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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嘉兴滨海新区是国家战略“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北翼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良好的港

口岸线资源、优越的海河联运条件和广阔的经济腹地，特色产业集聚优势明显、城市框架基本成

熟，是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极具潜力的区域之一。近年来嘉兴滨海新区发展迅速，但存在港口功

能单一、产业与港口联动性不强、城市布局不适应港口和产业发展等问题。为探索沿海工业园区

发展新模式、破解当前存在的问题，文章从港产城联动发展的内涵和机制出发，分析滨海新区推进

港产城联动发展的优势条件，探讨提出推进港产城联动发展的思路设想，特色港口打造、临港产业

发展、滨海新城建设等方面的路径和任务，以及相关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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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港产城联动发展的理论基础

１１　内涵概念

港口、产业、城市三者既相互独立，又存在复杂

的互动关系。港口作为交通运输枢纽，决定城市区

位条件，可以影响城市布局和产业发展；产业是城

市发展的动力，可以带动城市发展和港口开发；城

市通过人类活动的集聚，可以促进产业发展并进一

步带动港口发展。

港产城联动发展是指，一定区域内港口、产业、

城市间存在相互作用与影响的关系，通过统筹规

划、优化组合、分工协作，促进港产城发展，最终实

现港产城三方共赢、均衡、高效的发展格局。

１２　联动机制

在港产城联动发展过程中，港口是基于资源客

观存在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联动发展的基础和程

度，处于先导地位；产业作为经济活动的集合，直接

决定联动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内在动力，处于引领地

位；城市作为人类活动的空间载体，不仅限定联动

发展的空间范围，而且为联动发展集聚各种要素，

处于支撑地位。但在不同地区和阶段，由于港产城

三者结构存在差异性，都可能发挥主导作用；一般

来看，比较港口资源、产业实力和城市地位，相对而

言都是强者发挥港产城联动发展的主导作用。

２　嘉兴滨海新区港产城联动发展的优势条件

２１　区位交通条件优越

嘉兴滨海新区位于浙江省嘉兴市东南沿海，处

于长三角经济区中心区域，高速公路、铁路、内河航

道等综合交通网络密集，乍嘉苏高速公路、杭浦高

速公路、杭州湾跨海大桥等贯穿区内，距离上海、杭

州、苏州、宁波等主要城市不到１００ｋｍ，区位交通条

件十分优越。

２２　港口地位加快提升

嘉兴滨海新区的岸线资源比较丰富，港口建设

生产性码头岸线约２６．５ｋｍ，其中可供建设万吨级

以上深水码头的岸线约２３ｋｍ。区内嘉兴港是国家

一类开放口岸，随着与宁波港集团、上海港集团、浙

能集团等合作的深入推进，其在沿海港口中的地位

和作用进一步提升，已成为浙江“三位一体”港航物

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２３　海河联运优势突出

嘉兴港是全国为数不多的海河联运港，与其相

连接的内河航道联通京杭大运河、钱塘江、黄浦江

和长江的水上运输，内河与沿海港口形成无缝对

接，同时后方腹地广阔，具备发展海河联运的优势

条件。

２４　综合实力不断增强

近年来，嘉兴滨海新区经济保持较快增长，对

嘉兴全市经济的贡献度和带动力不断提升。２０１５

年该地区实现生产总值２５０亿元，实现规上工业总

产值９３９亿元，初步形成以化工新材料、装备制造、

电力等三大临港产业为主导的特色产业集群。

２５　配套设施日趋完善

经过多年的开发建设，嘉兴滨海新区城市道路

框架初步形成，道路、供水、供电、供热、排污等配套

工程日趋完善，文化、教育、卫生、商贸、旅游休闲等

城市功能性基础设施建设扎实推进，城市服务功能

和品位不断提升。

３　推进港产城联动的思路设想

３１　以港带产、以港促城

发挥港口对产业、城市的引领作用，依托乍浦、

独山、海盐三大港区，完善海河联运和海陆联运相

互配合的综合集疏运体系，做强化工、煤炭、钢铁等

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提升嘉兴港的综合实力和服务

功能，全力打造大港口，带动临港制造业和港航服

务业大发展，促进城市空间布局优化和港城形象提

升，成为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的重要引擎。

３２　以产联港、以产兴城

发挥产业对港口、城市的支撑作用，以石化、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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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装备制造、海洋能源等大运量产业为重点，加快

发展临港大产业，推进产业与港口联动，促进港口

能级和服务水平提升。同时以临港大产业为支撑，

加强制造业与服务业联动，推动与之配套的生产性

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发展，以产业、科技、人才的

快速集聚带动城市的繁荣与发展。

３３　以城强港、以城优产

发挥城市对港口、产业的促进和提升作用，完

善城市服务功能，推进金融、贸易、研发、信息等现

代服务业向滨海新区集聚，强化城市与港口、产业

的功能互补，推进嘉兴港由大港向强港升级，引导

产业向价值链高端优化提升，构建现代港口集群和

产业集群。

４　推进港产城联动发展的路径和任务

４１　打造以海河联运为主要特色的综合性港口

通过优化调整港口功能布局和结构，构建便捷

的海河联运网络，提升港航物流服务体系水平，扩

大港口联盟合作程度，全面打造具有海河联运独特

优势的浙北重要港口，带动临港产业发展和试验区

建设，形成港产城良性互动格局。

４．１．１　优化调整港口功能布局和结构

加强乍浦港区内公用码头的改造提升，加快独

山港区公用码头的建设，重点增加煤炭、粮食类公

用码头泊位。加强集装箱专业码头建设，提高集装

箱专业码头的比重。积极推动乍浦港区现有码头

向集装箱专用码头改造转变。继续优化和上海港、

宁波港集团的集装箱合作共建模式，提高独山港

区、海盐港区集装箱泊位作业能力。

４．１．２　建设便捷的海河联运体系

统筹区域防洪排涝与海河联运功能，加快乍浦

港区、独山港区、海盐港区等各港区海河联运通道

建设。完善嘉兴港海河联运集疏运基础设施，统筹

嘉兴港联运范围内的集疏运通道、航道港池、桥梁

设置等基础设施布局。探索集装箱、煤炭、粮油等

大宗商品的海河联运货物高效运输新模式。

４．１．３　提升港航物流服务体系水平

发挥独有的浙北海河联运枢纽中心和浙北煤

炭联运中心优势，加快嘉兴港“大通关”数据交换平

台和ＥＤＩ中心建设，建设煤炭、石油、化工等大宗商

品交易平台信息网络，完善独山、乍浦和大桥等３个

物流中心，提升嘉兴港港口物流基地服务水平。

４２　择优发展以临港制造业为主导的海洋产业

积极发挥海盐、乍浦和独山港３个省级经济开

发区平台优势，大力发展核电关联装备、化工新材

料、海洋工程装备等临港先进制造业，积极引导培

育海洋清洁能源等海洋新兴产业，大力发展港口物

流、滨海旅游等海洋服务业，建设现代海洋产业基

地，推进产业集群发展，增强区域特色产业竞争力。

４．２．１　核电关联装备

积极开展与东方电气、上海电气等国内核电装

备龙头企业的技术合作，提高核电关联企业的自主

创新能力；重点引进核电重装设备和核电辅助设备

企业，开展核级大型锻件的研发和加工以及重型起

重装备的研发和生产，力争在核岛蒸发器、常规岛

关键部件和成套装备制造上取得突破，建成国内重

要的核电装备产业基地。

４．２．２　化工新材料

重点发展附加值高、技术工艺先进的化工高分

子新材料，以液化石油气、甲醇制烯烃、丙烷脱氢制

丙烯等为原料，积极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打造国际

化、规模化、高水平的化工新材料产业基地。

４．２．３　海洋工程装备

以大型成套设备、重要基础装备、风电设备、电

子通信设备、港口机械等为方向发展港口电子机械

设备，着力增强机械设备制造的引进、消化、吸收和

再创新能力，提高机械设备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平，

建成省内重要的海洋工程装备基地。

４．２．４　清洁能源产业

适度开发近海风能，支持风力发电关键零部件

产业发展；大力发展海岛太阳能应用成套系统、移

动式太阳能发电系统等，加快引进一批硅材料、中

高端电池、光伏配套储能和应用等控制设备制造企

业，做好光伏发电产业的补链、强链和创链工作，发

挥产业链整体优势。

４．２．５　港口物流业

鼓励拓展集装箱业务，扶持发展航运经纪、航

运咨询、船舶技术等航运服务业，着重提升临港石

化、海运国际集装箱、大宗散杂货、海河联运型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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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基地型等物流服务功能。

４．２．６　滨海旅游业

依托九龙山—南北湖—盐官旅游板块，打造滨

海、古镇、文化、休闲品牌，开发邮轮、游艇、探险等

高端旅游产品，引进国际知名酒店管理集团、旅游

代理商和旅游资讯集成商，建成长三角知名海洋文

化和滨海休闲旅游目的地。

４３　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滨海新城

通过推进产业集聚、功能集成、要素集约，开展

城市为港口、产业配套发展的探索，着力构筑集聚

能力强、带动效应好、管理水平高的发展新平台，建

成体现城市魅力和活力、展示先进城市建设水平和

现代都市生活环境的宜居宜业宜游生态新城。

４．３．１　加强区内外联动，形成紧密联系的地域空

间组织

推动新区与沪杭的有机融合，共同组成空间相

近、功能紧密、相互依存的城市集群。以港口为引

领、以产业为支撑、以城市为依托，通过东西大道、

滨海大道等交通走廊的建设和用地功能的优化，建

成现代化网络型田园大城市副中心，打造环杭州湾

北岸宜居宜业宜游的滨海新城。

４．３．２　加强滨海新城建设，增强中心辐射能力

加快乍浦老城区改造和古镇风貌整治提升，培

育滨海新城区域性商业金融、行政管理、教育科研、

休闲娱乐、高端商住、旅游观光功能，提高公共服务

功能的网络化水平和综合承载能力，为港口与产业

发展提供生产、生活、社会保障方面的有力支撑。

４．３．３　加快培育东西两翼，形成相向发展格局

东翼以独山港镇区、独山港区为依托，重点培

育商务办公、科教卫生、商贸流通、文化服务等综合

配套服务功能，建设成为功能完善的综合服务型小

城市，打造东翼城市化引擎。西翼以西塘桥街道城

区为主，依托海盐经济开发区、乍浦经济开发区、嘉

兴出口加工区等，建设城市特色宜居片区，打造试

验区西翼城市化引擎。

５　推进滨海新区港产城联动发展的保障机制

５１　创新开发管理体制机制

进一步理顺行政管理体制，建立高效便捷、统

一协调的管理模式，提升嘉兴滨海新区开发建设的

整体合力。建议滨海新区在市级层面成立管理委

员会，独山港、西塘桥街道分别成立分区管委会；市

级管委会负责新区内所有区块的统一管理，分区管

委会内应统筹机构、人员安排，在市级管委会领导

下负责分区的开发建设和协调。

５２　创新用海政策

探索建立海洋资源统筹整合、统一管理、统一

开发机制。积极争取用海指标，优先用于新区内省

级以上重点涉海工程和海洋生态保护项目。完善

海域、海岛使用权招拍挂制度，探索建立海域使用

权转让二级市场。海域使用金和无居民海岛使用

金留省、市部分，优先用于支持新区内的海洋生态

修复。实施以经济效益为导向的岸线综合评价管

理机制。

５３　创新财税金融支持政策

建议新区内市级税收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

政府性基金收入实行“内部循环、封闭运行、专款专

用”。探索设立嘉兴滨海新区产业发展基金，组建

统一开放的投融资平台，成立联合开发公司，实行

市场化运作。探索发展融资租赁、航运保险等新型

海洋金融服务，支持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拓展海域

使用权抵押、港口岸线抵押、仓单质押等贷款业务。

５４　创新科技平台与人才政策

支持省级相关海洋科研机构和企业技术中心

落户滨海新区，推动与中科院嘉兴中心、浙江清华

长三角研究院等科研院所的对接，创建产学研融合

基地。建立人才引进专项资金，用于科技创新领军

人才和高素质产业技能人才的引进培育。充分发

挥财税优惠政策和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

等对海洋科技人才创业的引导和扶持作用。

５５　创新开放合作政策

借助区位和产业优势，探索发展服务贸易基地

等产业平台，积极承接上海自贸区带来的产业溢

出。推动建立与上海自贸区之间的“大通关”体系，

完善海关监管和检验检疫等机制，提高口岸通行效

率。坚持“错位竞争、竞合发展”，拓宽嘉兴港与上

海港的合作领域，主动对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