６ —

　 　 数据来源：２０１２年《河北经济年鉴》，并利用公式推算出人才效能值。

从表６６可以看出，秦唐沧三市人才效能的排序分别为２、１、
３，名列全省前茅，充分说明沿海地区人才总体利用水平较高。

２ 人才贡献率。人才贡献率是衡量人才数量发展变化与ＧＤＰ
发展变化之间关系的一项动态指标。如表６７所示，２０１１年河北人
才增长率与ＧＤＰ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４ ５２，即人才总量增长一个
百分点，ＧＤＰ增加４ ５２个百分点。

从表６７可以看出，在发展趋势上，人才总量的递增与ＧＤＰ
的升势是同步的，说明近５年来沿海地区人才总量的稳步增长，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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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了ＧＤＰ的稳步上升，充分显示了人才总量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拉
动作用。

表６７　 沿海地区人才总量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情况

市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人才
增长
率
（％）

ＧＤＰ
增长
率
（％）

弹性
系数

人才
增长
率
（％）

ＧＤＰ
增长
率
（％）

弹性
系数

人才
增长
率
（％）

ＧＤＰ
增长
率
（％）

弹性
系数

人才
增长
率
（％）

ＧＤＰ
增长
率
（％）

弹性
系数

人才
增长
率
（％）

ＧＤＰ
增长
率
（％）

弹性
系数

秦皇岛市 ３ ０４ ２１ ２１ ６ ９８ １１ ６２１７ ４３ １ ５ ２ ７６ ５ ７７ ２ ０９ ３ ７５ １５ ６６ ４ １８ ０ ３６ １５ ４１ ６７
唐山市 ５ ９９ １９ ０１ ３ １７ １６ ５７２７ ２７ １ ６５ ６ ０７ ７ ７８ １ ２８ ５ ８６ １７ ２２ ２ ９４ ２ ８８２１ ７８ ７ ５６
沧州市 ５ １４ １４ ７１ ２ ８６ ２ ８７ １６ ８３ ５ ８６ ４ ３６ １１ １８ ２ ５６ ２ ９７ ２２ ３１ ７ ５１ ２ ０９ １７ ３４ ８ ３
全　 省 ２ ７１ １８ ６６ ６ ８９ ２ ７８ １７ ６７ ６ ３６ ０ ４５ ７ ６４ １６ ９８ ６ ２３ １８ ３３ ２ ９４ ４ ４７ ２０ ２１ ４ ５２

　 　 注：弹性系数＝ ＧＤＰ增长率／人才增长率；
　 　 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２年《河北经济年鉴》，并利用公式推算出弹性系数值。

二、 沿海地区区域人才开发面临的主要问题

虽然近年来沿海地区在人才开发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人才
规模日益壮大，人才投入进一步加大，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取得
了新突破，但是从总体上看，沿海地区人才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
与沿海地区建设总量大、素质高、结构优、活力足、质量好的环渤
海地区新兴增长区域的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相适应，与全国
先进沿海地区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人才理念滞后
理念决定思路，思路决定水平。人才理念落后尤其是当地领导

干部对抓人才工作认识不到位是制约沿海地区人才工作动力不足的
关键因素。它主要表现为：在认识高度上，对人才工作重视程度不
够，没有真正将人才资源作为第一战略资源，树立起科学的人才
观；在工作思路上，认为人才工作是一项软任务，从而注重抓资
金、上项目而轻视人才队伍建设；在人才的使用管理上，重人才的
培养引进，轻人才的评价使用，使人才难以对接我省产业中的重点
项目和重大工程，无法进行重大关键性技术研究，实现重大科技成
果转化和产业化研究开发，影响人才效益发挥，产生严重的人才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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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在制定政策上，缺乏沿海开放意识， “官本位”思想根深蒂
固，习惯于以行政级别、官职大小来衡量和评价个人价值与作用的
大小；在人才竞争上，缺乏危机意识，服务意识相对淡薄，存在越
位和错位现象，全社会还未形成浓厚的“四尊”氛围。

（二）人才开发水平较低
１ 人才总量较低。近年来，沿海地区人才总量上连续增长，

但总体上还是相对缺乏。从全省人才总量分布上看，秦唐沧三市分
别排在第十一、第三、第五位，秦皇岛市人才资源总量更是位于全
省最后一位，说明沿海地区人才规模较小，与上海浦东新区、天津
滨海新区等沿海发达地区相比更是差距明显，现有人才规模既难以
满足目前发展的客观需要，更不能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要求。
２ 高层次人才缺乏。由于历史的原因，河北沿海地区高校、

科研院所、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缺乏，高层次人才远远无法满足
需求，特别是创新型科技领军人才和从事科技创新活动人才短缺，
制约了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２００８年秦唐沧三市科技人才总量
为８６２３、２２５８０、４１８６人，Ｒ＆Ｄ人员总量分别为２２４１、７５４２和
１５２８人，皆位于全省的第六、第三、第九位。２０１１年，沿海地区
国有企事业单位科研人员共有３３２人，仅占专业技术人才总量的
０ １３％，而其中领军人才更是凤毛麟角。

３ 人才结构失衡。沿海地区的专业技术人才８０％分布在教育、
卫生领域，而真正在科研、生产、农业一线从事技术开发、推广和
应用以及从事农林牧渔水专业人员仅占到１０％。科技创新的主体
是企业，但科技人员大多分布在事业单位，企业科技人员数量较
少。人才培养结构失衡，沿海地区内共有１９所普通高校，在专业
设置上不能适应装备制造、石油化工、港口运营、现代物流、海洋
工程等临港新兴产业发展的需要，导致相应的人才结构不合理。
４ 自主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当前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

在于自主创新，但河北沿海地区人才自主创新能力还明显不足。
２０１０年，秦皇岛市专利申请１１７３项，其中发明专利３７８项、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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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专利６２８ 项、外观设计专利１６７ 项，分别占申请总量的
３２ ２％、５３ ５％和１４ ３％。２０１０年唐山市申请专利１６８６项，比上
年增长２０ ９５％；授权专利１３７８项，比上年增长３１ ６％。沧州市
２０１０年申报专利９９０项，较上年增长５ ５％；授权专利７６１项，较
上年增长２５ ３５％。２０１０年，河北省申请专利总共为１２２９５项，沿
海三市的专利申请总数占河北省的３１ ３％，还不能满足成为全省
经济发展增长极的定位要求，并且沿海地区的创新还是以外围技术
和外观设计为主，核心技术的创新数量较少，人才自主创新能力较
弱。

（三）人才开发载体建设较为落后
数量多、质量高的人才开发载体是吸引、培养各类人才以及发

挥其作用的重要平台。河北沿海地区在人才开发载体建设上与沿海
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１ 高等院校建设不足。沿海地区内共有１９所普通高校，其中

本科高校６所（省属骨干本科院校２所、一般本科院校３所、市属
本科院校１所），专科高校１０所，独立学院２所，没有一所全国
“２１１”工程重点院校，培养人才的数量与质量都远远不能满足沿
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２ 权威科研机构较少。目前，沿海地区仅拥有国家级重点实

验室１家，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１家，省级重点实验室１３家，
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２１家，仅占全省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总数的１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流动工作站共
有２８个，占全省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总数的２４ ８％。
３ 企业园区发展落后。沿海地区内大企业尤其是世界５００强

的大企业、大项目极少，科技园区、工业园区、留学生创业园区、
高新技术开发区等数量虽多，但档次较低，基础设施和服务环境较
差，竞争观念和服务意识薄弱，知名度和品牌效应较低。

（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环境尚未完全形成
１ 人才工作机制不健全。沿海地区现有的人才引进机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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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机制、分配机制、激励机制、福利保障机制已跟不上沿海地区经
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节奏，还存在诸多体制性障碍，如在人才引进编
制、住房，以及急需引进人才的配偶、子女的工作、入学等问题解
决不力，工作生活条件相对较差。因此，“外地人才引不进，本地
人才留不住”的现象较为严重。实践证明，沿海地区现有人才工
作机制的滞后已成为制约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软
肋。
２ 财政科技投入不足。沿海地区财政科技投入水平一直较低。

２００８年，秦皇岛市财政科技拨款为５０６９万元，占地方财政支出的
０ ４％；唐山市财政科技拨款为３５２９１万元，占地方财政支出的
１ ７％；沧州市财政科技拨款为６２６２万元，占地方财政支出的
０ ６５％。地方财政科技拨款投入强度仅唐山市高于全省（１ １％）
的平均水平，全部远远低于天津（３ ３％）、上海（４ ６％）的投入
水平，财政科技投入严重不足。
３ 人才市场配置机制不成熟。近年来，沿海地区积极推进人

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改革，市场机制进一步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人才资源宏观管理、调控体系进一步健全，但与
沿海先进地区相比，通过市场配置的高层次人才少，在引才数量上
和质量上都处于较低水平，引进的人才结构与沿海地区主导产业还
不能实现完全匹配，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人才资源配置新机制
尚未完全建立，人才市场体系、功能还不完善，市场机制还不成
熟，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尚未形成，人才配置的市场化程度需进一步
提高。
４ 人才服务功能不到位。一是信息服务功能不到位。人才数

据库建设滞后，不能及时、准确地提供各类人才的供需信息，导致
人才与用人单位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增高；人才信息引导
机制、预测预报机制尚未建立，规划引导手段不够。二是政策服务
功能不到位。人才政策法规体系需进一步完善，已出政策间的配
套、衔接、落实不能完全到位，严重制约人才智力资源向沿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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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量集聚。

第三节　 我国沿海地区人才开发的做法与经验

以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深圳特区为代表的我国沿海先进
地区通过全方位、多领域的优质服务，制订特殊的准入政策和优惠
政策，人才环境不断优化，构筑了支撑对外开放的强大人才优势，
聚集了一大批海内外高层次人才，为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发
展、区域新兴产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奠定了坚实基础。沿海先进
地区集聚人才的有效举措值得我省沿海地区深入学习与借鉴。

一、 上海浦东新区人才开发

目前，建设“浦东国际人才创新试验区”已被上海列为“十
二五”人才工作的首要任务，浦东新区紧紧围绕浦东开发国家战
略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以营造优良的人才发展环境为抓手，充分
发挥党管人才优势，进一步强化组织推进工作；聚焦重点发展领域
的高层次人才，着力搭建事业发展平台；不断创新人才政策，努力
构建公共服务体系；强化市场机制配置作用，积极推进人才服务业
发展，取得了比较显著的发展成效。人才队伍进一步壮大，人才队
伍的国际化进程明显加快，人才创新创业的活力得到激发，浦东新
区已成为国内外优秀人才向往和集聚的人才高地。

（一）启动实施“１１１６”计划
为落实中央、上海“千人计划”，浦东启动了独具特色的

“１１１６计划”，５年内吸引１００名以上中央“千人计划”人才、１００
名以上上海“千人计划”人才、１００名以上浦东“百人计划”人
才和６００名以上金融、航运、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领域
的创新创业人才。

引进的“百人计划”人才，新区一次性给予５０万元奖励、５０
万元安家补贴和５０万元团队奖励；有安居需求的，５年内免费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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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新区不超过１５０平方米的人才公寓供使用；可享受区域内医院特
需门诊服务、享受每年一次的疗休养及健康体检待遇。对创业人
才，新区则通过创新国资投资机制、银政合作机制、设立创业投资
引导基金、研发费用补贴给予支持，最高可达５００万元；３年内，
给予团队成员每人每月２０００元人民币的租房补贴。为了缩小与国
际金融中心之间的差距，浦东筹划制订相关优惠政策倾斜于金融人
才，特别是国际金融高端人才和领军人物，如在住房、子女就学补
贴等方面对金融企业高管给予奖励，通过各项优惠，填平移居地之
间的差距，使其生活水准不降低，使得２０１０年金融从业人员扩充
到２２万人。

（二）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２０１０年８月，新区与上海银行开展战略合作，通过政府支持、

银行创新、监管突破，建立银政风险共担机制。目前，通过“银
政合作”发放贷款超过４７亿元，有３６０多家中小企业受益，其中
盛美半导体、亚申科技、益科博能源科技等７家“千人计划”人
才企业共获得７３００万元授信额度。为完善创新型创业企业上市推
进机制，２０１０年１０月，新区分别与上海、深圳两家交易所签订共
同推进中小企业上市的合作协议，重点推动新区“九高”（九大高
新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四新”（新经济、新服务、新农业和新
商业模式）企业上市。２０１０年，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复浦东新区开
展知识产权融资试点工作，为期３年。目前，浦东已有１１７家企业
以专利等知识产权作质押，获得银行贷款１ ８亿多元。浦东新区出
台了《关于通过浦东科投、张江科投支持高端人才集聚浦东开展
科技创业的试点方案》，明确由新区财政、张江专项资金分５年投
入２０亿元作为初始资金。并建立“资本金＋利息”的投资退出机
制，推动国有资本在科技企业初创阶段起到补位作用，支持创新型
中小企业发展。２０１０年９月，与首批６家中小型创业企业签署投
资协议，总投资３ ４亿元，其中包括３家中央“千人计划”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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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积极推进服务平台建设
根据人才创业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积极推进服务平台建设，

提供深入有效服务。上海浦东新区深化创业基地建设，制定实施了
“春江计划”，拓展张江高科技园区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
功能，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着力探索生物医药公共服务平台国
际化运作的新途径。研究对高端人才和创新企业的研发支持机制，
探索通过评估，将项目“后补贴”转为分阶段补贴机制，加大补
贴力度。探索财政补贴可转股模式，加大对企业研发前期补贴力
度。推进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创建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
基地”。围绕临港产业布局和城市发展，积极打造“国际人才自由
港”。针对企业成长规律，上海浦东新区提升大学生创业基金会、
科技创业中心功能，完善“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科技创
业链。

（四）打造安居乐业的综合环境
工作、生活环境优越，才能拴得了心、留得住人。“十二五”

期间，浦东新区将继续完善“便捷通道”，确定７０家重点涉外企
业，对其提供预约受理、简化手续等ＶＩＰ式服务。新区自２００８年
起实施人才安居工程，计划３年内建设３ ７万套、２３０万平方米各
类人才公寓。截至目前，新区已建成７３万平方米人才公寓，累计
解决５万人次的过渡性住房需求。２０１０年底，浦东新区统计部门
专门就新区的生活环境和商务环境两方面做了抽样调查。结果显
示，新区魅力指数得分为７４ １分，处于比较满意区间。其中，超
过８０％的受访者表示十分满意新区的整体环境和各项设施建设，
对新区的发展前景表示十分乐观的态度。

（五）不断完善政策法规体系
上海浦东新区不断完善政务环境，建立政策服务中心，做到各

类政策统一发布，统一宣传，编制政策智能查询软件，对企业进行
个性化政策诊断，建立“专员制”重点服务制度，对海外高层次
人才采用“一事一议”、 “特事特办”，以及“一人一策”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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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一对一”、 “点接点”贴身服务。同时，按照总量、结构、
区域、环境等要素，建立浦东新区人才基础数据统计体系，并定期
制定发布浦东人才指数，为政府决策、人才择业、企业用人提供依
据。探索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薪酬定价机制，鼓励企业探索采取股
权、期权激励等方式激励人才。研究制定人才评估办法，探索形成
与浦东新区人才政策相适应的人才认定机制，落实海外人才个人所
得税政策，扩大政策应用效果。

完善法规体系为人才创新创业保驾护航。２０１０年底，浦东新
区人大常委会在市人大的授权下，第一次制定带有立法元素的权威
文件，也是上海历史上第一次将“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写进人
大决定，第一次对浦东成为“最开放、最高效、最透明”的地区，
明确了具体的量化的制度安排，明确鼓励、支持和推动区属国有开
发公司和区属国有科技投资公司，通过直接投资、贷款担保等方式
资助初创期、种子期的科技中小企业，允许发生缘于非主观故意造
成的失败或失误，减轻或免于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二、 天津滨海新区人才开发

自２０１０年１月滨海新区第一届政府成立以来，通过积极完善
人才政策体系，建立人才监测和预警机制，急需紧缺人才成建制引
进机制，创新人才激励机制，不断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大力聚集经
济社会发展急需紧缺的人才。截至目前，新区高层次从业人员１ ５
万余人，全区人才总量达到９１万人，人才密度达３６ ７％，高新技
术产业总产值占全市比重近８０％。滨海新区正在成为高层次人才
创新创业的热土，积极的引才政策、良好的人才环境、光明的创业
前景吸引他们纷至沓来。

（一）人才政策体系提供引才保障
滨海新区统筹制定了一系列集聚高层次人才的系列政策，加快

构筑人才政策特区。出台了滨海新区重大人才工程实施意见、引进
海外高层次人才暂行办法、人才发展基金使用管理办法等多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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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制定了《鼓励科技领军人才创新创业暂行办法》、《鼓励海外
高层次留学人员创新创业暂行办法》等政策，初步形成了配套衔
接的人才政策体系。在鼓励人才自主创新方面，实施了《技术创
新奖励办法》、《鼓励企业创造和发展知识产权资助办法》、《科技
计划项目立项资助办法》等政策。同时，天津滨海高新区还出台
了鼓励产学研合作和研发机构建设的专项政策，吸引周边和北京高
等院校、科研院所入区发展，丰富了滨海高新区人才特区建设内
涵。

创新高端人才引进政策。滨海新区设立人才发展基金，规模为
每年３０００万元，并逐年增加，主要用于资助六类高层次人才的引
进、培养和奖励。资助引进“两院”院士，给予每人一次性购房
补助１００万元。由新区推荐当选的“两院”院士，给予个人一次
性奖励１００万元。对批准引进的创业型领军人才和入选国家、天津
市“千人计划”的创业人才，给予一次性经费资助３００万元；对
批准引进的创新型领军人才和列入“千人计划”的创新人才给予
一次性经费资助２００万元；对批准引进的高层次留学生人才给予
５０万元的项目资助。资助引进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国家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重大科研项目学术技术带头人，省部
级专业技术拔尖人才，重点行业急需人才，对其给予购房补助。奖
励人才科研创新和为新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人才。

在人才投入方面，滨海新区实施优先保证的人才投入政策。５
年内，新区财政每年的人才发展专项资金不低于一般预算收入的
２％，新区各单位财政用于人才引进、人才培养、人才奖励和工作
运行的投入，不低于当年一般预算收入的１％。同时加快科技金融
创新，发展科技保险，壮大股权投资基金，试办科技合作银行，促
进人才与资本深度契合。

（二）服务体系创造凝聚人才环境
除了政策支持外，滨海新区还努力构建全方位公共人才服务平

台。进一步完善人才服务中心职能，设立人才服务窗口，建立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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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捷的办事机制，为各类人才提供一站式便捷服务。引入公共人事
外包模式，将相关公共人事代理服务统一打包面向社会进行公开外
包，引入具有相关资质和丰富管理经验的企业，为各类人才提供专
业化、规范化、标准化的便捷服务。着眼促进人才流动，进一步建
设完善集市型人才市场与网上人才市场相互补充，综合性人才招聘
与专业性人才招聘相互结合，本地人才挖掘与外部人才引进相互联
动的人才市场配置体系。

打造舒适生活环境。建立人才服务联动反应机制，整合公安、
教育、卫生、社保等部门服务资源，快速高效地为人才解决出入
境、落户、医疗、配偶就业、子女入学等实际问题。针对企业的一
线技术骨干，帮助解决户口进津问题，滨海新区“外来优秀建设
者”评选活动已开始试点工作。与市人事局、市公安局帮助解决
企业引进不符合现在政策规定条件的急需人才，包括高技能人才问
题，寻求政策突破。实施人才安居工程，规划建设了一批环境优
美、设施齐全、配套完善的各类人才公寓。

优化人才成长环境。天津滨海高新区从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实际
需求出发，怀着真情做好人才引进及后续工作，帮助解决工作、生
活上遇到的实际困难，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实现以事业留人、以
感情留人。积极为留学生创办企业提供科技项目申报、知识产权与
融资差异化特色服务。同时，根据留学生创办企业的需求，举办各
类技术交流与合作研讨会、讲座和论坛，开展针对性培训，组织开
展劳动合同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技术转移等各类培训，深受留
学生企业欢迎。成立留学人员俱乐部和留学人员联谊会，每年定期
举办留学人员“创业沙龙”，分享创业经验、沟通信息资讯，促进
了资源共享和互惠合作。

（三）搭建创业舞台“筑巢引凤”
天津滨海新区创造性地提出了“三级孵化”理念，为企业提

供从初创期、成长期到发展期“接力式”创业环境，制定实施国
内首个完整的孵化服务标准体系，按照五个标准内容要求开展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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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工作，为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提供“全案式”服务，把孵化
器建成“引凤”的“筑巢”工程。目前，已建成国家级科技企业
孵化器５家，总面积达到１２０万平方米，超过２０００家科技型中小
企业快速成长，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孵化基地之一。留学生创业园
的６项孵化指标名列全国国家级孵化器前列，建立的“精品孵化
模式”被科技部作为典型模式在全国孵化器界加以推广，并先后
被批准为部市共建“中国留学生创业园”、“国家留学人员创业园
示范建设试点”，打造了“全国留学回国人员先进工作单位”等９
个国家级创业基地品牌、荣获８个国家级和市级荣誉称号，成为吸
引海外高层次人才的“金字招牌”。
２００９年以来，天津滨海新区投入留学归国人员创业孵化器、

软件园等硬件环境建设资金２ ５亿元，投入人才培训、招聘推介、
经费资助等方面资金２６００余万元，为引进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的
企业免除７５００平方米的房租，提供风投及担保贷款支持３２００万
元。强大的资金支持，有力破解了人才创业初期的瓶颈问题，为人
才潜心创新创业扫除了障碍。天津滨海高新区以积极落实资金资助
的方式表明支持人才创业发展的决心和态度。

三、 深圳经济特区人才开发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３０年以来，盘点其收获的宝贵精神财富，
不能不聚焦于曾一度风靡全国的人才“孔雀东南飞”景象。这是
因为深圳人才政策不仅引领了大量国内外优秀人才来深创业，发挥
着国内首屈一指的人才聚集效应，而且在较长时间内成为深圳的响
亮品牌或名片，为深圳的迅速发展注入了至关重要的活力。

（一）破除常规激发人才活力
深圳之所以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能够快速集聚八方才俊，关键

在于用人上能促使人才脱颖而出。当时的深圳把“杀出一条血路”
的改革新理念融入到人才使用中，大胆破除了许多旧的用人做法，
如人才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领导职务终身制、论资排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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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部门或单位所有等，放手鼓励采取新的用人做法，如能上能下、
公开平等竞争、打破论资排辈、能力业绩和分配挂钩、精神奖励和
物质奖励相结合、社会保障人才流动等。这些做法充分体现了深圳
在人才使用上的比较优势，以至上世纪９０年代末的上海一位市领
导曾多次指出：“深圳之所以成为优秀青年人才向往的地方，其中
重要原因就是在用人上能不拘一格。”

（二）设立专项资助吸引人才
深圳特区设立了“高层次专业人才工作专项资金”，市级专项

资金首期投入约２亿元。完善高层次专业人才工作协调机制，每两
年评选１０名左右优秀高层次专业人才，授予“鹏城杰出人才奖”，
每人奖励５０万元。对高层次专业人才学术研修按照分类补贴、重
点补贴的原则，分别给予年度３０００元至１万元不等的研修津贴。
扶持做大做强留学生经济，优先安排留学人员创办的高增长型企业
进驻产业基地，鼓励社会投资新办留学人员创业园区和产业园区，
市政府提供２００万至５００万元的专项资助。

鼓励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机构来深设立分支机构，共建重点
实验室、研发中心、技术转移或转化中心、中试基地。鼓励企业设
立研发机构和“首席技师工作室”，并给予资助。

（三）公共部门示范用好人才
深圳之所以在改革开放初期奠定人才使用上的比较优势，其首

要前提便是公共部门特别是党政机关带头冲破一些旧的人事罗网，
率先制定了一系列新的用人体制机制，如在全国率先通过考试对人
才素质把关、率先打破统一标准的工资模式、率先建立第一个人才
市场、率先组团到海外招聘人才等等。正是这些众多的率先，成就
了名扬四海的人才“孔雀东南飞”景象。而深圳一个时期以来出
现的人才弱化现象、人才倒流现象，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公共部门用
人的观念、体制和工作没有更新。在公共部门为主导的社会格局
中，人才发展的实现离不开公共部门的用人示范，公共部门用好人
才是全社会人才健康发展的示范和推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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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竞争配置人才
用好人才，说到底就是把特定的人才配置到特定的岗位。如何

配置一定的人才到一定的岗位，实现人才与岗位的最优配置，就不
能从主观愿望或个人的想象出发，因此，深圳特区在人才配置中引
入了最有效的竞争手段。有竞争才能有鉴别和比较，才能在人才使
用问题上求得最优人选。国内许多发达地区的大量事实也表明，哪
里人才用得更好、哪里人才发展的机会更多，人才就流向那里。深
圳改革开放之初，各界特别是企业，正是凭借在人岗配置问题上采
取的一系列突破性的措施，规范人才在岗的时间性，打破国籍、户
籍、身份、学历、年龄的限制或约束等等，使得竞争因素注入方方
面面，这既使岗位资源的开发效益始终保持最大化，并有效盘活深
圳的人才存量，也使得日益增多的来深优秀人才大多如愿到岗，并
能脱颖而出。

（五）政策体系提供人才保障
深圳特区出台实施了《关于加强高层次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

实施意见》，并制订了《深圳市高层次专业人才认定办法》、《深圳
市高层次专业人才住房解决办法》、《深圳市高层次专业人才配偶
就业促进办法》、 《深圳市高层次专业人才子女入学解决办法》、
《深圳市高层次专业人才学术研修津贴制度实施办法》和《深圳市
国（境）外高级专家特聘岗位管理办法》等配套政策，形成了“１
＋ ６”引进人才政策保障体系。
以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深圳特区为代表的我国沿海先进

地区集聚人才的举措，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五个特点：创新政策
招揽人才、投入巨资扶持人才、搭建平台凝聚人才、孵化事业培育
人才、真情关怀赢得人才。河北在建设沿海地区的过程中，需要深
入学习和借鉴沿海先进地区集聚人才和智力的有效举措及先进经
验，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为建设沿海地区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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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河北沿海地区人才开发的路径与对策

河北沿海地区要发挥区域比较优势，突出沿海经济特色，大力
发展循环经济，推动产业机构优化升级，提升产业综合竞争能力都
离不开人才的有效开发与合理利用，借鉴其他沿海地区人才开发的
先进做法，结合河北沿海地区实际，提出以下河北沿海地区人才开
发的路径与对策。

一、 坚持以人为本， 实施人才强沿海战略

（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强化人才战略意识和观念
省委书记张庆黎在《奋力开启建设经济强省和谐河北新征程》

一文中指出：对于一些省份来说，资金或许是发展的关键，而对河
北来说，彻底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才是关键中的关键。就人才工作
而言，牢固树立科学的人才观是关键中的关键。当前，河北不同程
度地存在着资源开发重于人才开发，项目引进重于人才引进的现
象，在人才的评价和使用上唯学历、唯职称以及论资排辈现象比比
皆是，这是对人才价值认知程度的误区。为此，必须破除一切与科
学发展观、科学人才观不符合、不适应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工
作方法，强化“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理念，牢固树立“重物”
更要“重人”、重“学历、职称”更重“能力、贡献”、人人都能
成才的科学人才观，大力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
重创造的氛围，更加解放思想，重视发挥人才主体作用，尊重个
性、鼓励创新、宽容失败，不拘一格遴选人才，最大限度激发人才
活力，为河北沿海地区的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智力保障。

沿海地区在建设“经济强省、和谐河北”中担负着率先发展
的重要职责，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人为本，牢固树立
人才资源是第一战略资源的观念，以“抓第一要务之要务”的力
度来抓好人才队伍建设，教育和引导沿海地区乃至全省各级领导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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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自觉将“人才强沿海”转化为工作思路，并贯彻于工作的各个
环节，强化为各类人才主动服务的观念。做到谋划经济发展同时考
虑人才支撑、推动工作落实同时考虑人才保障，把人才工作纳入领
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使人才资源真正成为领导干部思
想和工作上的“第一资源”，引导沿海地区实现人才强沿海战略由
意识向实践的转化。

（二）牢固树立科学人才观，坚定践行人才优先发展
实施人才强沿海战略，就要切实把人才资源开发放到优先发展

的战略位置，在寻求经济高增长的同时，特别关注生产力中最革命
最积极因素，即人力资源的开发和使用工作。用科学人才观培养、
吸引和用好人才，努力形成有利于各类人才脱颖而出、建功立业的
良好环境和氛围。要在注意稳定和用好现有人才，挖掘他们潜力的
同时，还要精心培育、积极引进各类急需人才，使沿海区域内人才
结构更科学化、更系统化，人才素质全面提升，人才积聚效应突
现，人才辐射效应显著。要抓好对人才工作的宏观管理和谋划，把
市场的配置作用、用人单位的主体作用、党委政府的推动作用紧密
结合起来，不断创新，不拘一格发现人才、启用人才，要努力营造
人才辈出的局面。

沿海地区人才优先发展，特别要实现企业人才优先发展。沿海
地区经济发展，人才资源优于其他物质、资本要素，起着决定性的
作用。实现沿海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企业是主体，自主创新是核
心，人才是关键。沿海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就要加强企业的技术
创新力度，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实
施人才优先开发战略，调整沿海区域经济产业结构，集聚优秀人才
投身企业。

二、 创新人才引进机制， 形成河北沿海地区 “人才强磁场”

（一）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构建人才工作对外开放新格局
高层次人才是科技创新、知识创新、管理创新的开拓者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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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提升沿海地区自主创新能力、支撑主导产业发展的核心力
量。沿海地区必须把引进高层次人才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１ 加大力度引进急需和紧缺的高层次人才。搞好国家、省重

要人才计划和工程在沿海地区的组织实施，建立沿海地区人才引进
专项基金，围绕重点经济行业和领域，加快引进对产业发展有重大
推动作用、能带来重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创新创业人才；发挥
企事业单位人才引进主体作用，采取团队引进、核心人才带动引
进、项目开发引进、人才派遣、人才租赁等多种方式引进高层次人
才；研究制定人才向沿海地区聚集的特殊优惠政策和措施，加快引
进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各领域特别是重点产业短缺急需人才，促进人
才向重点产业聚集。坚持“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柔性引才思
路，全方位、多形式地宣传河北沿海地区人才引进政策，推介人才
资助项目，联系人才技术合作，加大招才引智、招才选智力度，促
进人才引进模式由数量型向质量型、创新型、团队型转变。
２ 坚持人才工作对外开放，实施引进国外人才智力工程。进

一步扩大国际人才智力交流与合作，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
层次上开展人才智力引进工作。以落实“千人计划”、“百人计划”
为载体，做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通过国内外人才引进、技
术交流、联合开发、合作研究和人员培训等多种形式，实现人才智
力资源的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形成沿海地区人才工作对外开放新
格局。加强与有关国家大学、研究机构、跨国公司和华侨华人社
团、留学生组织的联系与合作，建立海外人才联络处与河北沿海籍
海外人才信息库，积极引进留学人才和海外人才。切实做好人才智
力引进规划，每年有计划地引进急需的专家，以及在国际某一学科
（领域）的带头人、拥有专利（发明）并属国际领先水平或填补沿
海地区空白项目的专家来河北沿海地区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建立
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加大留学回国人员科研项目资助力
度，启动“留学人员支持计划”，选择留学人员创新创业和服务重
点项目进行扶持，集聚一批海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和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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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开展大规模赴外招聘活动，以政府品牌招揽人才。沿海三
市以市政府名义组团、市领导带队赴国内外招聘人才，与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共同主办河北沿海地区高层次人才招聘大会，为河
北沿海地区企事业单位引进紧缺人才。组织招聘小分队深入省内外
知名高校举办校园招聘会，直接从高校吸纳和储备人才。

（二）利用区位优势，全面提升引进京津人才智力水平
河北沿海地区处于内环京津的区位，在扩大对外开放、接受京

津先进生产要素辐射方面，有着得天独厚、近水楼台的优势。利用
环京津优势，突出抓好京津冀区域人才合作推进工程。认真落实京
津冀人才合作的各项协议，打造京津冀人才智力对接的平台，把引
进京津人才作为人才对外工作的突破口，认真谋划实施引进京津人
才战略，创新完善引才引智政策，建立京津人才供求网络信息系统
和人才市场联系基地，充分利用人才工作站优势加大赴京津引智工
作力度，广泛开展高层次引才活动，延揽京津各方面人才，全面提
升引进京津人才智力水平，实现在引进京津人才智力上取得新突
破。加大与京津在教育、培训等方面的交流力度，共同打造专门人
才培训基地，以“首都经济圈”为载体，鼓励开展前沿技术研究
合作，探索共建共享的有利于区域人才合理流动的体制机制。

紧紧围绕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发挥企事业单位的主体作
用，采取团队引进、核心人才带动引进、项目开发引进等多种方
式，重点从京津引进沿海产业发展急需的各类人才，或鼓励京津高
层次人才通过兼职从事咨询、讲学或开展技术合作、定期服务等方
式向沿海地区柔性流动。建立“户口不迁、关系不转、双向选择、
能进能出”的人才柔性引进机制，鼓励京津专业技术人才通过兼
职从事咨询、讲学等方式，开展技术全作、定期服务、技术入股或
投资兴办企业。开展走访京津名校、科研院所活动，适时启动京津
知名高校、科研院所专家博士来河北省挂职工作，建立研究生实践
基地，主动接受京津人才智力辐射，实现京津高层次人才与河北沿
海经济的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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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提升人才聚集支持能力，培育河北沿海地区“人才发展极”

（一）强化人才载体建设，构建引智工作平台
人才引进需要载体吸收，而载体的完善和成熟更需要人才的支

撑。良好的人才载体是挖掘人才、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培育人
才、集聚人才的有效平台，加快人才载体建设，是当前沿海地区域
人才开发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基础性工作。
１ 着力沿海地区高等学校建设。高校是人才强沿海战略实施

的智力体，是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人才保障库。高校一方面培养新
型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建设者，另一方面又吸纳着社会众多方面的
专家和前沿开拓者。高校高层次人才可以为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提供
强大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一个院所，就是一个人才基地”。
沿海地区要积极与国内外名牌大学合作建立分院、分校，在曹妃甸
新区、渤海新区、北戴河新区规划建设工、农科院校，支持创建优
势学科和优秀国际化科研教学团队，在培养沿海地区发展所需人才
的同时吸引高层次人才进入沿海地区工作。
２ 加强科研机构建设。科研机构是创新的载体，更是吸收高

层次人才尤其是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的载体。为了进一步集聚国内
外优质科技资源，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迅速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
进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破解自主创新动力不足，高级科技人才短缺
的难题，一方面沿海地区要在建设资金、土地征用、人才引进、科
技项目等方面予以优先支持，积极引进各类科研机构。包括引进大
院名校、共建创新载体，吸引国际知名跨国公司在河北沿海地区设
立研发中心、区域性总部和创新创业中心，积极争取国家重大科研
计划项目及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等科研基地落户；另一方
面要提升现有重点实验室、中试基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
术中心的层次和水平，进一步谋划对现有科研机构的升级工作，加
强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站建设，扩大博士进站规模。
３ 积极促进产业层次提升。众多高新技术产业的汇聚必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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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对高端人才的吸引能力大大增强，同时，众多高层次人才的聚
集也将进一步推动区域产业层次的提升。 《河北沿海地区总体规
划》指出，河北沿海地区要优化发展以钢铁、装备制造、石化、
建材和电子信息为主的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以现代物流、金融服
务、高技术服务和旅游为主的现代服务业，积极发展种植业、畜牧
业、渔业等特色农业，形成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为主的产业结
构。沿海地区应抓住产业提升与重新布局、生产要素向沿海聚集的
大好时机，充分利用港口、滩涂湿地等优势资源和国家对相关产业
的政策扶持，进一步改进招商方式、明确招商引资重点，加大知名
企业和重大项目的引进力度，依托优势产业、重大项目和大企业、
大集团等搭建人才聚集平台，形成“人才＋项目”、 “人才＋产
业”，人才集群引进带动产业集群发展的发展模式。
４ 加快推进沿海地区各类园区建设。企业成长需要基地孵化，

需借鉴国外和沿海发达省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留学生创
业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科学规划河北沿海
地区各类园区建设，增加引智示范园和实验推广基地数量，建设秦
皇岛、唐山和沧州留学人员和京津人才创新创业园。积极构建
“项目－引智－基地”三位一体、互为依托、相互促进的招才引智
新模式，使各类人才创业有机会、干事有舞台、发展有空间。加大
资助力度，发挥各类园区人才载体的服务特性和企业孵化功能，精
心打造沿海地区高新技术人才创业发展平台，吸引更多的海内外人
才到园区创业发展。

（二）积极营造聚才环境，提供人才发展保障
现阶段人才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服务”，即环

境的竞争。随着河北沿海地区逐渐形成“人才发展极”，营造政策
优厚的创业环境、以人为本的生活环境，就显得十分重要。
１ 完善创业环境。通过调整功能定位、拓展业务范围、加大

投入等措施，使各级各类园区和服务机构从目前的单纯为企业提供
共享设施、办理落户等基础服务，转移到帮助企业进行市场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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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研发、人力资源开发、风险投融资、无形资产培育等高智力增
值服务上来。建立政府资金支持体系，以创业企业资助资金、小额
担保贷款绿色通道、创业园房租补贴、对重点留学人员企业成长支
持、创业园孵化软环境建设资金支持等形式，为高层次人才创新创
业提供资金支持。实现金融和科技的紧密结合，众所周知，硅谷成
功的一大经验就是资金与技术的紧密结合，科技金融服务覆盖了科
技企业发展全过程，更直接的说法是， “当技术还只是一个创意
时，就可能找到资金的支持”。河北沿海地区在建设“环渤海地区
新兴增长区域”的同时，要坚持把科技金融作为支持高层次人才
创业的突破口，形成了以企业信用体系建设为基础，包括信用激
励、风险补偿等机制和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等投融资渠道在内的投
融资体系，为创业初期资金匮乏的企业提供了有力支撑。
２ 持续优化生活环境。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高质量加

强交通、通讯与基础设施建设，围绕人才需求建设“人才家园”，
大力植树造林、绿化环境，将造林绿化与城市建设相结合，构建生
态宜居环境。着眼整个城市的转型，从服务功能、产业载体、生态
面貌、社会生活、文化氛围等方面入手，全方位营造“环境像花
园、氛围像校园、生活像家园、创业像乐园”的城市大环境。完
善服务体系，提高服务效率，为高端人才办理学历学位认证、安家
落户、社会保险、配偶就业、子女入学、就医等相关事宜实行一站
式服务，把“限时办结”、“首问责任”、“服务承诺”有机结合起
来，跟踪问效，积极营造亲才、扶才、安才、敬才的良好环境。

（三）依托“一带三组团”开发格局，实现人才与经济协调发展
河北沿海地区发展总体布局是有序推进人口和产业向城市化地

区聚集和布局，形成由滨海开发带和秦皇岛、唐山和沧州组团构成
的“一带三组团”空间开发格局。人才开发要依托产业布局，实
现人才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滨海开发带要以沿海高速和滨海公路为纽带，以建设北戴河新
区、曹妃甸新区、沧州渤海新区为契机，积极吸引冶金、材料、石

５２２

第六章　 河北沿海地区发展中人才开发利用



化、临港经济、港口物流类专业人才；秦皇岛组团要充分发挥旅游
资源丰富和高技术产业基础较好的优势，重点聚集电子信息、旅
游、农业种植、文化等专业高层次人才；唐山组团要利用矿产旅游
资源丰富、产业基础雄厚的优势，依托大型企业、重点项目，办好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和博士后技术创新中心，加快博士、留
学人员科技工业园建设步伐，建设成为对各类人才具有强大吸引力
和承接力的高密集平台，聚集大批钢铁、矿产、装备制造业等行业
高端人才；沧州应充分利用油气地热资源丰富、特色产业发达的优
势，优化发展石油化工、装备制造业，加快发展优质林果、绿色有
机蔬菜、特种养殖等特色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需重点吸引石化、
装备制造、电力能源、物流以及农业人才。“一带三组团”在人才
战略选择上应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实行错位人才发展，避免同区竞
争。

四、 优化人才培养方式， 构筑河北沿海地区 “人才高地”

（一）实施特色产业人才培养计划
沿海地区是最具成长性和带动力的发展区域，也是对产业人才

需求最旺盛的区域，院校专业设置要与发展沿海经济与临港产业密
切相关，以此为依托，聚集和培养大量人才，以满足沿海地区日益
增长的人才需求。一方面，河北沿海地区要以经济发展为核心要
求，调整高校专业结构设置，加大石油化工、金属冶炼、海洋工
程、现代物流、交通运输、港口运营、农业种植等专业人才培养规
模，努力为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培养更多的合格急需人才。也可借鉴
黄骅市与国家重点大学联合办学的做法，由地方政府提供土地和基
本生活设施，校方出师资力量，新建本科院校。另一方面，要从制
度、政策上进一步加强高等院校与企业合作保障，不断拓展合作领
域，深化合作内涵，创新合作模式，推进合作上水平、上层次，走
出一条“政府搭台，校企唱戏”，高校与区域产业集群全面合作的
新路子，确保校企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人才共培、专业共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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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共建”的互利共赢目标。高校与企业共同商讨人才培养方案、
建立课程体系、与企业专家共同组建教学团队并组织学生到企业实
习等途径，构筑河北沿海地区具有特色的产业人才高地。

（二）重点培养适应沿海产业发展的高技能人才
河北沿海地区快速发展的产业群需要大批高技能应用型人才作

为可持续发展的支撑，需要实现区域产业发展与职业院校强强联
手，这标志着沿海地区职业院校与区域产业集群的合作已进入到一
个新起点、新阶段，实现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合作双赢，必将为河
北沿海地区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提高产业综合竞争力提供重要的人
才支撑和智力支持，同时，也将有力推动河北沿海地区职业院校的
教育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１ 调整人才培养方向。充分发挥高职院校、高级技工学校

（技师学院）共同培养技能人才的作用，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扩大
规模，加大投入，充实设备装备，及时调整专业设置，紧跟当地产
业结构调整和传统产业升级的方向，增设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
中高技术含量的专业种类，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提高实际操作水
平，全面提升培养实用技能人才的能力和水平。
２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鼓励企业与高职高专学校合作，采取

培养基地建设和顶岗实习等方式，培养适应产业发展需要、具备较
高技能的操作人才。采取设立专项奖学金的方式，努力培养企业和
重点项目急需的高技能人才。政府可为校企双方合作培养技能人才
搭建平台，对于开展校企合作卓有成效的企业以及开办技工院校的
企业，在城市教育费附加和企业职工教育经费提取以及税收等方面
可考虑予以优惠，从政策上鼓励和支持校企合作。只有创新“工
学结合，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产业集群地政府、行业、企
业实施全方位深度合作，针对性培养企业需求的高技能人才，并为
集群地企业开展技术服务，更好地推进集群地产业转型升级，以此
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３ 建立技能人才公共实训基地。秦、唐、沧三市要支持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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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技能人才公共实训基地，为职业院校学生和企业在职职工提供
技能实训、技能鉴定、师资培训和加强高技能人才交流的场所，开
展以“高（高端职业和技能）、新（新兴职业和技能）、长（长周
期技能开发）、前（前瞻性技能开发）”为主要特点的高新技能实
训项目，提高企业职工、院校学生的技能水平，满足河北沿海经济
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

（三）大力推进高层次人才团队建设
围绕沿海地区经济重大项目建设中吸引、凝聚高层次人才群体

问题，提出和落实加强沿海地区经济重大项目创新团队建设的政策
措施，重点建设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团队，确保每个团队拥有一支
高层次人才队伍、一所合作高校或科研院所、一个高层次人才聚集
载体。建立政府指导下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多种形式的
产学研战略联盟，通过共建科技研发平台、开展合作教育、共同实
施重大项目等方式，培养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团队。

五、 完善人才工作体系， 打造河北沿海地区 “人才特区”

（一）加强组织领导
１ 完善“一个工作格局”。全面推行“一把手”抓“第一资

源”目标责任考评制度，把人才服务成效作为评价县市区和市直
部门工作的重要依据。推进人才工作内容由“单一”到“多元”
的转变，实行资源联合，部门联动，不断丰富服务内容，最大限度
满足人才创新创业需求。建立健全各级领导干部联系、关护高层次
人才制度，全面掌握人才需求，定期走访慰问，协调解决人才工作
中的困难和问题，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形成人才工作齐抓共管新
局面。
２ 营造“一个舆论氛围”。组织开展科学人才观宣传，采取多

种形式，不遗余力地宣传高层次紧缺型人才的重要作用和突出贡
献，着力提升他们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大张旗鼓地宣传重才爱
才的先进事迹和典型事例，激发各类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的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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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主动性，努力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尊重创新的浓厚氛围。充分发挥经济利益和社会荣誉双重激励作
用，对为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杰出人才，加大宣
传力度。扩大引才、引智与项目开发和课题攻关的社会影响，通过
项目申报、专家评审等方法，对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和引进人才实施
项目作出重大贡献和产生重大推动作用的企业和人才进行表彰。

（二）加大人才开发的投入支持力度
１ 坚持人才投入优先保证。各级政府优先保证对人才的投入，

把人才投入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年度目标，确保教育、科技支
出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落实国家财政、税收优
惠政策，鼓励企业和社会组织建立人才发展基金，多形式投资人才
资源开发，逐步建立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人才投入体
系。
２ 设立人才开发专项资金。设立人才创新专项资金，以奖励、

后补助、贴息、无偿资助等方式，优先支持产业共性和关键技术研
发、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优先支持科技创新人才的引进培育，优
先支持产学研合作、科技金融结合项目；设立人才开发专项资金，
用于人才发展重大项目的实施和高层次人才、急需紧缺人才的培
养、引进；做大人才发展专项资金，重点用于人才引培、产品研
发、创业扶持和创新平台建设，对“双创”人才领衔的科研项目
优先申报各类政策资金，凸显政府的导向和激励作用。增加科技人
才支出、鼓励创新平台建设、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引进科技创新人
才、营造创新创业环境等出台了一系列激励政策。

（三）扎实推进八项重点人才工程
八项重点人才工程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河北人才工作的重要

抓手，涵盖了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各类人才，涉及人才培养、
引进、使用等各个环节，是体现河北特色的系列人才工作项目。扎
实推进八项重点人才工程，不仅会推动河北人才规模实现跨越式增
长，更会实现沿海地区人才质的飞跃。沿海地区要强化责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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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大气力把各项重点人才工程打造成精品工程；针对不同领域人才
队伍建设的实际情况和不同重点人才工程的推进要求，进一步细
化、完善实施方案；要搞好财务预算，切实保障八大重点人才工程
经费落实到位；要加强对重点人才工程的监督管理，进一步健全工
作协调推进制度，确保各项重点人才工程任务始终不断线、不脱
节，有计划、按步骤推进。

（四）建立健全扶持激励政策
１ 设立“人才特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专门扶持具有独立

知识产权、科技含量高、市场潜力大的项目。对符合条件的创新创
业团队，还给予下放行政审批权限、降低工商注册门槛、优先配套
建设用地指标、实行财政减免返还等一系列扶持激励政策。对符合
条件的人员来“人才特区”创新创业或进行其他方式的人才合作，
除享受国家、河北省原有待遇外，三市财政和用人单位还将按照不
同引进合作形式，再分别给予适当的创业资金、场地租赁、科研启
动经费等支持。
２ 建立有利于人才创新创业的分配制度。鼓励探索具有引才

竞争力的薪酬定价机制，可以采取股权奖励、股权出售、股票期权
等方式对高层次人才实施股权激励；以科研成果投资、对外转让、
合作、作价入股的项目收益分成方式实施分红激励。对有突出贡献
的优秀人才，工作年限不受限制。探索科技创新人才年薪制和风险
共担、收益分配形式的多元化、薪酬待遇的市场化机制，实现一流
人才，一流贡献，一流待遇。
３ 建立沿海地区拔尖人才激励机制。定期开展沿海地区优秀

经营管理人才、优秀专业技术人才、优秀高技能人才的评选工作。
省人事厅在进行优秀人才选拔时，对沿海地区在评选人数上要适当
倾斜。

（五）完善人才管理和服务机制
１ 加快建立人才需求预测体系。定期向社会公布预测信息，

引导人才培养和引进，指导人才培养结构调整。在引才政策上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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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系统性和优化配置，充分体现人才多样性。不仅要聚集大批高层
次金领人才，也要聚集众多白领人才以及适度比例的蓝领人才；不
仅有大批专业技术人才，也有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高技能人才、实
用人才、专业服务人才，使各层次、各专业、各领域的人才比例得
到优化配置。建成覆盖沿海地区的重点产业和重点项目的人才需求
统计网络，形成人才需求定期上报机制、分析机制和发布机制，分
析研究对人才的需求状况和趋势，对急需人才情况及时作出预测预
报。以各级各类人才市场为依托，建立中长期人才预测预报基地。
２ 建立健全人才评价机制。改进人才评价办法，在对人才进

行学术技术水平和产业前景评价的基础上，运用测评技术和履历技
术等人才测评手段，建立项目评审、人才测评结合的评价机制，着
重考察人才的创业能力。推进专业技术人才职业资格国际互认。
３ 严格考核管理机制。对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实行聘用制管理，

因个人原因未履行工作合同或协议的，用人单位应及时报告，由沿
海地区各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按有关规定处理。建立健全考核和绩
效评价制度，对考核评价不合格的，按有关规定予以辞退，终止其
享受的相关待遇。
４ 实施人才市场化战略。加大人才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建设；

积极引进和发展人才中介服务机构，加大人才市场开放力度，鼓励
和支持著名国际猎头公司、国际人才中介服务机构在沿海地区设立
合资或分支机构；推动本土人才中介服务机构的产业化发展。
５ 健全人才服务网络。加快高层次紧缺型人才数据库建设，

并建立高层次紧缺型人才公共服务平台，定期发布重大人才活动、
人才政策信息，推进资源、信息和共性技术支撑平台建设，建立紧
缺人才和项目信息平台、创新实验平台、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技术
成果展示平台和技术产权交易平台。建立留学人才职业发展服务体
系，为留学人员到沿海地区工作提供人才培训、人才储备、人才招
聘、人才推介、就业指导等职业发展服务。搭建留学人员就业服务
平台，为更广泛地吸引海外人才归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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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河北沿海地区发展中
　 　 　 投融资机制与对策

在河北沿海地区发展中，投融资体系是一个重要的支持系统，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决定了资源配置基本格局和资源配置效率。
投融资体系涉及到多种金融资源的相互作用，融合和协调，既有宏
观投融资体系着重于规划议程、政策引导等特征，又有企业投融资
项目微观运作与效率的特点，是一个集合了政府调控、市场导向等
多因素的机制。因此，它的投融资机制理论、投融资方式、渠道选
择等问题，较之于单一产业和单一企业的投融资内容来说都有区
别，有必要深入地探索和研究。

本章以区域投融资理论为基本指导，综合运用相关理论，对河
北沿海地区发展中投融资体系问题进行研究。首先通过调查研究分
析了现阶段河北沿海地区发展中投融资体系的现状，对河北沿海地
区发展的投融资体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分析其
深层次原因。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河北沿海发展中的投融
资体系的思路和途径。从多个方面对河北沿海发展中的投融资体系
建设的内容进行了阐述。最后，在研究的基础上，针对改善河北沿
海地区发展中投融资体系的具体政策措施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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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河北沿海地区投融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 河北省投融资体系现状分析

（一）银行类金融机构情况
目前，河北省银行业有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２家政策

性银行，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交通、中信、华夏、
光大、民生、招商、兴业、渤海、浦发等多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
行，东亚、汇丰两家外资银行，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分离出来的华
融、长城、东方、信达４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金融租赁、信托、
财务公司等５家。邮政储蓄网点１３６７个。２０１１年末全省银行机构
总计９９８５个，从业人员１５万人。证券业有证券公司１家（财达证
券公司）。保险业分支机构５３家。初步形成了银行、证券、保险
多层次机构并存、功能互补的机构体系。

截至２０１２年三季度末，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达３３４２５亿元，
居全国第九位；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２０４４０亿元，居全国第十位。
在沿海地区的唐山、秦皇岛和沧州三市的情况为：截至２０１２年三
季度末，唐山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５３２０亿元，贷款余额３４５７亿
元；秦皇岛市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１８２９亿元，贷款余额１１５５亿
元；沧州市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２６０８亿元，贷款余额１２２４亿元。
沿海地区三市存款余额合计９７５７ 亿元，占全省存款总量的
２９ ２％；贷款余额合计５８３６亿元占全省存款总量２８ ６％。全省存
贷比为６１ ２％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沿海三市中存贷比唐山６５％，
秦皇岛６３ １％，这两市存贷比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沧州４６ ９％
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二）省级投融资平台体系建设情况
自上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开始，河北投融资体系建设伴随着国家

金融、财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进程，陆续创建了一批新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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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公司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经过十几年发展，到２０１１年，初步形
成了以“四公司一中心”为核心的省级投融资平台体系。地方投
融资体系的稳步发展为全省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河北省现有的几家主要的省级政策性投融资平台公司及其投资
职能划分如下：
１ 河北省建设投资公司：主要向我省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

重大基础产业项目投资。
２ 河北省国有控股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国有企业改革重组和

职工安置的融资平台；国有股权、企业的受托管理者。
３ 河北省信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信息和其他需要政府支持

的有望成为支柱产业的项目投资。
４ 河北省科技风险投资公司：科技创新风险投资。
５ 河北省国富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农业产业化项目投资。
６ 河北融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资本运营机构和投融资主

体，是以投保联动、融资租赁、投融资咨询、置业开发等业务多元
化的大型现代企业集团，是面向中小微企业和民营经济的综合性金
融服务提供商。目前资本金规模达到４３ ６亿元。
７ 河北省中小企业担保中心。
（三）资本市场情况
２０１２年９月末，河北省共有４７家在境内上市的公司（沪深两

市主板），２０１１年境内上市公司直接融资达４４２ ４亿元，占全国直
接融资额的６ ５％。直接融资额中，股权融资３２５ ９亿元，占全国
股权融资的６ ４％；公司债券融资１１６ ５亿元，占全国公司债券融
资的６ ８％。沿海地区三市上市公司总数为１８家，约占全省的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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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１　 ２０１１年河北省证券业基本情况表
项　 　 　 　 目 数　 　 　 　 量

总部设在辖区的证券公司数（家） １
总部设在辖区的基金公司数（家） ０
总部设在辖区的期货公司数（家） １
年末国内上市公司数（家） ４６
当年国内股票（Ａ股）筹资（亿元） ３２５ ９
当年发型Ｈ股筹资（亿元） １８ ５
当年国内债券筹资（亿元） ６５４ ３
其中：短期融资券筹资额（亿元） ９８ ２

第二节　 河北沿海地区投融资领域
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河北沿海地区发展投融资领域还存在一些突出的矛盾和
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储蓄转化为投资能力较差， 资金总量难以满足沿海地区发
展投资计划需求

　 　 河北省储蓄转化为投资能力较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银行存贷款规模偏小。虽然河北金融机构近年来存贷款增速较
快，但存贷款总量与广东、浙江、江苏、山东、辽宁等沿海省份相
比，仍有不小的差距，特别是各项贷款差距更大。二是存贷差较
大。随着存贷款规模的扩大，河北存差从２００１年的１５８４亿元增加
到２０１１年的１１４２０亿元，呈逐年扩大的趋势。２０１２年９月底存贷
比仅为６１％，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９个百分点，说明河北储蓄转化
为投资的水平严重偏低，资金外流问题严重。三是地方金融机构实
力较弱，城市商业银行受业务领域限制，整体竞争力不强。四是金
融开放程度低，截至目前，仅两家外资银行落户河北。

从沿海地区潜在信贷供给来看，即使今后几年信贷继续保持高
速增长态势，也无法完全满足沿海开发的庞大投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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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金融体系结构单一， 融资模式不适应沿海开发初期阶段的
经济特征

　 　 当前，河北沿海地区资本市场发育相对滞后，直接融资比例
低，对银行信贷的依赖程度很高。全国１００多家证券公司河北仅占
１家。近年来，河北省上市融资、债券融资等直接融资虽然取得了
长足发展，但在全国的占比依然很低。截至２０１１年底，河北省有
国内上市公司４６家，当年Ａ股融资３２６亿元。２０１１年，河北省当
年国内债券融资６５４亿元。

这种银行包办天下的金融结构与沿海开发初期阶段基础性项目
本身具有的资金需求量、期限长、短期内无收益、风险高的特征不
相匹配，商业银行在追求利润、规避风险的经营原则下，不太可能
全面承担这类项目的资金供给。
　 　 三、 投融资渠道不畅， 难以对沿海开发融资提供足够的长效支
持

　 　 河北沿海地区发展投融资渠道不畅，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一是投融资主体缺乏。目前河北省内同融资公司除河北省建设
投资公司外都未形成有效规模，与上海、天津等发达地区差距明
显。二是区域性资本市场发育不全。目前，河北省内产权交易市
场、区域性金融市场发展缓慢，限制了沿海地区投融资发展。三是
在沿海地区投融资发展中缺乏统一的规划和管理部门，现有的各投
融资机构分属于各行政主管部门，在管理上各自为政；在河北省沿
海地区发展中，针对投融资也缺乏统一的管理部门。投融资间难以
形成宏观调控的合力，地方政府对各投融资机构协调能力大打折
扣。

河北沿海开发虽然上升为国家战略，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却主
要依靠市（县）级政府融资平台来完成重大项目的资金筹集工作，
是典型的“小马拉大车”、“小平台做大事”，责任与能力之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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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反差。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决定了市、县财力无法统筹使用。
尤其是２０１２年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保增长，各地政府融资平
台负债水平大幅增加，已经引起了决策层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四、 融资工具较为单一， 沿海经济发展融资成本过高

现阶段河北沿海经济发展投融资体系，从金融工具运用上看，
主要靠银行贷款等传统金融工具融资，现代高级融资工具如基金、
期货、期权和新型的项目融资工具如资产证券化、ＢＯＴ、ＴＯＴ等基
本上没有使用。一些基础性投资项目多使用银行贷款，成本明显偏
高，同时一些风险较高的项目由于缺乏相应的融资工具又难以获得
融资。

第三节　 河北沿海地区投融资领域
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通过对河北省沿海地区发展投融资领域存在问题的深入剖析，
发现这些问题的存在，在制度、政策、环境等方面都有其深层次原
因。
　 　 一、 河北省金融资源与经济资源在区域分布上不匹配， 制约了
金融机构对沿海开发的倾斜支持力度

　 　 河北省金融资源与经济资源在区域分布上不匹配是储蓄转化投
资不足的深层次原因。我国商业银行组织结构以总分行体系为主，
银行机构的分布对间接融资产生巨大影响。由于历史发展传统的延
续，现阶段河北省各大商业银行依然是以省会石家庄为中心构筑区
域银行体系，而现阶段河北省经济资源的分布却是以沿海地区为重
心，这就造成了金融资源与经济资源在区域分布上不匹配。

由于省内商业银行为分支银行体系，商业银行在省会石家庄分
支机构多为省分行营业部，在审批、信贷配额分配等方面存在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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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而唐山等经济发达地区仅设立二级分行，在审批、信贷配额
分配等方面并不占优势。另外，从经费角度，由于权力集中在省级
行，各商业银行的经费分配往往留足省分行费用后再对下属分行进
行分配，而分配时候又多受远近亲疏等因素影响。因此，各分行经
费的分配与面对的实际业务资源并不成比例。在沿海经济发达地
区，对商业银行从事具体业务的微观个体来讲，面对相对优质的业
务资源往往缺乏相应的拓展业务的动力。

另外，缺乏与规划相配套的优惠政策，制约了金融机构执行倾
斜性的信贷政策。相比此前上海浦东开发、天津滨海新区建设等国
内成功的区域发展战略，河北沿海开发至今还没有获得中央政府具
体的配套政策，不利于金融体系加大对沿海地区的支持力度。一方
面，各省级金融机构在向上争取资金配置、政策倾斜方面没有切实
有力的依据；另一方面，在贷款审批中，由于各项硬指标的限制，
很可能造成一些有潜力的项目由于某一方面不达标（例如抵押资
产不足等）而无法获得通过，使得基层金融机构有心无力。
　 　 二、 缺乏针对投资银行的培育体系， 对沿海地区直接融资的政
策倾斜不够

　 　 缺乏针对投资银行的培育体系是直接融资比重不高的深层次原
因。从现代金融体系的构成和运作机制上讲，投资银行是直接融资
市场的心脏。投资银行在证券市场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投资银行是
证券市场的核心和中间环节，它联系着筹资者与投资者；投资银行
是证券发行市场的主角和关键环节，离开它，证券的发行就不可能
顺利进行或根本不能实现；投资银行是证券流通市场的基石，如果
没有投资银行的承购包销业务，流通市场上就没有证券可供流通，
从而失去必要的金融投资工具，同时离开了投资银行在流通市场的
中介作用，流通市场就不能正常运转。投资银行作为资金所有者与
资金需求者之间的中介，为投资者指示投资方向，降低投资风险，
增强投资信心，保护投资者的投资热情，促进资产增值；为筹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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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筹资渠道，扩大资金来源，降低筹资成本，保证证券信用和金
融稳定。如果没有投资银行运用债券或股票帮助筹资者筹集资金，
帮助投资者开辟新的投资途径，没有投资银行承购和包销发行债券
和股票，一个区域的微观经济乃至宏观经济就不能高速、稳定地发
展。

河北省投资银行业务市场的发展起步较晚，目前本省的证券公
司仅有一家财达证券，而且长期以来业务单一、功能不完善。２０１２
年６月该公司刚获得融资融券、资产管理、证券承销业务资格，但
还没有保荐业务资格。河北省目前没有基金公司。

投资银行在发展中受到客户资源、资本和业务规模、政策环
境、市场环境、相关配套行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政府的扶植和培
育在投资银行的发展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河北省针对证
券公司和投资银行缺乏专门的培育机制，在筹建本地证券公司方面
重视不够，没有专门负责的政府部门。在培育上市公司的时候没有
相应的考虑本地证券公司的协调发展。

另外，在培育投资银行和上市公司方面，目前还没有出台针对
沿海地区的重点政策。

三、 沿海三市产业规划趋同， 沿海地区区域资本获利能力差

沿海三市产业规划雷同，制约了金融资源的有效投放。从沿海
三市公布的实施规划来看，都制定了港口建设、滩涂围垦、产业培
育的主攻战略，都以钢铁、石化、新能源、新材料等为主导，可谓
是“各自为政，又殊路同归”。产业规划结构的高度雷同既不利于
凸显各地比较优势，容易造成重复建设；也不利于分散金融风险，
优化金融资源配置。金融机构对沿海地区这种产业布局的反映普遍
较为谨慎。

当前，资金像“水”一样在全国流动，哪里是“洼地”就往
哪里流。而制造“洼地”，产生聚集的“洼地效应”最根本的因素
就是一个地区的资本获利能力。资本是流动的，由于资本具有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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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逐利性，哪里有利、哪里利大就流向哪里，在资金流动性过剩的
今天更是如此。资本获利能力反映了一个地区对资本或投资的吸纳
（吸引）能力，因为决定一个地区有效资金供应总量的一个重要因
素是“投资能不能达到金融机构或投资机构的比较收益标准”。即
一个地区的有效资金需求即使达到了金融机构或投资机构的最低融
资标准也还是不够的，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金融机构或投资机
构还要在不同地区之间作出比较和选择，它们会选择回报率更高的
地区进行较多的投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河北的存差过大，资金
是净流出的。

河北沿海地区区域资本获利能力差，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实体经济对信贷资金吸纳能力不足，河北沿海经济结构中钢
铁、水泥等传统产业占主导地位，这些产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
对资金吸纳能力弱，加之这些行业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影响较大，
从而导致贷款增长缓慢。二是企业有效融资需求不足，河北沿海地
区区域内企业多处于传统产业，国企占比高，民营经济不发达及企
业资质普遍较差，市场竞争力不强，缺乏大批量的优质客户，导致
对银行贷款有效需求不足。三是河北沿海地区的中小企业效益水平
相对较低，多数不能满足商业银行的贷款条件。四是河北沿海地区
金融生态环境欠佳，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银行放贷的积极性。
　 　 四、 投融资主体的培育体系不完善， 沿海地区的开发性金融缺
乏重点支持

　 　 河北现有的投资公司由于自身资产经营水平不高，“造血”功
能差，缺乏稳定的融资渠道和来源等多方面的原因，未形成投融资
的良性循环，还不能满足事关全省经济全局项目投资的需要，投资
覆盖面有待进一步拓宽，对经济的支持能力有待进一步增强。

目前，河北省投融资主体单一，现有的投融资机构资产总量较
小、实力较弱。投融资类公司的资产总量既是实力的象征，又决定
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能力和地位。总的看，河北省级投融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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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单体资产和合计资产总量都不大。我省最大的投资公司河北省
建设投资公司总资产８００亿元。其他的投资公司规模和资产要小很
多。河北目前非银行金融机构（转型改制的资产管理公司、省金
融租赁公司等）融资作用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规模和实力依
然不足。

同时，尽管河北沿海地区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但针对沿
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开发性金融的政策支持力度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水
平。在沿海地区投融资主体的培育方面，河北省政策引导和资本投
入仍显不足。沿海地区发展中投融资机构培育初期以及新型金融工
具的市场开拓期，都需要有一定财政资金支持和政策扶持，目前河
北原有的投融资机构需要继续整合和资产注入，新筹建的一批投融
资机构也迫切需要政府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在河北沿海地区投资
公司筹建与培育方面，目前还没有相应的重点支持政策出台。

第四节　 河北沿海地区投融资体系构建与完善的内容

根据河北省当前面临的实际情况，在河北沿海地区投融资体系
构建与完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完善政府投融资宏微观管理机制

（一）建立完善政府投资管理机制基础———以“沿海地区发
展”为导向的政府投资组织管理体系

建立沿海地区完善的政府投资组织管理体系，是构建政府投资
管理机制的前提，完善的政府投资组织管理体系能保证政府投资的
顺利实施，为管理机制发挥作用提供坚实的基础。由于与民间投资
相比，政府投资不具有明确的所有者代表，投资组织管理体系比较
复杂，因此，沿海地区可借鉴我国各地政府投资相对成熟的经验，
对政府投资组织管理体系进行优化，在沿海地区三市跨越行政区
划，对目前实行的“三层管理模式”，即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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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产经营公司、国有企业“三个层次”运营模式进行适当改革，
建议以沿海产业链为服务对象的融资平台体系，为管理机制构建提
供坚实的基础。主要包括：
１ 落实政府投资所有者的地位，突破现有行政区划。通过构

建政府投资明确的人格化主体，确保政府投资主体的地位得到实质
性的落实。对此，可借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投资项目的成熟管理
经验，跨越各沿海地区行政区域设立沿海地区发展“工务局”这
一政府投资项目专门管理机构，即将原隶属于各个行政主管部门分
管政府投资项目的部门统一设立新的专门管理机构，对非经营性项
目、准经营性项目，特别是非经营性项目投资进行管理。政府投资
主体的确立，使得政府投资有了明确的产权代理者，可减少因委托
人主体缺位所增加的代理成本。
２ 建立沿海地区专业化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体系。借鉴国内

发达地区的成熟经验，在曹妃甸新区、渤海新区，可以按照不同产
业类别，成立大型企业、集团公司、投资公司、控股公司、金融公
司，进一步优化、组建专业化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有条件的区域
可仿照“泰达模式”组建大型产业金融集团。同时，在组建国有
资产经营公司过程中，要避免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演化为新的行政性
机构。它不应再拥有行政管理职能，否则又将产生新的政企不分。
３ 以沿海经济产业链为依托，发展政府投资实体企业。以优

惠的政策扶植依托沿海经济产业链的政府投资实体企业，这些投资
企业主要从事沿海产业产品经营和资产经营，直接承担起国有资产
的保值增值重任。这些投资实体企业应以沿海经济产业链为依托，
并且逐渐向上下游产业拓展，同时，发展政府投资实体企业要充分
利用社会资本，如产业基金、创业投资基金、资本市场资金及规模
企业的综合经营，拓宽融资渠道，完善治理结构，逐渐形成政府投
资实体企业的支撑体系。

（二）政府投资宏观管理
按照分类的原则进行投融资，会带来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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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的多样化，随之要求明确划分政府投资、社会投资的界限。因
此，为构建基础设施的分类投融资模式，政府必须明确在基础设施
领域的定位。
１ 完善政府港口、公路等基础设施产业投资的有序退出机制。

沿海地区发展中的港口、交通等基础设施产业具有投资巨大，投资
回报期长，资产专用性高，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显著等特点，而政
府的投资方式多为直接投资，政企合一的管理机制，沿海地区基础
设施的投资、运营主体由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发挥作用，则政府直接
参与资源配置活动的机制弊端日益明显。突出表现为财政资金使用
分散，市场信号不能正确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生产成本，人为阻断
了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造成基础设施建设结构不合理，项目规
模不经济以及不合理的重复建设等问题。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指导
思想上一直以基础设施的所谓“自然垄断性”为理由，坚持政府
直接投资、行政垄断经营和政企合一的管制机制。面对基础设施产
业政府参与的诸多弊端，唯一出路是重新定位政府在基础设施产业
的角色，打破垄断，引入竞争，建立激励兼容约束的有效竞争机
制。政府减少其参与程度（尤其是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从基础
设施产业有序退出，打破严重的卖方市场垄断，降低社会成本。实
际上，政府退出基础设施产业，除了财政困难可得到缓解或彻底改
观以外，政府还将因基础设施的供给能力在短时间内增加并满足消
费者需求，或随竞争而带来服务质量的改善，最终能实现基础设施
快速可持续发展。
２ 政府有序退出的目标、步骤与模式。目标导向应建立在项

目区分理论上，兼顾规模经济和市场竞争为原则，实行政企分开，
政资分开，确定企业在基础设施产业中占主导地位的体制和运行机
制，使政府从大量直接承担微观资源配置角色中解脱出来，逐步有
序地向以制定市场交易规则，监督、管理和调控经济运行质量与效
率的职能转变。

政府有序退出的具体步骤，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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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项目。即完全盈利性基础设施项目，主要是港口设施、收费高速
公路、收费桥梁、城市通讯系统、邮电系统、电力等竞争性服务项
目。这类项目虽具有某种自然垄断因素，需要政府提供必要帮助，
但由于产品具有消费的竞争性和排他性，存在交易机制，能形成均
衡价格，故政府可完全从此类项目中退出，由市场进行调节。第二
层次：准经营性项目。即可以收回成本，以业养业的基础设施项
目，主要是港口类辅助设施、电网、电信网、铁路网、城市水电气
热、机场、港口等直接为公众服务的项目。这类基础设施项目的产
品虽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但其产品存在边际私人消费增加的可能
性，可以形成交易机制。因此需要政府参与投资并控股，同时积极
吸纳非国有资本参与，展开公平、规范和有效的竞争。第三层次：
非经营性项目。即不要求回收成本的基础设施项目，主要是大型海
洋防护、防洪水利设施、城市绿化、敞开式公路等。由于此类属于
公益性、政策性基础设施项目，其产品的消费具有明显的非竞争性
和非排他性特点，交易机制和价格形成困难，很难让市场供给，因
此应确定政府为投资主体，主要用扩大财政支出方式加大投资力
度，实行国有独资的运营方式。

政府有序退出的市场模式从目前来看，重点退出的领域应是第
一层次，然后逐步过渡到第二层次，而ＢＯＴ、ＴＯＴ和ＰＰＰ模式是
解决政府有序退出问题的有效模式。

（三）政府投资微观管理
政府投资微观管理主要指的是对政府投资的企业实行的管理。

政府投资企业作为政府投资的微观运营载体，它的运营效率直接关
系到政府投资效率，两者息息相关。没有良好的微观运营载体作为
支撑，就不可能促进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与民间资本投资企业相
比，政府投资企业不能完全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其经济目标，特
别是对于政府投资非经营型企业、准经营型企业。在一定范围内，
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担负起政府给予的任务，执行政府的意
图，做政府管理的有益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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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这种差别的存在，决定了政府投资企业不能完全依赖
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来达到投资管理的目的，必须要
建立完善的投资管理机制来确保政府投资的保值增值。也正是由于
政府投资主体及其企业之间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及其两者之间的复
杂关系，在缺乏有效的管理体系下，政府投资企业中易出现腐败、
国有资产流失、企业投资效率低下等问题。因此，这客观上反映了
在政府投资企业中建立投资微观管理机制的必要性。
１ 明确政府投资微观管理主客体。投资管理体系是全方位、

多层次、多个机构组合的体系，在不同的管理层次，具有不同的管
理主体和管理客体。构建政府投资实体企业投资管理机制，首先要
明确管理主体和客体，以避免重复监督和监督空白。

随着投资体制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开始进入政府
投资领域，特别是准经营性投资领域，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趋势十分
明显，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政府独资、政府控股企业的监督主体不
能仅仅局限于国有资产运营主体，社会投资主体也应成为监督主
体。这一方面是由社会资本投资主体所有者的性质所决定，另一方
面，也主要是因为社会资本投资主体往往能够发挥更为专业的作
用。

而对于投资管理客体，主要指的是政府投资企业的经营者及其
企业本身，通过一系列的法律、制度安排，监督主体对监督客体进
行事前、事中、事后监督，确保政府投资的安全完整和保值增值。

通过市场机制和手段调节经济活动，是商品经济的内在要求。
它的根本优点是能够使追求自身最大利益的市场主体通过市场化去
实现利益最大化，并且通过全部市场主体的这种自利分散决策引致
社会财富增长的最大化，从而实现社会资源的最有效配置。

根据项目区分理论和融资理论，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项目应根据
其属性确定投资主体、融资渠道及权益归属，从而明确城市建设和
发展中应由政府投资的项目和社会投资的项目，以市场化的方式，
鼓励、支持和引导全社会的力量参与城市的建设和发展。随着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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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技术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城市基础设施可归为准公共物品，
其产品和服务兼有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混合属性，既有公益性，
又有一般产品的特征，其生产和消费适用于商品经济原则和市场竞
争原则，福利提供的范围将会越来越小，市场机制的作用将会越来
越明显。因此，在地方政府投融资体系的构建中，应以政府为引
导，积极进行市场化改革，允许各种市场主体、通过各种市场手段
进行城市化建设。对于纯公共物品项目的建设，由于不能产生直接
的经济效益，应以政府为投资主体，资金以财政投融资为主；对于
有收益的准公共品，应以市场准则为依据，进行市场化的融资活动
和投资管理，依法取得经济回报，获取经济收益。在此投融资活动
中，使政府投资从主导地位转变为投资主体之一，政府投资更多的
是起到引导投融资方向的作用，并利用部分政府投资于此的收益补
充给纯公共物品项目的建设，解决后者的投融资问题，形成纯公共
物品项目投融资的良性循环，资本市场应成为我国地方政府城市化
建设投融资体系的一个重要载体。资本市场具有直接性、长期性和
便捷性等特点，从广义上讲，主要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
市场、信托市场等，有效地连接着中长期资金供求双方。由于城市
基础设施是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的基本条件，其市场需求和收益稳
定，且具有长期性，可以保证投资者持有证券的保值增值，随着价
格关系的进一步理顺，其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将会进一步上涨，收益
率还会提高。所以，城市基础设施符合证券市场融资的要求。证券
市场通过发行中长期债券和股票来融通资金，也符合城市基础设施
投资规模大、投资周期长的要求。城市基础设施融资与资本市场的
发展具有相互促进的关系，资本市场应当是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筹
资的重要渠道，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利用资本市场为其城
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筹措资金，但在国内资本市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
来才得到逐步利用。

随着城市建设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以及经济技术条件的发展变
化，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利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趋势将会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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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据统计，１９９３ ～ ２０１０年的１８年间，仅主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的上市公司通过ＩＰＯ就已经在股票市场上融资近２００亿元（资料来
源于中国证监会网站），有力地支持了城市化的发展。

目前，我国城市基础设施领域增加供给、增进效率的目标还远
未达到，如何进一步做到投融资的市场化是实现目标的关键。在一
些传统公益型、自然垄断领域，应进一步探索市场化投融资的发展
模式。
２ 构建政府与市场共生的投融资复合模式。政府主体与市场

主体都是投融资主体，二者相生相伴，相互补充，缺一不可。这种
复合模式是未来投融资主体多元化的基本取向。政府和市场复合模
式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博弈关系，这种博弈的结果是实现社会效益与
经济效益的动态均衡。过去，由于缺少对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提
供方式的充分认识，要么全部由政府大包大揽，过分强调公共产品
和准公共产品的社会效益和福利属性；要么又试图走到另一个极
端，将本属于政府的公共责任推向市场，搞绝对市场化。政府与市
场共生的复合模式正好处于两者之间，找到了一个恰当的结合点，
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

实现风险分担、利益共享是政府与市场共生复合模式的最突出
优势，它是形成适应城市发展与经营特点的产权制度，以及形成自
我激励机制、自我规制机制的基础。过去公共产品没有市场化的时
候，风险全部由政府承担，现在市场化后也不能全部由企业承担。
比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客流风险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
对交通网络的规划和实施的进程；轨道交通周围的公交竞争格局、
各种公共交通工具的价格比例等，都不是企业所能左右的。如果政
府要把这些都强加给企业，吸引社会资金的投融资工作就会做不
好。因此，构建政府与市场共生的投融资复合模式有其必然性。

从项目资产收益特性方面分析：基础设施项目可以区分为经营
性项目、准经营性项目和非经营性项目。非经营性项目（如公立
公园、敞开式城市道路、城市绿化等）是体现公平、环境效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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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项目不能通过向消费者收费来获得现金流入，市场调节难以
起作用，属于市场失效的领域。因此，非经营性项目的投融资主体
应是政府，而不是市场。准经营性项目（如天然气、地铁、轻轨、
自来水、公交等）也一般附带有部分公益性，属市场失效或低效
的范畴，单靠市场来提供也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需要政府对其中
一些项目进行部分投资。经营性项目（如电力生产、收费公路等）
是能够获取利润的项目，从经济角度看，应是市场能够起作用的领
域，在一般情况下，应由市场来提供。

二、 发展多元化的沿海经济发展投融资主体

投融资主体是建立沿海经济发展投融资支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发展多元化的投融资主体过程中，应加快形成政府引导、社
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多元投资格局；积极培育各类机构投资者，设
立基金管理公司；引导、筹集社会资金直接进入资本市场，培育理
财机制；大力发展投资管理公司、风险投资公司、担保公司和典当
公司，支持设立更多的风险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信托投资基
金，大力支持企业法人投资资本市场；鼓励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
其他企业法人积极参与各类资本市场投资，为其建立健全股权质押
制度，为企业融资参与资本市场投资创造良好条件。

（一）推进产融结合，重点培育沿海金融控股集团
金融控股集团公司则是指集团以金融业为主；一般以一个金融

企业为控股母公司，全资拥有（或控股）专门从事某些具体业务
（如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等）的各个子公司；这些子公司都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都有相关的营业执照，都可独立对外开展相关
的业务和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集团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或影响其
子公司最高管理层的任免决定及重大决策。通过内部的资源配置，
集团实际上可以从事多样化经营（包括全能制经营）。很多金融控
股集团在金融业之外，还兼营其他产业，如信用卡、网络通讯、房
地产、贸易、建筑、机械等其他实业和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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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发布的金融“十二五”规划里面，明确提出要“继续积
极稳妥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引导试点金融机构根据自身
风险管控能力和比较优势选择金融业综合经营模式。推动中信集团
公司和光大集团公司深化改革，办成真正规范的金融控股公司。”

地方政府成立金融控股公司，主要是为了对本地区的金融公司
进行统一管理，也符合地方政府的利益。目前，地方政府对筹办金
融控股公司的热情不减。据悉，浙江省成立的金融控股公司全资及
控股和参股企业共１０家，主要开展金融类股权投资、政府性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及资产管理等业务，将按照“地方财政＋金融资本”
的模式，通过对一系列子公司的战略管理，为浙江打造区域金融中
心服务。在广东省的金融“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了要“打造１ ～
２家省属金融控股公司，成立１０家地方金融控股公司”。

河北省沿海地区发展中，应规划发展地方金融控股公司，逐步
建立沿海地区多层次的金融控股公司体系。

（二）构建沿海地区投融资平台体系
投融资平台作为地方政府和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部门之间的纽

带，在投融资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已成立的省级投资公司中，
除了省建设投资公司、其他投资机构规模偏小，部门色彩较浓，抵
御风险能力较弱。因此，在现有投资公司基础上发展和整合相关投
资机构，十分必要。目前，河北省已经建立省市县三级融资平台体
系，市县一级的投资公司规模相对有限。由于行政管制等原因，融
资平台的业务受到行政区划的影响，是一种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体
系结构。同时，目前主要依靠市（县）级政府融资平台来完成重
大项目的资金筹集工作，责任与能力不匹配。另外，沿海地区投融
资平台借款主体多为城市建设投资公司，这些公司大部分是地方政
府为满足城建项目金融机构贷款条件而组建的，专门以沿海产业发
展为目的的借款比例相对较少。

河北应针对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在沿海地区建立突破行政区
划，以促进沿海经济发展为核心目标的沿海地区投融资平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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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地区各级政府应遵循“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
共服务”的政策，整合国有资产，理清政府与投融资平台的权责
关系。沿海地区各级政府在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时，不再以行政手段
直接干预沿海地区投融资平台融资、建设和运营。但政府各部门要
积极配合沿海地区投融资平台工作，协调对其的审计和监督。这
样，沿海地区各级政府在投融资平台的具体运作中从直接生产者和
提供者的角色转变为战略制定者、监管者，有利于搭建一个“产
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沿海地区投融资平
台体系。

（三）引导民间资本参与沿海地区发展
民间资本包括两部分：民间企业资本和个人资本。民间企业资

本，包括民营企业资本、私营或合作公司资本、联合企业资本和混
合型资本，其中民营企业资本又叫民营资本。个人资本主要是指集
中在私人手中的现款或商业银行的私人短期存款。另外，改革开放
中后期还出现了一些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等形式结合在
一起的混合型资本。

民间资本与政府资本的本质差别在于民间资本并不关心政府意
图和产业政策的需要，而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终极目标。由于基础
建设中公共投资项目往往需要长期投入，产出较慢，所以早期的民
间资本很少涉入该领域。但随着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一些有
实力的企业度过了创业期，进入稳定发展期，开始注重利润的长期
化，公共投资领域开始进入民间资本的视野。在基础设施投资领
域，政府有序退出之后，留下的投融资空间将由市场化运作主体填
补，民间资本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基础设施建设吸纳民间资本，在
国际上已成为一种很受欢迎的建设和经营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方
法。民间资本可以通过授予特权参与方式（包括ＢＯＴ、ＴＯＴ、
ＰＰＰ）、股票融资及证券融资（ＡＢＳ）等方式参与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同时，在河北省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中，若能大量吸引民间资本
进入非基础设施类投资，不仅可以扩大投融资规模，而且更能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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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资本的活力和市场化的机制提升沿海地区企业实力，更好的发
挥投融资机制引导资源配置的功能。

根据国家发改委对制约民间投融资发展的困难和障碍所进行的
专门调研，目前民间资本行业准入存在不少障碍。特别是在一些传
统垄断行业和领域，仍然存在着制约民间投资进入的“玻璃门”
或“弹簧门”问题。２０１０年全社会８０多个行业，允许外资进入的
有６２个，允许民间资本进入的只有４１个。民间投资在传统垄断行
业和领域所占比重非常低，据统计，在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中占１３ ６％，在教育中占１２ ３％，在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
业中占１１ ８％，在金融业中占９ ６％，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
软件业中占７ ８％，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中占７ ５％，在水
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中占６ ６％，在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中
占５ ９％。同时，民间投资的政策环境需要不断改进，服务体系有
待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有效引导民间资本参与河北省沿海地区发展，应重点做好以下
几方面工作：一是在制度上尽量放宽民间资本进入的门槛。二是积
极发展引导民间资本进入的投融资渠道。三是通过融资模式创新突
破政策限制。积极创新投融资工具，在现有制度下通过对已有投融
资工具的组合，创新融资模式，使民间资本通过产权和融资方式的
变通进入更多的领域。

三、 沿海地区发展投融资机制的体系化建设

（一）完善沿海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
金融生态环境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不仅

是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改善区域投资环境、吸引
资金流入、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所在。为进一步促进甘肃省竞
争力的提高，有效地留住和聚集资金等市场资源，当前和今后一段
时间，要通过努力，逐步改善河北省沿海地区金融生态环境。
１ 科学规划，为银行有效投放构建良好的产业支撑。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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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条件下，信贷资金流入的两个主要因素是该地区的重点产业发
展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产业发展比较优势。因此，各级、各部门在
确定本区域、本行业经济发展规划时，要科学把握国家的产业政策
和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培植壮大一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好项
目、好企业，以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为金融机构增加信贷投放创
造良好的产业支撑。
２ 加快金融改革，加大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力度。要抓住农村

信用社改革的历史机遇，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帮助农村信用社化
解历史包袱，增强支农实力。同时，各金融机构要自觉遵守金融法
规，通过加强内控，完善贷款、资金、会计财务管理等制度，有效
规避、防范和化解经营风险和案件风险；要正确处理落实宏观调控
政策与服务经济发展、支持经济发展与防范信贷风险的关系，把工
作着力点放到支持经济发展、提高经济运行质量、从根本上防范风
险上来，实现银行与企业、经济与金融的“双赢”。
３ 创新体制机制，调整改善融资结构。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

进一步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严格规范政府投资行为。加快现代
企业制度建设，使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从根本上降低银
行的贷款风险。加大资产重组和股份制改造力度，鼓励国内外投资
机构和大企业参与我省企业资产重组。激活民间投资创业的积极
性，正确引导和规范民间融资，使其流向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的领域和行业。
４ 加强信用建设，创造和谐发展环境。要积极利用各种宣传、

舆论工具，采取多种形式，教育、引导居民、企业树立诚信观念，
提高信用水平，为建立和谐社会，加快经济发展奠定良好的信用基
础。要加快推进企业、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建设，做好金融知
识宣传工作，广泛开展企业资信评级，进而带动全市企业整体信用
水平的提高，为增加信贷投放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要积极支持和
帮助金融机构清收和处置不良资产，提高本地区在金融机构内部评
级中的等级，以争取商业银行上级行在资金调度、信贷授权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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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更多倾斜。实施企业“红、黑”名单制度，支持和扶持守信
企业，制裁失信企业。
５ 完善金融市场和金融组织体系，提高金融生态系统完整性。

加快发展区域货币市场，扩大货币市场的融资和投资功能。积极引
导各类企业向资本市场筹措资金。鼓励保险公司加强产品创新，大
力开拓农村保险市场，完善金融组织体系，积极推动国有商业银行
股份制改造，进一步规范和发展地方性金融机构，完善法人治理结
构，切实转换经营机制。积极引进异地银行、证券公司、保险机构
来我市设立分支机构，加强银行、证券、保险之间的有机联系与合
作。
６ 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高金融生态的稳定性。加快建

立地方金融稳定的长效协调机制，形成维护金融稳定的合力。建立
完善覆盖银、证、保的有效金融风险监控指标体系、预警和处置机
制，强化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测和防范。强化保险业自律意识，
防止恶性竞争。规范证券机构经营行为，加强金融机构与担保机构
的合作，建立风险分担和商业化运作的风险防范化解机制。加强对
民间融资活动的规范和引导，严厉打击制贩假币、洗钱等金融违法
犯罪活动。

（二）发展针对投资银行的培育体系
河北省缺乏针对投资银行的培育体系是直接融资比重不高的深

层次原因。
投资银行在发展中受到客户资源、资本和业务规模、政策环

境、市场环境、相关配套行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政府的扶植和培
育在投资银行的发展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河北省针对证
券公司和投资银行缺乏专门的培育机制，在筹建本地证券公司方面
重视不够，没有专门负责的政府部门。在培育上市公司的时候没有
相应的考虑本地证券公司的协调发展。

发展证券业。积极引进优质券商进入沿海地区设立机构。支持
各证券、期货营业机构增设业务网点，拓展业务空间。支持证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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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通过资产重组和增资扩股等方式，增强竞争实力。
（三）完善沿海地区金融产业集群建设
金融产业集群能够吸引金融资源集聚，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

率，增强金融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对区域投融资体系的建设及发展
有重要的作用。

应正确发挥政府在规划金融产业布局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加快
金融聚集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合理布局，引
导区域金融中心的建立。必须改善各级政府对金融业调控的方法和
手段，规范政府行为，发挥政府在推动金融产业集聚过程中的积极
作用，引导金融产业集群的发展。

在沿海发展中应抓住发展机遇，设立金融产业园区，加快发展
金融设备制造、金融服务外包、金融人才培训等配套产业，延伸和
完善金融产业链，辐射周边地区的区域性金融综合服务中心。

第五节　 河北沿海地区发展中投融资体系建设对策

发展完善河北沿海地区投融资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本节从
“质、量、价、效”四个角度提出河北沿海地区发展中投融资体系
建设的具体政策建议：
　 　 一、 “质” ———营造资本聚集洼地， 提高资本获利能力， 提升
沿海经济体质量

　 　 从资本流动理论的发展来看，一个地区吸引资本的因素已不仅
仅局限于经济发展水平、政策优惠程度、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产
业选择因素在吸引资本方面正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发展产业集聚
已经成为吸引资本的重要途径之一。现阶段，河北省沿海地区已经
初步形成了一些具有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
动产业集聚，形成资本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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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遵循资本运动规律，吸引直接投资
资本流动有其自身规律，某一地区要形成资本聚集，首先必须

具备能够吸引资本流入的要素。吸引资本投资的动因很多，大体可
分为以下几类：
１ 资源导向型投资动力。企业为了寻求稳定的资源供应和利

用廉价的资源进行的直接投资，这类投资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寻
求自然资源，如开发和利用石油、矿产品、林业、水产等资源；二
是寻求人力资源，利用廉价的劳动力。
２ 市场寻求型投资动力。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是为了开辟

和保护市场，这类投资主要分为以下三种：①开辟新市场。企业通
过对外投资在过去没有出口的市场占有一定的新市场。②保护和扩
大原有的市场。企业在对出口市场拓展到某种程度之后，通过对外
直接投资在当地进行生产和销售更为有利。③克服贸易限制和障
碍。企业在进口国或者第三国直接投资，在进口国当地生产或在第
三国生产再出口到进口国，可以避开进口国的贸易限制或者其他障
碍。
３ 效率导向型投资动力。效率导向型投资动力是指企业进行

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在于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通常有两种情
况：①降低生产成本，如果企业在国内生产出口产品，其生产成本
高于在国外生产时，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设厂生产，以降
低各种成本，提高生产效率。②获得规模经济效益，所谓规模经济
效益是指在技术条件一定的情况下，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随着生产
规模的扩大而降低，企业获得更多的利润。
４ 技术导向型投资动力。企业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获取

投资地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这种投资动机一般集中于发达国家
和地区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各
个发达国家都想获得对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５ 追求优惠政策型投资动力。企业被优惠政策所吸引而进行

直接投资，可降低投资成本，减少投资风险，获得高额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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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河北省沿海地区要吸引资本直接投资，必须结合本地区
的特点，发展具有河北省特色产业聚集，使河北省所具有的优势得
以充分发挥。具体可发展以下产业聚集：

一是发展资源导向型产业聚集。要充分利用河北省原材料、劳
动力资源丰富等优势。通过南堡油田的开发，促进石油化工产业聚
集；利用港口优势发展临港产业和钢铁产业聚集；利用河北省劳动
力的价格优势承接产业转移，形成先进制造业聚集；利用河北省原
材料丰富的优势发展建材、石化等产业聚集。二是发展市场导向型
产业聚集。河北省环京津、环渤海，可以充分利用这一地区丰富的
市场资源，发展建材、生产型服务业、物流业等与市场关系密切的
产业聚集。三是发展效率导向型产业聚集。由于河北省土地和劳动
力丰富且成本较低，可以承接京津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和信息产业
的技术转移。在京津地区外围，发展可形成规模经济的高新技术产
业和信息技术业外围制造业的产业聚集。

（二）创造有利条件，形成产业聚集
一个地区要形成资本聚集，仅具备能够吸引资本流入的要素还

不够，还必须形成一定规模的产业聚集。这样才能使各种要素得到
充分利用，有效地形成资本的聚集。
１ 重视“偶然事件”，创造条件培育产业集群。产业集群是产

业聚集的基础。必须先形成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才能发展成产业
集聚。产业集群形成须具备多方面条件，一是产品生产过程必须具
有可分性并且最终产品具有可运输性；二是产业要有较长的生产
链，各生产工序存在较大差异；三是具有联合不同专业技能的网络
创新能力以及一定的市场易变性，这样才能使多个柔性生产的协作
企业比单个大型企业有更低的转换成本。

在产业集群形成的过程中，初始的“偶然因素”往往会成为
在一个地区形成产业集群并发展成为产业聚集的关键因素。河北省
要抓住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和我国产业升级的机遇，创造各种
条件，促使新兴产业在河北省率先形成一定规模。当然，仅有初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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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偶然事件”还是不够的，在产业集群形成的过程中，还需要
政府的引导和服务，如加强投资与产业集群发展有关的公共品，提
升基础设施，为集群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和行业规范等。同时还要建
立区域服务体系，培育能促进企业集群发展的区域文化。
２ 构筑产业聚集支撑体系，增强产业聚集能力。产业聚集是

在产业集群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比产业集群更丰富的内涵。不仅
要求一定规模的产业企业形式上的集中，还要形成上中下游的完整
结构（即从原材料供应到产品生产和销售以及售后服务）、外围支
持产业体系健全、具有灵活机动特性的有机体系。

产业聚集的形成还需要一些其他要素，比如各个企业之间的网
络化联系，在区域内形成显著的人才、资本和管理集中以及外部经
济所产生的群体效率等。倘若缺少了这些要素，则仅仅是产业集群
而不是产业集聚。我国的很多地方，特别是不发达地区往往更注重
形式上的产业集群，而忽略了更本质的产业集聚，因而出现了招商
引资不顺，经济增长缓慢等现象。

（三）完善配套环境建设，促成资本聚集
一定规模的产业聚集只是资本聚集的基础，要形成有效的资本

聚集，还必须加强配套环境和金融服务体系的建设。应注重以下几
点：
１ 集中投入产业集聚要素，培育产业城市化经济和产业地区

化经济。城市地区比乡村地区、大城市地区比小城市地区具有更大
的集聚经济，因此，在发展产业聚集时应注重与培育河北省产业的
城市化经济结合，两者互相促进，可以取得更大的集聚经济利益。
集聚要素比如基础设施和熟练劳动力等对产业集聚会产生重要影
响。大力发展这类集聚要素，促进要素集聚而形成城市化集聚经
济，形成若干个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产业集聚中心，进而发展成为
具有一定人口规模的城镇，对于河北省的城乡产业发展具有特别重
要的意义。
２ 充分发挥区域产业发展增长极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区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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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极的选择是区域产业发展的关键。基于集聚经济特征的增长极的
构建，对于河北省的产业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在发展中选择
那些具有巨大集聚经济发展潜力的城市（或新的开发区）作为区
域增长极，不仅会为进一步开发战略提供经济支持，而且也为河北
省经济的发展提供永续动力。河北省要充分抓住曹妃甸新区、渤海
新区、秦皇岛开发区建设的机遇，将这些开发区作为周边区域的增
长极。同时充分发挥这些增长极的带动作用，吸引开发性资金、促
进资本聚集，带动周边区域相关发展。
３ 加强投资环境建设。在河北省发展产业聚集的同时一定要

加强改善投资环境。首先，应加快河北省产业聚集区硬件环境的建
设，特别是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如公路、铁路和机场的新建、扩
建，以及电网、水网、通讯网的建设。其次，应加强软环境的建
设，对重点发展的产业集聚的投资商应实行更多的优惠政策，提供
更开放的外资进入领域。最后，还要加强对产业聚集区域的金融服
务体系建设。
　 　 二、 “量” ———促进金融资源布局调整， 建立 “需求追随型”
沿海资金供需模式

　 　 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家帕特里克（Ｐａｔｒｉｃｋ，１９６６）曾提出两种
金融发展模式都是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历史产物，在历史
的不同时期分别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两个车轮。一个是需求追
随（ｄｅｍａｎｄ －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模式。他认为，随着经济的增长，经济主
体会产生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作为对这种需求的反映，金融体系不
断发展。也就是说，经济主体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导致了金融机
构、金融资产与负债和相关金融服务的产生，该模式强调的是金融
服务的需求方。另一个是供给领先（ｓｕｐｐｌｙ － ｌｅａｄｉｎｇ）模式。金融
机构、金融资产与负债和相关金融服务的供给先于需求，该模式强
调的是金融服务的供给方对于经济的促进作用。他同时认为，这两
种模式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相适应，两种模式之间存在一个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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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问题。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供给领先型”金融居于主导
地位，而随着经济的发展， “需求追随型”金融逐渐居于主导地
位。

河北沿海是中国发达沿海地带中的相对欠发达地区。新一轮的
河北沿海开发尚处于基础设施建设先行的投资导向阶段，港口、集
疏运体系、产业园区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大规模建设及其大量
的资金投入，将为其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拉动作用。借鉴发达国家
和地区成功使用的先进的金融工具和投融资模式，结合河北沿海地
区的实际，我们认为当前沿海的金融支持应以“需求追随”型金
融为主，“供给领先”型金融为辅。以“需求追随”型的资金供给
模式在商业性金融机构中普遍适用，按需确定金融服务品种，按需
扩大资金供给，以期增强对各类生产要素的吸纳和集聚能力，为未
来全面推进河北沿海开发和沿海经济带建设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

河北省金融资源与经济资源在区域分布上的不匹配，是储蓄转
化投资不足的深层次原因。为解决这个问题，河北省应采取以下措
施：

（一）完善金融资源布局
我国商业银行组织结构以总分行体系为主，银行机构的分布对

间接融资产生巨大影响。由于历史发展传统的延续，现阶段河北省
各大商业银行依然是以省会石家庄为中心构筑区域银行体系，而现
阶段河北省经济资源的分布却是以沿海地区为重心，这就造成了金
融资源与经济资源在区域分布上不匹配。从以下几方面改善。一是
加强与商业银行总行协调，提升河北省沿海地区分支机构的结构层
次。争取各商业银行在唐山地区建立省级分行，或在沿海地区增建
二级分行，在唐山地区增建曹妃甸分行或港口分行等。二是提升商
业银行沿海地区分支机构的业务功能，如商业银行省分行业务部门
在沿海地区设立固定办事点，或将唐山等二级分行改为省分行直属
的营业部。三是商业银行在额度分配、费用投入等方面增加对沿海
地区分支机构支持力度，同时适度放宽沿海地区分支机构的业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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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二）完善沿海地区的金融组织体系，提高其资金供应能力
利用财政杠杆鼓励、引导外资银行、股份制银行到沿海三市设

立分支机构，拓展金融业务；鼓励、引导信托、保险和证券公司等
非银行金融机构在沿海设立服务机构；加快设立沿海发展银行，加
快沿海地区农村新型金融组织的设立步伐。

（三）发挥非间接融资渠道的作用，构建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和
体系

设立针对不同领域的河北沿海开发的专项基金，促进形成土地
收入、政策投入、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运作四轮驱动的多元化融资
机制；整合现有的政府投融资平台，发挥其在重大项目建设的融资
主渠道的作用；利用资本市场进行股票融资、债券融资，同时在重
点项目建设上采取融资租赁、ＢＯＴ、ＢＯＯＴ、ＢＴ、资产证券化等方
式多渠道解决资金筹措问题；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沿海项目的开
发。

三、 “价”———创新金融工具，丰富沿海发展投融资模式

在河北省沿海地区投融资体系建设中，融资工具缺乏、融资模
式单一、过分依赖银行贷款导致融资成本过高已经成为突出的问
题。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在现有政策条件下融资工具和融资
模式发展存在一系列制约因素。

通过金融创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以上问题。沿海开发，金
融创新是助力器。金融业要以更开阔的视野，更积极的措施，密切
跟踪金融市场的发展动向，充分利用和组合各种金融工具，推动金
融产品创新，创新拓展融资空间，提升金融服务水平。一是担保方
式的创新。比如河北沿海有宽广的海域，可以探索以海域使用权抵
押进行融资；二是融资模式的创新，在当前相关制度不完善的情况
下，可以尝试通过对现有的投融资工具组合，创新出与风险投资、
项目融资方式的风险收益模式相一致的新型融资模式。可由国有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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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公司、企业协会等作为投资主体，通过互助社、基金会、协会等
组织形式。在具体操作上，可选择企业缴纳基金、保证金和股权转
让等方式让渡项目的风险收益权，创新出与风险投资、项目融资方
式的风险收益模式相一致的新型融资模式。三是新兴市场融资产品
的应用，如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信托理财等产品，就是在银行
贷款之外充分利用各类新兴市场筹集的资金，不但扩大了企业的融
资渠道，而且大大降低了企业财务成本。

四、 “效” ———改革管理体制， 提升沿海地区投融资服务效率

（一）建立沿海地区投融资管理体系
目前，河北省缺乏针对沿海地区投融资的专门管理机构。“沿

海办”从规模和业务范围看受到沿海地区各级政府的多方面制约，
难以承担河北省沿海地区专门化的投融资管理。应组建以沿海经济
为中心的，跨越行政区划、跨越管理部门的沿海地区投融资专门管
理机构。以职能为基础形成管理体系。

同时，要加强政府主导，搭建以银政企项目对接交流平台和政
府投资主导的投融资平台为核心的两大平台。一方面，发挥政府的
桥梁和纽带作用，积极搭建银政企项目对接交流平台，利用发布
会、恳谈会、网站、刊物等形式，加强金融机构与政府、企业及项
目的沟通联系，主动传递沿海开发信息，实行重大项目银企对接，
并在项目推进上加强衔接，使金融机构了解项目行政审批进度和投
资进展，方便融资审批对接和安排。另一方面，设立沿海开发省级
投融资平台，借鉴高速公路开发的经验，以平台筹措和集中管理资
金，统筹规划，避免各市各自为政、互相割裂的局面，努力构建政
府引导、市场推动的科学化投融资体系。

（二）培育高质量融资主体
针对目前国内上市公司存在的普遍问题，应鼓励优质企业吸纳

社会资本、引进战略投资者实现开放式增量改制、建立股份有限公
司的科学激励机制、推行以鼓励长远经营为目标的股权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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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民营或外资战略投资者优化股权结构，区别不同企业，适当降
低上市公司国有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切实解决影响上市公司发展的
有关问题。

（三）大力发展中介组织
引入资信评估、产业投资信息咨询等中介机构，建立公共金融

网络信息平台，健全失信处罚和守信奖励制度；提升中介机构的专
业化服务水平，大力发展资产评估机构等基础性中介服务，积极发
展与金融业务密切相关的企业贷款担保机构、资信评估机构、风险
投资服务中介体系等，改进金融企业信息交流及服务环境。

（四）培育多元化投资主体
在结合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要求方面，通过积极鼓励社会大众和

民营资本投资资本市场，加快形成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
的多元投资格局；积极培育各类机构投资者，设立基金管理公司；
引导、筹集社会资金直接进入资本市场，培育理财机制；大力发展
投资管理公司、风险投资公司、担保公司和典当公司，支持设立更
多的风险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信托投资基金，大力支持企业
法人投资资本市场；鼓励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其他企业法人积极
参与各类资本市场投资，为其建立健全股权质押制度，为企业融资
参与资本市场投资创造良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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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河北沿海地区港城建设
与互动发展 　

利用沿海城市的区位优势发展具有区域影响力的沿海城市，并
通过沿海地区的城市化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繁荣，这是各地经济发
展的普遍规律。我省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依靠城市强有力的带
动，而加速我省城市化进程，又必须加快沿海地区城市带发展。这
不仅因为沿海城市带是我省跨越式发展的希望所在和后劲所在，也
是因为我省发展沿海城市带已有充分的现实基础和条件，一方面具
有区位、生态、资源、比较优势，另一方面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客观
规律和城市化发展的独特规律。特别是随着我省沿海战略不断深入
发展，如何加快港口升级、产业集聚、港城建设及互动发展已经提
上议事日程。

第一节　 河北沿海地区城市化与港城互动
发展的重要意义

　 　 我省拥有４８７公里的海岸线，然而至今没有一个在国内外有一
定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沿海城市，由于缺乏沿海城市的带动，全省经
济显得动力不足、活力不够、张力不强。体现在产业方面就是服务
业发展层次低、工业创新能力差、农业链条短，全省综合经济实力
不强。我省提出建设沿海强省战略目标，就是为了打破沿海区位、
内陆经济模式的尴尬局面。这不仅意味着我省要围绕重点产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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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大港，在沿海地区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有较强竞争力的重化
工生产基地，而且要求我省要通过港口、产业和城市配套服务的有
机结合形成沿海强市，并通过沿海强市导向、拉动作用，由点到面
地带动全省经济全面发展。本章研究旨在总结沿海地区城市化的基
本路径和港城建设的推进方式，分析我省沿海港城建设面临的机遇
与挑战，提出我省沿海地区港城建设与互动发展的思路。
　 　 一、 全球城市化具有显著的沿海化特征， 沿海地区必须充分挖
掘沿海的区位优势引领区域城市化

　 　 （一）沿海地区城市分布密集，世界最重要的城市几乎都是
港口城市

城市化选择沿海地区具有普遍性，从世界看，沿海地区的城市
化水平远远高于内陆地区。从国内看，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有建
制市６９座，其中重要城市高度集中于沿海地区，而东南沿海比北
方沿海城市化现象更为突出，东南沿海地区城市网的密度为中部地
区的３ ３倍，为内陆地区的４１ ３倍。目前，世界的一半财富集中
在沿海港口城市，３５个国际化大城市中３１个是沿海港口城市，其
中前１０名又都集中在港口城市。这一方面说明沿海区域城市化发
展超前于其他区域；另一方面也表明沿海城市化的质量很高。

（二）世界五大城市群有四个分布在海岸线上，城市群内部港
口城市云集、城市化水平极高①
１ 美国东北部城市群，北起波士顿，南至华盛顿，沿线的纽

约、费城、巴尔的摩都是世界重要港口城市，该城市群面积１３ ８
万平方公里，占美国面积的１ ５％，人口却达６５００万，占美国总
人口的２０％，是美国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城市化水平达到９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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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２ 日本东海道城市群，指从千叶向西，经过东京、横滨、静

冈、名古屋，到京都、大阪、神户的范围，占据了本州岛太平洋沿
岸的大部分地区。该区域面积３ ５万平方公里，占日本全国的
６％，人口将近７０００万，占全国总人口的６１％。

３ 欧洲西北部莱因河下游城市群，被称为“超级城市带”，主
要城市有巴黎、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安特卫普、布鲁塞尔、
科隆及鲁尔等港口城市。该城市带１０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就有４０
座，总面积１４ ５万平方公里，总人口４６００万。
４ 英国中部城市群，以伦敦—利物浦为轴线，包括大伦敦地

区、伯明翰、谢菲尔德、利物浦、曼彻斯特等沿海大城市和众多港
口，是产业革命后英国主要的生产基地。该城市带面积４ ５万平方
公里，人口３６５０万。
５ 北美五大湖城市群，这是五大城市群中唯一例外的非沿海

城市带，从芝加哥向东到底特律、克利夫兰、匹兹堡，并一直延伸
到加拿大的多伦多和蒙特利尔。这些城市虽然不在海岸线上，但从
其崛起的背景看，仍与沿海经济有着密切联系。众所周知，五大湖
是因大运河的开凿使之与美国东海岸地区通达之后才得以发展起来
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五大湖地区是美国东海岸城市群的经济腹
地，该城市群与美国东北沿海城市群共同构成了北美的制造业带。
目前我国正在崛起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和河北
所在的环渤海城市群也无一例外地处于沿海地带。
　 　 二、 沿海地区是当今世界生产力布局的重点区域， 推动沿海地
区城市化有利于我省产业加快集聚， 能够借助沿海优势争取最佳发
展机遇

　 　 （一）世界工业化重心偏爱沿海城市，经济全球化趋势更强
化了在沿海地带进行生产力布局的特征

工业革命促使沿海地区城市化的加速发展，２０世纪随着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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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海运的蓬勃发展，沿海地区城市化更为迅速，成为现代工业技术
的聚集地。特别是二战后，欧洲、日本、亚洲“四小”经济振兴，
更突出显示了沿海港城的巨大区位优势，成为各国生产力提高的最
大、最快的生长点和新兴产业、规模经济的重要基地，也成为这些
区域进一步城市化与人口流动的主要焦点。香港、新加坡、高雄、
釜山、东京、神户、鹿特丹、安特卫普等原有著名港城，都得到更
迅猛的发展。

生产力布局沿海化趋势所导致的沿海城市发展快于内地的普遍
现象，究其缘由，盖因得海而独厚：交通便利，海运发达；方便贸
易，大进大出；巨轮畅通，运费低廉，因而产业所钟，商贸所聚。
首先，与工业化相伴相随的是世界贸易，工业化重心城市或国家往
往依赖全球的原料供应、也需要将产品销往世界各地，正是这种对
原料和市场的全球依赖导致了相关产业的沿海布局特点。即各国在
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出于原料和产品的进出便利及降低运输成本
等因素的考虑，往往将产业布局在港口附近。其次，产业发展的必
然联系导致沿海产业带逐步扩展。沿海布局最先可能只是在某一个
港口附近，但重化工及港口产业具有较强的产业关联性，随着工业
化的推进，在沿海区域集中式发展的重化工业规模会越来越大，与
其配套的有关产业及与港口发展相关联的产业也日益扩张，形成更
大的集聚。发展到一定程度，一个港口城市再也无法容纳庞大的密
切关联的产业群，因此，著名港口城市往往是能够带动周边一大批
大中小城市崛起。而且最先发展起来的港口渐渐难以满足迅速增长
的货运需求，这时毗邻地区的港口就会顺势发展起来，这些港口附
近也会分布相关的产业。而各个港口城市之间既有竞争也有合作，
既有横向产业关联也有纵向产业联系。当港口城市连片发展达到一
定规模之后，形成城市群经济，这时港口的影响力往往超出区域的
范围，其经济腹地就会更加扩张，沿海的经济范畴就会增加，港口
的影响就会惠及与之相连（早期大多通过内河连结，如美国的五
大湖地区，后来依靠发达的铁路、公路等多种交通网络连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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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的内陆区域。
今天，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性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日益明显。海港

城市资源来路多、比较成本低、资金投向好、商品流通快、市场范
围大、配套能力强、附加产值高、经济信息灵等突出特点势必更加
显现。因此，推进港口建设，推动沿海地区城市化成为各地区加快
区域经济发展、提高产业竞争的得力且行之有效的重要举措。

（二）中国仍是世界经济重心转移的目的地，重点是东部沿海
地区，河北应争取分享发展的机遇

从国际形势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世界经济重心开始向我国
转移，加之我国开放沿海城市的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东南沿海地区
的经济发展，甚至被誉为“世界工厂”，河北则没有分享到这次发
展良机。近年来，尽管东南沿海地区随着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加工
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已经慢慢消减，但随着服务经济全球范围转移的
提速，这些地区已经先行一步进行经济转型。而与制造业转移相
比，服务业的跨国转移对拉动经济发展的影响将会更大，可谓是沿
海地区发展的第二次机遇，河北不能再坐失良机。可以说，正是世
界范围内生产力布局的沿海化趋势，才造就了具有广泛影响的沿海
产业带和城市群。因此，河北必须积极争取分享到这次机遇。

从河北所在的区域看，一是环渤海经济圈在全国乃至世界经济
格局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河北作为环渤海经济圈中的重要成员
既有优良港资源，也已经初步形成沿海重化工产业基地雏形，具备
了依托港口发展重化工产业的基本条件，也具有依靠港口产业及重
化工产业促进贸易和生产服务发展的客观基础，在此前提下推动建
设新型沿海城市、提升原有沿海城市的能级，既是现时需要，也是
谋求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二是从京津两个特大城市对河北沿海区
位的需求和经济联动关系来看，河北沿海地区城市化将有利于形成
以首都经济为核心的多级城市体系，在对首都经济进行实体产业支
持和相关服务进行消化吸收的同时，建立我省具有长远战略意义和
竞争优势的产业体系。三是河北在环渤海地区港口体系建设中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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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一席之地。世界很多发展案例表明，一个区域的繁荣很多时
候有赖于多个港口及港口城市的共同发展，各个城市在竞合关系中
确立自己的区域地位。目前我省港口体系建设日趋多元化和规模
化，亟待发展能够对港口形成有力支持的产业。而港口区域先行城
市化将会有力促进沿海港口发展和产业集聚。

从河北自身看，回顾河北改革开放以来的各种经济发展战略，
嬗变而流于形式，恐怕都与未能找准自身在区域经济分工中的合理
定位、没能摆布好省内各个区域之间的经济关系有直接关系。而最
为关键的一点则是对沿海区位没有及时、正确的认识。同时应当看
到，河北与东南沿海地区有所不同，河北是资源型的经济特征，又
有良港，特别适宜发展重化工等临港产业。客观地讲，河北有沿海
区位，也形成了一定的沿海重化工产业格局，并且这一局面正在得
到强化。当前，我省已经充分认识到沿海区位的价值，及时地提出
建设沿海强省的战略部署，沿海规划也开始进入实施阶段，在这个
前提下还应最大限度地发挥区位优势，积极融入环渤海经济圈的大
发展中，从更高的战略高度谋划沿海的发展及其对全省的带动。
　 　 三、 世界范围内港口竞争日趋激烈，加速沿海地区城市化、提升
沿海港口城市能级，有利于沿海地位的提高及腹地经济的良性增长

　 　 区域竞争越来越表现为港口竞争，世界上众多的以港口带动区
域发展的成功案例可为河北发展提供经验和借鉴。区位具有特殊地
位，沿海地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今天，越来越体现出强大的
发展优势。例如韩国釜山、新加坡、阿联酋迪拜等，都是依托门户
的区位，通过建设港口、发展临港工业快速发展起来的世界重要城
市。以迪拜为例，阿联酋高标准、高起点建设港口，使其快速发展
成为区域重要城市和国际化大都市。其重要经验之一就是港口建设
与工业项目和城市建设同步发展，使得迪拜以崭新面貌迅速登上世
界经济重要舞台。具体就是以高标准、高起点的新思维，确立了把
迪拜港迅速建设成为中东地区规模最大集装箱枢纽港的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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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增加投资改善码头设施，扩大集装箱的吞吐能力。港口的迅速
发展、港口仓储设备日益完备，以及自由贸易区的顺畅运作，不仅
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贸易商、发展商和投资商，也直接刺激了贸易
和制造业的发展。为了吸引更多高增值产品在迪拜港生产，以进一
步刺激港口吞吐量，阿联酋政府宣布在杰贝阿里附近的拉希德建立
科技园，该科技园制造的产品可出口到南亚及非洲国家。２００４年
迪拜即跻身全球十大集装箱港口之列，成为中东地区的“香港”
或者“新加坡”。可见，城市化战略是增强区域竞争力的有效手
段，在不断提高沿海地区城市化水平的同时提升城市化质量，可以
最大限度地增强区域影响力。

第二节　 沿海地区城市化路径及港城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从全球来看，最具影响力的城市绝大多数都分布在沿海港口地
带，这些城市发展的基本脉络也清楚地展示出港口建设的过程，对
当地乃至整个区域的发展都极具重要意义。考察沿海城市的发展历
史就会发现，沿海地区的城市化主要是依托港口起步的，可以说众
多的沿海城市就是从一个个港口逐步发展演变而来的。事实上，世
界很多沿海城市都是在港口的基础上，经过不断的港口产业丰富和
发展、港区产业日益集聚和拓展而形成的。沿海城市规模的大小及
其影响力的高低也往往与港口的能级密切相关。

一、 以港兴市， 因港立城

（一）港口建设是沿海地区城市化的发动机。沿海区位最大的
优势就是枢纽功能，具有建设优良港条件的沿海地区注定是城市化
的核心区域

工业革命之前，一些沿海地区之所以发展港口，主要是商业贸
易促成，这些沿海地区依托港口兴起一批城市，如目前世界重要的
港口城市鹿特丹、阿姆斯特丹、安特卫普等都是因贸易诞生的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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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然后又通过港口促进了贸易，港口所在地渐渐成为区域贸易中
心，形成一定规模的人口聚集和资源聚集，港口逐渐演变发展为城
市。工业革命以后，工业化首先就是在港口地区起步，并且全球的
工业化中心始终没有离开过沿海港口区域，每一次工业化中心的转
移都以港口建设为契机。美国东海岸纽约新泽西、巴尔的摩、波士
顿、费城等港口群，成就了工业化中心由大西洋西海岸以英国伦敦
为中心到以纽约为中心的第一次转移，伴随这次转移，形成了
“波士华”地区都市圈。工业化中心由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的过程
中，仍是沿海地带的洛杉矶、休斯顿等港口城市承接。而２０世纪
中叶，世界经济重心由太平洋西海岸向东海岸的转移，之所以选择
了日本、韩国、香港和新加坡，除了生产比较优势等因素外，与这
些地区的区位条件和港口建设水平也有直接关系。

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是必然的，而承接地的选择也绝非偶然。
从中可以看到，区域的竞争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港口的竞争来实现
的，不仅是后起地区要通过港口建设来争取发展机会，老港口城市
也要通过港口改扩建争取新的发展机遇。像上面提到的那些中世纪
就形成的港口城市，在工业化时代都经历过港口重建，继而成为工
业化中心，从而使港口城市获得新生的发展过程。由此可见，港口
已经成为沿海城市贸易发展、制造业繁荣的重要支撑点，港口建设
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

（二）港口功能完善，城市化数量、质量才能快速提升
１ 港口建设对城市化有直接的数量增长贡献，主要表现在人

口城市化方面。首先，港口相关产业可以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如
休斯顿港口码头直接为当地提供了８ ９万个工作职位，与此同时，
间接提供了与港口相关的５ ３万个工作职位，而休斯敦港为其所在
州带来了２８ ７万个工作职位。照此类推，如果一个工作职位供养
３个人，则有８０万人靠休斯敦港的工作供养。其次，临港产业集
聚形成产业工人及其家属的集中。港口使各种资源向港口及港口周
边地区集中。这就促使更多的相关公司、供应商和关联产业相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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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形成相关产业链条，促进区域产业升级和产业工人集聚。伴随
这一过程，人口聚集更加迅速，城市化步伐加快。
２ 国际贸易促使港口城市的地位日益提升，港口越来越成为

城市经济及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在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现代工业革命以后，随着工业
化在沿海地区的快速推进，大大加快了沿海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原
有的一些港口城市进一步扩大了影响，成为更具实力的世界重要城
市；原先默默无闻的部分沿海地区，通过大规模的港口建设也成功
地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地区，在工业化的同时也顺利地完成了
城市化，快速实现现代化。

二、 港兴业旺， 业盛城展

（一）工业化激发城市化，世界经济重心转移促进了所到之处
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自１８世纪开始的工业化，总是在世界上那些具有生产优势的
城市和地区，集中地、重点地推进，这些地方也就是所谓的世界经
济发展重心地区。工业化不仅直接导致这些重心地区自身的城市化
水平快速提高，而且对其辐射影响区域的城市化也带来巨大影响。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所谓的重心地区几乎都是沿海港口城市，世界
经济发展重心发生了多次转移，每次转移都给新重心地区的城市化
注入活力和动力。
１ 沿海地区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伴相随，工业化决定着城市化

的发展水平。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城市化的原动力就是资本的扩
大，整个城市化的过程就是资本扩大再生产过程在城市地域上的表
现。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的“典型事实”统计方法表明，随着收
入水平的提高，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发展，这也是工业化阶段经济
实现稳态增长的重要条件。从世界近代城市的发展过程看，工业化
是城市化的原动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西欧、北欧、北美和
大洋洲的所有国家都在工业化的带动下，完成了城市化。第二次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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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和东欧国家相继实现了工业化，并因此带动了
这些国家的城市化，在１９５０ ～ １９７０年间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
本的城市化水平从５０ ３％提高到７２％；从６０年代中期开始，工业
化的浪潮在东亚、南美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兴起，城市化水平在整个
世界范围内获得提高，韩国在１９６０ ～ １９８０年的经济起飞阶段期间，
城市化水平从２７ ７％提高到５８ ９％。
２ 工业化是城市化发展的原动力，而工业化的推进往往选择

沿海城市。始于１８世纪的工业化首先从英国伦敦开始，随着世界
经济发展，工业化中心发生转移，但无论是从西欧到北欧、北美，
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转移到的亚洲、东欧，都是在沿海港口城
市完成的。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世界第一个经济增长重心，伦敦和
英格兰中部地区形成了以伦敦至利物浦为轴线的大片城市带或城市
群。到１９世纪，欧洲大陆的兴起使西欧地区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中
心。在法国大巴黎地区、德国莱因—鲁尔地区、荷兰和比利时的中
部地区，以巴黎、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波恩等大城市为中心形
成了规模大小不等的城市群，并共同组成了“人字形”的发展轴。
进入２０世纪后，世界经济增长重心从西欧转移至北美。在美国东
北部和中部地区形成了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城市群以及五大湖沿
岸城市群。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美国的经济重心向中西部转移，从
而推动了该地区城市群的发展，形成了旧金山—洛杉矶、达拉斯—
休斯顿以开发高新技术产业为特色的新兴城市群。随着日本经济的
崛起以及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在日本东部地区形成了以东
京—大阪为轴线的庞大城市群。进入２１世纪后，世界经济增长的
重心正向亚洲太平洋地区转移，中国正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增长
极，环渤海城市群的崛起指日可待。

（二） 港口产业关联性强， 不断推动产业链条的延伸和扩展

从世界发展经验看，丰富的港口产业链客观上不断推动沿海城
市化进程，而各国在港口建设的同时，主观上也在不断开创或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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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业，这既有关联产业的自然扩展，也有城市多元化发展所需要
的新产业开发。总的来看，港口产业具有梯次发展的效应和波浪式
扩张的空间作用规律。
１ 港口产业梯次发展的乘数效应。港口与其他部门之间存在

着较强的前后关联，港口与临港城市的发展产生明显的临港产业梯
次发展的乘数效应。随着港口的设立，在社会经济技术等因素的推
动下，首先发展起来的是共生产业：如港口装卸、运输业、仓储
等，共生产业是“基础产业”；随着港口的进一步发展，共生产业
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产业链的进一步延伸，在优越的交通条件的诱
导下，以临港工业为代表的依存产业逐渐发展起来，通常包括石化
业、制造业、加工业等，而依存产业的出现改变了港口产业在区域
经济中的作用，即由原来的单一运输产业功能，转变为集运输和工
业为一体的综合产业区。共生产业和依存产业共同支撑港口直接产
业，在直接产业中，围绕共生产业衍生依存产业，港口直接产业具
有强大的产业链延伸能力、产值附加能力和就业带动效应。当港口
直接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在共生产业和依存产业的共同作用下，
直接产业通过上游、下游和横向的产业联系衍生出与直接产业联系
密切的相关服务业，如金融、保险、信息服务、旅游业、商业、娱
乐等，为港口提供各种服务，且快速发展，并逐渐成为新的经济增
长引擎。

港口的相关经济活动大体可以分为运输相关活动、商业贸易活
动、工业活动三大部分，如表８１、表８２、表８３所示。其中运输
相关活动都与港口高度相关，是港口正常运转所必须的活动，这些
产业是与港口共时的，因此是港口地区城市化的先驱产业活动；商
贸活动对港口的依存度有所不同，与港口类型和等级有关，是港口
地区城市化内涵比较丰富和弹性较大的产业活动；工业及其所引发
的生产服务业决定着港口的发展档次和城市能级，尽管具体的某项
工业活动并不好判断与港口的相关度，但港口工业活动的密集度直
接与港口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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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１　 与运输相关的经济活动及其对港口的依存度
活动名称 活动性质

港口建设活动 此类活动可单独分类，但由于大部分由港口管理机构统一
负责，因此划归运输相关

引航活动 往往是国家强制性活动，与政策关联性很强
辅助航行活动 包括通讯、拖驳等活动
燃料、生活用品供应活动该项活动虽不属于运输活动，但是港口生产的必要环节，

因此划归此类
海事安全检查活动 政府行为
海关、边防检查 政府行为
集疏运活动 由于港口规模不同，此类活动的规模也不尽相同

表８２　 与商贸相关的经济活动及其对港口的依存度
活动名称 活动性质 对港口的依存度

仓储物流活动 对于国家港、中转港以及部分地区港来说是
必须的活动 相关度较高

港口贸易活动 各种港口都有该类活动，但由于港口类型的
差异，该类活动范围、种类不同 有一定的相关度

航运贸易代理活动由于经济发展、分工的细化，该类活动已经
成为港口生产的必要组成部分

相关度很高，港口
必须的活动

海运金融保险活动
由于信息业的发展，该类活动往往不再设于
港口区域内，但国家大型综合类港口附近拥
有发达的金融保险产业，也与港口的地位有
很大关系

相关度较高

生活服务活动 由于港口地区人员密集且流动性大，因此生
活服务活动发达 相关度较高

表８３　 与工业相关的经济活动及其对港口的依存度
活动名称 活动性质 对港口的依存度

船运相关工业活动
大型港口附近的船运相关活动发达，其中有
的部分与港口生产可能密切相关，如果没有
港口，该类活动将不复存在

高度相关

临港工业活动
临港活动对地区的影响尤为显著，但该类活
动与港口的相关度难于确定，判断的主观因
素较强

具体分析

２ 港口产业波浪式扩张的空间作用规律。港口产业在不同发
展阶段上的演变反映在地域空间上，就会出现围绕核心港口呈现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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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同心圆一样的“波浪”式扩张，从里到外依次为共生产业、依
存产业和关联产业。而且不同产业空间扩张能力是不同的，与港口
的关系越是密切的产业对港口的依赖性越强，摆脱港口的空间扩张
能力就越弱。一般而言，关联产业空间扩散能力要大于共生产业和
依存产业等。港口不同产业在地域空间上的“波及效应”对周边
区域的社会生活、经济结构、城市建设、土地利用等产生深刻影
响。

（三）港口和临港产业发展促进服务业向港口地区集聚，推动
城市化向纵深方向发展
１ 服务业是人口城市化的主要贡献者。服务业就业比重随着

城市化水平提高迅速上升。国外的实践经验证明，在城市化的初级
阶段，工业是吸纳劳动力的主渠道，但在城市化的加速期，服务业
的就业弹性是工业的５倍以上，成为城市化进程中吸纳劳动力的主
渠道。服务业所涉及的职业范围广，从家庭劳务到科学技术研究开
发，涉及社会各种生产和生活领域，使其具有多层次吸收劳动力就
业的能力。传统服务业，即劳动密集型服务业，资金投入少、装备
水平低、吸收劳动力就业量大，这样就能在资金、物质供给有限的
情况下，安排较多的劳动者就业。同时，服务业是提高劳动者素质
的主要部门，要培养众多的熟练劳动者，造就大批中、高级管理人
才和专业技术人才，客观上要求发展就业前长时间的系统教育和职
业培训，而科研、教育、培训等服务业部门可以满足这些需要。
２ 服务业的内涵逐渐扩张，持续地支持了城市化。历史经验

证明，服务业的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是一个相互依存、彼此
促进的联动过程，服务业的规模、结构和城市的规模、结构有很大
关系，服务业的迅猛发展赋予了城市新的活力，是城市化持续发展
的后续动力。从城市化发展阶段看，零售、批发、运输等服务业是
城市化初级阶段的主要贡献者；城市化扩张阶段，金融、保险、会
计、律师等服务业对产品出口、贸易进行了巨大支持，这一时期服
务业种类趋于多样化、服务业在城市经济中的地位上升；城市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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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阶段，研发、设计、软件、咨询等高端生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促
进了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服务业还形成了各个城市的独特文化
特点，决定了城市发展可能达到的高度。目前发达国家城市服务业
正向高附加值、专业化方向发展。

而高端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带动的城市化，因其在发展起点上
就具有超越性质，不仅提升了原有城市等级，而且创立了新型城市
化特点。美国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城市边缘地带、高等院校和
科研机构集中地区以及高速公路的两侧，依托教育、研发、信息等
产业建立了许多规模等级不同的高技术园区，如加利福尼亚州的硅
谷，佛罗里达州的硅湖，犹他州盐湖城的仿生谷，田纳西州的技术
走廊等，这些新兴的高技术园区的出现，构造并形成了若干高密度
的城市群或城市带，极大地推进了城市化的进程，增强了城市的活
力，加大了城市的扩散效应和辐射功能。
３ 服务业对城市能级的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以现代服务业

为主导是国际大都市的共同经济形态。香港作为世界服务经济比重
最高的经济体，２００５年服务业占ＧＤＰ的比重高达９０ ７％；巴黎大
区服务业的附加值在经济总附加值中的比重达到８４ ６％ （２００３年
数据）；服务业产值在伦敦经济中的比重在８８％左右；而东京都的
服务业在１９９７年就已经达到了８２ ６％的比重，即便是服务比重相
对较低的新加坡，２００５年服务业占ＧＤＰ的比重也为６３％，最高时
（２００１年）达到６７％。

服务业对城市经济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ＧＤＰ中的比重高的方
面，还体现在对增长经济的巨大拉动作用方面。发达国家和地区的
服务业的增长速度快于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服务业是拉动经济增
长的关键因素。目前，支撑纽约、伦敦、巴黎、东京、香港等世界
级大城市经济的主体是现代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具有高知识密集
性、高智商密集性、高层次人才密集性等特征，如金融服务、信息
服务、研发设计服务、跨国公司总部、跨国公司的运营中心机构
等。沿海港口城市都是通过牢牢掌握现代服务业，占领着世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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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制高点，把握着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动权，控制着全球经济的
脉搏，获得着巨额利润。

三、 港城互动、 城市组群

（一）港口密集区域也是城市群诞生之地，重要港口产生世界
城市

如英国从伦敦到利物浦的英格兰中部地带依托伦敦、利物浦等
重要港口，产生密集的大中小城市，出现了城市群雏形；美国东北
部波士顿至巴尔的摩大西洋沿线形成了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
的摩等一批港口和城市，出现了规模巨大的城市群。并且，与之相
适应，１９世纪的伦敦、２０世纪初的纽约、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东
京等３个城市都成为当今世界最具代表性的世界城市。

工业化带动城市化是世界城市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工业革
命始于英国，因而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
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英国的城市化进程十分迅速，曼彻斯特、伯
明翰、利物浦等一大批工业城市迅速崛起、成长，在伦敦和英格兰
中部地区形成了由伦敦、伯明翰、利物浦、曼彻斯特等城市聚集而
成的英格兰城市带。此外，随着资本、工厂、人口向城市的迅速集
中，在德国的鲁尔地区、法国北部地区、美国的大西洋沿岸和五大
湖沿岸等沿海沿湖地区，都在工业革命进程中形成城市密集地区，
出现了城市带或城市群现象。

伴随世界工业化重心由欧洲到北美再到亚太地区发生的四次转
移，世界上也形成了多个城市化重心区域，这些区域也都分布在沿
海，城市化地区从欧美的大西洋沿海散布到太平洋地区。首先是工
业革命的发源地伦敦，形成了以伦敦为核心的英格兰区域（包括
利物浦等港口）的城市化重心区；接着是塞纳河流域的巴黎和莱
茵河流域的布鲁塞尔，主要有以巴黎为中心的城市化区域和以柏林
为中心的城市化区域；然后是纽约、洛杉矶，形成了以纽约为核心
的美国东北部沿大西洋西岸的城市化群和以洛杉矶、旧金山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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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国太平洋东海岸城市化群；最后到达以东京为中心的日本东海
道地区城市化群等等。这些沿海地区城市化水平高，城市体系发育
完善，各城市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活动方面有着密切的交互融合
作用，在空间形态上表现为许多不同等级的城市连成一体的大都市
带。伦敦依托的英国英格兰区域是以伦敦—利物浦为轴线，自伦敦
向西北延伸，包括大伦敦地区、伯明翰、谢菲尔德、利物浦、曼彻
斯特等大城市，形成纵贯南部英格兰岛的大都市带。纽约依托的美
国东北部区域在空间形态上是北起波士顿、南至华盛顿的一系列大
城市和特大城市组成的大都市带。东京依托的日本东海道区域是东
有东京都，西有大阪府，中间排列大小城市近百座，地域范围共涉
及日本１４个都府县，占据了本州岛太平洋沿岸的大部分地区。伴
随这些城市化重心区域诞生的是几个世界级中心城市———伦敦、巴
黎、纽约和东京。每个世界城市周围形成了众多的等级、能量各不
相同的大中小城市。战后东亚经济的发展，东亚城市地位上升，东
京、新加坡、香港、汉城等跃入国际公认的世界城市之列。

（二）港口分级化发展，形成功能各有不同、等级有所差别的
城市群体

从各国沿海地区发展经验看，同一区域的发展往往需要各种级
别的港口相互支撑，有的是枢纽港、有的是集散港，各种类型港口
配合更有效率。与此相适应，港口周边的城市具有各自特点和功
能，并集合成整体形成区域力量，共同分享发展机遇。例如从美国
波士顿到巴尔的摩和华盛顿之间，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港口，纽约、
特拉华、费城和巴尔的摩等，每个港口年吞吐货运量高达４０００万
吨以上，每年集装箱量高达２００万箱。其围绕港口而形成的高度发
达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质量，使该区域不仅成为美国经济和贸易的重
要基础，也是世界最大的国际金融、贸易中心。又如日本的三大都
市圈，东京圈、大阪圈和名古屋圈，不仅各都市圈地区内都有非常
发达的基础设施，而且通过高速列车（磁悬浮列车）使三大都市
圈连接起来，形成日本经济的中心地带。三大都市圈占地不到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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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的３０％，但却集中了全日本６４％的人口和８０％以上的工业产
值，并成为太平洋地区具有高密度交流网络的国际金融、贸易中
心。欧洲共同体（原欧共体）也依托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波
恩三个大城市高度发达和完备的基础设施，与鹿特丹、安特卫普、
拉斐尔、伦敦、马赛福斯和热那亚６个世界大港的精良基础设施，
形成欧共体经济增长的“极核”地区，并通过发达的内河运输网
把罗那河口这两个发达的“南北极核”联结起来，从而对西欧圈
城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三）沿海城市化以群组形式推进，各种等级城市相互配合发
展，沿海城市群内部有竞争也有分工协作

国际经验表明，城市群内部大多具有高度分工与合作。例如，
在美国东北部“波士华”大都市带和日本东海道都市内部，各主
要城市都有自己的特定职能，都有自己占优势的产业部门，而且在
发展过程中，彼此联系越来越紧密。纽约的定位就是发展现代服务
业，以发达的金融保险业、商业零售业、国际贸易、航运物流、信
息咨询为整个城市群乃至世界广大地区提供专业服务，同时发展高
度发达的房地产业、文化娱乐业、休闲时尚业等，吸引更多的大公
司把世界总部、美国总部或地区总部吸引到纽约，更加凸显这座城
市的核心地位和辐射功能。纽约也有一些制造业，但全都是都市制
造业，如印刷业、时装业、珠宝加工业等等。在同一城市群内，波
士顿则主要定位于发展文化教育、医药卫生、高新技术产业、专业
金融服务等方面，该城市群的制造业聚集地则主要在费城一带。

城市群除了保持强劲的集聚效应和通达效应外，还以其网络效
应为特点扩大了区域之间的交流规模和联动深度。并且每个中心城
市也通常在一个大的区域范围内对各个城市进行合理规划和建设，
避免大城市内人口和工业活动过于集中，使有关城市各展其长，既
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能够组成一个有机综合体。从国外发展经验
看，城市群的发展体现了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数量搭配的倍数效
应。按照著名的地理学家克里斯泰勒理论，合理的城镇等级分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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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的倍数展开，即１∶ ７∶ ４９∶ ３４３，而按照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原
理，在市场、交通、行政三原则共同作用下，城市等级体系为１∶
２∶ ６∶ ４２∶ １１８。国内有学者认为应参照国际上城市结构等级数量
体系确定以３为倍数的数列，即特大、大、中等、小城市比例为１
∶ ３∶ ９∶ ２７。虽然人们对倍数的具体数值的看法还不尽相同，但普
遍认同大中小城市数量搭配的倍数效应。这对我们分析河北的现实
问题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第一，在环渤海经济圈中既要充分重视
京津两大城市对河北城市发展的挤压作用，也要看到其对河北在中
小城市的拉动效应；第二，即使在同一经济圈内已有京津两个特大
城市，唐山依托优良港和重化工产业，以大城市姿态崛起是完全可
能的、也是现实的，我省其他港口及港口城市也完全有加快发展的
理由和可能；第三，在整个环渤海经济圈中，环绕京津的地区有发
展中小城市的潜在条件。因此，我省城市化战略重点应适时向沿海
地区转移。

第三节　 河北沿海地区港城发展的契机与条件

一、 几个认识和基本判断

（一）河北省港口和临港产业将会进一步发展，沿海城市化必
将积极推进

未来几十年，我国煤炭、石油、矿石等自然资源依赖进口的局
面不会根本改变；港口瓶颈短期内仍然存在，我国在相当长一段时
期内还要发展港口产业；我国重化工产业依托港口向港区转移的趋
势将会强化；我省在港口和重化工产业发展方面具有良好的条件。
因此，我省港口和临港产业发展空间很大，从理论上来讲，以此为
契机在我省沿海地带借机发展形成具有较大影响和具有较高能级的
大城市的条件基本具备。从我省自身看，全省经济的腾飞需要沿海
经济的拉动，强化沿海意识意味着多一份争取新一轮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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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沿海地区的城市化不仅能够催化沿海地区工业化进程，而且可
以拉动广泛的腹地共同发展。从现实来看，河北在北方港口中的战
略地位和作用有提升的趋势。

（二）我省沿海地区与首都的关系
世界城市作为全球经济的组织节点，其作用与地位取决于在新

的国际分工背景下的世界控制能力。新的全球生产和销售组织形式
的变化引发了一场对港口城市来说，有着特殊意义的空间结构的再
组织。有人预言，下一个经济重心将会转移到中国的沿海地区，具
体讲可能是以北京为核心的环渤海地区。这种预见的正确性也许需
要时间的检验，但环渤海经济的崛起已经为世人瞩目。站在整个环
渤海区域的整体发展上看，首都外向型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
势必对与其毗邻的我省广泛区域和沿海港口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就
需要我省在沿海地带进行有利于促进区域发展的产业布局，构建与
首都经济相对接的大中小城市经济，形成相互支持和相互促进的产
业体系和城市群体系，这就在客观上要求我省在沿海广泛区域进行
城市化的重点推进。

（三）我省沿海地区与天津及其他环渤海港口的关系
目前我省港口发展受到天津港的制约是客观事实，但港口的旧

有优势和新的竞争优势总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从世界港口发展历
史看，国际经济贸易格局的演变不断催生新兴港口，利用门户等区
位优势诞生了很多新兴的港口城市，而一些传统港口或者港区不仅
仅失去了其早期作为货物运转地的重要性，还失去了其作为海运产
品分布的重要性。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期开始，世界港口城市发生了
剧烈结构变化，时至今日，按集装箱吞吐量排名的世界港口名次也
是逐年变化的。国外有很多港口衰退和转移的例子，如美国旧金山
港让位于圣佛朗西斯科，这其中既有港口城市自身结构调整和转换
的要求，也有新港口优势明显进行了替代的情况。因此，即便是在
周围充满竞争的环境，我省港口仍有众多的发展机遇，我们既要看
到周边发展对我省形成的压力，也要看到我省的优势，扬长避短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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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最大的发展机遇。
（四）在特定区域城市组团发展能更有效推动区域工业化和城

市化
经验表明，在沿海区域发展过程中往往形成多中心城市的发展

格局。例如荷兰兰斯塔德（Ｒａｎｓｔａｄ）多中心城市网络有阿姆斯特
丹（空港、金融中心）、乌特勒茨（运输物流中心）、鹿特丹（海
港、工业基地）和海牙（行政中心）。同一沿海区域可形成若干等
级不同的港口和城市，区域内的分工、合作与竞争能够加快整体发
展步伐。因此，我省沿海城市只要找准市场就能在京津的夹击中凸
显城市化的发展空间和作用，至少应在环渤海经济圈中争取到一个
较高级别的中心城市地位，同时采取环绕发展策略，在京津周围发
展各种级别、各种功能的中小城市，形成与京津城市体系交融、共
建、互动的发展格局，成为京津城市体系的有效组成部分。

二、 我省沿海地区港城发展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加快，港口城市更体现出外向型集聚经
济的特征，是参与世界分工的核心区域，因此，必须重视沿海地区
城市化，重点是加快港城建设。我省目前所处经济发展阶段和区域
经济发展环境也都要求大力发展港口，促进我省沿海地区工业化和
城市化。

（一）环渤海经济圈尚未形成有利于城市间人员和物资畅通流
动的交通网络

交通对于特定区域城市化有着直接和间接的促进作用，我省沿
海区域地处环渤海中心地带，是联接华北、东北两大地区的咽喉要
地和走廊，拥有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而交通网络的价值对河北而
言，应该是：（１）通过交通系统的建设让人才流动成为可能，使
得京津的大量高素质人才能够无障碍进入河北进行交流；（２）让
货物流通更加便利、成本低廉。然而现实情况是，尽管铁路交通有
京哈、通坨、京秦、大秦、京沪、京九、朔黄７条铁路干线；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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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有京榆、唐秦、京唐等多条国道，以及京沈高速、京沪高速、
石黄高速、唐津高速和唐承高速纵横交织，表面上看已经构筑了现
代化的交通网络，实际上远未能达到人才交流和货物畅通的目的。
由于河北省地域内存在北京、天津、河北三个省级单位，而二市一
省在地理位置上又相互交错，河北省廊坊市的三河、香河、大厂三
县被北京和天津所包围，整个河北又环绕北京、天津。三个省市之
间的经济社会交往难免会从各自利益出发，省市间交通建设各自为
政。因此，极大地影响了城市间交通网络建设和有效运营，这在一
定程度上消弱了河北与京津城市的经济互补功能。而且，人口和物
资大量通过北京和天津周转，不仅增加了城市间的运输成本，也给
核心城市的交通带来不利的影响。城际间交通网络不发达，直接影
响人口和物资在城际间流动，影响城市群的经济发展。但是随着高
速铁路和高速公路网的进一步建设完善，我省沿海城市群与北京、
天津形成１小时经济圈，此种局面就会大大改观。

（二）与京津的联系偏弱，两个特大城市对我省沿京津周边地
区的带动效应不明显

主要是产业联系不紧密、协作少、竞争激烈。由于历史和行政
区划等原因，京津冀的经济联系在三个城市群中是最弱的，河北在
其中往往充当做贡献、尽义务的角色，资源、人才倒流。此外，京
津两大城市尚处于一直向上发展阶段，外溢效应尚未显现。总的来
看，我省有必要从区域发展的关联性出发，积极寻求连带关系，从
中发现发展机遇，创造发展条件。

（三）我省沿海地区现有城市化基础薄弱
目前沿海地区形成了以秦皇岛、唐山和沧州３个地级市为中

心，６个县级市、１９个县城和２２０个建制镇为基础的沿海城市化区
域。区内陆域面积３ ５７万平方公里，其中市辖区面积０ １８平方公
里，海域面积０ ７万平方公里，总人口１７３８ ６４万人。２０１１年，
全省城市化率达到４５ ５％，与全国相比，我省城镇化水平不仅在
东部沿海省份中居于末位，而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２ ５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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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经济大省和东部沿海省份的地位极不相称。此外，我省沿海城
市、县市、建制镇的规模普遍偏小，经济功能不足，难以支持产业
集聚和人口集聚。

（四）港口产业链短，港口级别较低，城市功能单一
我省传统港口级别较低，港口功能单调，港口城市辐射力不

强，沿海港口区域聚集效应差。港口仍以散杂货码头为主，集装箱
码头发展慢，造成港口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低。不仅港口产业较
弱，而且对地方经济的拉动和影响也不强，导致城市化进程缓慢。
以下数据能清晰反映出这一现状，秦皇岛在全国千万吨以上吞吐量
的主要港口中位列第六，而城市人口规模仅排在第二十位，经济规
模排在第十八位；２０１１年唐山港（曹妃甸、京唐港）吞吐量达
３ １７亿吨，但港口开发区人口只有２０万人；黄骅市港口２０１１年
货物吞吐量达１ １１４５亿吨，其中综合港区全年吞吐量达１１１９万
吨，煤炭港区达１ ００２６亿吨，而黄骅市总人口仅有４０ ９７万，城
区建成区面积１６平方公里，规划面积２８平方公里，城区常住人口
１２万。呈现出大港小城、有港无城的局面。

三、 我省沿海地区城市化发展的有利条件

（一）拥有建设优良港的条件和能力
我省作为一个沿海大省，拥有４８７公里长的海岸线和优良的港

口资源。境内有唐山、秦皇岛和沧州三大港口城市和秦皇岛港、曹
妃甸港、京唐港及黄骅港四大港口，承担着我国北煤南运、北方海
运及北方国际港口的重要角色，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
作用。位于塘沽新港及秦皇岛港之间的曹妃甸，是我国少有的不需
要开挖人工航道和港池即可停靠３０万吨级货轮的大型深水港址，
是中国北方的天然深水良港，可以成为国际航运的重要港口。曹妃
甸港区建设，可以把中西部地区的资源与开发国内外市场联系起
来，成为中西部地区扩大开放和对外贸易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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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备吸纳重化工产业的条件和契机
目前已经出现钢铁、化工、制造等重化工产业向我省沿海地带

聚集的局面，为这些地区城市化奠定了产业基础和人口集聚基础。
近年来随着我国钢铁产业外部发展环境（国内钢铁重化工产业对
进口铁矿石的依赖度上升，这就决定了中国新建大钢厂选址在沿
海，以利于远洋运输）和产业链的新变化，钢铁企业多年来形成
的向矿产资源地集中的格局已经发生变化，呈现钢铁企业向沿海临
港地带转移的新趋势。如武钢向广西、广钢向南沙临港临海区域搬
迁，首钢已经落户曹妃甸，邯钢、石钢、中铁等企业也纷纷在我省
黄骅港选址建设，而钢铁产业是一个产生交通量较大的行业，也能拉
动上下游产业及其相关产业聚集，这对沿海地区城市化有较强的影
响力。

表８４　 影响跨国公司价值增值活动区位选择变量的变化
ＦＤＩ类型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Ａ 资源搜寻

１ 东道国资源的获得、
价格与质量

２ 开发资源生产产品
的出口设施

３ 政府对ＦＤＩ的限制
４ 投资刺激如税收减免

１ 资源质量的升级，相应产品的加工与出口
因素变得更加重要

２ 是否存在当地合作伙伴并促进知识和资本
密集资源的开发

Ｂ 市场搜寻

１ 国内为主，相邻区
域市场为辅

２ 工资、材料成本
３ 运输成本，关税与
非关税壁垒

４ 进口的许可权

１ 容量大，增长迅速的国内市场和相邻区域
市场

２ 技术和专业人才的可获得性与价格
３ 相关企业的存在与否及其竞争力
４ 国家、区域基础设施的质量以及制度上的
竞争力

５ 空间的集聚经济性和地方支持的服务设施
６ 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
７ 知识密集部门与客户地理位置相近的要求
增加

８ 区域、地方发展机构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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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效率搜寻

１ 主要的相关生产成
本（劳动力，材料，
机器）

２ 中间、最终产品的
贸易自由

３ 集聚经济
４ 投资刺激如税收减
免

１ 更加强调Ｂ２、Ｂ３、Ｂ４、Ｂ５、Ｂ７因素，尤
其是知识密集和一体化行为的关注，例如
研发和一些办公职能

２ 消除经济行为限制上的政府作用，通过教
育与培训工作提高当地人力资源

３ 进入空间集群：如科学与产业园区，服务
支持系统；特殊要素投入；新的投资机会；
良好的企业发展环境；公司间竞争与合作
的支持

续表
ＦＤＩ类型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Ｄ 战略资产
搜寻

１ 以合理价格获得、
保护和提高与跨国
公司所有权特定优
势相关的知识资产
和市场

２ 影响获取上述资源
的制度与其他变量

１ 公司获取地理分散的资源，需要不同的区
位选择

２ 协同资产的获得性与价格
３ 与地方无形知识、思想和学习交流的机会
４ 进入不同的文化、制度系统，满足不同的
客户需求与偏好

　 　 资料来源：Ｄｕｎｎｉｎｇ，１９９８。

（三）跨国公司对投资地的选择有利于我省沿海地区城市化
发展经济学理论表明，跨国经营不仅是企业具备优势的结果，

也是产生优势的手段。柯格特（Ｋｏｇｕｔ）曾将跨国企业的优势分为
“初始优势”和“后续优势”：初始优势是企业在母国建立的优势，
后续优势是企业通过国际化经营所带来的优势。作为跨国公司国际
化经营的后续优势之一，区位优势越来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企业
集团的跨国经营与获取优势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而跨国经营的实质
在于保持和发展优势并寻求新的优势。表８４列举了影响跨国公司
价值增值活动区位选择变量，从中可以发现我省沿海地区具有较大
的吸引跨国公司的区位优势。

表８５　 跨国公司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７年投资区位选择企业数分布情况

投资区域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７年计划投资或理想投资地比重
长三角经济圈（上海及其周边地区）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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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渤海经济圈（北京天津河北山东） ２２％
珠三角经济圈（珠江三角洲） ２１％
东北地区 ９％
中西部地区（武汉、重庆、西安） ８％
其　 　 他 １％

　 　 资料来源：商务部研究院产业投资趋势调研课题组 跨国公司对华产业投资趋势
［Ｊ］ 中国对外贸易，２００５ （３）第７６页。

表８５数据可用来说明跨国投资的沿海化倾向，长三角、环渤
海、珠三角三个沿海地区占到８２％，东北地区、中西部地区和其
他地区合计仅占１８％，这１８％还可能包括东北地区的大连等沿海
城市，从中可见跨国公司沿海投资倾向极其明显。

（四）我省大型沿海项目建设势必要求沿海地区加快城市化建
设步伐

唐山湾行政区划面积达５５９２平方公里，拥有曹妃甸港、京唐
港两大港区，一个大油田和一个大气田，经济总量占唐山全市的近
三成，预计到２０１５年，将占到全市经济总量的一半。随着唐山湾
“四点一带”和“四大城市功能区”项目的逐步推进，京唐港、曹
妃甸港区建设，以及首钢等一大批建设项目相继进入生产阶段，将
会直接带动人口聚集，这将大大促进唐山湾城市化建设步伐。秦皇
岛港口改造、城市建设的科学定位也会有利于促进秦皇岛城市化加
速，促使城市能级提升。滨海新区建设也在提速，港口建设和产业
聚集区加快发展也将使黄骅港地区城市化展开新的一页，将会加快
整个沧州地区的城市化进程。

（五）京津两大城市发展将进入到外溢阶段
京津两大城市人口高度集中所产生的负面压力已经加大，两大

城市消化吸收人口的能力越来越差、代价越来越高，事实上已经开
始向周边地区扩散；同时我省人口资源与劳动力资源供给十分丰
富、成本相对低廉，加之土地级差地租效应，将会有利于京津有关
企业向河北转移，关键是要有目的引导这些地方发展。而与京津产
业配套发展的一些项目事实上也有在河北地界发展的可行性，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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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我省毗邻京津、靠近沿海港口的广大区域城市化将会有直接的促
进作用。另外，随着京津的资本储备不断积累，将会向外寻求投资
机遇，河北具有吸引其投资的区位优势。随着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
网的建设，我省沿海城市群与北京、天津真正形成１小时经济圈之
后，京津人才外溢至我省将有可能实现，这对于我省中心城市能级
的提升和新型中小城市的崛起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四节　 河北沿海地区港城发展思路与战略选择

我省沿海地带具有双重发展机遇，一是接受首都的经济辐射，
其周边广泛地带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动力强劲；二是沿海经
济的辐射，重化工产业的发展对人口城市化和相关产业的拉动都将
十分明显。并且两种辐射形成的交叉更强化了这个地带的发展价
值。因此，沿海地区城市化应作为我省未来城市化发展的战略重
点，推进沿海地区港城建设和城市化发展要做到以下几个综合考
虑：

一、 综合考虑区域发展环境和自身定位

重视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我省沿海地区发展的影响，积极争取融
合，找到合适的定位。例如环渤海经济圈的特殊性导致河北沿海地
带不可能出现超越首都北京的金融中心，但河北可以发展那些与港
口密切相关的金融产业。概括而言，我省港城建设和沿海城市化战
略定位方面既要充分考虑到京津的竞争对我省的制约影响，采取错
位发展的战略加以避免；同时，也要用长远眼光和战略性思维谋求
新发展，勇于竞争。像曹妃甸和秦皇岛的集装箱码头建设直接关系
到我省港口能级提升问题，进而事关两个城市甚至全省经济发展战
略等一系列问题，必须积极争取，不仅要进行硬件建设，更要争取
相关的政策，创造出吸引港口高端产业进驻的政策和设施环境。

根据佛利德曼的“中心—外围”原理，在工业化中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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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工业产值比重在２５％ ～ ５０％之间，由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的准备
和社会的各项变革，全社会投资增加，科技进步带动了经济结构的
调整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服务功能的第三产业大量出现。稠密
的公路、铁路、航空、水运交通网络遍布各地。在大城市周边，次
级中心开始出现。由于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区域的第二极、第三
极中心得到加强，原来单纯的“中心—边缘”结构逐渐成为多核
心的结构。落后地区的资源和潜力逐渐增多地吸引到经济循环中
来，并分配给原来的中心和新的中心，剧烈的经济工业化和快速的
社会城市化，导致区域空间结构也发生着相应急速的变化。从发达
国家城市演进路径看，基本是遵循着这一原理。从我国城市群发展
看，长三角和珠三角也是因为涌现了大量的区域第二极、第三极后
才凸显区域竞争力的。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京津两大
城市的外向度和竞争力提高将会越来越多地依赖京津冀区域整体实
力的提高。即无论是从自身发展需要还是京津的需要来看，我省沿
海地区都有激发城市化的现实可行性。因此，应着力研究落实这种
对接的产业谋划和城市化战略布局，力求在京津冀经济协调发展、
凸显我省沿海经济优势方面寻求平衡点，实现我省环渤海地区经济
腾飞和城市化加速，并通过沿海经济带动全省经济跨上新台阶。

二、 综合考虑城市体系构建

一是城市之间的体系构成要合理。其中包括与所在区域其他城
市之间的关系，我省区位特殊，各类等级城市的发展既要考虑与京
津的关系，也要考虑与其他环渤海城市的关系，还要考虑与腹地城
市的关系，更要考虑全省各市之间的关系，形成合理的大中小城市
等级结构和规模结构。二是城市内部的产业构成要多样化。城市是
个综合系统，产业必须多元化发展才能充满活力，无论是新城构建
还是旧城改造都要注重多样化发展，综合考虑城市系统中各产业和
城市设施的建设与布局。在提高港口吞吐能力的同时注重港口关联
产业的发展，延长港口产业链、提高港口产业的附加值，通过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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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不断创造城市聚集成长的条件，从而为新型产业进一步聚集在
港区创造条件。

当前尤应引起重视的是优势服务行业在确立城市的功能地位和
国际角色中的重要作用，应当把具有战略意义的服务业的发展列为
沿海城市化战略的重点。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服务业中的核心优
势行业，对于城市国际角色和国际地位的确立起着关键作用，堪称
国际大都市的“名片”。伦敦、纽约、东京以金融服务业的高度发
达确立了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新加坡借助优越的地理位
置，大力发展航运和贸易业，确立了其世界重要的航运中心和国际
贸易中心的地位；香港则立足当地金融、贸易和航运服务业的发展
跻身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作为日
本最大工业中心的东京，在雄厚的工业发展基础上，以新产品的试
制开发、研究为重点，重点发展知识密集型的“高精尖新”工业，
使工业逐步向服务业延伸，形成了以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为特色的
生产服务业集群的发展特点，其工业研发、工业设计中心城市的地
位进一步确立。此外，这些大都市还同时因为商业繁华、交通发
达、信息便利、环境优美、文化底蕴深厚而成为全球著名的旅游城
市，旅游业及相关的膳宿业、休闲娱乐业每年都为当地经济作出卓
著的贡献。

从先发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看，吸引大公司总部是促进当地
发展高端服务业的最有效的捷径。因为大公司总部入驻，往往会将
研发等部门带过来或者是设立研发分部，能有效提升进驻地的研发
氛围和水平。并且这些总部的经济业务往来需要金融、通讯、法
律、会计、咨询等一系列服务业的配合，必然带动这些服务业的大
发展。而平台建设和公司总部发展是互为条件的，如果原先基础不
好，恰好有某个知名公司总部进入，相应地必然带动生产服务、通
讯、金融等平台式服务业的兴旺；反过来，如果想吸引这样的大公
司前来，首先必须建设好这样的平台，有了一定的基础才有可能被
大公司选中作为目的地。因此，作为城市投资的策略，注重吸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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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的小企业是非常重要而有效的方略。可能会因为注重了某些并
不起眼、并非高端的辅助性、平台式服务业的建设，引来大公司、
大企业的办事处或分部、总部；也可能会因为忽视某个很细微的生
活服务环节的建设而导致大项目无法引进。通常来讲，一定级别的
服务型公司进驻，往往会考察目的地城市的基础设施，既包括公司
正常运营所必须的水电邮、交通、网络等硬件设施情况，以及企业
运作必须的物流等配套企业的发育情况，也包括员工生活、消费、
娱乐、休闲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和条件。因此，从吸引为跨国公司服
务的商业企业入手，或许也是一种构建投资环境的思路，起码应该
引起有关城市具体招商工作的足够重视，关注这种看似与城市重大
发展项目并无重要关系、实则有极大影响作用的琐碎服务业企业的
投资意向。事实上，各类服务业发展是有其内在联系的，这种企业
（可能是星巴克、可能是肯德基、可能是家乐福等等）本身也许对
当地ＧＤＰ增长的贡献无足轻重，也并非城市规划引资的重点，但
却是所要引入的金融、保险、研发、设计、公司总部、办事处等白
领从业人员集中的高端服务业所必须赖以存在的服务业，其白领从
业人员生活、工作以及商务活动需要这样的服务业。

三、 综合考虑沿海城市与腹地城市的关系

新的全球生产和销售形式不断引发港口城市空间结构的再组
织，一些经济学家预言，下一个经济重心将转移到中国的沿海地
区，具体将可能是以北京为中心的环渤海地区，不论预言是否准
确，对于拥有４８７公里海岸线、４个港区的沿海省来讲，都要十分
重视港城建设和沿海地区的城市化。而且，我省正在推进生产力布
局向沿海转移，依托秦皇岛、京唐、曹妃甸、黄骅四大港区和秦唐
沧三大中心城市，以及精品钢材、优质建材、基础能源、装备制造
和化工产业基础，加快沿海地区城市化发展的条件完全具备。应积
极把握沿海港口建设的历史机遇，在重视临港工业发展的同时，推
进港区的城市化，实现港口、港区、港城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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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适应，加快沿海交通网络及其与全省各中心城市的交通
网络建设，通过快捷、便利的交通网络让我省更多的城市参与到沿
海城市群建设之中。同时，根据新的区域分工，及时调整各中心城
市的区域定位，有目标、有效果地进行城市更新，促使沿海城市与
腹地城市分工明确、良性互动，共同参与到沿海经济建设中来。

在城市化发展战略方面，既要考虑到我省沿海城市布局和发展
重点，也要兼顾环渤海地区城市化整体发展趋势对我省的影响和功
能需要。在构造我省沿海中心城市方面，应该高起点、高站位，放
眼未来长远谋划。唐山具有发展成为未来区域中心城市的基本条
件，目前主要问题是工业结构偏重、产业比较单一，特别是服务业
发展水平差，档次低。从国外发展经验看，普遍都有这样一个过
程，就是人为地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主要是通过政策等手段引进
战略服务业，通过一些服务业龙头项目带来当地新兴产业和产业
群，藉此丰富城市产业体系、提升城市能级。如美国休斯顿当初为
了改变产业结构单一的局面，通过吸引康柏公司带来相关配套产业
在城市中的布局和发展，成功地将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成为该城市的
重要产业之一，并通过发展职业教育产业以及与石化相关的研发产
业，不仅有效地延长了石化工业的产业链条，而且培育出了教育研
发产业、医药产业、医疗休养等相关产业，使城市产业体系日趋丰
富，有效地促进了城市多元化发展，使城市的增长后劲和竞争实力
不断增强。

具体来看，一是必须十分重视沿海地区城市化的先导作用。利
用沿海区位，通过港口建设加强直接对外联系和影响力。二是沿海
地区城市化要向更广阔的地域延伸。在重视港口城市建设的同时，
要积极扩大港口城市控制的经济腹地，通过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完善
来增强沿海城市与腹地经济的广泛联系，一方面提升港口的能级使
港口经济越做越大，另一方面带动腹地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三是全
面实现我省产业结构升级和合理布局。沿海地区城市化目的是促进
我省产业升级，提升我省产业竞争力。我省确立的沿海重点发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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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是精品钢材、优质建材、基础能源、装备制造和化工产业，但这
些产业发展并不是孤立的，有赖于沿海城市其他产业的支持和腹地
经济的支撑，应该积极把握沿海港口建设的历史机遇，在重视临港
工业发展的同时，推进港区的城市化，实现港口、港区、港城一体
化发展，协调沿海城市与其他城市的经济协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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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调查一：

河北省曹妃甸新区发展调查报告

一、 调查目的与重大意义

从世界范围看，发展临港经济是国际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以
港兴城，以城建港，历史上知名港口城市无不伴随着这样的发展轨
迹。曹妃甸新区的大开发大开放既依托港口建设作先导，又围绕着
港口作归宿的。然而，与发达国家港口城市发展的时代背景不同，
在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增长整体形势十分严峻，国际金融危机的
深层次矛盾仍未得到有效解决，中国经济增速普遍呈现回落态势，
河北省经济下行风险进一步增大，面对如此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
势必对加快曹妃甸新区的开发开放产生深刻影响。另一方面，经过
十年建设与发展，曹妃甸新区已经发展到一个全新阶段，体制机制
创新、破解融资瓶颈、引进龙头项目及曹妃甸新区城市发展模式等
成为推动曹妃甸大发展、快发展的关键。新形势下，如何积极调动
各方面因素，成为促进曹妃甸新区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所面临
的极为重要、极为迫切的现实问题。

二、 曹妃甸新区优势劣势与开发建设基本情况

（一）曹妃甸新区总体发展概况
曹妃甸新区位于渤海之滨，临海凭风，广纳百川，承载着历史

积淀，蕴藏着勃勃生机。新区规划面积１９４３ ７２平方公里，海岸线
约８０公里，常驻人口２２万，下辖“两区一县一城”，即唐山市曹
妃甸工业区、南堡经济开发区、唐山市唐海县和唐山市曹妃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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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曹妃甸开发建设从１９９２年开始谋划论证，以２００３年３月开工
建设通岛公路为标志正式拉开序幕，２００８年１０月，河北省委、省
政府批准成立曹妃甸新区。曹妃甸新区功能定位为中国能源矿石等
大宗货物的集疏港，新型工业化基地，商业性能源储备基地，国家
级循环经济示范区，中国北方商务休闲之都和生态宜居的滨海新
城。“十一五”期间，曹妃甸新区完成地区生产总值８５１ ２亿元，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２７６６ ２亿元（其中工业区完成２０１８亿元），完
成财政收入１２２ ８７亿元，完成港口吞吐量２ ６亿吨。

（二）曹妃甸新区建设成效
曹妃甸新区开发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已进入基础设施配套、产

业大规模聚集、城市建设加速发展的新阶段。一个以循环经济为主
导，绿色港口功能完善、绿色产业竞相发展、绿色城市快速崛起的
科学发展示范区已具雏形。一是规划编制日益完善。按照规划先
行，产业配套的要求，基本完成了各项主导产业规划、市政规划及
相关配套规划研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规划体系。二是基础设施日
臻完善。连接内外的区域性路网框架初步形成，水、电、气、讯、
热、污水处理等工程同步推进，逐步满足项目落地需要。三是港口
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已建成矿石码头一期、煤码头起步工程、原油
码头、杂货码头等泊位３０余个，设计吞吐能力达１ ５亿吨。四是
产业聚集步伐不断加快。首钢京唐钢铁厂一期、华润曹妃甸电厂２
× ３０万千瓦机组等项目已陆续完工投产，重工装备制造基地、碳
纤维制造、激光显示核心产业基地、原油商业储备基地、海水淡
化、修造船、汽车零件制造等项目正在抓紧建设中。五是唐山湾生
态城建设全面展开。１２平方公里起步区和４平方公里的科教城已
全面展开路网、通讯、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城建项目
快速推进，基本形成城市雏形。六是对外开放水平显著提高。曹妃
甸综合保税区已获得国务院批复，成为河北省设立的首个综合保税
区。曹妃甸综合保税区具备保税仓储、国际中转、国际配送、国际
采购、转口贸易、研发设计、出口加工、商品展示、检测维修、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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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服务等十大功能。在曹妃甸设立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有助于为曹
妃甸发展增添新动力，搭建新平台，是解决河北省对外开放程度不
高、开放型经济有待提升的重要战略举措，是构筑和完善京津冀都
市圈新的国际出海口的战略部署，也是优化环渤海地区经济结构和
产业布局的重要工作，有助于带动和加快提升“三北”地区国际
化发展水平，其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重大。

（三）曹妃甸新区优势
１ 独特的区位优势。曹妃甸毗邻京津冀城市群，位于环渤海

的中心地带，是华北、西北乃至于中亚地区最重要、最便捷的海上
通道，具有启东承西，辐射华北、西北、中亚的强大战略功能。从
国际海运航线看，距韩国仁川港４００海里，距日本长崎６８０海里、
神户９３５海里，与矿石出口国澳大利亚、巴西、秘鲁、南非、印度
等国海运航线也十分顺畅，构成运输便捷、成本较低的海陆一体化
的交通运输体系。陆域有京山、京秦、大秦等国铁支线南北相连；
京沈、唐津、唐港高速和沿海高速、唐承高速互通为港口陆域运输
提供了可靠保障。依托曹妃甸天然深水港址的自然条件，辅以既有
的港口、铁路、高速公路网络，便构成投资节省、运输便捷、成本
最低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２ 优越的港口条件。“面向大海有深槽，背靠陆地有浅滩，腹

地广阔有支撑”，曹妃甸具有“钻石级”的港址，港口是曹妃甸发
展的最大优势，是渤海沿岸唯一不需开挖航道和港池即可建设３０
万吨级大型泊位的天然港址，１０万吨级船舶可自由进出，１５万吨
级船舶可乘潮进港，３０万吨级巨轮可在港停泊，可建上百个万吨
以上级泊位码头。在这里可建设公共码头，也可供大型企业修建业
主码头。目前，曹妃甸港区已建成矿石码头一期和二期、煤码头一
期、原油码头、散杂货泊位、通用码头二期等１０座码头（泊位数
２２个），矿石码头三期、煤炭码头二期、联想通用件杂货泊位、多
用途（集装箱）泊位等码头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２０１２年底，曹
妃甸港区吞吐能力将达到３亿吨，吞吐量将突破２亿吨，正在朝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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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大型化、现代化功能完善的综合性贸易大港迈进。
３ 产业基础优势。曹妃甸腹地华北、西北、东北地区物产丰

富，尤其是环渤海地区产业布局集中，经济基础雄厚。直接腹地唐
山市工业历史悠久，被誉为“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已形成煤
炭、钢铁、电力、建材、机械、化工等重化工业产业群，是全国重
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人力资源丰富，尤其是从事机械加工、装
备制造等方面的技术工人数量大、水平高。京津的巨大人才储备和
强大的研发能力也为曹妃甸开发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技术支
撑。
４ 资源禀赋优势。首先，曹妃甸所在唐山地区水资源比较丰

富，而充足的水资源是发展工业的先决条件。曹妃甸所在的唐山地
区，地表水资源量１４６２００万立方米，地下水资源量１３６９００万立方
米。主要是平原区浅层淡水，可用量９ ３９亿立方米，为发展工业
提供了前提保障。唐山市矿产资源丰富，目前已发现并探明储量的
矿藏有４９种，是全国焦煤的主要产区和全国三大铁矿区之一。现
已探明铁矿储量４８ ６亿吨，占全国储量的１ ／ ５，可为钢铁企业生
产提供可靠的原料保障；焦煤地质储量３２２８４０ ４万吨，实际可采
储量１０亿吨左右；拥有年产２００万吨原盐的亚洲最大盐场，为曹
妃甸发展煤化工和盐化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唐山市滩海地区及近
海海域蕴藏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且开发潜力巨大。
５ 土地资源优势。曹妃甸新区滩涂广阔，浅滩、荒滩面积达

１０００多平方公里，具有内陆地区无可比拟的土地成本优势，其中
工业区现有存量土地２１０平方公里，可为临港产业布局、港口物流
贸易发展和城市开发建设提供充足的用地。曹妃甸临港腹地生态环
境独特，曹妃甸新区内湖塘棋布，苇田似海，滨海湿地面积达５４０
平方公里，其中曹妃甸湿地公园不仅是天然的野生动植物种基因库
和国际性珍稀候鸟迁徙地，而且是国家４Ａ级旅游观光胜地，为建
设绿色港口、绿色产业、绿色城市提供了优越条件。
６ 功能优势。当前，曹妃甸面临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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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圈、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以曹妃甸
为龙头的河北沿海地区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曹妃甸已通过国家验
收，正式对外开放；曹妃甸综合保税区获国务院批复，成为河北省
首家综合保税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有望年内获批。这些都为
曹妃甸的跨越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四）劣势
１ 拥有的比较优势多，而缺乏绝对优势。曹妃甸新区拥有的

多是“比较优势”，而缺乏绝对优势。以上这些优势在环渤海其他
省市并不鲜见，如拥有海域、油气资源、腹地等是共享的。在战略
机遇期内，比较优势会充分体现，但随着开发布局的时空条件变换
和国际市场波动，比较优势多会弱化乃至消失。珠三角和长三角地
区一度出现的产业结构老化、腹地萎缩、商务成本增加等问题，务
必在曹妃甸新区的创新发展中引以为戒。
２ 现有的优势多为受资源约束的硬优势，缺乏可持续利用的

软优势。“硬优势”如土地、海岸线、油气资源等多有刚性约束。
“软优势”靠政府扶持和制度环境构造，如市场准入、人才聚集、
科技扶持、风险防范等在香港统称为“营商环境”。比较而言，曹
妃甸新区在“软优势”方面是比较缺乏的。曹妃甸新区应当在当
前的战略机遇期内，在硬优势消失殆尽之前形成可持续发展的
“软实力”。对此，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３ 新区发展存在资金瓶颈。根据曹妃甸新区“十二五”发展

目标，初步测算，未来五年，该区域需要建设的项目累计投资
３０００亿元。这就需要通过多种途径筹借资金，包括启动民间资本。
然而，目前曹妃甸新区民营经济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尚不到１０％。
其中落差如何填充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三、 曹妃甸新区开发开放面临的突出问题

１ 港口功能单一，大而不强，临港优势没有充分发挥。从世
界港口发展态势及演变规律看，港口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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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港口功能定位为纯粹的“运输中心”；第二代港口又增加了使
货物增值的工业、商业功能港口成为装卸和服务的中心；第三代港
口增添了运输、贸易的信息服务于货物的配送等综合服务，港口成
为贸易的物流中心；第四代港口步入港口整合与联营的发展阶段，
处理的货物主要是集装箱，港口成为全球资源配置的枢纽，决策、
管理、推广、训练等软因素成为决定港口成败的关键因素。曹妃甸
港由于建设开发起步较晚，整体上仍处于第一代港口功能水平，体
现港口竞争水平和效益水平的集装箱吞吐能力很低，与百年大港天
津、宁波、青岛等存在较大差距。曹妃甸真正成为增长极，必须提
升港口功能，不断聚集优质生产要素，成为货物增值中心，成为加
工制造甚至研发基地。迪拜、鹿特丹等世界级现代化大港口莫不如
此。
２ 临港产业链短，服务业滞后，缺乏重大龙头项目支撑。临

港产业发展规律和国际经验表明，临港产业是以港口为核心，且临
港产业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变过程是与港口的功能演进相互促进、协
同推进的。曹妃甸港开发建设历史较短，虽然是深水良港，但作为
工业港，是一个大宗散货港，在短期内还不具备综合性港口的条
件，在基础设施、规划、品牌等方面缺乏沉淀，总体上还处于第一
代港口功能水平，曹妃甸港的功能水平决定了临港产业势必处于起
步阶段，产业基础薄弱。如石化产业缺乏产业链龙头大乙烯项目的
带动、钢铁产业以初级产品为主，缺乏高附加值的钢铁产品，且与
钢铁产业密切相关的装备制造业如修造船产业尚为空白，金融、保
险等临港服务业发展缓慢，临港产业发展步履维艰。而且已形成的
临港产业目前规模还不够大、集中度不高，许多项目产业层次偏
低。已经落户园区的许多项目于港口关联度并不强，临港产业链很
短，缺少依赖港口的重特大项目，在参与国内外的竞争能力上也不
是很强。
３ 融资方式单一，利用国内外金融渠道和金融产品不足。港

口的开发建设涉及多个部门和主体，投资规模大、协调难度高，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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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周期长，港口的建设和发展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在港口开发前
期，土地基本处于原始状态，在水、电、路、通讯以及航道疏浚和
码头建设等方面需要巨额资金投入。根据经验，一个新建港口从码
头投产到货主以及船舶公司熟悉该港口，在一切运作良好的情况
下，也需要３ ～ ５年时间，在这段时间内港口处于巨额亏损状态，
而在亏损的同时，还需要不断地投入。曹妃甸基础设施建设从填海
造地起步，投资大、周期长，必须在争取财政支持的同时，面向市
场多渠道融资。尽管通过多渠道融资，曹妃甸获得了大量建设资
金，但与开发建设的实际需求相比，仍显捉襟见肘，存在较大缺
口。从资金投入看，曹妃甸融资途径单一，建设资金主要依靠银行
贷款，债券融资、上市融资、股权融资等手段利用不足；资产亟待
盘活，土地确权、收储变性、资产整合等工作，由于多种原因进展
不快，资源资产向资金资本的转化不够；滚动发展乏力，资产项目
少，税收优惠多，２０１２年的财政收入只有３７亿元，自身发展缺乏
有力的财源支撑。不改变只靠银行贷款的单一融资模式，就难以从
根本上扭转曹妃甸建设资金紧张的被动局面。
４ 体制机制不畅，成为制约曹妃甸新区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

加快曹妃甸开发建设的根本动力在于改革创新。曹妃甸的大发展关
键在于招商引资，实施重大项目带动。然而，在曹妃甸招商过程
中，由于体制不顺畅，优质项目屡屡与曹妃甸擦肩而过。主要体现
在：一是机构过多，互相掣肘。经国务院批复，撤销唐海县，设立
唐山市曹妃甸区，规格升级为副地级市，行政区划包括原唐海县全
境、曹妃甸工业区、生态城、柳赞镇、滨海镇。虽然体制机制创新
已经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但原来的体制机制惯性约束尚未完全理
顺。二是模式不一。曹妃甸工业区采取“管委会＋产业园区＋公
司”开发模式，设有６个园区指挥部和４家区属企业，唐山湾生态
城采取“管委会＋公司”开发模式，南堡经济开发区则是独立运
作。三是区中有城、区中套区。因管理运行不顺畅，他们不能统一
配置土地、资金、技术和人才等生产要素，影响了曹妃甸招商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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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项目布局、产业聚集等工作的开展。进一步推动曹妃甸大开
发、大建设、大发展，必须克服僵化的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树立
敢为人先、敢闯敢干的理念；坚持先行先试，搞好顶层设计，推进
体制机制创新。

四、 国内外港口与临港经济发展的比较分析

（一）发达国家临港经济发展模式的比较分析
临港经济属于区域经济范畴，是指依托港口及港口城市发展相

关产业（如石化、钢铁、装备制造、海洋运输、现代物流、金融
保险和高新技术产业等），形成的沿海区域经济增长极。发达国家
和地区的实践已经证明，依托沿海优势，实行外向型经济战略、临
港产业带动战略、贸易促进战略，利用港口及港口城市的集聚辐射
等功能发展临港经济，实现临港工业、临港物流业、临港商贸业的
协调发展，对于拉动区域经济发展，配置新的经济增长极都具有重
要意义。
１ 鹿特丹的临港经济。鹿特丹是荷兰第二大城市，欧洲第一

大港，素有“欧洲门户”之称。鹿特丹人才、产业、技术、资金
高度密集，鹿特丹的发展模式是一种综合式的港口经济，具有以下
几大特点：（１）多功能、多层次的港口经济模式。鹿特丹不仅是
荷兰和欧盟的货物集散中心，同时也是西欧的贸易中心，是牵动全
球经济活动和资源配置的国际航运枢纽。（２）强大的腹地经济支
持。以鹿特丹为中心，周边的英国、德国、比利时、瑞士等西欧国
家的主要工业区是其主要经济腹地。这一地区工农业生产和贸易高
度发达，为鹿特丹港提供了充足的货源。（３）港城一体化的国际
城市。鹿特丹作为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和工业基地，在港区内实行
“比自由港还自由”的政策，是一个典型的港城一体化的国际城
市。
２ 新加坡的临港经济。新加坡是东南亚的一个岛国，位于马

来西亚半岛南端，新加坡港目前是世界第一大集装箱港，２００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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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吞吐量近３０００万标准箱，是通往亚洲、非洲、欧洲的国际
航运中心。新加坡的临港经济是一种节约型的发展模式，具有以下
特点：（１）走节约型的发展道路，建立节约型的产业集群。在产
业规划上，新加坡着重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努力实现由
传统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 （２）港口经济主要以转口贸易为主。
由于国土面积狭小、资源匮乏，新加坡经济腹地主要以海外为主，
因此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贸易货物成为其服务的主要对象。（３）
新加坡是利用地理因素发展经济的典型国家之一。新加坡的领土由
新加坡岛和附近５４个小岛组成，被称为“东方十字路口”。这为
新加坡发展转口贸易和航运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４）政府扶持，
创造优越的发展环境。新加坡在努力发展支柱产业的同时，还注重
整个城市的整体规划及环境建设。这就为新加坡成为国际旅游和会
议中心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新加坡利用本国特殊的地理条件，扬长避短，引进并运用外国
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使生产力水平得到了迅速提高，走出了一
条独特的发展道路。但由于新加坡在许多方面对国外依赖程度较
深，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其经济的发展存在着一定的脆弱性
和不稳定性。
３ 日本的临港经济。日本钢铁工业９６％建在临海港工业区，

石化工业则百分之百地建在海岸工业地带的临港地区，形成了巨大
的临海工业带。日本临港经济的发展既依托港口建设作先导，又围
绕着港口作归宿，港口借助巨型海轮使其成为工业原料、燃料的供
给基地和成品出口基地。许多企业生产流水线都是由海轮进料，经
过港口上自动流水生产线再到船边吐出产品，整个大生产过程都在
大港口上完成，把周转过程减少到最低限度，缩短了生产运转的时
间，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其临港经济一体化已发展到“原料
产地→海洋运输→临港工业制造→多种运输途径→进入不同区域市
场”的成熟模式，形成了以临港工业为核心，不分国界的世界化
大生产格局，使港口改变了原来单一运输的功能，成为了最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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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良的工业生产基地。事实证明，港口和临港工业区的结合是日
本创造巨大生产力的源泉，也是日本这个资源贫乏的国家跃升为世
界经济大国的基本成因。
４ 韩国的临港经济。韩国临港经济依托“出口导向型”经济

发展道路，利用仁川港、釜山港港口优势，在周边沿海地区重点发
展重化工业等十大工业部门，大力吸引世界５００强企业进驻，形成
了以釜山港中心的东南沿海工业区和以仁川港为中心的京仁工业
区。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韩国通过发展沿海经济实现了经济的腾
飞，令世界瞩目。其中，其建设仁川沿海自由经济区的发展战略及
大力发展临港物流产业的经验尤为突出。其实行的主要政策和措施
有：扩大对外国企业和外国职员的税收优惠、特区内的金融环境更
加宽松，最大限度地消除外国投资者的不便，加强自由经济区内的
服务领域等。此外，韩国通过整合与升级物流信息系统、大力开展
国际营销活动、生产线与国际航运物流线对接等大力发展沿海物流
产业的措施也给我们以启迪与思考。
５ 休斯顿的临港经济。休斯顿的临港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能

源型模式，其主要特点是：（１）依托自然资源禀赋优势。休斯顿
周围特别是墨西哥湾沿海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此外，重晶
石、石膏、镁、盐、木材及淡水资源也较丰富，是美国石油化工中
心，享有“世界能源之都”的美誉。（２）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
以康柏电脑为龙头的高科技以及生化技术产业蓬勃兴起。（３）经
济发展多元化。休斯顿不但是美国石化工业的中心，其服务业、制
造业、零售业、运输业也在经济中占有很大比例。同时还是重要的
国际金融贸易中心。

（二）发达国家临港经济发展模式与路径的启示与借鉴
从以上发达国家临港经济发展情况看，沿海国家和地区首先以

沿海港口为依托，吸引资源、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和相关产业向
沿海港口集中，形成贸易、加工、金融和运输中心，通过沿海港口
中心的辐射作用带动区域产业发展，从而推动经济重心沿海化，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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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港口城市和区域间的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经济持续发展。这是世
界各国生产力布局形成和发展的普遍规律。
１ 从世界港口城市发展战略来看，依托港口发展临港产业日

益成为“以港兴市、以市促港”的关键举措。临港产业是世界港
口城市发展的首选产业、城市经济的重要支撑和带动城市产业结构
调整的关节点。美国的纽约、洛杉矶，荷兰的鹿特丹，日本的横
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英国的伦敦，韩国的釜山，新加坡以及我
国的香港、上海、天津、大连、宁波等都提出了“以港兴市、以
市促港”的战略，依托港口以临港产业区及产业区内企业群落为
主体，形成临港产业集群，促进港口的多功能充分释放，由单纯的
水陆运输枢纽转变成为城市和腹地经济服务的基地和龙头。比利时
的安特卫普港目前已成为充分发挥工业、交通、金融、贸易诸功能
的国际性大港口，临港产业经济区就业人数占当地就业人数的三分
之一，港区年国民收入达５亿欧元，其中一半作为税收上缴国家和
地方政府。其临港产业经济带动了整个安特卫普市的经济发展，成
为整个国家国际贸易的火车头。
２ 从世界港口城市资源配置来看，临港产业日益成为区域经

济、国家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各种要素的集聚中心。临港产业具
有整合生产要素的功能，所依托港口作为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接
轨点，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的交汇点，已经实现从传统货流到人
流、商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的全面大流通，强力吸引货
物、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生产要素的聚集。港口通过发挥经
济的聚集效应，整合各种生产要素，发挥裂变的效果。临港产业在
整个产业链中迅速发展成为整合各种生产要素的平台，吸引和培育
有强大竞争力的产业群落户。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新经济迅猛发展
的大格局中，已形成了欧洲、北美和东亚以临港产业为主三大世界
工业基地。这世界三大工业基地的世界经贸海运网络，担负着世界
经贸８０％以上的运量和９０％以上的周转量。
３ 从产业结构变动规律来看，重化工业日益成为临港工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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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主导趋向。重化工业是临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许多国
家的重化工业主要布局在沿海沿江地区，如美国休斯敦附近的墨西
哥湾沿岸、荷兰鹿特丹附近的沿海地带、新加坡港口区、日本太平
洋带状工业地带等，都是依托港口发展冶金、化工、电力、造纸、
机械等基础产业和运输仓储物流产业。重化工业产值大、增长能力
强，属于资金、技术密集和出口导向型产业，增长速度一般为同期
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２ ～ ３倍，有着极强大的带动和牵引作用，
重化工业发展了，不但可以使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总量得到迅速
的提高，而且可以有效地促进其他产业的发展，繁衍出一大批或大
或小的企业。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均是经历
“优先和大力发展重化工业”这一阶段后，才形成今天的经济地位
的。
４ 从区域经济发展互动关系看，临港产业对城市现代化和经

济国际化发挥了支撑带动功能。从区域经济的角度分析，港口、城
市、临港产业、区域腹地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腹地广阔和
现代城市的依托条件也必然促进港口建设，拓展临港产业发展空
间；港口和临港产业的加快发展必然增强港口城市辐射效应，实现
陆向腹地、海向腹地双赢。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临港产业的
发展呈现出蓬勃生机，港口与城市的关系也变得更加水乳交融，
“产业兴港”作用进一步强化，世界级大城市群和临港产业群基本
上都是依托世界级的港口群，依托国际贸易迅速增长而得到发展，
由此带动港口运输业的繁荣。同时，大城市的发展趋向于向周边卫
星城市拓展，形成了由中心城市和副中心城市组成的城市群，对所
在区域的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和劳动就业的贡献，占据着举足
轻重的地位。
５ 从港口发展基本阶段来看，现代物流业成为提高临港产业

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世界港口发展大体经历三代：第一代为纯
贸易型港口，主要是海运货物的装卸、仓储中心；第二代为工业主
导型港口，除了货物的装卸、仓储外，增加了工业、商业活动，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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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成为促进货物增值的服务中心；第三代为多元结构型港口，与国
际经济、贸易、航运、物流发展相伴相生，与港航信息技术发展相
得益彰，港口逐步走向国际物流中心。国际物流中心是第三代港口
的基本特征，也是港口功能拓展的方向。第三代港口处理的主要货
物是集装箱，服务的主要对象是班轮公司联盟，这对航道、码头水
深等基础设施提出更高的要求，生产的特点是为货物流动、物流全
程提供全方位高增值的服务，港口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包括港
区、临港工业区，而且包括物流中心区、实现网络化的物流运输组
织方式等。按功能划分，目前第二代港口仍是世界主要港口发展主
流，但向第三代港口转型明显，香港、新加坡、鹿特丹等港口在转
型中走在前列，我国主要港口向第三代港口的转型仅处于起步阶
段。总体上，国际港口正在由２０世纪的工业港、贸易港，向２１世
纪的工业港、贸易港、信息港和生态港发展。一个港口可以是国际
贸易为主的贸易港，也可以是以港口工业为主的工业港，或者是两
者兼有的综合港，但是无论功能取向如何，要想雄踞２１世纪世界
港口之林，都必须以要素资源、信息资源得到充分集聚和利用的临
港产业为支撑。
６ 从临港产业发展壮大的外生动力看，政府在临港产业过程

中都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一要搞好临港产
业的总体规划，包括土地的使用、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配套设施的
建设等；二要出台相应的发展政策、积极开展招商引资以及与相关
部门相互协调，保证临港产业健康、快速的发展。

五、 加快曹妃甸新区开发开放的若干建议

（一）强化港口建设，完善港口功能
１ 加强港口基础设施建设。高起点、高标准加强港口自身建

设。一是立足创新加大港口投入，吸引国际大型港口集团，鼓励民
间资本投资福建沿海港口及配套设施建设，改善福建沿海港口整体
形象。二是立足经营促进港口发展，将港口作为稀缺“黄金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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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经营运作，以市场化手段加快建设曹妃甸大吨位深水专用泊
位。三是立足优化配置提升港口优势，把货主码头建设、港区改造
与功能转换纳入港城统一规划，按照统筹兼顾、功能划分、相对集
中的原则，合理使用港口岸线资源，加快建设高等级原油、矿石、
煤炭专用码头，建设为临港工业服务的专业化港口。
２ 完善港口后方集疏运体系建设。纵观各大港口的竞争和发

展，特别是临港产业的崛起，都与港口的后方运输体系建设息息相
关。完善有效的公路、铁路运输体系，构筑沿海快速通道，加强大
能源基地建设，都将对曹妃甸临港产业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
用，曹妃甸港口集疏运系统应建设成港口、公路、水路、铁路互补
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以提高港口综合竞争力、建设区域性国际航
运中心、扩大港口城市容量为目标，加快港口建设，扩大吞吐能
力，扩大与尽可能多的国家和地区的港口通航，构建现代化国际性
港口。
３ 创新港口经营模式。当前，港口的盈利模式已进入了供应

链时代，曹妃甸港必须发展由装卸业务衍生而来的相关物流业务，
如土地经济、物流、驳船运输、修船、物流金融等配套服务。强力
推进航运市场的开发，推进内陆城市“无水港”的建设，借助优
良的管理模式和科技方法改善装卸和运输环境，提高生产力和港口
综合服务能力并降低运输成本，从而提高竞争力。

（二）提升产业素质
从世界港口发展趋势来看，当今港口的范畴已不局限于码头，

除了拓展到资本、技术、信息等无形商品领域，还与城市建设、加
工工业等紧密结合，引进“前港后厂”模式，依托临港产业大发
展最终形成国际物流中心。因此，曹妃甸发展临港产业，必须将港
口发展纳入城市总体布局和规划，使之成为现代城市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
１ 做强港口主业。港口直接产业是港口城市发展的直接基础。

扩大港航合作，大力开辟新的航线、航班，并进一步降低海运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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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货源。加强港陆合作，发挥铁海联运优势；积极争取扩大公路
“绿色通道”政策，开辟港口集疏运第二航道，形成多种方式相互
竞争促进的格局。整合港口生产要素资源使之自由流动和最佳组
合，不断完善港口功能，使其既适应货物进出口的需要，又适应发
展临港工业的需要。
２ 实施项目带动，壮大临港工业。一是通过项目带动，确保

临港产业发展项目落地。发展临港产业是世界港口城市的成功经
验，而临港产业的集聚需要重大项目的带动。因此要根据曹妃甸港
口功能定位，围绕产业集群，按照“大项目—产业链—产业群—
产业基地”的发展方向，筛选一批关联性大、带动性强的骨干项
目，重点扶持，如石化、钢铁、船舶制造与维修、装备制造等产
业。大力发展新兴产业，以延伸产业链，壮大产业规模，提高核心
竞争力。二是延伸产业链，加快构筑以曹妃甸临港大项目、大企业
为龙头、中小企业为配套的分工有序的产业体系。围绕曹妃甸港工
业现有大项目，最大限度地完善配套能力，延长产业链，形成完整
的临港工业体系，从而实现相互关联和支持的群落集约优势。引导
企业按临港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带动相关配套项目在临港地区集
聚。
３ 提升现代服务业。坚持以“临港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和

以物流、信息、技术、金融等为主的第三产业共同发展。一是培育
物流服务中心。通过区划协作机制，加强铁—公—海—空不同运输
方式之间的衔接，形成辐射和覆盖港区及周边地区的规模化的专业
物流中心。同时，加强物流与信息产业的融合，实现传统的港口功
能向现代物流综合服务方式转变，提供高效高能的物流综合服务。
二是加强信息化建设，构筑物流信息平台。要建设数字化港口，大
力促进港口信息处理功能的扩展，实现港口的信息化管理，从本质
上提高港口营运的效率和能力。要大力发展以交通运输贸易、金
融、通关、航运代理、货运服务等为重点的港口综合服务业，以服
务拉动临港产业提升，促进临港经济的快速发展。三是积极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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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培育临港服务业。要积极发展商贸、金融保险、航运中介、
信息服务和现代物流业，带动其他第三产业发展，拓展河北沿海港
口综合服务功能，以良好的服务体系支持曹妃甸临港工业的发展。

（三）创新体制机制，优化发展环境
１ 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政府行为。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把服

务放在政府工作的首位，营造提高临港产业竞争力的良好软环境。
全面创新以服务为核心的政府管理体制，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务水
平，形成“政府营造环境，环境促进发展”的良好局面。把曹妃
甸新区打造成“费用洼地、效率高地、服务优地、投资福地”，为
临港产业大发展创造条件，营造高效的政策环境。
２ 树立人才意识，提高人才素质。目前，曹妃甸港口管理及

临港产业发展相关人才严重匮乏，港口人才、临港产业的培养和引
进刻不容缓。曹妃甸新区的发展需要一支高素质的决策、管理、操
作的各个层次的人才，因此要打造一流的人才环境，加大港口管理
人才、专业人才、高素质的临港产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力度。营造
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的人才成长环境。
３ 加强口岸建设，创造临港产业发展“大通关”条件。研究

打造曹妃甸港“数字口岸”规划，以信息化丰富和拓展口岸管理、
查验、监管等一系列工作内涵，提高口岸工作效率、加快口岸通关
速度。口岸部门要加大风险监管、分类管理、信息监管力度，建立
和推广船舶交通电子管理系统，货物、集装箱查验管理系统，电子
转关检报系统，人员货物、危险品信息检测系统，努力为临港产业
区进出口企业和出入境客商创造有效监管、方便进出的便捷通关环
境。

（四）破解融资瓶颈，拓宽融资渠道
１ 整合社会资源，多渠道提高投融资能力。吸引国内外大型

港口集团，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建设港口及配套设施。加快组建曹妃
甸农村商业银行，大力发展贷款公司、担保公司、金融租赁公司、
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组织。支持具有发展潜力、资产规模较大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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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发行企业债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等。联合省内外有实力的
投资机构和战略投资者，发起设立沿海开发产业投资基金。加强与
保险公司总部的合作，制定保险资产债权融资计划，利用保险资金
增加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２ 做大做强现有融资平台。利用已成立的国开曹妃甸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进一步推动政府资本、金融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战略合
作，开创三种资本共同参与曹妃甸开发建设的新局面。通过租赁、
出售、合作经营等多种手段，盘活综合服务区房建项目和标准厂
房，通过土地抵押和加快回收项目单位占地成本进一步盘活资产。
３ 真正打通资本市场渠道。不改变只靠银行贷款的单一融资

模式，就难以从根本上扭转曹妃甸建设资金紧张的被动局面。联合
国内外知名证券机构，对辖区内港口公司、疏浚公司等各类经营性
企业进行摸底，对符合上市条件的要积极进行培育，帮助企业到国
内外各类资本市场上市融资。
４ 灵活运用金融工具，降低资产负债率。通过引入专业金融

租赁机构，充分利用曹妃甸新区现有的各种大型设备，做活这块资
产。码头、铁路等核心资产以外的其他经营性资产，宜售则售，宜
租则租，吸引民营资本进入，扩大筹融资公司的现金流。

（五）制定切实的政策体系，为临港产业发展创造条件
研究国内外临港产业发展的实践经验，研究制定支持曹妃甸临

港产业快速发展的政策体系，主要包括港口建设政策、港口经营政
策、临港产业政策、区港一体化政策等等，适时推出自由港政策，
为临港产业创造有利的发展条件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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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调查二：

河北省渤海新区发展调查报告

沧州渤海新区成立于２００７年７月，东临渤海，北靠京津，与
山东半岛、辽东半岛隔海相望，与天津滨海新区同处环渤海中心地
带，是河北省沿海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举全省之力打造的两大增
长极之一。渤海新区下辖黄骅市、中捷产业园区、南大港产业园区
和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开发区）“一市三园”，总面
积２４００平方公里，人口６０万，海岸线１３０公里，区位、资源、交
通优势十分突出。随着《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上升为国家战
略，渤海新区进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黄金期，展现出更为广阔的发
展前景。

一、 渤海新区在河北省沿海地区的地位和作用

（一）地位和优势
１ 区位得天独厚。渤海新区地处环渤海中心地带，东临渤海，

北靠京津，南接山东，与胶东半岛、辽东半岛隔海相望，区位优势
得天独厚，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的条件得天独厚。产业发展的区位
优势突出，距北京２２０公里，距天津１１０公里，处于北京２小时经
济圈和天津１小时经济圈范围内，与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的空间
距离较短，是河北省“东出西联”战略中的桥头堡，在环渤海区
域、京津冀都市圈和河北省沿海经济区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随
着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与之接壤的渤海新区的区位优势、地
缘优势和产业对接优势，将会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和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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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港口交通便捷。黄骅港位于渤海湾穹顶处，是全国第二大
煤炭输出港、西煤东运新通道的出海口，也是河北省中南部地区以
及晋陕蒙等中西部地区陆路运输距离最短、最便捷、最经济的出海
口。从黄骅港经省会石家庄、山西太原、宁夏中卫，由新疆出境，
途径中亚、欧洲到荷兰鹿特丹，将形成世界上最短的亚欧大陆桥最
新通道。它比原亚欧大陆桥缩短了５００公里，亚欧贸易通过此通道
比远洋运输费用节省２０％，时间节省４０％，是一条极富潜力的国
际贸易“黄金走廊”。与同区域港口相比，运输成本最低。例如：
神华集团煤炭运输，从黄骅港出海比从天津港出海一吨煤节省约
５０元。渤海新区的交通优势十分突出，朔黄铁路、沧港地方铁路
和正在建设的津汕高速、石港高速，及正在筹建的邯港铁路、邯港
高速、保港高速、沿海高速，将使渤海新区成为河北省中南部的区
域性交通枢纽。
３ 腹地广阔纵深。黄骅港的最大优势在于物流成本低廉且拥

有广阔和纵深的腹地，以港口为龙头，其腹地呈６０度角扩展，可
延伸覆盖到冀中南、晋中南、鲁北、豫北、陕西、内蒙古等部分地
区，面积近８０万平方公里，在这片区域内有４３个设区市、３３０个
县（市），近１ ４亿人口，２万多亿ＧＤＰ，占全国经济和人口总量
的比重均在１０％左右。石家庄、保定、邯郸、邢台，衡水，沧州６
个市作为黄骅港最直接拉动的地区，聚集了河北省主要的化工、钢
铁、机械、制造、纺织、医药等产业，经济总量占到河北省的
６５％以上。例如：邯郸到青岛、天津、日照、连云港等港口距离都
在５００公里以外，以邯郸每年进口３０００万吨铁矿石计算，如果全
部走黄骅港，在同等效率的情况下每年可以节省５亿元的运费。凭
借黄骅港腹地广阔的优势，依托丰富的口岸资源和良好的开发潜
力，渤海新区将对河北省中南部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４ 要素成本低廉。渤海新区拥有“海、地、盐、油、气、电、

煤、人”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资源，蕴藏着巨大的发
展潜力。与沿海发达城市相比，渤海新区土地、能源、劳动力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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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成本低廉。港口和大面积盐碱荒地，可以为大规模的工业开发提
供强有力的支撑。渤海新区有１７００多平方公里的非农用地，土地
开发成本低廉，适宜布局用地需求量大的大型重化工业项目，能够
为各类项目建设用地提供和预留宽松的空间，有利于吸引跨国公
司、国内外大企业将其产业向港口附近区域转移集聚，催生出新的
临港经济增长带。
５ 产业优势突出。新区已初步形成了四大主导产业和八大产

业链。依托区位优势和良好的交通条件，区内原材料、产成品运输
及进出口条件便利。加快环渤海、京津冀乃至渤海新区的建设，还
会进一步改善渤海新区的交通状况，增强其在冀中南乃至更广区域
的交通枢纽作用，凸显渤海新区在两方面的区位优势。一是加强同
京津冀周边地区的联系和合作，扩大市场空间；二是吸引优势企
业、优势产业、优势资源、要素和人才向渤海新区集聚，强化对产
业发展的支撑力。依托黄骅大港，发展临港大工业和现代物流业，
具有形成长链条、大配套、大集散产业的优势。

（二）目标和任务
《河北省沿海地区总体规划（２０１１ － ２０２０年）》 （以下简称

《规划》）提出：以沿海高速和滨海公路为纽带，促进产业和优质
生产要素向滨海地区聚集，重点打造曹妃甸新区、渤海新区两个增
长极，构建“１１县（市、区）、９区、６基地”的河北沿海经济隆
起带。其中，明确渤海新区产业区规划面积２６０平方公里。重点发
展港口物流、石油化工、盐化工、精细化工、钢铁新材料、装备制
造、电力能源、湿地旅游等产业，打造以２０００万吨精品钢生产能
力为引领的钢铁产业集群；打造以２０００万吨／年炼油、２００万吨／
年乙烯为引领，协同氯碱化工、煤化工的世界级化工产业集群；形
成具备国际竞争优势的临港产业集聚区、北方化工产业基地、河北
南部特钢基地、中国管道装备制造基地、华北重要的电力能源生产
基地和国际化区域物流中心。

《规划》明确了冀中南工业聚集区的发展方向：规划控制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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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平方公里。充分发挥渤海新区综合比较优势，为石家庄、衡
水、邯郸、邢台、保定、廊坊市及腹地工业向沿海转移提供平台和
载体，推进冀中南地区经济发展。

二、 渤海新区发展的基本情况

渤海新区自成立以来，已累计完成建设投资１７４６亿元，其中
港口建设投资１８４亿元，基础设施投资６６２亿元，产业投资９００亿
元。２０１１年，渤海新区完成地区生产总值４１２亿元，比２００６年增
长４倍，占全沧州市的１５％；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３９８亿元，比
２００６年增长５倍，占全沧州市的２５％；完成全部财政收入７０ ６亿
元，比２００６年增长６倍，占全沧州市的２２％。初步形成以石油化
工、装备制造、电力能源、现代物流四大主导产业和八大产业链上
下游配套的产业格局，路网体系日益完善，水、电、路、讯、气、
管网等基础设施配套能力不断提高。黄骅老城改造工程深入实施，
黄骅新城起步区建设扎实开展，一座现代化新城正在加速兴起。渤
海新区整体上步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快速提升的新阶段，为在新
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渤海新区大开发、大建设、大发展奠定了坚实基
础。

（一）黄骅新城———加快建设滨海生态新城
黄骅新城位列河北省沿海地区加快建设的三个滨海生态新城

（区）之一。其城市定位与发展目标：建成环渤海地区重要的国际
门户和交通枢纽，京津冀地区重要的沿海中心城市，以新型工业和
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滨海生态示范城市。到２０２０年，新城规划人
口规模控制在５０万人，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４７ ９６平方公里左右。
黄骅新城的空间布局将采用紧凑集约的布局方式，规划到２０２０年
形成“一核一极两组团”的城市空间布局结构。“一核”是指黄骅
中心城区和南大港；“一极”是指临港工业区和配套生活区；“两
组团”分别是南排河组团和海兴组团，形成东西向城镇、产业发
展轴和沿津汕高速公路的城镇发展轴。利用湿地、水库、自然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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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等景观生态区，形成生态涵养带。
黄骅新城以港口和产业为依托，秉承区位、资源、交通、产业

等优势，将建成一座有港口带动、极速发展的临港新城，有产业支
撑、绿色发展的生态新城，有高校支持、产研结合的智慧新城。目
前，黄骅新城起步区的“六区一廊”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其中，
规划占地面积２０００多亩的“科技创智区”，以打造“渤海智谷”
为发展目标，将引进至少１０家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或科研院所。围
绕“六区”建设，黄骅新城共谋划实施各类项目４２个，总投资
２００亿元，已累计完成９７亿元，一座服务型生态新城已初现雏形。

黄骅新城起步区的“六区一廊”
六区：国际旅游区、高教园区、商务休闲区、科技创智区、总部经济区、

综合服务区
一廊：城南产业走廊

（二）黄骅港———跻身全国亿吨大港之列
黄骅港距天津港６０海里，距山东龙口港１４９海里，距青岛港

４００海里，距韩国仁川港４８０海里，距日本九州港９００海里，处于
环渤海经济圈的核心位置。黄骅港的最大优势在于物流成本低廉且
直接腹地广阔，黄骅港的建设，对于完善我国沿海港口布局，加快
中西部地区煤炭外运，保证华东、华南地区能源供应，加快我国中西
部地区开发，促进对外经济贸易和河北省的经济发展均具有重要作
用。

按照《河北省沿海地区总体规划（２０１１ － ２０２０年）》，黄骅港
的定位是“形成以煤炭港区、散货港区、综合港区为主，河口港
区为补充的发展格局，加速由煤炭装船港向综合性港口转变，打造
区域性综合大港，成为沟通冀中南以及山西、豫北、鲁西北等地的
出海口。”发展目标是“到２０１５年，黄骅港港口吞吐量达到２亿
吨，集装箱达到１７０万标准箱。到２０２０年，港口吞吐量达到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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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吨，集装箱达到２００万标准箱。”行动计划是“增强‘北煤南
运’功能，强化在全国‘北煤南运’下水港中的地位。重点实施
综合港区二期工程，有序推进煤炭、矿石、原油、集装箱、液体化
工等专业化泊位和通用泊位建设。散货港区和综合港区主要服务腹
地经济，按照‘因港而生、临港而立、依港而兴’的发展路径，
大力发展临港产业。依托区位优势、腹地产业支撑和疏港交通体
系，大力发展集装箱物流。”

黄骅港是我国西煤东运第二大通道的出海口，“神华工程”的
龙头。黄骅港由煤炭港区、综合港区、散货港区、河口港区组成，
现有煤炭码头、杂货码头、液体化学品码头、散杂货码等生产泊位
２６个，是中国一类对外开放口岸。黄骅港实现了由单一的煤炭港
向综合港、单一的业主港向地主港两个实质性转变。从运行情况
看，态势良好：

一是黄骅港跻身全国亿吨大港之列。２０１１年，黄骅港吞吐量
达到１ １３亿吨，跻身全国亿吨大港之列（见表１）。其中，综合港
区投入运营的４个１０万吨级通用散杂货泊位，当年吞吐量突破千
万吨，达到１１１９万吨，创造了国内新建港口首年吞吐量的最高纪
录。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９日综合港区两个年通过能力４０万标箱的多用
途码头集装箱泊位通航运营，实现了当年筹建当年运营，在沧州结
束有海无港、有港没有综合港之后，正式开启了综合大港拥有集装
箱的历史，标志着黄骅港向现代化、多功能综合大港迈出了历史性
步伐。

二是创造了中国建港史上的“黄骅港速度”。综合港区起步工
程一期建设，主要包括８个１０万吨级泊位和１条１０万吨航道。从
２００９年３月１９日开工建设，到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８日开航运营，仅用
了１７个月，创造了中国建港史上的“黄骅港速度”。

三是启动综合港区二期建设。这是列入《河北沿海发展规划》
的重点项目，总投资３０３亿元，２０１１年３月底正式开工，主要任
务是开挖一条２０万吨级航道和建设煤炭、矿石、原油、集装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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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货、液体化工等系列码头。目前，防波堤工程进展顺利，一、二
号港池开始建设，各项基础配套工程有序铺开，２０万吨级航道工
程已经完成前期准备工作，正在进入开发时序。

表１　 ２０１１年全国货物吞吐量超过亿吨的沿海港口排名单位：亿吨
名次 港口 货物吞吐量 名次 港口 货物吞吐量
１ 宁波－舟山港 ６ ９４ １０ 日照港 ２ ５３
２ 上海港 ６ ２４ １１ 深圳港 ２ ２３
３ 天津港 ４ ５３ １２ 烟台港 １ ８０
４ 广州港 ４ ３１ １３ 厦门港 １ ５７
５ 青岛港 ３ ７２ １４ 连云港港 １ ５６
６ 大连港 ３ ３７ １５ 湛江港 １ ５５
７ 唐山港 ３ １３ １６ 北部湾港 １ ５３
８ 秦皇岛港 ２ ８８ １７ 黄骅港 １ １３
９ 营口港 ２ ６１

　 　 数据来源：交通部《２０１１年公路水路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

四是系列码头合作招商高潮迭起。综合港区二期工程主要有两
大任务，除了２０万吨级航道，就是码头建设，现在谋划建设的各
类码头泊位已达到２６个，美国嘉吉、上海宝钢、中电投、中国国
电等一批国内外大企业纷纷前来洽谈落户。２０１２年，与河北港口
集团、河北钢铁集团正式签订了合作建设总投资１００亿元的８个码
头建设协议，形成大规模开发建设局面。

（三）中捷产业园区———国家农业部的示范农场
中捷友谊农场，是一个国际合作性的大型农垦企业。１９５５年

朱德副主席率团出访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捷克政府赠送给中国可
耕种１０万亩土地的现代化农业机械设备。国家用这批机械设备在
河北省沧州市筹建了一个国营农场。为纪念两国的友谊，周恩来总
理亲自命名了接收这批设备的地域为“中捷友谊农场”。２００３年７
月，河北省农垦改制，经河北省人民政府批准，中捷农场与临港化
工园区合并建立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２００７年２月，河北省
委、省政府批准建立沧州渤海新区，中捷被历史性地划入渤海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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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区，更名为沧州渤海新区中捷产业园区，中捷友谊农场名称继
续保留。

中捷产业园区区域面积２６８平方公里，总人口４ ２万人。区内
已形成石油化工、精细化工、建筑材料、食品加工、五金机械等十
多个规模产业，其中石油化工是中捷的主导产业。２０１１年，中捷
实现工农业总产值２０５亿元，同比增长２６ ５％，ＧＤＰ７２亿元，同
比增长２０％，固定资产投资４０亿元，同比增长３３ ３％，财政收入
３１ ４亿元，同比增长２９ ４％。在全国农垦以及沧州市１８个县（市
区）排名中名列前茅，成为沿海临港经济新的亮点。

中捷产业园区具有丰富的工业资源。处在中国大港油田区域
内，南有山东胜利油田、西有华北油田，东有中海油渤海油田；地
下１２００ ～ １５００米蕴藏着温度６０ ～ ８０℃的地热水资源，单井出水量
大，温度稳定，可用于工业开发、保健疗养；区内有长芦、长华、
中捷三大盐场，年产原盐２００万吨，为盐化工产业提供了丰富的原
料；全区有４０万亩土地，１０万亩未利用土地，适宜大工业连片开
发；１０万亩良田可用于农业生态综合开发。中捷具有一定的产业
基础。开发区依托港口的集疏通道，重点规划发展临海工业、石油
化工、精细化工、物流业、建材业，形成了具有比较优势的海洋产
业体系。

经过五十多年的建设发展，中捷产业园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就，农场经济总量和运行质量位居全国农垦前列，
１９９９年列为国家农业部的示范农场。

渤海新区的成立，把中捷推向了开放的最前沿，中海石油中捷
石化、华岳化工、新启元等一批支柱项目集中落地，奠定了中捷重
化工业的基础；盐场重组、民营小厂整合、医院等机构整组，使中
捷经济社会发展焕发了新的生机；休闲服务业、现代物流业等第三
产业加快发展，产业结构更加合理；路、水、电等设施投入超３亿
元，园区基础设施日渐完善；养老、教育、医疗、生活、居住等各
种保障，使中捷民生民计明显改善。中捷将以打造“经济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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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区、高端产业的制造区、生态休闲的宜居区、科智教育的创新
区、特色鲜明的商服区、现代农业的示范区、富裕和谐的善德区”
为目标，为新区跨越发展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中捷罗非鱼养殖基地
中捷罗非鱼养殖有限公司占地６０００亩，是全国最大的罗非鱼

越冬苗种繁育基地，养殖基地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热及海淡水资源优
势，拥有现代化地热大棚５０座，面积１５０亩。育苗、良种选育车
间四座，面积３０００平方米；工厂化海水养殖车间１２０００平方米。
配套的水质化验室、鱼病检测室、微生物实验室拥有先进的科研及
实验设备，档案室、标本室资料齐全。

中捷罗非鱼良种场是国家级罗非鱼良种繁育基地，是河北省唯
一一家国家级良繁场，全国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国家级农业标准
化示范区、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海洋渔业资源增值放流基地，是
我国北方最大的罗非鱼养殖基地。

中捷沧州名人高尔夫俱乐部
中捷产业园区的沧州名人高尔夫球场，是沧州市唯一一个集高

尔夫运动、休闲、娱乐、度假、商务、餐饮、健身等功能为一体的
高品位、高档次的国际会所，规划总占地５０００亩，拥有网球场、
保龄球馆、游泳馆、健身房、咖啡厅、ＳＰＡ水疗馆、室内外温泉泡
池、大型会议中心、卡拉ＯＫ、酒吧、中西餐厅等，不仅能满足世
界水平的比赛接待要求，还能为各界人士提供一个会议、社交、餐
饮、健身、休闲的场所。此外还有名人休闲广场、大型体育休闲中
心等配套设施，并在球会设立一座国际级的高尔夫学院，专门培育
高尔夫专业人才，预计６年内完成所有配套设施的建设。

在硬件配套设施方面，已建成沧州第一家五星级的温泉度假酒
店，在俱乐部的整体规划中，水上公园、儿童乐园、水上射击场等
配套设施也即将陆续建设、投入使用。

中捷现代农业科技园
中捷现代农业科技园项目，由沧州盛昶房地产公司投资１ ２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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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建设，是高效、科技、旅游、餐饮、观光、示范项目，既是中捷
的农业项目，又是旅游项目，它将成为中捷的亮点。农业科技园由
河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整体规划设计。第一期工程于２０１２年９月
正式动工，至２０１２年底，计划总投资将达到４８００万元。届时，将
建成高效节能型日光温室７９栋、连栋塑料大棚２栋、春秋大棚６０
栋及其他相关设施。

（四）南大港产业园区———着力推进湿地保护与开发
南大港产业园区前身为河北省属大型农工商联合企业南大港农

场，是河北省九大农牧场之一。２００７年７月，随着沧州渤海新区
的成立而更名为沧州渤海新区南大港产业园区，仍保留国营南大港
农场，享受国家农垦政策。

南大港产业园区区域总面积２９４平方公里，耕地８９６０公顷
（１３ ４万亩），人口４ ７万，是渤海新区的重要区域之一。该园区
南接渤海新城，北依天津滨海新区，是天津、河北城市的中心花园
和承接高新技术产业的理想之地。

区内路网四通八达，南有南滕公路，北倚歧河公路，东临海防
公路和建设中的沿海高速，西接２０５国道，津汕高速和黄万铁路纵
贯全境，交通十分便利。

周边地区产业状况：南有我国北方最大的模具城———黄骅模具
城；东有黄骅综合大港及迅速发展壮大起来的神华集团、中铁、中
钢等大企业；北有天津滨海新港及大港油田。

南大港产业园区现有工业企业６０家，工业产品涵盖了石油化
工、机械铸造、五金加工、针棉纺织、建材制造、原盐生产等系列
５００多个品种。２０１１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３６亿元，同比增长
８５％；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２８亿元，同比增长８７％；实现财政收入
４ ０５亿元，同比增长７６％；完成一般预算收入１ ４４亿元，同比增
长６４％。各项经济指标均创历史最高水平。

辖区主要矿藏资源有石油、天然气、工业用盐和丰富的地热资
源主要农产品有冬小麦、玉米、大豆、蔬菜和水果等；有别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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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产养殖业，中国最大的超细毛羊扩繁基地，玫瑰飘香的葡萄
园，冬枣树上清脆可口的冬枣，形成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规模，蕴
含了无限的发展潜力。

南大港湿地
湿地，被称为“地球之肾”，具有调节气候、降解空气污染、

净化自然环境、涵养水源等功能，在维护自然生态平衡中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位于南大港产业园区东北部的南大港湿地，占地面
积１４ ７万亩，被誉为“镶嵌在环渤海地区的一颗绿色明珠”。

南大港湿地有完整的自然生态资源，湿地内有植物２３７种，昆
虫２９１种，鸟类２５９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８种，国家二级保
护鸟类２４种，狐、鹳、黄鼬、草兔等几十种动物在此繁衍生息。
２００２年被批准为省级自然保护区，２００３年纳入国家重要湿地名录，
２００５年被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授予“黑翅长脚鹤之乡”，２００６
年加入东南亚—澳大利亚迁徙鸟类保护网络。

湿地连接渤海西岸，可看到世界现存的三大古贝壳堤之一
（另两处在太平洋东岸的美国圣路易斯安那州和智利的斯里兰州），
其发育规模、时间跨度和所包含的地质古环境信息世所罕见，在国
际第四纪地质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

近年来，按照“科学规划、重点保护、合理开发、综合利用”
的原则，在保护湿地生态的前提下，南大港产业园区加大了对湿地
周边的开发力度，打造以绿色环保、“天然氧吧”为特色的现代生
态旅游、休闲、度假胜地。

按照《南大港湿地生态旅游总体规划》，在１１３９９公顷规划控
制面积内将形成“一核、二带、三心、四板块”的布局，打造核
心自然景观保护区、湿地观光区、家庭休闲娱乐区、商务休闲区、
文化娱乐区、水上游乐区、田园体验区、渔盐观光体验区８个功能
区。近期目标是到２０１５年完成各景区中水体、路网等基础设施及
适当规模的度假接待设施建设，力争使规划区形成规划预期的接待
规模。重点打造商务休闲区和文化娱乐区，使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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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协调的景区初步形成。中远期从２０１６年到２０２０年，建设目标是
在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的基础上，根据市场需求扩大度假休闲设
施，完善各种娱乐设施，使之成为京津冀地区知名滨海生态度假
村。

（五）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
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园区

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前身为河北沧州临港化
工产业园区（省级），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１日，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
开发区，定名为“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区位于沧州市
东部，环京津、环渤海，东距黄骅港２０公里，北距天津滨海新区
５０公里，距北京２３０公里，天津１１０公里，处于北京２小时经济
圈和天津１小时经济圈范围内，与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的空间距
离较短，区位优势明显，交通物流便捷。开发区规划面积１１８平方
公里，分为盐化工、石油化工、煤化工、精细化工、合成材料、仓
储贸易区。
２０１２年，经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联合批准，沧州临港经济技

术开发区成为国家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园区，总投资２６６亿元的
２２个重点循环化改造项目获批。这标志着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
区循环经济建设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

开发区自２００３年成立以来，逐渐发展成为河北省东部重要的
产业聚集区和经济增长极。区内基本形成以石油化工、装备制造、
电力能源、现代物流产业为主的产业集群，已建成及在建项目８０
多个，总投资６００多亿元。法国液化空气公司、美国ＡＰ、中国化
工集团、香港华润集团、冀中能源集团等一批国内外知名企业前来
投资或参与建设。

临港开发区始终坚持产品项目一体化、公用工程一体化、环境
保护一体化、物流传输一体化、管理服务一体化的发展理念，坚持
以循环经济作为立区之本。按照石油化工、煤化工、氯碱化工产品
链的上下游关系，构建循环经济的产业链，以产品链上下游关系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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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按产品链上下游关系招商，努力使上游产品、副产品和废弃物
作为原料继续生产新的化工下游产品，以实现资源的减量化、再利
用和效益最大化。例如：河北临港化工有限公司年产８万吨三聚氯
氰项目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盐，经去杂质处理，可回收利用作为公
司年产１０万吨离子膜烧碱项目的原料，每年可节省资金２０００万
元，实现了企业内部良性循环。再如：沧州大化ＴＤＩ生产过程中产
生的氯化氢，通过管道直接供给冀中能源集团作为生产原料，实现
了企业间产品的有效循环利用。

开发区已经逐步建成了企业内部、企业与企业之间、开发区与
周边社会３个层次的循环经济体系，工业“三废”在园区实现了
闭路循环利用。２００６年被河北省政府批准为省级循环经济示范区，
２０１２年３月又被评为河北省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入选河北
省“３２５５”循环经济示范区。

晋升为国家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园区，为临港开发区开发建设
打造了更加广阔的平台。这个总投资２６６亿元的２２个重点循环化
改造项目顺利实施后，预计可实现新增产值３４７亿元。这些项目包
括循环经济产业链连接或延伸关键项目１６个、公共服务平台等基
础设施项目６个，主要涉及物料闭路循环、副产物综合利用、水分
类利用、公共服务平台、信息化及监测体系等多个领域。循环经济
作为产业的灵魂，已成为临港开发区科学发展、转型升级的保障。
借助循环化改造，临港开发区将进一步实现产业链的横向耦合和纵
向闭合，从而形成以循环经济为主体的新型工业化格局。

三、 渤海新区的产业集聚情况

渤海新区把构建以循环经济为主要发展方式的新型工业体系作
为产业发展的主攻方向和战略任务，全力做大做强石油化工、装备
制造、电力能源和现代物流等主导产业，着力打造“我国北方化
工产业基地”、“河北南部钢铁工业基地”、“中国管道装备制造业
基地”、“华北地区重要的电力能源基地”和“国际化区域物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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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一）主导产业
渤海新区的产业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初步形成了四大主导

产业和八大产业链上下游配套的产业格局，四大主导产业：石油化
工、冶金装备、电力能源、现代物流。八大产业链：普碳钢、特
钢、大芳烃、聚氨酯、氯碱化工、煤化工、海水淡化、现代物流产
业链。２０１１年，渤海新区在建和新开１０亿元以上项目３８个，其
中工业项目２６个，总投资１２８３ ６亿元，基础设施项目６个，总投
资５２０ ９亿元，服务业项目４个，总投资２９３ ５亿元，社会事业项
目２个，总投资２３ ５亿元。１０亿元以上前期项目５８个，总投资
４０３７ ５亿元。

１ 石油化工产业。按照集约集聚、延伸链条、循环发展、安
全环保的原则和“油头化尾”的思路，已初步形成了石油炼制及
大芳烃产业链、烯烃产业链、盐化产业链和煤化工产业链，具备了
１０００万吨炼油、３００万吨重交沥青、１５万吨ＴＤＩ、２３万吨ＰＶＣ和
８万吨烧碱的产能，汇聚了包括中海油、中国化工、法液空等一批
国内外知名产业巨头。今后，将积极发展高端化工产品，加快形成
以２０００万吨炼油、１００万吨ＰＸ、１００万吨ＰＴＡ、１２０万吨ＰＥＴ、４０
万吨己内酰胺为重点的生产能力，努力打造我国北方重要的化工产
业基地。
２ 冶金装备产业。紧紧围绕建设河北南部特钢基地和中国管

道装备制造基地的发展目标，重点发展轿车用钢、不锈钢等高性
能、高附加值产品，有序发展大容量先进风电装备和专用汽车制造
业。现已形成普碳钢和特钢两大产业链，聚集了中国一重冷轧板、
北汽４０万辆整车、中钢８万吨镍铁、河北钢铁集团１０００万吨特
钢、泰恒４０万吨铬铁、中铁装备、达力普特型装备制造等一批重
点项目，预计到２０２０年，将形成１０００万吨特钢、１０００万吨炼钢
的产能。
３ 电力能源产业。充分依托国家西煤东运第二大通道朔黄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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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和神华集团煤炭港的能源优势，以及沿海地区风能充沛、光照充
足的特点，坚持以煤电为主体，热电、风电和光伏发电为补充，重
点抓好新能源开发利用和以海水综合利用为基础的海洋循环经济产
业链，现已具备了２５２万千瓦火电和１０万千瓦风电的能力。下一
步，将加快推进香港华润２ × ３０万千瓦热电联产、国华沧东电厂２
× １００万千瓦发电、中电投光伏电站等一批电力能源和海水综合利
用项目建设，最终形成１０００万千瓦发电能力，成为华北地区重要
的电力能源生产基地。
４ 现代物流产业。立足环京津、沿渤海的独特区位和以黄骅

港为龙头，网络密集、集疏便捷的公铁海联运立体交通体系优势，
规划建设一批以能源、原材料和集装箱为主的专业物流园区，着力
打造“三心六通道十八节点”的临港现代物流格局，重点抓好黄
骅现代物流商贸城、羊二庄煤炭物流交易中心暨太阳能光伏电站一
体化示范工程、临港化工物流交易中心、中捷国际建材集散物流中
心和南大港油品物流中心等五大项目。其中，总投资５０亿元的羊
二庄煤炭物流交易中心暨太阳能光伏电站一体化示范工程项目建成
后，将成为国内首家大规模海公铁联运的重要交通枢纽型煤电一体
化示范工程。

“三心六通道十八节点”临港现代物流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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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个核心区：港口物流、产业物流、商贸物流
６条主要陆路通道：津汕高速、沿海高速、邯港高速、邯黄铁路、石黄高速、

沧黄铁路
１８个物流节点：
城关综合物流园、唐洼综合物流园、羊二庄煤炭物流交易中心
黄骅港综合保税区、长芦盐场综合物流园、河口港油品化工及干散货物流园
海兴县临港物流园、临港化工物流交易中心、黄骅现代物流商贸城
南排河农副渔商贸物流中心、辛集鱼子鱼粉商贸物流中心
装备制造物流中心、中捷国际建材集散物流中心、南大港油品物流中心
港区大宗干散货物流中心、港区海铁联运物流中心
中铁物资集装箱物流中心、海兴海港工业园物流中心

　 　 按照规划，到２０１５年，渤海新区的四大主导产业和八大产业
链将完成投资３２００亿元，实现销售收入７０００亿元，利税１２００亿
元，带动下游产业投资３３００亿元。随着上游产业的发展和完善，
新区后续产业发展重点将放在产业链条中环与环、链与链之间的重
大节点项目上，发展循环经济；放在发展高端、高附加值、高加工
度化的下游重大项目上，打造“链”重， “环”轻的产业结构模
式。

（二）重点项目
渤海新区的招商定位，是瞄准大项目、强项目、科技含量高的

项目。截至２０１２年９月，渤海新区亿元以上重点项目达到３８８个，
总投资９０１３亿元。法液空、美国嘉吉、香港华润、神华集团、国
华电力、中海油、中石油、中钢、中化集团、中国一重、北汽集团
等一大批“中”字头和“国”字号的大企业以及“全国５００强”、
“世界５００强”项目纷纷在渤海新区落地，保持良好势头。已建成
的项目表现出了强劲态势。例如，２０１１年中海石油中捷石化有限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１４３ ８２亿元；沧州中铁装备制造材料有限公司
实现销售收入２６０亿元，是沧州销售收入最高的、销售收入过百亿
的企业。

重大项目建设，撑起了渤海新区发展的脊梁，优化了新区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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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布局。围绕做大做强石油化工、冶金装备、电力能源和现代物流
四大主导产业，渤海新区依托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一国家级
开发区和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园区的优势，加大重点项目建设力
度，加快形成完备成熟的现代临港产业布局。

中海石油中捷石化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年１月，中捷石化集团有限公司与中海石油炼化有限公

司开展战略合作，组建了中海石油中捷石化有限公司。凭借央企的
资源、技术和管理优势，中海石油中捷石化实现了各项经营指标的
突破性增长，营业收入从２００８年的６０ ０５亿元增长到２０１１年的
１４３ ８２亿元，增长率达１４０％；税费总额从２００８年的０ ９７亿元增
长到２０１１年的３１ ９４亿元，增长近３２倍；总资产从２００８年的
９ ４２亿元增长到２０１１年的２５亿元，增长率为１６５ ３９％。近几年，
中捷产业园区的产值和税收节节攀升，有九成来自中海石油中捷石
化。
２０１２年，中海石油中捷石化又开启发展的新篇章：开工建设

安全环保与清洁燃料升级项目，该项目计划总投资４０亿元，建成
后，中海石油中捷石化汽油产品将全部满足国Ⅴ排放标准要求；柴
油产品部分满足国Ⅴ排放标准要求，部分满足国Ⅲ标准要求，有效
地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污染物排放。在此基础上，按照差异化、炼
化一体化发展战略，该公司计划再投资５０亿元建设重油深加工项
目，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此举对中国海油建设渤海湾炼化产业基
地意义非凡。

大型芳烃联合装置项目
２０１２年５月，沧州渤海新区管委会与北京佳龙投资集团签署

投资合作，重点建设包括年加工１００万吨液化气芳构化、５２０万吨
重油深加工、１００万吨芳烃、１２０万吨ＰＴＡ、年产１５０万吨聚酯及
纺纤５个主项目和投资２０亿元的大型压力容器制造、码头罐区２
个配套项目在内的大型芳烃联合装置项目。该项目总投资２２０亿
元，建成后可实现销售收入８５３亿元，税收收入５０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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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共分两期建设，一期投资１２０亿元，建设液化气芳构化和
重油深加工项目，预计２０１３年１０月份竣工投产；二期投资１００亿
元，重点建设ＰＴＡ项目和聚酯及纺纤项目。到２０１５年，初步形成
包括化工新材料、精细化工、合成纤维在内的产业集群，将成为全
国大型芳烃生产及其衍生物为原料的精深加工基地。预计到“十
二五”末将直接拉动相关产业，形成１５００ ～ ２０００亿元的年销售收
入。该项目建设符合国际国内石化产业的发展趋势和河北省石化工
业的发展战略，对提升渤海新区、沧州乃至河北省石化产业发展水
平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北汽集团黄骅汽车工业园
北汽集团黄骅汽车工业园项目落户渤海新区已经进入加速建设

阶段，产业园总投资１００亿元，是黄骅市近年来投资规模较大、技
术含量最高、聚集效应最强、带动能力最广的战略性支撑项目，集
汽车零部件生产及整车制造、汽车销售、物流、展览、服务等功能
于一体。２０１５年项目全部完工投产后，将实现年产４０万辆整车的
生产能力，年销售收入将达４００亿元。北汽的进驻，将有力拉动渤
海新区加速形成以整车制造为龙头、专用汽车为龙身、汽车零部件
为龙尾的产业链条，实现从配件生产到汽车改装，再到整车制造的
产业升级。渤海新区也将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汽车装备制造业生产
基地。

中国一重牵手渤海新区中铁装备制造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是中央直接管理的５３家国有重要

骨干企业之一，在我国能源装备、工业装备、节能及环保设备、基
础材料、国防工业等五大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２０１２年５
月，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与沧州中铁装备制造材料有限公司
在渤海新区举行项目签约，双方共同投资３００亿元建设冷轧板、超
细粉、海水淡化和渤海冶金科研所等４个项目。这些项目包括：年
产３００万吨高端冷轧板、彩涂板和镀锌板项目，年产３００万吨超细
粉项目，年产３０００万立方米海水淡化项目和渤海冶金科研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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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２０１２年９月开工建设，２０１３年１０月建成投
产，预计年实现销售收入４００亿元。其中，冷轧板项目建设年产
３００万吨高端冷轧板，新上厚度０ １５ ～ ０ ８毫米、宽度分别为１５００
毫米和１３００毫米的生产线各一条，主要为北汽集团４０万辆汽车项
目提供配套材料；年产３００万吨超细粉项目，将采用中国一重公司
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工艺装备，将钢铁生产中的废渣转化成新型建
筑材料，在增加企业效益的同时，实现循环利用和节能减排。

这些项目的落地，对于渤海新区调整产业结构，壮大产业规
模，延伸产业链条，发展循环经济，将起到极大的促进和带动作
用。这些项目投产后，不仅可满足中铁装备公司的淡水需求，而且
将在钢铁精深加工方面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双方在发挥各自优势的
同时，还将利用港口优势，实现产出最大化，增强企业发展后劲。
在这一项目的促进和带动下，到２０１５年，沧州中铁装备制造材料
有限公司将实现“３５１１”的目标，即公司员工３万人以上，总投
资５００亿元以上，实现主业年销售收入１０００亿元，实现物流运输
等收入１０００亿元，成为渤海新区第一个年销售收入“双千亿”的
企业。

中钢滨海基地
中钢滨海基地占地１１１５０亩，规划总投资１８０亿元，主要项目

包括４０万吨镍铁、８０万吨不锈钢、４８０万吨氧化球团、大型钢铁
物流中心等，致力于打造中央企业与地方经济结合的典范。一期年
产８万吨镍铁项目已进入试生产阶段，从乌克兰引进国内首条先进
的ＲＫＥＦ法镍铁生产线、拥有国内同行业最大的转炉，全部投产后
将成为国内最大的镍铁生产企业，填补国内镍铁生产领域的空白，
中国“镍铁之都”将在这里诞生。

海水淡化及其综合利用
河北国华沧电海水淡化设施每天可从海水中提取淡水３ ２５万

吨，自产“海露”牌海水淡化蒸馏水，除了自用，每天可向周边
企业供水１ ８８万吨。国华沧电正在积极筹备日产２ ５万吨海水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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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扩建项目，项目投产后，国华沧电日制水能力将达５ ７５万吨，
外供水能力也将达每日４万吨。发展目标是“以建设国家级海水
淡化示范工程为契机，打造国内第一、国际一流的海水淡化品
牌。”
２０１２年７月，河北国华沧东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与中盐长芦沧

州盐化集团有限公司，就浓盐水综合利用项目签署合作协议。这个
项目总投资约１亿元，按照双方签订的协议，国华沧电每年将向中
盐沧盐输送４８００万方海水淡化产生的浓盐水，中盐沧盐则向国华
沧电支付一定数额的浓盐水运输费。根据估算，项目建成后，中盐
沧盐每年可新增原盐产量１５万吨。浓盐水综合利用项目的启动，
既为国华沧电找到了浓盐水排放的路径，又为中盐沧盐提供了制造
原盐的充足资源，同时也是新区在发展循环经济，打造可持续发展
产业链条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

正元化工牵手美国ＡＰ公司
美国ＡＰ公司是美国纽约交易所上市的全球最大工业气体与精

细化学品供应商之一。该公司在全球３０多个国家投资运营，在中
国已投资建设４０多家独资公司，年营业额超过１００亿美元。２０１２
年８月，阳煤正元化工集团与空气化工产品（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简称美国ＡＰ公司）正式签订《工业气体供应合同》，美国ＡＰ
公司将为渤海新区正元化工６０万吨合成氨、８０万吨尿素项目提供
工业气体。美国ＡＰ公司将投资近１亿美元建设一套具有国际领先
水平的大型空分装置，为正元化工项目提供氧气、氮气、仪表空
气、工厂空气。项目预计２０１４年建成投产，投产后可实现年均销
售收入１７ ５５亿，利润６ ３亿元。同时，正元化工还将借助美国
ＡＰ公司工业气体供应和每年副产１ ４４亿标准立方氢气、１ ４４亿
标准立方一氧化碳建设工业气体中心，中心建成后，每小时可生产
１０万至１６万立方米的工业气体，为渤海新区内企业集中统一提供
生产用气。

羊二庄煤炭物流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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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开工建设的羊二庄煤炭物流交易中心，作为渤海新区
最大的专业物流产业项目，是国内首家大规模的海公铁联运煤炭物
流交易暨光伏电站一体化示范工程，是渤海新区着力打造的物流产
业发展节点之一。位于沿海高速以西、朔黄铁路以北、南疏港西延
工程以南区域，占地面积３０３０亩，总投资５０亿元。交易中心主要
承接蒙煤、晋煤及澳大利亚、俄罗斯等进口煤炭物流服务，并为煤
炭客户搭建转运、储存、加工贸易平台。按照规划，项目将分两期
建设，一期总投资２５亿元，建设周期１２个月，主要建设１０个堆
场、１０条铁路作业线和１０条铁路倒发线及其配套设施。二期将主
要建设钢结构煤炭储运库房和太阳能发电设备。项目全部建成后，
交易中心年销售额将超过２００亿元，税收达５亿元，可提供２０００
个就业岗位。

华北交易大厦
２０１２年６月，总投资２２亿元的华北交易大厦项目在渤海新区

正式开工奠基。作为渤海新区现代物流发展创新模式的标志性工
程，华北交易大厦位于黄骅新城起步区，由河北金港集团有限公司
投资建设，是集交易、办公、金融服务、物流管理、国际商务功能
为一体的现代物流数码港。

华北交易大厦将以信息化模式高效配置管理渤海新区主要物流
节点和未来进出黄骅港的大宗商品的交易和物流，为物流企业的聚
集营造一个管理半径短、信息集中、高效低成本的运营空间。这个
项目还将与ＩＢＭ等公司合作，以华北交易大厦为依托，以ＩＢＭ最
新型的硬件和应用为载体，建设云计算应用中心，为渤海新区物流
信息化提供全新的数据中心和顶级配置应用平台；依托渤海新区产
业聚集和物流等资源优势，以高端的智能化配套设施和服务模式创
新，打造２００家国内外知名电子商务企业云集的平台；通过物联网
技术、物流全供应链整合技术，建设智慧物流系统，整合第三方物
流业务；整合渤海新区物流金融资源，探索渤海新区物流金融标准
化模式，实施物流金融业务，为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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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河北省钢铁、煤炭、矿石３个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将在华
北交易大厦设立交易窗口，为三大交易市场提供“信息、物流、
金融、交易、仓储”等五位一体交易系统，推动渤海新区乃至河
北省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发展。项目建成后，可满足２００家物流、电
商企业入驻，实现大宗商品交易量５０００万吨，交易额５００亿元，
将为新区现代物流产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项目预计
２０１４年１月投入使用。

四、 渤海新区发展的制约因素与问题

１ 渤海新区建设起步晚，需要进行一系列开拓创新性的工作。
沿海各省市的港口建设和临港工业的发展已具有了相当的规模和水
平，由于渤海新区建设起步晚，综合港口建设处于起步阶段，面临
工作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发展思路和路径需要科学谋划，基础设
施需要大规模投入，产业、人才需要加快聚集，发展环境需要加速
改善，资源保障、服务体系需要大幅度提升，管理体系需要大范围
调整，配套支持政策需要尽快完善等一系列开拓创新性的工作。
２ 港口对临港产业和冀中南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尚未显现。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的加速，世界主要现代港口，已开始
由第三代向更高、更新层次的第四代发展。第四代港口的重要标志
是看集装箱运力，集装箱对于当前的经济如同因特网对于当前的社
会一样重要。具有大型化、深水化、专业化的航道与码头设施，密
集的全球性国际直达干线，内外便捷联结全球的公共信息平台，是
第四代港口最主要的特征之一。黄骅港２０１１年吞吐量超过亿吨，
但煤炭占了９７００万吨，比重为８５ ８４％，对临港产业和地方经济
拉动作用强的集装箱和其他散杂货运输所占比重较小，不足１５％，
表现为第二代港口功能，功能单一、货物单一，港口与产业、港口
与城市的协调联动不够，港口对临港产业和冀中南经济发展的拉动
作用尚未显现。
３ 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亟待加强，服务业对城市支撑功能不
２３３

河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研究



足。一是渤海新区远离沧州市区，城市配套功能不完善。正在新建
的黄骅新城基础设施、配套服务体系尚在形成中，还不具备城市功
能作用。二是黄骅市作为目前渤海新区独一无二的城市，人口规模
和经济总量还比较小，服务业对城市的支撑能力不足，难以承担对
渤海新区产业发展的带动功能，更难发挥区域性中心城市的作用。
４ 环渤海地区竞相开发，渤海新区发展面临的竞争压力明显

增加。全国沿海地区开发建设已成千帆竞发、百舸争流之势，梯次
发展的浪潮已拍岸而来，竞争压力前所未有。一是资源环境：在环
渤海地区，钢铁、煤炭、化工、建材、电力、机械等传统行业密
集，产业结构趋同现象比较突出。由于周边地区都发展重化工业，
渤海新区发展重化工业的资源环境面临较大压力。二是港口竞争：
仅冀津两地６４０公里长的海岸线上就有五大港口，地域相近，由于
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划，各个港口追求自己的利益，形成过度竞争和
不协调；港口腹地受到天津、山东已形成规模港口的挤压，本地集
装箱资源大量流失，货源不足，要迅速形成规模难度很大。三是产
业扩散：受行政区利益的驱动，北京和天津两市的产业扩散主要集
中在行政区内进行，对渤海新区难以形成持续和强有力的扩散辐射
作用。

五、 渤海新区打造河北经济重要增长极的举措

（一）港、产、城的联动协调发展
“建设大港口、聚集大产业、发展大城市”，是渤海新区实现

跨越式发展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渤海新区将按照“以港促产、
以产兴城、港产城一体化发展”的思路，以港口为依托，以产业
为支撑，把沿海优势形成自身的特色优势，完善功能分区，优化空
间布局，促进港产城协调发展，打造魅力新区。

“港”，就是加大港口开发建设力度，不断完善港口功能。
“产”，就是加快产业聚集，保持一定的投入力度，有目的、有针
对性地招商引资，重点引进一批规模大、附加值高、经济效益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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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项目和好项目。此外，要抓好包括文化产业在内的新兴产业发
展，使新区产业发展的色彩更绚烂。“城”，就是要不断完善城市
功能，做好生态和水的文章，尤其是在水的设计方面，要有新的理
念并坚持高起点。

一是建设大港口：建设世界先进、中国气派、河北特色、充满
活力的现代化综合大港。全面启动２０万吨级航道和２０万吨级矿石
码头建设，发挥黄骅港地主港管理优势，有序推进煤炭、矿石、原
油、集装箱、杂货、液体化工等专业泊位招商建设，加快冀中南、
鲁、豫、晋、陕、蒙等腹地市场开发，积极构建服务优、收费低、
效率快的“大通关”环境。到２０１５年，黄骅港吞吐量达到２亿
吨，集装箱达到１７０万标箱，步入多功能、现代化综合大港之列，
成为名符其实的亚欧大陆桥新通道桥头堡。渤海新区对在黄骅港从
事集装箱业务的企业，将给予最大限度的财政补贴，对进出黄骅港
的集装箱车辆实行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政策。

二是聚集大产业：按照“项目向石油化工、装备制造、电力
能源、现代物流等主导产业聚集，结构向以循环经济为主要发展方
式的新型工业体系调整，层次向产品高端、行业领先靠拢，空间向
电子信息、新型材料、海洋经济等战略新兴产业拓展”的总体思
路，扎实推进临港产业发展，重点在上规模、抓配套、增效益上寻
求新突破。继续坚持“有利于提升产业层次、有利于优化产业结
构、有利于拉长产业链条”的标准，坚持一产优化、二产做强、
三产提升，千方百计引进和建设一批大项目、好项目，进一步巩固
和发展“结构更加科学、体系更加完善、布局更加合理、竞争更
加有力”的现代化新型产业格局。

三是发展大城市：打造宜居宜业的现代滨海新城。按照河北省
政府批准的《黄骅新城城市总体规划》，加快推进规划面积１１０平
方公里的黄骅新城建设，到２０１５年，城市人口规模将达到５０万
人，到２０２０年，将建成沿渤海地区重要的区域性百万人口中心城
市。２０１０年１０月，黄骅新城被国家住建部、河北省共同确定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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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生态示范城市。
（二）５ ～ １０年建成河北重要增长极
２０１２年３月３１日，河北省委、省政府在沧州市召开加快推进

渤海新区开发建设现场办公会议上提出，奋力开创渤海新区开发建
设新局面，要通过５ ～ １０年的努力，把渤海新区建设成为河北重要
增长极、东出西联的龙头、亚欧大陆桥新的桥头堡。概括起来说，
要达到三个“强”：一是经济实力强，二是辐射能力强，三是支撑
能力强。要进一步推动港产城一体化发展，不断提升渤海新区及黄
骅港的综合实力和辐射带动能力，使其真正成为建设经济强省、和
谐河北的重要支撑。

为了建成河北重要增长极，渤海新区将发展的标杆再次拉升：
今后５ ～ １０年，将以打造河北重要增长极为目标，确保到２０１５年，
地区生产总值和全部财政收入在２０１０年的基础上“翻两番”，分
别达到１２００亿元以上和２００亿元以上。到２０２０年，地区生产总值
和全部财政收入各占到全省的五分之一，综合实力跻身国内沿海临
港地区先进行列。

（三）构建强有力的基础配套支撑体系
关于“水”的问题，坚持引黄河水、引长江水和海水淡化

“三水合一”，到２０２０年，渤海新区日供水能力将达到２００万立方
米，海水淡化日供水能力将达到１００万立方米。关于“路”的问
题，在已有４条铁路、３条高速、２条国道的基础上，谋划推进
“两高、四铁”和沧州机场项目。其中，包括从省会石家庄到渤海
新区的城际铁路，逐步构筑起以港口为龙头，连接腹地、四通八达
的综合交通体系。

（四）形成科技创新资源汇聚的优势高地
把科技和人才作为渤海新区发展的核心动力，作为产业发展的

核心竞争力。规划了总面积１ ４平方公里的科技创智园区，制定出
台了最优惠的引进政策，加快引进建设国家级和省部级重点实验
室、中试基地、产业技术研究院等研发机构，现已落实了包括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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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化所国家级新能源催化剂实验室、渤海产业技术研究院、河北工
业大学部级海水淡化实验室、北京师范大学地表过程与资源生态国
家重点实验室等在内的一大批国内外和业内有影响力的科研机构。
全面启动“人才特区”建设，加快吸引聚集了北京交通大学海滨
学院等一批知名院校和港口、金融、产业、城建等方面的急需人才
和高层次人才，力争３年内实现“１０所大学齐聚新区、１０所国内
一流科研院所落户新区、１０００名专家入驻新区”，努力汇聚优质创
新资源，为产业发展提供核心动力和支撑。

（五）创建河北省“金融创新试验区”
加快落实河北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渤海新区发

展的实施意见》，全力抓好河北省金融创新试验区创建工作，鼓励
支持国内外金融机构在新区设立总部和分支机构，大力引进银行、
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和信托公司、贷款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担
保公司等新型金融组织，积极吸引金融人才，充分利用政策优势，
不断增加信贷供给，在金融产品创新方式等方面先行先试，打造多
元互补、支撑强劲的金融体系，形成有利产业发展的金融生态环
境。

六、 渤海新区建设发展中的几点建议

（一）用足用好国家对沿海地区的优惠政策
要充分利用规划上升国家战略和河北举全省之力打造渤海新区

重要增长极的这个有利平台，依托港口优势，用足用好国家对沿海
地区的优惠政策，在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利用滩涂和盐碱荒地、统
筹城乡发展、市场体系建设等领域“先行先试”。进一步做大做强
石油化工、装备制造、电力能源、现代物流等重点产业，迎接
“梯次发展浪潮拍岸而来”。

（二）要坚持优选招商，瞄准央企和５００强企业
渤海新区未来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关键是要提高自主创新能

力，不断提高产业发展的层次和水平。在产业聚集上，要向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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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水平看齐，在招商项目上，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科学设定准入
门槛，优化区内整体布局，保证可持续发展。滨海新区的招商引资
实践证明，新区引进的大资金、好项目、战略性新兴产业大都来自
国家部委和央企以及“全国５００强”、“世界５００强”。因此，渤海
新区要坚持实行优选招商，继续瞄准国家部委、央企和５００强企
业，抓好一批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意义的重大项目，通过与大企业、
大集团的战略合作，拉动现代企业的引进、高端技术和人才的引
进，产业链龙头的引进，打造富有竞争力的产业航母。

（三）发挥优势，在“口腹心”上进一步有所作为
根据费孝通关于区域经济的“口腹论”：一个地区要想协调而

快速地发展，离不开口、腹、心三要素。“口”是口岸，要能够吞
吐吸纳；“腹”是腹地，幅员要辽阔，物产要丰厚；“心”是中心
城市，辐射带动作用要强。这些优势一经得到充分发挥，就会产生
蓬勃生机和无限活力。渤海新区具备这三要素，但是优势尚未充分
发挥，要想协调而快速地发展，形成强大的带动力、影响力、辐射
力，还需要在“口腹心”上进一步有所作为。
１ 不断提升黄骅港的辐射带动能力。黄骅港综合大港是拉动

冀中南地区经济发展的龙头，要努力实现黄骅港由单一的煤炭运输
港向综合性大港的转变，实现港口升级，建设成为拥有集装箱运
输、大型散装船舶、现代海上运输方式的港口；积极争取在黄骅港
设立综合保税区，为扩大开放和承接产业转移打造更大平台，为提
高对腹地资源的吸引力和带动腹地经济发展的辐射力提供支撑；提
高港口综合服务能力，拉动产业聚集，带动城市发展，实现港口、
产业、城市协调推进，积极推进黄骅港与冀中南各市和内陆腹地共
建内陆港和集装箱场站，逐步实现内陆港、集装箱场站与沿海港口
集装箱运输联动发展，为黄骅港集装箱运输提供箱源支撑；在黄骅
港推动建设矿石、油品等大型专业化码头，以更好地适应临港地区
大型炼化、千万吨精品钢基地、装备制造及腹地产业发展需要。
２ 东出西联拓腹地。打造渤海新区增长极，一方面是产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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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努力形成优势互补、竞争力强的产业集群，一方面是交通相
连，构筑东出西联的大通道，要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着力建设
以港口为原点的放射型交通框架，构筑东出西联大通道。加快构建
更加完善的集疏运体系，发展公路、铁路、港口联运，形成四通八
达的路网体系。加强产业联系，必须形成跨区域、跨行业、跨所有
制，优势互补、竞争力强的产业集群。与腹地在产业上形成紧密联
系，必须打破行政区划思维，遵循经济规律，开展广泛而深入的合
作。要转变被动辐射局面，主动出击，向京津要人才、要技术、要
资金、要项目；积极吸引冀中南地区相关企业搬迁以及产业转移。
３ 加快建设黄骅滨海生态新城。以港口和产业为依托，高起

点建设新城区，高水平推进生态绿化，高标准完善基础设施，不断
优化功能区域设置，完善人口聚集、企业聚集、产业聚集所必需的
生活和生产服务配套设施，提升城市综合服务功能，从人才培养、
科技研发、商务接待、休闲旅游、配套服务等多方面强力对接港口
建设与产业聚集，增强对渤海新区产业发展的带动功能。按照规划
的目标要求，把黄骅新城建成环渤海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和交通枢
纽，京津冀地区重要的沿海中心城市，以新型工业和现代服务业为
主导的滨海生态示范城市。

（四）加强与环渤海港口群之间的分工合作，实现从单纯竞争
走向共赢竞合

渤海新区面临港口建设、产业集聚、城市建设三重任务的全线
突破；面临既要实现加速发展，又要科学谋划，为科学发展、持续
发展留出空间的战略选择；面临体制改革和机制转换的迫切任务，
这些挑战不仅仅需要渤海新区在率先开放中有所突破，更需要兄弟
地区和相关部门的及时跟进。随着经济的发展，区域合作必将大于
竞争，每个区域的开发建设都需要扬长避短，围绕国家战略意图和
战略要求打造自身特色格局，加强与周边地区的分工合作，实现从
单纯竞争走向共赢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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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让软环境过硬，让硬环境更优
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与政府服务质量存在密切的关系，经济机

构的良好运行，对吸引外资至关重要。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建立
紧密的产业关联体，形成优势互补的产业群；要创新思路，对标发
达省、市找差距，以改革创新的思路和举措，加速推进渤海新区开
发建设；进一步完善配套服务设施，以服务生产、服务生活为重
点，着力提高配套服务的能力，增强服务产业发展的能力；在管理
体制、土地利用、统一市场体系建立、自主创新、基础设施建设、
人才集聚、金融贸易、投融资等方面加快形成更适宜新区发展的新
机制、新体制。

（六）探索实行“区市合一”的管理模式
调查发现，新区行政管理体制有些不顺，具体表现为３个不统

一：一是行政管理不统一，３个园区、港务局、投资公司不是行政
区划单位，造成职能缺失、管理缺位；二是财政不统一，一市三园
有４个“财政”、４个“税务”，分灶吃饭，形不成集中财力办大
事的态势，还相互争项目、争税源；三是规划不统一，各项规划应
与总体规划调整衔接。建议：优化发展环境，理顺管理体制，加大
政策支持。在省级权限范围内，将黄骅市与中捷产业园区、南大港
产业园区、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功能区进行整合，由渤海新
区统一管理。理顺新区内部运转机制，实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
新区管委会管方向、管政策、管规划，下辖机构要在港口运营、物
流发展等方面组建好发展平台。

参考文献：
［１］河北省人民政府：《河北省沿海地区总体规划（２０１１ － ２０２０年）》，２０１２年。
［２］国家交通部：《２０１１年公路水路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１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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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察报告：

环渤海省市沿海地区发展考察报告
———河北沿海地区开发建设中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后，河北省委、省政府
随即召开了现场办公会议，加快推进曹妃甸新区和渤海新区开发建
设。随着我省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开始逐渐发力，同时也更需要从战
略实施层面加强调查研究，特别是学习借鉴先发省市经验，结合我
省沿海地区开发建设实际，探讨解决现实问题的应对策略。为此，
今年以来，省社科院精心组织专家深入我省秦、唐、沧三市及天
津、山东、辽宁沿海地区考察调研，实地走访了各地港口、开发区
和重点企业，与考察地市主要领导、港口集团等企业领导和三省、
市专家学者进行了座谈交流。调研发现，津、辽、鲁三地在推进沿
海地区加快发展、集聚生产要素和体制机制创新方面的先进经验与
做法，对于破解我省沿海开发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重点、难点问题
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 营造便捷通畅的软环境， 全力引进支撑全局的大项目

国家、省级层面的战略支持及大型招商活动的展开，使我省沿
海地区开发建设吸引了众多国内外知名企业和战略投资者。然而，
有些地方许多项目在达成战略框架协议或投资意向后便停滞了，没
有真正“落地开花”。究其主要原因，还是我们的招商软环境不够
优越、不够顺畅，招商工作不到位。调研了解到，大连长兴岛临港
工业区与我省的曹妃甸很相似，２００５年起步开发，通过创优软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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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积极招商，目前已将全球排名第四的造船企业———韩国ＳＴＸ集
团和全球排名第四的化学品承运商———新加坡万邦集团以及占全球
集装箱市场份额７０％的中集集团收入囊中。其中，韩国ＳＴＸ集团
将９０％以上的核心技术带入长兴岛，曾受到韩国政府的干预，但
该集团矢志不渝。究其主要原因是，韩国ＳＴＸ集团在本土６年没
有跑办下来的扩建项目，在长兴岛临港工业区仅用了１个月就办理
和解决了，创造了名副其实的“长兴岛速度”。时下，一方面，长
兴岛工业区管委会主管招商的副主任拥有自主审批３亿美元以下项
目的“大权力”；另一方面，韩国企业职工家属有２０００多人入住
长兴岛，管委会负责人时刻挂念着入驻韩企职工家属美容、美发之
类的生活细节，着实“耐人寻味”。

借鉴外省力促大项目落地的“保姆式”服务经验，我省应按
照《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所列项目，在争取国家层面政策和
资金支持的同时，全力做好招商引资工作。首先，赋予沿海开发区
充分的招商引资自主权。下放项目审批权限，允许开发区管委会在
产业目录范围内自主批准投资数额较大的建设项目，缩短项目审批
周期，提高审批效率。二是扑下身子招大商。“想客商之所想，急
客商之所急”，对已经达成协议的战略投资者，要积极主动跑办，
创造一切有利条件促成项目落地。三是锚住源头性重大项目不放
松。近期，我省要围绕打造临港产业集群的任务要求，重点抓好源
头性项目建设，抓紧任丘、曹妃甸炼化一体化项目的报批，积极探
索中外合资百万吨乙烯项目建设的可行性；进一步抓好轨道交通装
备产业集聚的建设，力争关键零部件项目能落户我省。

二、 优化整合港口资源， 提升群体优势和整体竞争力

“河北港口集团”的成立标志着我省港口整合迈出了重要一
步。但是，“河北港口集团”实际上主要运营的还是秦皇岛港，对
运营成熟的京唐港、黄骅港没有实质性的约束和协调作用，省内港
口各自为战，互相争夺货源，产生了严重的内耗。调研发现，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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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了大港扩张的方式实现港口的一体化经营，取得了不错的成
效。大连港集团通过认购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增发股份，成为其第
一大股东，并正在投资参股葫芦岛港集团。大连港集团还分别与锦
州、丹东市政府合资合作，联合开发锦州港龙栖湾港区和丹东港海洋
红港区。

发展的现实和经验告诉我们，优化整合港口资源是提升整体竞
争力的必然选择。为此，我省要抓紧制定沿海港口整体发展规划，
统筹协调沿海各港口之间的关系，科学界定港口功能、合理配置港
口资源，引导其错位发展，差异化发展，着力打造港口群体优势。
应多方协调，支持河北港口集团参股、控股京唐港与黄骅港，力争
早日实现河北港口的“大一统”。

三、 充分对接发展规划， 构建全方位的政策保障体系

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为我省深入开展相关
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目前我省在与沿海地区发展规划紧密
衔接，争取和制定相应的支持政策方面十分被动，缺乏足够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国家层面的试点支持政策还是空白，省级层面的配套
政策鲜有实质性突破。与我省不同，山东省在“山东蓝色半岛经
济区”上升到国家战略后，积极向国家争取了多项支持政策：国
务院批准山东为全国钢铁产业结构调整唯一试点，国土资源部给予
东营市未利用地开发利用改革试点的配套政策，国务院批准了青
岛、烟台两个“保税港区”以及潍坊、济南两个“综合保税区”。
目前，正在推进将“青岛西海岸新区”上升为类似“天津滨海新
区”的国家级经济新区。省级层面，山东省政府划定东营、潍坊、
莱芜、青岛黄岛开发区为“省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出台了
“３４条”政策，各市根据“３４条”又出台了配套措施。

借鉴山东经验，我省要以沿海地区发展规划获批为契机，向上
争取与自我驱动相结合，尽快构建起支撑沿海地区发展的全方位政
策保障体系。首先，积极争取国家层面的支持政策。依照国务院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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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的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重点建设任务要求，向国家争取相关支
持政策，如沧州渤海新区可以申请“国家能源清洁转化产业示范
区”，唐山市应争取“国家资源型城市转型试点”政策，曹妃甸新
区应争取“国家级科学发展示范区”，秦皇岛开发区应争取“国家
数据产业创新示范区”政策，河北省应争取“全国钢铁产业结构
调整试点”政策。其次，制定出台我省自主决定的配套支持政策。
选择部分区域或市县设立“省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研究并制
定出台一揽子支持政策，鼓励其加快发展，以衔接好河北沿海地区
发展规划实施和快速崛起。

四、 稳步推进 “飞地经济”， 促进海陆良性互动

总体来看，我省沿海地区“飞地经济”目前仍处于概念层面，
曹妃甸“飞地经济”在我省先行先试，虽与秦皇岛、承德两市及
内蒙古自治区达成合作协议，而正在做的只是一些前期准备工作，
尚无企业落地。与我省不同，辽宁的“飞地经济”已成为港口与
内陆腹地联动的桥梁。２００６年，辽宁省在锦州湾沿海经济区为朝
阳、阜新两市设立２平方公里的“飞地”，并规定“飞地”内企业
上缴省级税收增量１００％返回给“飞地”提供市和使用市，由两市
各按５０％的比例分留。此后，地处东北腹地的一汽、中国一重、
鞍钢等大型国企，相继在辽宁沿海建立了生产经营基地。

我省沿海地区应结合产业转型升级要求，加强与省内及西北、
华北等内陆地区合作，建设“飞地型产业区”，积极支持内陆地区
在我省沿海经济带范围内建立属于自己的产业园区。在规划出的
“飞地型产业区”内设立的企业，享受税收上的优惠（可参见开发
区内吸引外商所享受的优惠）。对我省内陆城市在“飞地型产业
区”内实现的税收首先全部返还“飞地”使用市政府，再由提供
市和使用市各按５０％的比例分别记入提供市和使用市的ＧＤＰ核算。
争取国家政策支持，对省外内陆地区在我省沿海地区建立的“飞
地型产业区”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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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放大和利用组合优势， 打造专享的独特优势

我省沿海地区资源禀赋鲜明多样，但这些特色资源多以单体形
式存在，布局分散，缺乏必要的组合与强有力的宣介，致使我省沿
海地区特色优势不明显，在沿海竞争中处于相对弱势。调查发现，
大连长兴岛和营口鲅鱼圈等开发程度较高、发展速度较快的沿海开
发区，都将资源组合优势用到了极致。长兴岛充分利用港口和土地
的硬件组合优势，吸引了需要占地面积大的大型造船企业、石化企
业进入，推动了经济快速发展。鲅鱼圈将沿海优势和温泉优势结合
起来，形成了吸引发展要素的组合优势，仅仅二十多年时间就把一
个小渔村发展成为拥有几十万人口的中等城市。

我省沿海地区要在充分挖掘单体资源优势的基础上，放大和利
用组合优势，形成专享的独特优势。结合沿海发展实际，建议将京
唐港区与曹妃甸港区之间海上轴线两侧的打网岗（金沙滩）、菩提
岛、月岛等单体旅游资源统一纳入两港区规划，与港口、土地形成
组合优势，统一开发，辅之以软要素的不断提升，打造我们自己的
独特优势。这一独特优势应该体现在，这些旅游资源既可提升海洋
旅游产业创收，又作为临港工业区的有力支撑，成为项目区建设不
可或缺的后方基地和生活、娱乐、休闲、度假中心。

六、 理顺新区行政管理体制， 提升管理服务水平

省第八次党代会提出举全省之力打造曹妃甸新区和渤海新区两
大增长极，但目前两大新区的行政管理体制仍处在不断探索完善
中，新区管委会的组织管理模式、机构组成、人员构成、职能界定
等仍然没有完全理顺，新区的管理服务水平亟待提升。从调研中了
解到外省市一些经验做法值得借鉴。天津市对滨海新区采取“小
政府＋派出机构＋权力直通车”模式，对内部９个经济功能区实
行“管委会＋公司”模式。青岛西海岸新区在区内各行政区划调
整前，设经济新区管委会，作为市政府派出机构，享有市级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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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审批权限。新区管委会实施大部制运作，减少行政部门，减少交
叉；下辖管委各职能部门、街道（镇）办事处和若干重点经济功
能区管委；组建了青岛西海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等开发建设
实体公司，实施了“管委会＋公司”模式。

在行政区划短期内难以调整的前提下，借鉴先进地区部分经
验，结合我省实际，建议曹妃甸新区和渤海新区的行政管理体制架
构采取“新区管委会＋两类派出机构＋审批直通车＋公司”体制。
一是分别成立两个新区管委会，作为省政府派出机构，享受市级职
能权限，新区事项可直接报省职能部门审批，唐山、沧州两市备
案。二是在“新区管委会”下设立两类派出机构：一类按照所辖
行政区划的县、市（区）设立新区管委会派出机构（可与行政区
党委、政府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也可精减），统筹区内经济、社会
和城市建设与管理职能；另一类是在所辖经济功能区内设立管委派
驻经济功能区的派出机构，负责功能区内经济、社会和城市建设与
管理（相当于一级政府职能）。两类派出机构对新区管委负责，所
有审批事项报新区管委审批，不再报唐山和沧州市审批。三是在两
个新区分别成立“新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等实体公司，负责区
内基础设施、厂房建设开发投资、运营和管理，采取ＢＯＴ、ＢＴ等
新型投资建设方式开展活动，通过盘活土地、冠名权等资源灵活多
样地经营城市与功能区。四是原行政区划内的人大、政协等机构和
职能保持不变。

七、 推进投融资平台群体建设， 提供强有力的资金保障

当前，我省沿海开发面临巨大的资金压力，尤其是曹妃甸新区
和渤海新区建设，先期的政府投入和银行贷款已陆续进入了还贷
期，而相应的产出效益还很低，政府和银行均面临巨大压力。从外
省做法看，天津投融资平台采取了“多点开花、母子联动”的形
式，资金构成包括了国家批准的产业投资基金与３０多只风险投资
基金、担保基金。其中，政府创立的风投基金采用“母子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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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即政府创立的基金并不直接投资企业项目，而是设立母基
金，由母基金再投资于专业创投企业，以发挥导向和补位作用。辽
宁省政府按照“政府主导、市场运作、融资推进、滚动发展”的
原则，引导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建立融资平台，拟定支持重
点和融资模式，首期吸引国家开发银行的政策性贷款达４００亿元。

为破解沿海地区开发过程中的资金瓶颈，我省须超前谋划、尽
快行动，多渠道、全方位地推进沿海开发投融资平台群体建设。一
是联合省内外有实力的投资机构和战略投资者，发起设立沿海开发
产业投资基金，向国家发改委积极争取设立“河北沿海地区发展
产业投资基金”或“沧州渤海新区投资基金”，待国家正式出台
《股权投资管理办法》后，我省可按市场化原则自行组建投资基
金。二是除产业投资基金外，应尽可能多地广开门路，争取设立一
批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小微企业联合债权担保基金等非产业投
资基金。三是借力天津放开股权投资基金市场、投资基金不受地域
和领域范围限制的契机，可研究制定一些政策吸引天津成立的各类
市场化取向的产业投资基金到我省沿海地区投资，为沿海地区快速
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四是引入专业金融租赁机构，充分利用两个新
区现有的各种大型设备，宜售则售，宜租则租，做活码头、铁路等
核心资产以外的其他经营性资产，吸引民营资本进入，扩大投融资
公司的现金流。五是加快组建曹妃甸农村商业银行和渤海新区商业
银行，大力发展贷款公司、担保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村镇银行等
新型金融组织。六是支持具有发展潜力、资产规模较大的公司发行
企业债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等。七是加强与保险公司总部的
合作，制定保险资产债权融资计划，利用保险资金增加对基础设施
建设的投入。

八、 加快海关特殊监管区建设， 建设现代化物流平台

目前，我国开放层次最高、政策最优惠、功能最齐全的两类海
关特殊监管区，保税港区和综合保税区在我省依旧是空白，极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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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了我省沿海地区对外开放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曹妃甸
正在申请“综合保税区”，黄骅也提出要争取“保税港区”，但是
这两类区域批准的难度极大，即使批准建设了，一年后也很难过关
挂牌，短期内难有明显成效。调研发现，天津、辽宁、山东等地依
托各类海关特殊监管区，有力地促进了沿海经济快速发展。如天津
目前已建有保税港区、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等７个海关特殊
监管区域，是目前国内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种类最齐全的地区。其中
滨海新区综合保税区和东疆保税港区是当前我国“政策最开放、
功能最强大、层次最高级”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由于独特的政
策功能，一大批世界一流的航空项目已落户滨海新区临空产业区。
天津地区的各类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已经成为承接全球高新技术产业
转移的重要基地，是天津地区发展速度最快、发展潜力最大的经济
功能区。

结合发展实际，我省应在积极申请“综合保税区”和“保税
港区”的同时，努力创造条件，建设一批不同层次的开放物流载
体，如出口加工区、保税区、Ａ型Ｂ型保税物流中心、保税仓库和
出口监管仓库等，使之成为推动港口与内陆腹地互动发展的重要支
点。具体建议包括：一是适时争取设立２ ～ ３个以黄骅港为出海口
的出口加工区。二是申请设立曹妃甸保税区、黄骅港保税区、石家
庄保税区、邯郸保税区、保定保税区。三是推进内陆港、海铁陆联
运节点、集装箱中转（心）站项目运作，设立一批保税物流中心。
除石家庄内陆港外，再设立保定内陆港、邯郸内陆港、张家口内陆
港、衡水内陆港等，５个内陆港均申请设立Ｂ型保税物流中心。四
是在重要的产地市场和出口商品集散地如沧州肃宁、沧州青县、衡
水大营、邢台清河、保定白沟等建设一批保税物流中心或出口监管
仓库和保税仓库。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考察调研组
报告执笔人：彭建强　 焦新旗　 陈　 璐　 穆兴增　 张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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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考察报告一：

辽宁沿海地区发展经验及对河北的启示

“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河北省委、
省政府提出了举全省之力打造曹妃甸新区和渤海新区两大增长极，
建设沿海经济隆起带的重大举措。为学习借鉴先发省市经验，推进
我省沿海地区加速发展，２０１２年４月９日至１６日，河北省社会科
学院精心挑选专家组成了辽宁沿海地区发展考察组，赴唐山曹妃
甸、秦皇岛、锦州、营口、大连等地，就冀、辽沿海地区发展的形
势、合作与竞争、错位发展、港口功能的提升与整合效益、港口与
腹地的能动组合关系等进行考察，形成考察调研报告，汇报如下。

一、 科学把握形势， 我省与辽宁省沿海地区发展差距

单就沿海经济发展而言，河北与辽宁差距巨大。这一差距不仅
体现在自然资源要素和开发基础的硬约束上，也反映在对海洋的研
究和认知程度、规划体系的完善程度等软要素上。可以说，我省与
辽宁不在一个发展阶段上，不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首先是海洋资
源差距：我省海岸线长度占全国的２ ７％，是全国海岸线最短的省
份之一，仅为辽宁的１ ／ ５；辽宁全省宜港岸线１０００公里，其中深
水岸线４００公里，是河北的５倍多；滩涂资源１０万公顷，河北不
足５万公顷。其次是经济和产业基础差距：１９世纪中叶（１８５８
年），营口港正式成为辽宁第一个国际通商口岸；２０世纪初（１９０３
年）大连港建成开港；１９世纪末清政府即在旅顺修建船坞造船，
从此辽宁造船工业兴起，如今造船工业完成量已占据全国半壁江
山。与之相比，我省海洋修造船业尚处于起步阶段。三是涉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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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距：辽宁在２０年前就成立了一批涉海研究机构，到目前，全
省直接从事海洋科研的机构１４个，研究人员近千人，参与从事海
洋科研的机构３０多个，研究人员５００多人。这里既包括辽宁师范
大学海洋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辽宁省海洋经济研究会
（省中科院沈阳分院）、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大连海洋大
学等本地科研院校，也有大连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国家海洋局
第一海洋研究所等国家级研究机构。“五点一线”海洋发展战略布
局早在２０年前就已有研究成果雏形，如辽宁师范大学海洋经济与
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早在２００１年的有关研究就指出：海岸带开发
以东港、庄河沿岸，辽东半岛南部沿岸，辽东湾东部，辽河三角
洲，辽东湾西部５个海岸带区域，共开发７类２０个海洋资源开发
利用基地。“十一五”期间明确归纳提出“三点一线”，２００９年辽
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继续完善为“五点一
线”。四是规划研究的差距：除了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总体规划
外，辽宁已形成较为完整、具体的海洋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体
系。包括辽宁省沿海城镇布局规划、海岸带保护与利用规划、辽宁
省海洋功能区划、海水利用专项规划、海洋环境保护规划、海洋生
态建设规划、沿海港口布局规划、现代海洋产业区起步区（海洋
渔业产业园）总体规划、各经济开发区（新区）发展规划、辽宁
沿海经济带大连区域用海规划等等。

本次考察还发现，辽宁沿海实施的“五点一线”开发与发展
战略，与我省沿海地区发展形成同质化的激烈竞争。譬如锦州开发
区和港口、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营口沿海产业基地和港口、大
连市甘井子区等都在谋划大发展、快发展，而且也主要是大港口、
大物流、大石化、大钢铁等项目，而辽宁又具有明显优势，与我省
沿海地区发展形成同质化竞争。

所以，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从我们自身角度看，沿海经济发展
尚处在初级阶段（主要特征：资源消耗性产业格局，单一运输、
仓储型港口功能），而辽宁已处在从中级向高级的过渡阶段。即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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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临海省份的海洋经济发展不在同一层次，也谈不上实质性的竞
争，我们考虑的问题应该是———如何实施秦唐沧临海经济特别是行
业、产业经济的错位发展和异构发展，这应该成为顶层政策与制度
设计的出发点。

二、 整合港口资源， 避免内耗与恶性竞争

推动港口功能升级，从简单、原始的“装卸＋运输＋仓储”
向现代“集商品、技术、资本、信息集散于一体的物流中心＋全
球资源配置”功能转变，是世界范围内港口发展的主要趋势。显
然，河北港口建设总体上仍处于第一代港口功能水平，仅有部分港
区拥有加工、配送、贸易等增值物流功能。能够体现港口品位的集
装箱物流刚刚起步，港口物流业与临港工业、旅游业、港航服务业
等其他产业的融合度不高，对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不强。
河北应加速港口升级的步伐。秦皇岛、唐山等港口都要完善总体布
局，以项目建设为抓手，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杂货、集装
箱和综合物流业务，培育大型航运或港口企业，形成多功能、现代
化、国际型港口，构建环渤海地区港群物流基地，拉动冀中南、环
京津和冀东三大经济区发展。但完成这一切的前提是不能有低水
平、同质化的港口存在。“同质”必然带来“竞争”，“竞争”又
必然带来“内耗”。尤其是布设在相对距离较短的海岸线上的港口
之间，必须强调协调和一体化发展。成立“河北省港口集团”，预
示着决策层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本次考察发现，所谓“河北
港口集团”实际上主要运营的还是秦皇岛港，对京唐港、黄骅港
没有实质性的约束和协调作用，各港口各自为战，互相争夺货源，
尤其是京唐港与秦皇岛港的集装箱货源之争，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相比于秦皇岛港，黄骅港、京唐港、曹妃甸港无论是在基础设施建
设、港口规模还是货物运输量等方面均处于弱势，但各港口的未来
发展客观上会对秦皇岛港的中心地位产生一定的分流作用。

如何协调秦皇岛港与河北沿海各港口之间的关系，科学界定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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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功能、合理配置港口资源，引导其错位发展，差异化发展，消除
港口重复建设和避免不必要的浪费，统筹河北港口的发展步伐，是
河北省港口物流业及临港经济再上新台阶的关键。合理分工的基础
首先是各港口管理与运营的一体化。在这方面，辽宁的动作要早于
我省，有关做法或许会给我们一些启示。一是通过大港控股实现一
体化经营。如大连港集团通过认购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增发股份，
成为其第一大股东，并正在投资参股葫芦岛港集团；二是大港集团
直接参与小港建设实现一体化经营。如大连港集团分别与锦州、丹
东市政府合资合作，联合开发锦州港龙栖湾港区和丹东港海洋红港
区；营口港与盘锦市政府合资合作，于２０１０年９月开发建成了盘
锦港荣兴港区。

三、 创新机制， 扭转基础设施政府融资规模过大的被动局面

虽然我省在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对外开放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但沿海开发面临巨大的资金压力却是目前难以回避的事实。尤其是
曹妃甸新区和渤海新区建设，先期的政府投入和银行贷款已陆续进
入了还贷期，而相应的产出效益还很低，政府和银行均面临巨大压
力。为了拓宽融资渠道，我省曾经施行的“谁投资、谁决策，谁
开发、谁受益”的政策，一定程度上吸引了省内外实业界参与了
我省海洋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但也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一体
化发展的进程，尤其不适合港口的建设和开发。

与我们有所不同，辽宁的做法是：一是不断完善金融支持体
系，积极争取政策性金融机构支持基础设施、主导产业及高新技术
产业发展，吸引保险资金参与投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如辽宁
省政府按照“政府主导、市场运作、融资推进、滚动发展”的原
则，引导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建立融资平台，拟定支持重点
和融资模式，首期吸引国家开发银行的政策性贷款就达４００亿元。
二是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加强沿海地区金融体系建设。积极引入外
资金融机构入驻沿海各市，有效推进离岸金融业务；不断改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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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环境，完善金融机构信贷管理机制，适当放宽授权权限，加快
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创新；积极探索股权融资、资产证券化等资本
运营和资产重组的新模式；支持优质企业上市融资和发行企业债
券；加快信用担保体系建设，建立融资担保公司和租赁机构，吸引
风险投资。三是全方位加大融资力度，积极探索海域使用权抵押贷
款业务。２００８年辽宁为涉海企业办理了３笔海域使用权抵押登记，
贷款５亿元，为企业融资拓宽了渠道。

为此，坚持政府主导，搭建融资平台，放眼吸引面向日、韩及
东南亚各国的金融机构入驻（而不仅仅是争取外国政府、国际金
融组织贷款），紧紧围绕沿海经济带开发、特别是曹妃甸新区和渤
海新区建设探索实施资本市场融资，由金融机构借助先进手段，不
断开发研制金融新业务、新工具、新品种以及探索实施政府产业开
发项目股权投资模式，加快资产证券化和资产重组进程，已是我省
解决融资问题的当务之急。

四、 发挥市场资源配置手段， 建立港口与腹地的能动组合关系

“海陆联动发展”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即通过或依靠海洋优
势，带动并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然而，如何有效实现海陆联动，却
是人们长期思考的问题。一般认为海陆联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海
陆产业联动，二是通过点、轴、面等空间要素实现海与陆的有效组
合，把海洋经济优势向内陆扩散。因此运作的重点几乎全部放在了
海陆产业结构的统筹调整和点（港口、港城）、轴（沿海产业带及
通往内陆的交通运输线）建设上。这无疑是完全正确和必须要做
的工作。但作为发展思路，仍有可创新之处。

调查发现，辽宁早已实施的“飞地”战略使得港口与腹地的
关系不再仅仅是海陆产业的合理分工与布局以及空间概念上的交通
连接，而是变成了一种联系紧密的、直接互动的、能动的组合关
系，迅速推动产业向沿海集聚的同时，也间接拉动了内陆地区的经
济发展。辽宁省“五点一线”优惠政策规定，在辽西锦州湾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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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区区域内设立“飞地”，特许锦州市和葫芦岛市分别为缺乏出
海口的朝阳市、阜新市在区域内确定若干平方公里的“飞地”用
来设立企业，并规定“飞地”内企业上缴省级税收增量１００％返回
给“飞地”提供市和使用市，由两市各按５０％的比例分留。２００６
年初，辽宁在锦州湾沿海经济区为朝阳、阜新两市设立２平方公里
的“飞地”，此后，地处东北腹地的一汽、中国一重、鞍钢等大型
国企，相继在辽宁沿海建立了生产经营基地。共建“飞地”，扩大
了港口货物吞吐规模，拉长了港口产业链条，密切了港口与腹地的
联系，也推动了新型工业化的发展。目前，锦州湾沿海经济区已基
本构筑起劳动密集型临港产业集群，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产业优势。

上述做法与曹妃甸新区实行的“定额分享、超收全返”优惠
政策（交够国家分享后，省、市留成部分全部返还曹妃甸。此财
政优惠政策延续到２０１５年）有类似之处。但不同的是，这一政策
设计的初衷显然是为了补贴曹妃甸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不足。尽管
曹妃甸新区管理方承诺要从留成中拿出一部分补贴给入区企业，但
能够激发的也仅仅是具体企业的积极性，而辽宁的做法调动的是一
级政府的积极性，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五、 优化开发区环境， 坚定不移坚持大项目引领战略

按照规划，河北沿海的战略定位是环渤海地区新兴增长区域、
京津城市功能拓展和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全国重要的新型工业
化基地、我国开放合作的新高地、我国北方沿海生态良好的宜居
区。而对曹妃甸的定位有关表述是“我国北方地区国际性港口物
流中心”、“高效利用资源、能源的循环经济示范区和科学发展示
范区”、“大型临港石油化工产业基地，环渤海地区油气储运中心，
面向华北经济腹地、辐射西部地区的化工品贸易集散中心”、“中
国北方沿海地区大型临港装备制造基地”以及“东北亚自由贸易
示范区”。很显然，能够支撑这一宏伟目标实现的，绝不是“铺天
盖地的小项目”，必须是能够影响全局的、“顶天立地的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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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大项目入区，才是“高起点、高质量、高水平”的具体体现。
此次对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的调研对此深有感触。大连长兴岛临
港工业区起步于２００５年，如今已把全球排名居第四位的造船企业
———韩国ＳＴＸ集团和全球排名第四位的化学品承运商———新加坡
万邦集团以及占全球集装箱市场份额７０％的中集集团收入囊中。
ＳＴＸ集团目前确定的在长兴岛的项目投资累计超过３０亿美元；中
集集团的海洋工程项目投资额达到１２ ５亿美元；万邦集团的造船
和海洋工程项目投资额也达到７亿美元。高端要素必会产生强大的
“磁力效应”。中石油目前已确定在长兴岛建设１０００万吨级炼油厂
和１００万吨乙烯项目；新加坡最大公用事业公司的胜科集团、中国
国电电力集团、日本的最大工业气体生产商大阳日酸株式会社也同
长兴岛临港工业区签订了投资协议。随着ＳＴＸ、万邦、中集、中石
油等重大产业项目的入驻，奠定了长兴岛临港工业区产业发展的框
架，形成了临港工业区的临港产业特点，但更为重要的是奠定了地
区发展的档次，凝聚了配套产业的发展核心。

与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比较，曹妃甸工业区面积３８０平方公
里，长兴岛临港工业区面积３４９ ５平方公里；长兴岛临港工业区是
国家级开发区和辽宁综合改革试验区，曹妃甸工业区是我国第一批
循环经济示范区和科学发展示范区；２００５年辽宁作出“举全省之
力开发长兴岛”的战略决策，２０１１年我省第八次党代会同样提出
举全省之力打造曹妃甸新区。长兴岛临港工业区已经运作了六七
年，曹妃甸工业区刚刚起步就有１００多个项目已经或意向入驻，其
中也不乏像首钢和中石化千万吨炼油这样的高端项目。况且曹妃甸
拥有港口、燃气、电力、土地四大资源优势和正在努力争取、不久
或将获批的综合保税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等政策优势，我们
没有理由不把曹妃甸做成高层次、高档次、高水平。坚持大项目引
领战略，并不意味着绝对排斥小项目，而是要正确处理“铺天盖
地的小项目”和“顶天立地的大项目”的关系，尤其不能只顾眼
前利益，让小项目降低了曹妃甸工业区的档次，影响了大项目的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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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长兴岛的理念是严格进岛门槛，把长兴岛倾力打造成国际
“高端产业俱乐部”。规定：单位面积投资强度和技术、资金承载
密度要高于国家规定的１０％，否则一律谢绝；单位项目投资额低
于２亿元的，一律谢绝；环保不达标的项目，一律谢绝。没有合适
的，宁可等待，选准了，就集中一切力量、调动一切资源要素，千
方百计请到长兴岛来。

六、 充分放大和利用组合优势， 发展沿海经济

单体的自然资源是固有的，也是难以攀比和改变的。而把各个
单体资源组合起来便可能形成组合优势，便可以无限放大，进而发
展成区域性的、排他的独特优势或核心优势。从我们所调研的辽宁
大连长兴岛和营口的鲅鱼圈等开发程度较高、发展速度较快的地区
看，无不是把组合优势用到了极致。如长兴岛，硬件组合优势是
“港口优势＋土地优势”，吸引了需要占地面积大的大型造船企业、
石化企业进入；软件组合优势是“服务优势＋旅游资源优势”，创
造了项目入驻所必需的生态宜居的生活和休闲环境。服务优势包括
简单高效的管理体制优势（长兴岛临港工业区管委会，作为大连
市政府的派出机构，享有大连市级经济管理权限，全面负责长兴岛
开发建设。除国家有特殊规定外，凡属省和大连市相关的审批、管
理权限，原则上都下放给工业区管委会。这种高度授权、轻便简行
的管理体制，使管委会能够专注于开发建设和经济发展，而对于投
资者来说，机构精干，流程简化，则意味着投资成本的降低和效率
的提高）、人才优势、招商引资机制和项目运作能力等等。与旅游
资源的结合，则把长兴岛山水兼得的宜人环境、钟灵毓秀的自然景
观和情景交融的人文关怀发挥的淋漓尽致。长兴岛临港工业区最初
成立时仅限于本岛，为拉动大连市沿海及省“五点一线”经济带
协调快速发展，充分发挥交流岛等岸线和土地资源优势，进一步扩
大长兴岛临港工业区发展空间，打造发展新优势，２００７年５月，
大连市委市政府决定把交流岛、西中岛、凤鸣岛、骆驼岛纳入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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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统一开发建设，成为长兴岛临港工业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西
中岛规划为港区和临港工业区，交流岛和凤鸣岛则规划为生活区和
旅游度假区，为引进人才和随项目入区的岛外居民安置，打造了一
个安逸、舒适、风景优美的后花园。鲅鱼圈则是将沿海优势和温泉
优势充分结合起来，形成了吸引发展要素的组合优势，仅仅二十多
年时间就把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拥有几十万人口的中等城市。

结合我省情况，建议把京唐港区与曹妃甸港区之间海上轴线两
侧的打网岗（金沙滩）、菩提岛、月岛等单体旅游资源统一纳入两
港区规划，与港口、土地形成组合优势，统一开发，辅之以软要素
的不断提升，打造我们自己的独特优势。这一独特优势应该体现
在，这些旅游资源既可提升海洋旅游产业创收，又作为临港工业区
的有力支撑，成为项目区建设不可或缺的后方基地和生活、娱乐、
休闲、度假中心。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考察调研组
执笔人：穆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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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考察报告二：

天津、 山东沿海地区发展经验及
对河北的启示

“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河北省委、
省政府提出了举全省之力打造曹妃甸新区和渤海新区两大增长极，
建设沿海经济隆起带的重大举措。为学习借鉴先发省市经验，推进
我省沿海地区加速发展，４月８日至１５日，省社科院组织相关专
家学者赴天津、山东沿海地区展开实地调研，调研组考察了天津和
山东的港口、园区、企业与临港产业发展情况，并与两地相关政府
部门和专家学者举行了座谈。此次调研，我们学习了解到了天津、
山东两地在推进沿海地区加快发展、集聚生产要素和破解体制机制
障碍方面的一些先进经验与做法，对于我省曹妃甸新区、渤海新区
破解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难点问题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现汇
报如下。

一、 发展动力问题

（一）可借鉴的经验
１ 顶层设计做得十分出色，为区域大发展奠定了基础。从山

东的经验看，顶层设计完全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架构，“上位设
计”实现了“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农业示范区”和“山东蓝色半
岛经济区”共同上升到国家战略。在“上位设计”的基础上，山
东省按照国家批准的发展方向和规划中允许探索先试的方向，积极
争取有关部委的支持政策，在“中位设计”方面目前实现了６项：

７５３



国务院批准了沂蒙革命老区１８个县（市）享受中部地区相关支持
政策，批准山东为全国钢铁产业结构调整唯一试点，批准诸城为全
国城乡统筹改革试验区，批准“济南城市经济圈轻轨规划”，国土
资源部给予东营市未利用地开发利用改革试点的配套政策，国务院
批准了青岛、烟台两个“保税港区”以及潍坊、济南两个“综合
保税区”。目前正在推进的是将“青岛西海岸新区”上升为类似
“天津滨海新区”、“重庆两江新区”那样的国家级经济新区。“下
位设计”方面，山东省政府划定东营、潍坊、莱芜、青岛黄岛开
发区为“省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通过设立“省级综合配套改
革试验区”来弥补“上位设计”中缺乏支持政策的缺陷，出台了
“３４条”政策，各市根据３４条又出台了配套措施。自此，山东省
的顶层设计顺利实现了“虚实结合”、“查漏补缺”、“扎实衔接”，
为全省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２ 成功地促成了带动全局的源头性项目落地，打造区域发展

“引擎”。天津中石化百万吨乙烯的建成投产，仅一年时间，就使
其周边形成了一百多家配套企业的石化产业群，到２０１２年底，将
形成三百多家企业的产业群规模。除此以外，天津正在形成以大飞
机、直升机、无人机、大推力火箭、卫星和空间站为核心的“三
机一箭一星一站”的航空航天大项目群的格局，以及造船、汽车
等高端、成套设备产业集群。这些源头性项目的落户，成为当地发
展的巨大引擎，有力地推动了沿海地区的崛起。
３ 高标准做大城区和建设城市新区，“以城促产”带来了新生

增长动力。我们从调研中发现，山东省的设区市、县城的城市面貌
焕然一新，建成区面积都很大，几乎都已建设新城或城市新区，比
如东营市城区人口才４０万人，城市建成区面积却达到１５０平方公
里，新城建设大气漂亮，城市功能比较完善。这与我省“小马拉
大车”、“千城一面”、“县城建成乡镇貌”等城市发展落后现状形
成鲜明的反差。通过调研了解，我们得知，早在六七年前，山东的
各级城市舍得花钱请国内高手搞规划设计，城市规划完全摆脱了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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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按人口套面积”的规划理念，考虑到所处工业化、城市化
发展高峰阶段，大规模的人口集聚对城市建设空间的巨大需求，尽
力拉大城市框架，大幅度提高城市规划区总体面积，几乎所有县城
城区规划面积不低于１００平方公里，高的甚至达到２００平方公里，
有的设区市的城市规划区总面积甚至超过３０００平方公里（济南
３３００平方公里、青岛２８７０平方公里）。山东省政府鼓励这种县城
发展的超常规行为，对绝大部分县城超面积的规划照单全批或略作
压缩批准，并积极为各设区市城市规划报国务院批准创造条件，为
城市化提速发展奠定了基础，给今后二三十年的发展留足了空间。

（二）几点启示
１ 完善顶层设计架构。当前，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已上升

到国家战略，我省应着手研究并争取“中位设计”获得国家支持，
比如，沧州渤海新区可以申请“国家能源清洁转化产业示范区”，
唐山市应争取“国家资源型城市转型试点政策”，曹妃甸新区应争
取“国家级科学发展示范区”，秦皇岛开发区应争取“国家数据产
业创新示范区”政策，河北省应争取“全国钢铁产业结构调整试
点政策”，张家口、承德和保定西部山区应争取“国家西部大开发
优惠政策”，邯郸与衡水应争取“享受国家中部地区相关支持政
策”。沿海腹地城市同样可以有所作为，保定市可以在“国家低碳
城市试点”的基础上，向国家发改委申请专项改革试验区，即
“国家低碳产业（经济）发展体制改革配套试验区”。与此同时，
启动我省自行做主的“下位设计”，选择部分区域或市县（第一批
可考虑衡水、保定）设立“省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研究并制
定出台一揽子支持政策，鼓励其加快发展，以衔接好河北省沿海地
区的崛起。
２ 加快源头性重大项目的报批。当前，要按照《河北沿海地

区发展规划》所列项目，抓紧任丘、曹妃甸炼化一体化项目的报
批，积极探索中外合资百万吨乙烯项目建设的可行性；进一步抓好
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集聚的建设，强化招商引资，力争关键零部件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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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能落户我省。
３ 拉大城市规划框架，尽可能布局发展城市新区，加快弥补

城市化的“短板”。第一，全省各个设区市要尽可能拉大城市规划
框架，布局发展“城市新区”或“新城”，高标准编制城市规划，
突出特色，避免千城一面。省有关部门要全力支持和帮助各市跑批
规划。第二，省要支持有条件的扩权县（市）规划筹建县城的
“新区”，必要时调整县城城市规划。

二、 发展活力问题

（一）可借鉴的经验
１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新走在前列。从天津的经验看，天津

市对滨海新区行政管理体制采取的是“小政府＋派出机构＋权力
直通车”模式，对内部９个经济功能区实行的是“管委会＋公司”
模式。具体做法如下：一是建立统一的行政区架构。２００９年１０月
国务院批准调整天津市行政区划，正式成立“天津滨海新区”行
政区。天津市撤销滨海新区工委、管委会，成立滨海新区委、区人
大、区政府、区政协。区委、区政府内设机构按照大部制要求设
置，比一般行政区内设机构减少一半左右，比原塘沽、汉沽、大港
３个行政区的内设机构大幅精简，领导职数和行政编制相应减少。
区内的乡镇建制改为街道建制。新区政府职能部门享有天津市职能
部门绝大多数的审批权限，凡新区需要报送国家审批的事项，市直
部门不再审批，可按程序直接报送。二是在全国率先组建两类区
委、区政府的派出机构。一类叫城区管理机构，成立塘沽、汉沽、
大港３个城区工委和管理委员会，主要行政社会管理职能。一类叫
功能区管理机构，成立９个功能区管委会和党组，主要行使发展经
济职能，并比照开发区、保税区的审批权限，授予各功能区相应审
批权，审批“直通车”最大限度地激发功能区的发展活力。三是
在功能区内部实行“管委会＋公司”模式，除９个功能区管委会
以外，还成立了功能区开发建设投资服务公司，负责具体的开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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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投融资、提供基础设施运营服务等事项。从目前情况看，天津
行政管理体制的创新有效地促进滨海新区的科学发展和率先发展。

从山东的情况看，在国家批复“山东蓝色半岛经济区规划”
后，山东省委、省政府成立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规划建设领
导小组和协调推进小组”，组建了“蓝办”。相继成立了“青岛西
海岸新区”、“潍坊滨海新区”、“威海南海新区”等经济新区（与
我省曹妃甸新区、渤海新区相似），也在探索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
新办法。比如青岛西海岸新区在区内各行政区划调整前，设经济新
区管委会，作为市政府派出机构，享有市级人民政府审批权限。新
区管委将实施大部制运作，减少行政部门，减少交叉。下辖管委各
职能部门、街道（镇）办事处和若干重点经济功能区管委。保留
了新区内黄岛区、胶南市人民政府的牌子。组建了青岛西海岸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等开发建设实体公司，实施了“管委会＋公司”
模式。
２ 投融资平台的设计与建设跟进及时。新区建设初期对资金

的需求大，回报慢，单靠银行信贷难以解决“资金饥渴”。从天
津、山东的经验看，投融资平台的设计与建设是非常关键的，两地
的经验表现为“多点开花、母子联动”。

自批准滨海新区以来，天津立足于国务院批准的金融改革试验
区的先行先试政策，被国家批准建立了２只“产业投资基金”：渤
海产业投资基金和船舶产业投资基金，总规模４００亿元。此外，天
津还设立了３０多只独资、中外合资的产业和创业风险投资基金，
其中政府创立的风投基金基本上采用的“母子基金”的模式，即
政府创立的基金并不直接投资企业项目，而是设立母基金，由母基
金再投资于专业创投企业，以发挥导向和补位作用。引导基金的出
资原则是参股不控股，其所投资的商业基金将重点投资于信息技
术、生物技术和现代医药、新材料、现代制造、新能源、环境保护
等新兴技术领域。此外，渤海银行的成立和各大外资银行落户天
津，也为滨海新区融资发展赢得了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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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做法在山东也得到充分体现。自黄河三角洲上升到国家
战略后，山东一共被批准２只“产业投资基金”：黄河三角洲产业
投资基金和蓝色半岛产业投资基金，其中“蓝基金”是双币基金，
是全国额度最大的基金，两只基金总额超过６００亿元。“蓝基金”
发起人山东海洋投资有限公司按照封闭式“母基金”的模式，将
基金按照４∶ ６规模进行分配，４０％用于直接投资，亦即从总规模
５００亿元中拿出近一半资金，根据不同的地域、产业、项目，发起
设立多个产业子基金，不断扩大融资规模、放大资金杠杆功能，有
专业机构测算，“母子基金”运作模式一般放大资金规模６倍以
上，这意味着“蓝基金”将撬动直接投资３０００亿元以上。除此以
外，山东省“黄、蓝”两区还自行设立了３０多只创业风险投资基
金、担保基金等，为山东沿海经济大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

（二）几点启示
１ 加快推进曹妃甸和渤海新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在

行政区划短期内难以调整的前提下，借鉴先进地区部分经验，结合
我省实际，我们建议，曹妃甸新区和渤海新区的行政管理体制架构
采取“新区管委会＋两类派出机构＋审批直通车＋公司”体制。
一是分别成立两个新区管委会，作为省政府派出机构，享受市级职
能权限，新区事项可直接报省职能部门审批，唐山、沧州两市备
案。二是在“新区管委会”下设立两类派出机构：一类按照所辖
行政区划的县、市（区）设立新区管委会派出机构（可与行政区
党委、政府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也可精减），统筹区内经济、社会
和城市建设与管理职能；另一类是在所辖经济功能区内设立管委派
驻经济功能区的派出机构，负责功能区内经济、社会和城市建设与
管理（相当于一级政府职能）。两类派出机构对新区管委负责，所
有审批事项报新区管委审批，不再报唐山和沧州市审批。三是在两
个新区分别成立“新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等实体公司，负责区
内基础设施、厂房建设开发投资、运营和管理，采取ＢＯＴ、ＢＴ等
新型投资建设方式开展活动，通过盘活土地、冠名权等资源灵活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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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地经营城市与功能区。四是原行政区划内的人大、政协等机构和
职能保持不变。
２ 多渠道、全方位推进投融资平台群体建设，为沿海腾飞提

供资金保障。目前，国务院还未正式出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办
法》，北京、天津和上海已经出台自身的股权投资基金政策，尤其
是天津作为金融改革试验区，２０１０年已经出台了《天津市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办法》，对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建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
作用。在这种背景下，当前我省还须多渠道、全方位地推进投融资
平台群体建设，建议：一是仍需联合省内外有实力的投资机构和战
略投资者，发起设立沿海开发产业投资基金，向国家发改委积极争
取设立“河北沿海地区发展产业投资基金”或“沧州渤海新区投
资基金”，待国家正式出台《股权投资管理办法》后，我省可按市
场化原则自行组建投资基金。二是除产业投资基金外，应尽可能多
地广开门路，争取设立一批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小微企业联合
债权担保基金等非产业投资基金。三是借力天津放开股权投资基金
市场、投资基金不受地域和领域范围限制的契机，可研究制定一些
政策，吸引天津成立的各类市场化取向的产业投资基金到我省沿海
地区投资，为沿海地区快速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四是引入专业金融
租赁机构，充分利用两个新区现有的各种大型设备，宜售则售，宜
租则租，做活码头、铁路等核心资产以外的其他经营性资产，吸引
民营资本进入，扩大投融资公司的现金流。五是加快组建曹妃甸农
村商业银行和渤海新区商业银行，大力发展贷款公司、担保公司、
金融租赁公司、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组织。六是支持具有发展潜
力、资产规模较大的公司发行企业债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
等。七是加强与保险公司总部的合作，制定保险资产债权融资计
划，利用保险资金增加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３ 加快建设一批海关特殊监管区和物流平台。从我国海关特

殊监管区的审批情况看，保税港区和综合保税区是我国目前开放层
次最高、政策最优惠、功能最齐全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是国家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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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金融、贸易、投资、服务、运输等领域的试验区和先行区。两者
的区别在于综合保税区是设立在内陆地区，保税港区是依托港口
的。我省曹妃甸目前正在申请“综合保税区”，黄骅也提出要争取
“保税港区”，但是这两类区域批准的难度极大，就算批准建设了，
一年建设期限后再验收封关，也很难过关挂牌。所以，我省不必将
“宝”都押在这两类区域上，应创造条件，建设一批不同层次的开
放物流载体，如出口加工区、保税区、Ａ型Ｂ型保税物流中心、保
税仓库和出口监管仓库等，使之成为推动港口与内陆腹地互动发展
的重要支点。具体建议如下：一是适时争取设立两至三个以黄骅港
为出海口的出口加工区。二是申请设立曹妃甸保税区、黄骅港保税
区、石家庄保税区、邯郸保税区、保定保税区。三是推进内陆港、
海铁陆联运节点、集装箱中转（心）站项目运作，设立一批保税
物流中心。除石家庄内陆港外，再设立保定内陆港、邯郸内陆港、
张家口内陆港、衡水内陆港等５个内陆港均申请设立Ｂ型保税物流
中心。四是在重要的产地市场和出口商品集散地如沧州肃宁、沧州
青县、衡水大营、邢台清河、保定白沟等建设一批保税物流中心或
出口监管仓库和保税仓库。

三、 东出西联问题

（一）可借鉴的经验
天津港已经形成“４ ＋ ４”疏港货运和客运铁路运输体系，高

速公路形成８条集疏港公路网络，山东省经过多年建设，青岛、烟
台、威海、蓬莱、荣成、日照、莱州、龙口、东营等所有沿海重要
港口都建成了集疏港非煤货运东西向铁路，东西向非煤货运铁路群
与国家铁路大动脉相联结，所有重要交叉点都建立了铁路编组站，
构成了快捷的铁路货运网；高速公路网络建设已经相当成熟，不仅
仅是集疏港口高速公路群的建成，而且达到了所有县（市）全部
通高速的程度。“十二五”期间，山东规划还将进一步完善铁路网
络和快捷公路建设，大力建设机场，届时将进一步巩固其海陆空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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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交通网络的“相对优势”。
反观我省，东西向集疏港的高速公路群建设已经初见成效，但

与天津、山东对比，铁路运输网至少落后二十年，黄骅港面向腹地
的铁路建设存在三个严重问题：第一，数量太少，只有一条。目前
只有一条朔黄铁路（神华运煤专线，１５％的非煤运力从未落实
过），基本上对地方经济不产生拉动作用，实质上，黄骅港还没有
建成一条属于自己支配的联结港腹的货运铁路，如果算上目前正在
加紧建设的邯黄铁路，即便建成也只有一条。第二，时序有误。铁
路运输优势主要体现在２００公里以外纵深腹地。黄骅的铁路货运指
向应更注重石家庄、保定一线，因为冀中、冀中南、晋中、蒙中和
蒙西的方向才是最能发挥黄骅港优势的纵深腹地。所以，面向黄骅
港的东西向铁路应首先建设指向石家庄、保定的线路，然后才是指
向邯郸与邢台。目前首先建设的邯黄铁路指向冀南、鲁西、豫北、
晋南等腹地，这些腹地是青岛港、日照港的传统腹地，黄骅与山东
这两港相比，运输距离上并不占优势，开放口岸、港址条件、港区
设施、货物服务等一系列软硬件方面都处于绝对劣势。因此，邯黄
铁路建成后对黄骅港的促进作用也不大，只能运煤和铁矿石，黄骅
港仍然会面临纵深腹地“无货出港”的窘境。第三，邯黄铁路设
计出现重大“败笔”，必须及时纠正。目前邯黄铁路已经开工，我
们曾建议先开工建设黄骅港至衡水一段，然后再建设邯郸至衡水
段，目的是将黄骅至衡水与衡水至石家庄（石济线）相连，这样
一来，蒙西、蒙中（呼包鄂金三角）、陕北、晋中太原地区、石家
庄等地的货源将可以通过石家庄间接取道石济线与邯黄线相接，实
现从黄骅出海的目的。但是目前的邯黄铁路过衡水时设计成高架桥
通行，停靠衡水东站，并没有与石济线交叉，没有设计铁路编组
站，没有与石家庄的铁路连上，也就无法吸收石家庄方向真正属于
黄骅港的纵深腹地的货源。使得本应从黄骅港出海的、经石家庄的
货源还必须走石济线、胶济线，最后从青岛港、烟台港出海。邯黄
铁路如此设计将使其真正沦为运煤和矿石的专线，丧失了黄骅港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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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广大纵深腹地的作用。而青岛港早已做好准备，所有面向青岛港
的国铁干线全部实现了电气化扩能改造，包括石济线。青岛港正在
建设我国最大的５０万吨级矿石码头，由此可见，即便是邯黄线运
矿石，也只能是我省冀中南地区所需的矿石，出了河北以外的矿石
将全部归入青岛港手中。邯黄铁路建设中“衡水铁路编组站”建
设目前还可以补上，此问题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否则，黄骅港不仅
陷于被动，而且未来可以依托铁路编组站建设衡水“内陆港”的
计划也将“泡汤”。

（二）几点启示
１ 超前谋划和布局集疏港铁路通道项目，合理确定建设时序。

我们建议，第一，尽快在邯黄铁路沿线上布局建设与石济线（石
德线）、京九线交叉的铁路编组站，打通与石家庄方向以及南北大
通道的经济联系，真正做出黄骅港的出海优势。第二，谋划建设黄
骅—保定—阜平—原平（山西）的铁路，打通晋中与蒙中、蒙西
的另一条大通道。使黄骅港真正拥有由保定向西、向西北延伸的货
源优势，否则，晋中、晋北、陕北、蒙中、蒙西的货源将通过
“天津—保定—大新”铁路由天津港出海，黄骅港就真的成为“无
源之港”了。
２ 拓展沧州黄骅港与其纵深腹地的合作渠道，建立合作协调

机制。为保障“港腹互动发展”能够真正成为各方努力实现的目
标，省政府要大力支持沧州与省外１２个重要据点城市签订区域合
作框架协议，《促进沧州黄骅港与相关内陆地区经济联系发展的战
略协议（１２ ＋ １行动计划）》，每年定期举办一次“黄洽会”，通过
健全合作机制、明确合作领域、贯彻合作措施，鼓励港腹区域各重
要据点城市与沧州开展多种形式的区域经济协作和技术、人才合
作，形成错位竞争、共同发展的格局。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考察调研组
执笔人：陈　 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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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近年来，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每年都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开

展重大问题研究，为省委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决策提供重要参考，取
得了明显成效。《河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研究》是继２００９年
《构建符合河北实际现代产业体系研究》、２０１０年《加快转变河北
发展方式研究》和２０１１年《河北省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建设问题研
究》之后，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推出的又一重大课题研究成果。

本书是多位专家参与完成的重大课题研究成果。编委会主任周
文夫，副主任孙继民、杨思远、刘月，编委会成员彭建强、焦新
旗、颜廷标、李建国、穆兴增、陈璐。本书主编为周文夫，负责课
题总体设计、组织开展调研活动、审定研究报告和全书书稿；副主
编为彭建强、焦新旗，负责课题研究的具体组织实施、专题审读修
改及著作出版工作。各章执笔人为：序言，周文夫；第一章，段小
平、彭建强；第二章，陈璐；第三章，张波、彭建强；第四章，王
春蕊、穆兴增；第五章，王玫；第六章，姜兴、李建国；第七章，
常润岭；第八章，孙宏滨、颜廷标；典型调查一，郭瑞东、颜廷
标；典型调查二，石亚碧；综合考察报告，彭建强、焦新旗、陈
璐、穆兴增、张波；专题考察报告一，穆兴增；专题考察报告二，
陈璐。孙继民、杨思远、刘月等组织并参加了沿海考察调研。

在研究和书稿形成过程中，参阅了大量相关文献和资料，在参
考文献中未能一一列出，在此向作者表示感谢。同时，感谢在研究
中提供帮助的各部门领导和专家，感谢国家、兄弟省市和省内专家
提出的真知灼见，感谢河北人民出版社及时编辑出版此书。

编　 者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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