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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鱿鱼圈港口依托地的发展方向
¹

辽师大 《鱿鱼 圈港 口依托地发展规划

及其在外向型经济中职能》 课题组

酸鱼圈港是
“

六五
”

和
“

七五
”

期 间交通部

直接建设的主要港 口 之一
, 19 8 6 年 10 月

,

吞吐能力为 500 万吨的煤炭 自卸专用泊位已

竣工
,

其它 8 个万吨级杂货 (包括两个集装

箱) 泊位 已于 1990 年以前投产
,

届时港 口

的吞 吐能力 已达 10 0 0 万吨以上
,

成为东北

沿海第二大港
。

鱿鱼圈港 目前 尚无城市依

托
,

为港 口服务的各方面设施有待进一步完

善
,

与港 口相关的产业尚未形成
。

按照港 口

发展的一般规律
,

港 口和依托城市之间是唇

齿相依的关系
, “

城以 港兴
、

港为城用
” 。

港

口的发展必须依托一定的城市
,

港 口的发展

也将是依托城市发展的直接动力
。

鱿鱼圈港

口依托地选在哪儿 ? 其发展方向
、

规模等都

是哑待解决的问题
。

一
、

依托地的选择

根据鱿鱼圈港周围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城

镇分布现状分析
,

鱿鱼圈港 口依托地的选择

对象只有营 口市和鱿鱼圈区
。

营 口市可以作

为港 口发展初期 和今后一段时间 内的依托

地
,

而从长远的观点看
,

兴建鱿鱼圈城市才

是港 口 的最终依托地
,

其依据如下
:

1
.

营 口 市是鱿鱼圈港 口 形成 的基础

营口市是一个具有一百多年发展历史 的

港 口城市
,

曾经是 以
“

东方之贸易 良港
”

闻名

中外
,

在东北地区 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

鼎

盛时期港口 吞吐量达 24 6 万吨
,

只是由于大

连港的逐步兴起和营 口港本身 自然条件的限

制
,

营口港的地位才逐步下降
。

但经过长期

的经营
,

营 口 已经逐渐形成一整套的港务管

理机构
、

设施和一支较强大的管理队伍
。

营

口 市政建设也迅速发展
,

建成区面积为 30

余平方公里
,

人 口 46 万
,

是东北地区仅次

于丹东和牡丹江
,

居第三位的中等城市
,

具

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

从我国和世界各河 口港

城布局形态的演变方向看
,

都经历了由支流

到干流
,

从上游到下游
,

从浅水到深水
,

从

内河到外海的渐进式发展过程
。

鱿鱼圈港的

建设实质上是营 口港从浅水到深水
、

从内河

到外海渐进式发展的具体体现
,

是营 口港的

重要组成部分
。

港口 发展的初期必须以营 口

市为依托
,

利用营 口市雄厚的技术力量
、

设

施条件
。

在今后一段发展时期 内
,

鱿鱼圈港

也将 以营口 市为依托地
。

2
·

鱿鱼圈区才是港 口 的气终依托地
大多数外海港建成后

,

仍以相应的内河

港城为依托
,

在外海港与城市之 间建设交通

线
,

分别从海港和城市两端沿交通线相向建

设
,

最终改变内河港城的布局形态
,

如天津

市和新港之间有条件逐步形成沿交通线布局

的城区 ; 宁波和北仑港也有条件逐步联系
。

鱿鱼 圈港则不 同
,

港 区和市 区之间相距达

68 公里
,

其间为地形复杂 的丘陵
、

低洼的

盐 田和海 滩阻隔
,

相互间直线联系很不方

便
,

地质条件也较差
。

这就决定了鱿鱼圈港

和营 口市 之间无条件通过沿交通线布置企

业和设施而形成哑铃式城市空间布局形态
。

一是相互距离太远
,

二是地质和地形条件限

制
,

基建条件较差
,

更无条件形成一体
。

港

¹ 本课题是辽宁省教委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

课题顾问 : 黄刚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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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长期依托老城区有许多不便之处
。

因此
,

鱿鱼圈港建设初期依托营 口市是符合港 口发

展规律的
,

但同时必须加强鱿鱼圈城市的建

设
,

使城市发展与港 口发展相适应
,

港 口依

托地的最终落脚点选在鱿鱼圈
。

3
.

鱿鱼圈是 良好的
“

城市生长点
”

辽东半岛城市规模等级结构和城镇分布

均不合理
。

从城市规模等级结构看
,

全区共

有各类城镇 100 多个
,

平均密度约为每 200

平方公里一座城镇
,

城镇密度 比较高
。

但大

中城市只 占城镇总数的 4 %
。

全区只有特大
.

城市一座
,

50 一 100 万人 口 的大城市一座
,

20 一 5 0 万人 口 的中等城市一座 ; 其余均属

于 20 万人 口 以下 的县级镇和 乡级镇
,

小城

镇中 10 一 2 0 万人 口 规模的一座
,

5 一 10 万

人 口规模的 2 座
。

1 万人 口 以 下的城镇 80

多个
,

占绝大 多数
。

在城市规模等级结构

上
,

大 中城市 比例明显偏低
,

特别是中等城

市太少
,

而小城镇明显偏多
,

属很不完善的

结构
。

辽东半岛沿海城镇布局不平衡主要反映

在两个方面
,

首先
,

整个东北地区城镇整体

布局集中在哈大及滨洲
、

滨绥这两条铁路网

干线的沿线
,

哈大铁路沿线的哈尔滨至鞍山

这一路段
,

大中城市呈串珠式和集团式分

布
, ·

仅辽 宁中部就分布有沈
、

鞍
、

本
、

抚
、

辽
、

铁等六个大中城市
,

而从鞍山到大连这

300 多公里 的区段
,

则仅有大连这一
“

城市

孤岛
” ,

这一整体布局形 势不适应辽东半岛

对外开放的需要
,

沿海缺少对外开放的
“

窗

口
” ,

沿海的
“

龙头
”

带不动东北这条巨龙的

腾飞
。

在辽东半岛内部
,

城镇主要是集中在

哈大铁路沿线
,

沿哈大线从北到南依次分布

有大石桥
、

盖县
、

瓦房店
、

普兰店
、

金州和

大连市
。

而铁路沿线 以外的地区
,

城镇较

少
,

规模也都比较小
,

辽东半岛东侧从丹东

到大连 3 0 0 多公里 的海岸线上
,

无一中型以

上的城市分布 ; 西侧从营 口到大连 2 50 多公

里的沿海地带不仅无大中城市
,

小城镇也很

少
,

沿海城市经济实力较薄弱
,

且相互脱

节
。

从辽东半岛西侧的城镇分布状况看
,

在

鱿鱼圈兴建个中等规模的城市
,

可以加强大

连这座特大城市与区域经济的联系
,

在西侧

增加个新的对外开放的窗 口 ; 同时对改变城

市规模等级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有一定意义
,

是新兴城市 良好的
“

生长点
” 。

4
.

鱿鱼圈发展城市条件较好

鱿鱼圈区位于辽东半岛西侧熊岳河湾的

沿岸地带
,

北距营口市 68 公里
,

盖县 32 公

里
,

东距长大铁路 8 公里
,

南距熊岳城 20

公里
一

,

大连市 21 0 公里
。

这里气候温和
、

地

势平坦
,

地质基础较好
,

城市建设条件优

越
。

本区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
,

其基本特征

是冬季寒冷干燥
,

夏季高温多雨
,

秋季天高

气 爽
,

春 季 少 雨 多 风
。

年平 均 气 温 为

9. 4 ℃
,

年平均降水量为 6 28 m m
。

区内地势

比较平坦
,

在哈大路以西
、

熊岳河以北的狭

长区域内
,

除在区域东北隅分布有台子山等

海拔 200 米以下
、

分布范围也比较小的低山

丘陵地外
,

大部分为平坦开阔的平地
。

山地

和坡地基岩多为古生代变质岩系构成
,

主要

出露有混合状花岗片麻岩
、

云母岩及后期人

侵的花 岗岩
,

地基承载力在 20 吨 / 米
2 以

上 ; 平原除局部地区外
,

一般地基承载力为

15 一 2 0 吨 / 米
2 ,

工程地质条件较好
。

多 为

高产 良田
,

地价 比较昂贵
。

鱿鱼圈区属贫淡水区
,

地表水和地下水

资源均较缺乏
,

但通过在熊岳河上游和头道

河上游修建水库
、

拦蓄地表水等措施
,

基本

可解决淡水水源的问题
。

综合评价鱿鱼圈区

的地质
、

地貌和水文等 自然条件
,

适宜城市

建设的需要
。

鱿鱼圈 目前是营口 市的一个区
,

设有四

个街道 加事 处
,

全 区居 民 已 达 5
.

6 万人

(198 7 年底 )
,

经过几年建设
,

城市基础设

施条件逐步改善
。

熊岳一次变电所通往新港

的 6. 6 万伏高压输 电线路 已经接通
,

目前已

开始着手兴建二次变 电所 ; 10 00 门程控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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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正式安装
,

并已交付使用 ; 已建成道路 6

条
,

长度约为 5 400 延长米
,

修建排水暗渠

3 条
,

总长 31 50 延长米 ; 0
.

5 平方公里的出

口加工区基本建设已动工 ; 疏港公路和铁路

也已动工
。

这些基础设施无疑为城市的进一

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

二
、

鱿鱼圈区的城市性质

城市性质体现城市最基本的特征和城市

总的发展方向
,

它是城市发展的总纲
。

对鱿

鱼圈城市性质的确定
,

无论对各级政府机关

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指导城市的发展
,

还是确

定城市的总体发展规划
、

发展方向
、

功能分

区等都极为重要
。

根据我们对鱿鱼圈城市发

展条件和宏观生产力布局要求分析
,

鱿鱼圈

可 以定 为新兴的港 口 贸易城市
,

其依据如

下 :

1
.

港 口 是城市发展的真正动力

鱿鱼圈原本是辽东半岛西侧的一个默默

无闻的小镇
,

其城市基础设施和规模都远逊

于周围的盖县
、

熊岳
、

大石桥等城镇
,

在强

手如林的情况下
,

鱿鱼圈区得以迅速发展的

真正动力是港 口功能
。

¹ 对外 交通 已构成城市的主要部分 鱿

鱼圈港 自然条件较好
,

不淤不冻
,

具备建设

万吨级深水泊 位的条件
。

19 8 5 年鱿鱼 圈港

开始兴建
,

经过几年的建设
,

港 口 从无到

有
,

19 8 6 年 10 月
,

50 0 万吨吞吐能力的煤

码头建成投产
,

件杂货码头和集装箱码头逐

步完工
,

港 口 的吞 吐能力和吞吐量逐步增

大
。

伴随着港 口的发展
,

城市基础设施逐步

完善
, 二

经济实力逐步增强
。

与港口相关的城

市用地及劳动力数量都比较大
,

据 19 8 7 年

统计
,

鱿鱼圈城区总面积约为 10 km Z ,

建成

区的面积约为 4
.

Ik m “,

其中城市仓库用地

面 积 0
.

Zkm Z ,

城市对外交通 用 地 面 积

3k m Z ,

合计约为 3
.

2k m 2 ,

约 占建成区总面

积的 78 % ; 全区 21 16 0 名劳动力 中
,

仅从

事于交通运输和邮电业的劳动力就达 6 120
人

,

约 占劳动力总数的 29 %
。

19 8 9 年实现

的吞吐量仅为 10 0 多万吨
,

预计到 20 00 年

港 口 的货物吞吐量将达 2359 多万吨
,

相 当

于 目前的十几倍
。

可以断言在未来的十几年

里
,

酸鱼圈市的发展主要受港 口吞吐能力 的

扩大所牵引
。

º 港 口 具有 区域意 义 过去鱿鱼 圈区在

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非常微弱
。

在未来的

经济发展中
,

即在政治
、

工业
、

文化
、

旅游

等各方面也不会占很重要的地位
。

唯独其港

口功能在整个东北区的经济发展 中及在宏观
.

生 产 力布局 上 具有 重要 地位
,

跋鱼 圈 港

20 00 年 的发 展 目标是 2359 多万吨
,

比丹

东
、

大东港
、

锦州笔架山港和盘锦辽滨港的

规模都要大
,

几乎相当于上述几个港 口吞吐

量的总和
,

届时鱿鱼 圈将成为仅次于大连港

的东北第二大港 口
。

这样大型综合性港 口的

兴起
,

对腹地区域经济发展
、

腹地交通运输

网的布局无疑产生深远影响
。

» 港 口工业将构成城市工业的主体 鱿

鱼圈区工业资源较为贫乏
、

区域淡水资源不

足
,

现有工业基础设施和技术力量较为薄

弱
。

按资源导向型发展经济的模式
,

本区无

条件发展大型现代化工业
。

但是
,

从世界经

济发展趋势及 我国近几年 生产力布局方针

看
,

生产布局正在实现 由资源导 向型 向市场

导向型过渡
,

特别是交通方便的地区更有条

件实现这种过渡
。

鱿鱼圈具有便利的水陆交

通条件
,

应适应这种形势
,

发展相应的港 口

工业
。

事实上
,

目前正在动工兴建的 12 0 万

千瓦发电厂
,

就是典型的港 口工业
,

它将利

用便利的海上运输运进煤炭
,

利用无尽的海

水作冷却水
,

把煤炭转化成东北急需的电

能
。

2
.

对外贸易地位 日益重要

鱿鱼圈港是个大型的综合性港 口
,

随着

港 口吞吐量的增加
,

其对外经济联系会 日益

频繁
,

贸易量逐步增大
,

有条件发展成为东

北地区沿海对外 贸易 的第二大窗 口
。

19 8 8

年以来
,

营 口市开始着手在鱿鱼圈兴建出口

加工区
,

先进行 0
.

5k m 2 的基本建设
,

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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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最终规模将达到 3 k m Z 。

尽管出口 加工区

内的工业具有不定性
、

不定量的特点
,

但李

产的产品
,

大部分销往国外却是一定的
。

这

将有助于加 强鱿鱼圈区在对外贸易 中的地

位
。

3
.

城市的辅助职能不能算作城市性质

一般情况下
,

都是根据城市的职能来确

定城市的性质
,

但城市职能和性质却是布区

别的
。

城市职能偏重于城市历史和现状城市

物质要素在空间的表现形式
、

反映城市共性

方面问题
。

而城市性质偏重于反映城市主要

职能的本质特征
,

城市性质包括在城市的职

能之中
,

但城市所有职能不能都概括为城市

性质
。

诚然
,

随着旅游环境条件的改善
,

鱿鱼

圈区的旅游功能也逐步明显
,

沿岸平缓的沙

滩
,

浪静沙洁的海滨浴场已成为辽宁沿海旅

游的重要组成部分
,

特别是沈大高速公路修

通以后
,

来 自沈
、

鞍
、

本
、

抚
、

辽等辽宁中

部城市群的游客
,

可当天乘车往返
,

滨海浴

场的吸引力不断增大
。

19 8 8 年游客已达 100

多万人次
,

每 日最多达 3 万人次
,

已初见成

效
。

但从长远看
,

鱿鱼圈旅游资源单一
,

除

优越的海滨浴场外
,

周围缺少具有吸引力的
·

人文景观和 自然景观的配合
,

旅游业很难成

为本市重要的产业部门
。

其它如工业等也属

类似情况
,

是城市的辅助职能
,

不是城市的

性质
。

三
、

城市空间布局问题

1
.

城市的空 间布局形式

城市的空间布局形式是指城市用地布置

的外部形态
,

主要应根据城市所处的地理位

置
、

地形特点和现有基础进行部署和规划
。

我国城市空间布局形式主要分为集中式和分

散式两种基本类型
,

我们建议鱿鱼圈采用简

单集中式的空间布局形式
,

因为这种布局形

式生 活区和其它 区紧密联系
,

布局 紧凑集

中
,

行政上便于领导和管理
,

便于集中布置

一套完整的生活福利设施
,

节省市政建设投

资
。

鱿鱼圈区位于辽东湾滨海平原地带
,

有

条件集中布置城市基础设施
,

城市用地的扩

展方向可在海岸线和哈大铁路的带状地区向

南发展
,

近期不宜过于靠近高速公路
。

必须

清楚地认识到
,

哈大高速公路一方面为城市

对外交通联系创造了极为便利的条件
,

另方

面也构成城区向东发展的边界
。

在城市用地

可能的情况下
,

尽量避免跨越公路
,

即减少

高速公路和城区间的相互干扰
,

又节省大量

投资
。

2
.

加强海岸线 的管理

鱿鱼圈的城市岸线较长
,

是城市布局的

关键部分
。

从国 内外海港城市发展的经验

看
,

海港城市的规划布局必须考虑充分利用

海岸线
。

海岸线处于城市的边缘
,

要使每一

寸岸线都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
,

必须贯彻深

水深用
、

浅水 浅用
、

分区管理与布局 的原

则
。

鱿鱼圈区海岸线利用中
,

首先应充分考

虑预留的是码头岸线
,

为港 口发展留出一定

余地 ; 其次
,

考虑必须占用岸线的临海工业

岸线预留问题
,

根据目前岸线划分情况看
,

韭菜蛇北为工业岸线 ; 而 6 号港池 以南基本
.

为浴场和生活岸线
。

工业和码头岸线管理看

来还简单些
,

问题可能要 出现在浴场岸线和

生活岸线的管理上
。

需要进行较细致的统一

规划
,

建立严格的审批制度
。

3
.

预 留充足 的仓储用地

从我国港口城市的现状和国外海港城市

的布局看
,

港口城市用地的主要特点就是对

外交通用地和仓库用地 比例高
。

全国 15 个

沿海港 口城市对外交通用地 比一般城市高

6 %左右
,

仓储用地高 2% 左右
,

如果货场

用地太少
,

就将限制港 口 的发展
。

如大连湾

沿岸深水岸线绵 长
,

进一步扩建条件也较

好
,

但因港 口为城市生活区和工业区团团包

围
,

对外交通和仓库用地无扩展余地
,

不得

不采用投巨资填海造陆和迁出非生产性设施

等措施来扩大货场面积
,

国内其它一些港 口

也存在类似 问题
。

鱿鱼圈在城市功能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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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一定要注意为港 口 的进一步发展留出充

足的货场及其它用地
,

切忌为了近期城区的

紧凑
,

各种设施布局方便等眼前利益
,

把港

口团团围住
,

限制港 口 的发展
。

港 口仓储用地分为港内仓储和港外仓库

用地两部分
。

港内仓储用地用于堆存停靠船

舶的全部货物及货主不能立即取走的货物
,

并用于对货物进行分类和整理
。

我国港口库

场用地的平均指标为每延长米 1 17 m 2 ,

按此

计算
,

鱿鱼 圈港 内货场面积应为 10 00o x

1 17 = 1 17 万 m Z 。

主要 可布 局在 台子 山周

围
,

其中台子山以西为前方库场 ; 台子山以

南
、

东及疏港铁路沿线 (以南与长大铁路接

轨
,

经 过 老 红 沟
、

神 井 子 到 港 区 为

12
.

5k m ) 两 侧
,

可布局后方库场
。

而港外

库场布局可灵活些
,

其用地面积按每吨吞吐

能力 0
.

5 lm 2
计算

,

合计约需 12 7 5 万 m Z
。

4
.

处理好加工区 与其它区 的关系

酸鱼圈城市规划布局中比较重要的问题

就是如何处理好城区其它部分与加工 区之间

的关系
,

处理得好两者会相互促进
,

相得益

彰
,

处理得不好
,

可能会影响城市整体布局

的效果
。

加工区即是鱿鱼圈城市的重要组成

部分
,

又具有本身的特点
,

在规划中一定要
.

针对其特点采取相应的措施
。

首先
,

力几工区

是为发展工业
、

贸易服务而兴建的工业小

区
,

其它社会生活配套的文教
、

卫生
、

生活

服务设施等主要应依托城市
,

从而可把加工

区做为整个城区中的一个工业贸易 区来规

划
。

这样既可以为出口加工区的建设节省资

金
,

加快建设速度
,

又可处理好加工区与城

市的关系
。

其次
,

加工区引进的中外工业项

目具有不定性
、

不定量的特点
,

很难按照一

个整体规划来落实
,

这就决定了加工区这部

分与一般城区不同
,

可 以采用以生产用地为

主体的组团式布局
,

求得一 个有 核心
、

开

敞
、

可应变的规划结构与形态
,

以利于城市

其它区域与加工区的协调
。

同时对加工区小

区也应做出相应的规划
。

目前应重点把加工

区的道路网和管道 网等骨架结构规划 出来
,

以利于与城区其它部分衔接
。

四
、

城市合理规模的预测

城市规模预测问题是城市发展的关键问

题
,

只有预测 出未来某一时期的城市规模
,

才好安排城市用地
、

各种设施等
。

鱿鱼圈区

发展规模预侧较为简单
,

大体可分为港 口
、

热龟厂
、

力口工 区以及现有人 口四大部分
。

1) 港 口 发展可能吸引的人 口
。

根据我

国有关统计资料分析
,

港 口每增加 100 万吨

吞吐 能力
,

应相应增加就业人员 70 0 人
。

2 0 0 0 年鱿鱼圈港规划 吞吐量为 2 359 万吨
,

相应就业人员为 1
.

75
一

万人
。

如果按单身职

工 占基本 职工 的 50 %
,

带眷职工 占总 数

50 % (其中双职工又 占带眷职工 的 30 % )
,

每户人 口 4
.

1 人计
,

港 口可能吸引的人 口 总

数约为 3
.

9 万人
。

2) 出口 加工区人 口规模
。

随着鱿鱼圈

出口加工区的发展
,

加工区会吸引一部分就

业人 口
。

如果按生产用地 30 0 公顷
,

居民系

数 2
.

5 等 指标计算
,

20 0 0 年 出口 加工 区人

口 规模可能达到 5
.

6 万人
。

3) 华能电厂
。

19 90 年 装机容量为 60

万千瓦
,

职工为 20 00 人 ; 2 0 0 0 年按装机容

量 12 0 万千瓦计算
,

则总人 口 可达 0
.

9 万

人
。

4) 现有人 口
。

全区现有人 口 为 5
.

6 万

人
,

按照机械增长人 口全部进人港 口
、

加工

区和 电厂等部 门
,

自然增 长率为 4
.

5%
。

计

算
,

到 20 00 年可发展为 6 万人
。

根据上述 四个部分的预测
,

20 00 年鱿

鱼 圈城市的总人 口将达 16
.

5 万人
,

这一预

测偏于保守
。

事实上除上述几个部分外
,

本

区也有条件设立一些其它企业和旅游业
,

相

应也将吸引一部分劳动力
。

另外
,

从港城关

系看
,

一 个年吞吐量 为 2 000 万 吨的港 口
,

依托个 17 万人的城市
,

也不协调
。

由此推

断
,

城市规模可能要超过 20 万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