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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陆桥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21世纪是一个多极的、充

满激变、竞争和发展的全球化

世纪，在这个新世纪里，连云

港陆桥经济的发展面临着新的

机遇与挑战。于是，深入探讨
和研究今后陆桥经济发展战略

问题，成了一个新课题。
一、确立“以港兴市．依

桥兴港。港桥互动”的发展战

略．是推进陆桥经济发展的战

略前提

1．连云港陆桥经济涵义

的界定

陆桥是指以横贯大陆的铁

路为梁，以铁路两端的海港为

桥头堡的运输通道。随着陆上

运输网络的形成与发展，多种

运输方式的相互衔接，大陆桥

往往呈现出多通道、多桥头堡

的格局。陆桥有时也被理解为

跨越洲际大陆的综合性物流、

信息流大通道。新亚欧大陆桥

是继西伯利亚大陆桥之后，叉

一条横贯亚欧大陆的更为便捷

的大通道，一般被表述为：东

起太平洋沿岸的连云港、日照

等中国港口城市，经过东西向

的铁路干线，西行出域穿越中

亚、西亚地区，连接欧洲的铁

路网，抵达荷兰的鹿特丹、比

利时的安特卫普等欧洲口岸。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集装箱运输的迅速普及，大陆

伍簇襻

桥运输显示出广阔的发展前口城市，环境优美的旅游中

景。大陆桥不仅是一个国际运心、国际商贸中心与交通枢

输通道，而且是一条区域经济纽”；国家海洋局在全国海洋
发展的轴线，陆桥运输的发开发规划中，将连云港列为中

展，将促进沿桥地区的市场繁国三大特殊开发区域之一，并

荣和经济发展，从而产生了陆与上海浦东新区开发一起列入
桥经济的概念。所谓陆桥经济 中国四个内地“香港”建设的

是指以陆桥运输体系为基础的范畴；国家建设部把连云港定

高度现代化的新型国际经济体位为青岛与上海之间促进发展

系，主要包括陆桥运输及其衍的大城市；国家科委规划建设
生的商业贸易、旅游服务、信连云港一徐州中外科技带；国

息咨询等产业部门和以“桥”家计委在“新亚欧大陆桥区域
为纽带的区域合作经济和国际(中国境内)综合运输和交通

合作经济等内容。有时也将陆网络目标”中规划连云港

桥区域经济或陆桥经济带简称 “以集装箱泊位为重点，基本

为陆桥经济。 形成陆桥过境国际集装箱运输

2．连云港在陆桥经济发主枢纽港”；交通部确定“连

展中的地位 云港是全国沿海主枢纽港之

连云港是陇兰经济带和淮一，逐步发挥欧亚大陆桥水陆

海经济区最便捷的出海口，具联运衔接点的作用，为亚欧大

有特殊的区位优势；是新亚欧陆桥水陆联运的发展，促进洲

大陆桥的东桥头堡，具有巨大际间的货物中转和相关地区的
的潜在优势；连云港在新亚欧经济发展服务”。江苏省政府

大陆桥中具有特殊的地位，这确定连云港市为一级城市，三

个地位不仅得到了国内外的承大区域性国际贸易中心之一。

认和重视，而且对连云港的未这些定位为连云港陆桥经济发

来发展做了全方位定位：中国展指明了方向，也极大地提升

政府和哈萨克斯坦政府签署了 了连云港的层次。

《关于利用连云港装卸和运输 3．确立“以港兴市，依

哈萨克斯坦过境货物的协定》； 桥兴港，港桥互动”的发展战

国务院在《中国21世纪议程》略，是由东桥头堡地位的激烈
中将连云港定位为：“连接太竞争状况所决定的

平洋沿岸国家与中东地区的港 桥头堡地位对于x,-J#l-开放

   



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决定作

用，已在沿海港口城市中形成

共识，并形成了激烈的竞争态

势。从本质看，东桥头堡地位

的竞争，就是城市、港口在国

际市场中地位的竞争，在我国

对外开放战略格局中地位的竞

争，在国家国土规划和布局中

地位的竞争，决定一个港口、

城市发展的前景、地位的竞

争。如果失去了桥头堡的地

位，那么我们的城市只能是一
般意义上的开放城市，港口只

能是一般意义上的沿海港口。
市场竞争是残酷的、讲究法则

的，桥头堡的地位也不是永恒

不变的。2001年7月20日

~21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1-经贸部中国国际经济学术交

流中心、科技部政策行政司、

国家经贸委经济运行局、中国

工业经济联合会和秦皇岛市政

府就在秦皇岛联合召开了“新

亚欧大陆桥东西部发展与合作

国际研讨会”，并提出要解决

传统的桥头堡是单纯指连云港

的观念问题，将环渤海的日

照、青岛、天津、秦皇岛、大

连等都应纳入桥头堡，直接对

连云港的桥头堡地位形成强烈

冲击。日照市关于桥头堡的竞

争势头一直很强劲，利用港口

发展临海工业取得了明显的成

效，已对连云港形成很大的挑

战。因此，审时度势，确立

“以港兴市，依桥兴港，港桥

互动”的发展战略不仅是全市

x,l-#l-Yl=蒯t的必然，也到了刻不

容缓的时候。这是提高连云港

东桥头堡综合实力，推动陆桥

沿海都市

经b3：发展的关键措施。

4．确立“以港兴市，依

桥兴港，港桥互动”的发展战

略，是由桥与港的特殊地位对
陆Yr-经济的推进作用决定的

港口是桥头堡的依托和载

体，没有港，就没有桥头堡的

地位；同样，桥头堡的地位又

提升了港口的地位和功能，使

港口区别于其他港口，成为国

际枢纽港。连云港作为新亚欧

大陆桥洲际海陆联运的节点，

是东桥头堡的依托和载体，

“依桥兴港”战略，一定要通
过“以港兴市，港桥互动”来

实施。作为大陆桥东桥头堡的

港，不仅是指海港，还包括空

港、陆港。港口经济从一般意

义上讲，具有规模大、辐射
强、产业面广的特点，实施

“以港兴城”战略，以国家对

东桥头堡的定位和规划为坐

标，以港口为依托，必将强力

推进连云港市开发型经济的快

速发展。

二、全面提升连云港东桥

头堡的综合实力，是推进陆桥

经济发展的战略保障

1．全面提升连云港东桥

头堡的综合竞争实力，必须加

快连云港国际枢纽港的建设

连云港是东桥头堡的主要

载体。在港口的硬件建设方

面，一要争取尽快开工建设庙

岭三期工程，扩大港口吞吐能

力；二要加速浚深航道进程，

提升泊船等级，适应国际航运

船舶大型4-1=、深水化发展的需

要；在软件建设方面，一要积
极和中运、中海等大公司合

作，努力使连云港从现在的支

线港变为干线港，加快向枢纽

港迈进的步伐；二要进一步增
加航线和航班的密度；三要进

一步完善服务功能，尽快开通
客运航线，国内航线争取尽快

恢复连云港至大连的客运航

班，在此基础上增开其他沿海

城市航班、国际航线。搞好连

云港至韩国木浦的客运航班，

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争取开

通至东南亚其他港口的航班，

将港口服务进一步向全方位、

多功能、高效率方向拓展。空

港方面。要增加国内空中航线

和航班密度，争取空港开放。

陆港方面，开通和增加旅游列

车。在搞好陆桥过境运输的基

础上，争取开通连云港至中亚

国家、俄罗斯的国际列车，使

连云港海陆空港全面对外开

放，向国际性立体交通枢纽迈

进。

2．全面提升连云港东桥

头堡的综合竞争实力，必须搞

好特殊区域的开发

一要提升开发区档次，特
别要与大企业、大科研单位、

重点高校合作，发展具有资本

和技术密集性出口加工区、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和创新功能的

高科技园区。二要争取设立保

税区、出口加工区，逐步建立

综合性自由贸易区，着重发展

转口贸易、保税仓储、分拨配

销、加工贸易和服务贸易。三

要建设旅游开发区，要引进资

金，吸引外资，开发以连岛、

黄窝、宿城为主体，连接海州

湾度假区、前三岛、秦山岛的

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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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州湾旅游区。四要搞好海洋

特殊开发区开发，建立以海洋

油气资源勘探与开发、海洋生

物资源的综合开发、海洋水资

源的综合利用、海洋环保技术

与海洋观测探查技术等为主的

海洋科技创新技术体系，发展

海洋运输业、海洋旅游业、海

洋开采业及临海工业区等海洋

经济。其次，搞好产业结构调

整。一产业要实施“新三高”

农业战略，即高价值含量、高

环境效益、高技术含量；开发

型农业战略，即注重外向开

拓，以国际、国内市场需求为

导向，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

以国际国内市场需求为导向的

“技—农一工一贸”型现代化
产业体系，实现农产品的高度

商品化；“三色”农业发展战

略，即调整产业结构，改造传

统种植业，实施三维立体的生

态“绿色农业”，发展以微生

物工程农业和细胞工程发酵为

主体的“白色农业”和以海洋

捕捞、养殖及海洋生物综合开

发利用为主体的海洋“蓝色农

业”。二产业要按照公司法要

求，搞好企业改制，特别是要

搞好企业集团的组建，加快升

级换代；要利用港口优势，大

力发展临海工业。要结合外引

内联和企业改革全面改造、提

升传统产业，积极发展高新技

术产业，不断提高企业素质和

竞争力。在一、二、三产业结
构中，要充分发挥连云港的陆

桥优势、港口优势和旅游资源

等优势，确立以贸易、旅游、

仓储、‘服务等为主体的第三产

业为主导产业的地位，在全市

产业结构中，形成“三、二、

一”产业结构新格局。
3．全面提升连云港东桥

头堡的综合竞争实力，必须建

设国际性港口城市

建设国际港口城市，要从

资本构成国际化，经济贸易外

向化，科技文化交流国际化等

方面搞好国际城市建设，使城

市与国际经济联系紧密度提

高，城市x,-J资本及商品分配活

动范围具有国际性。按照国际

惯例运行操作，构建发达的市

场体系；营造开展国际经济活

动的良好环境，扩大对外开放

度；争取商业零售、金融保险

领域的对外开放，建立完善的

金融、保险、信息系统和齐全

的服务设施；加强法制建设，
切实保障国外客商的正当权

益；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建立

良好的社会秩序、生态环境及

健康的文化、体育、娱乐设

施。东桥头堡综合竞争实力的

提升有利于带动陆桥经济的发

展，反过来，陆桥经济的快速

协调发展，也有利于东桥头堡

综合竞争实力的加强，这是一
个互相联动的关系。

三、实施轴线辐射和梯度

推移相结合的空间发展战略模

式。是推进陆桥沿线各经济区

整体联动发展的主要方略

轴线辐射指的是生产布局

不仅表现为产业在各区域的分

布，而且还表现为产业在点、

线、面上的分布与组合，从而

形成多种类型的产业城市、产

业基地、产业带、经济密集区

和多层次的经济区域。产业布

局是由分散转向集聚，利用

“集聚效益”，形成“生长

点”，并通过辐射扩展，由

‘点”到“面”，联“点”成

“带”。实行点轴集聚逐步辐

射，是较为理想的陆桥区域经

济发展战略模式。梯度推移是

指我国工业区域的发展水平呈

现着“东部、中部、西部”顺

序的梯度态势，即发达的东部

地带、次发达的中部地带、不

发达的西部地带。新亚欧大陆

桥(中国段)大体上位于

35。N左右的轴线上，沿桥地

区紧夹在长江、黄河流域之

间，形成我国南北适中的惟一

一条东西双向开放大通道。所
处地理位置具有向南北两个扇

面辐射的优势。这条通道横贯

我国东、中、西部十个省

(区)。地区之间社会经济发展

不平衡，差距较大，是沿桥经

济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问题。因

此，在空问发展上，宜实施轴

线扇面辐射与梯度推移相结合

的模式。以新亚欧大陆桥为中

轴线，依托沿桥大中城市，如

连云港、徐州、乌鲁木齐、兰

州、郑州、西安等城市，建设

陆桥开放走廊，给予相当于沿

海开放地区的优惠政策，把陆

桥沿区视为‘公海”，沿桥大
中城市建设成为内陆港。在建
设开放走廊的基础上，辐射沿

区200km～400km宽的区域，

以高新技术开发区为主干，建

设高新技术走廊。再以高新技

术走廊为主体，辐射沿桥省

(区)及与陆桥相连省(区)，回——   



建设49-有-重点、各具特色占有

优势产业开发发展带。通过辐

射使新亚欧大陆桥的经济“增

长轴”不断延伸，推进陆桥区

域经济全面发展。

轴线扇面辐射从宏观上虽

有利于解决陆桥经济可持续发

展问题，但有鉴于沿桥东、

中、西部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

发展差距，要解决“二元”结

构矛盾，使之协调发展，显然

有些力不从心。因此，必须辅

之以空间梯度推移模式。按照

沿桥各省的社会经济综合实

力、改革进程、开放程序，制

订和实施不同速度和运行质量

的经济发展计划，使其优势互

补。较发达地区在技术上、经

营机制上给予欠发达地区以更

多的支持，促进其经济增加科

技含量和产业升级。欠发达地

区给予较发达地区以原材料供

给和市场调节上的支持，拓展

其产业发展和市场运行空间。

在此基础上，自东西梯度推进

增加新的“增长点”。同时以

沿桥省会城市和大中城市为中

心，再逐步向城镇和广大农村

推进，把城市的先进技术、管

理机制和城镇以及广大农村资

源开发、产业发展有机结合，

统筹陆桥沿线城乡经济协调发

展，增加新的“增长面”，逐

步带动陆桥经济发展，也增加

城市自身的经济实力。

陆桥经济带跨越中国东

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带，经

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在

整体推进的同时，要突出重

点，以交通运输发展促进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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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合理布局，使经济带形成并

具备有效运行的支撑条件，实

施“以线串点，以点带面”的

空间发展战略。首先，加强以

交通通信为主的线状基础设施
建设，引导区域生产要素适当

聚集在具有较强产业基础和城

市规模的大中城市，进一步促
进连云港、徐州、郑州、西

安、兰州、乌鲁木齐等开发开

放，使交通优势和区位优势转

化为经济优势，加快培育沿桥

地区经济增长点，支撑和带动

区域经济全面发展。其二。根

据陆桥经济带区域特点，发挥

各中心城市在陆桥经济带建设

中的带动作用，形成若干个具
有特色的经济区域：以连云

港、徐州为中心的黄淮海经济

区，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经济

区，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经济

区，以兰州为中心的黄河流域

经济区，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

天山北坡经济区等，实行投资

倾斜政策，发挥辐射作用。整

个陆桥经济要形成联动发展的

格局，通过优势产业和地区间

的合理分工，取得综合开发的

整体经济效益。同时，在共同

发展中逐步加大对落后地区的

扶持力度，增强其发展能力，

搞好西部大开发。

四、加强发展极建设与中

心和陆桥外围相对接。东西大

中城市联动。是推进陆桥经济

发展的战略举措

促进陆桥发达地区的资

金、技术等要素流向落后地区

是协调陆桥区域经济结构的关

键。对技术传递方式，经济学

家厉以宁概括为两种，一种是

落差式技术传递，一种是辐射
式技术传递。先进技术由发达

地区向次发达地区、不发达地

区按阶梯顺序推移落差技术传

递，这种方式就是梯度推移。

靠这种传递方式来协调和平衡

地区结构过于缓慢，地区之间

差距不但不会缩小还会进一步
扩大。而辐射式传递方式则能

弥补这一缺陷，这种传递方式

是靠每个地区的发展起作用

的。

发展极概念是法国经济学

家佩鲁提出的。发展极理论认

为，增长的势头往往集中在某

些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行

业，这些部门和行业往往集中

在大城市中心，这些中心就成

为发展极。发展极对广大周围

地区有一种辐射扩散效应。凭
借这种辐射效应，发展极成为

一个地区的生产中心、贸易中

心、金融中心、交通运输中

心、信息中心。向心力的作用

使得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

行业四周聚集着日益增多的其

他相关部门、行业和辅助性厂

商。其增长的势头又把技术、

资金、组织、信息等生产要素

向周围地区扩散，带动周围地

区的发展。显然，较梯度推移

方式，这种依靠发展极进行辐

射式技术传递的方式具有速度

快、效率高的特点。

陆桥经济带能成为发展极

的大中城市，中东部有连云

港、徐州、郑州等城市，中西

部有西安、兰州、乌鲁木齐等

城市，这些城市应设法增强自

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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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扩展效应，提高聚集资

金、技术、人才等要素的能

力。发展极的形成包括：资本

的集聚、技术的创新、产业和

企业的集中，以及贸易、金

融、信息等第三产业的完善，

这些便成为建设发展极的内

容。发展极的形成就目前来看

有两条途径：一条是市场途
径，靠市场的吸力来聚集要

素。另一条是计划途径，由国

家政府或陆桥沿线政府通过计

划和重点投资来主动建设发展

极。

对陆桥发达地区来说，建

设和强化发展极主要采取市场

途径。而在陆桥经济落后地

区，若要靠市场的力量来创建

发展极，那要有一个漫长的过
程。落后地区是不愿意也不应

该等这么久的，这就要政府介

入。根据发展极理论，政府的

区域发展规划不再是规划发展

的面，而是规划发展的点。国

家在各个地区发展的点上集中

投入资金、引入技术，培植主

导产业部f-1，使之真正带动周

围地区的发展极。由此形成这

样的机制：政府协调的作用点

在发展极的建设上，市场协调

作用体现在发展极对其陆桥外

围的带动作用上。

中心与陆桥外围的关系不

仅是指一个区域内城市与乡村

的关系，还指一个大的区域内
中心城市与其周围地区的关

系。城市是带动其陆J瞬#l-围地

区发展的增长极(发展极)，

中心城市是带动其整个陆桥区

域作为外围发展的发展极。中

心和陆桥外围间建立紧密的联

系无论是对中心还是对外围都

是大有益处的。

对中心来说，其发展对陆
桥外围有很强的依赖性，陆桥

外围地区不仅为它提供原材

料，还为它提供市场。其陆桥

外围越大，中心的地位越突

出。而且，随着中心地区发展

出现的人口稠密、交通拥挤、

污染严重、资源不足等问题的

突出，制造业等生产部门将越

来越多地离开中心进入其陆桥

外围地区。留在中心的将是以

金融、国内外贸易、信息、服

务等第三产业部门为主的行

业，以市场中心、金融中心、

信息中心、服务中心的功能作

为周围地区的发展极。中心和

陆桥外围经济的一体化将成为
趋势。这时，评价中心的经济

实力已不是单看聚集在中心的

产业部门有多少，而是要看中

心的辐射范围有多大，辐射力

有多强。例如在亚洲竞争力较

强的几个中心都是依靠其广大

的腹地而称雄的，新加坡以东

南亚国家为腹地，香港以广大

的华南地区为腹地，上海以长

江流域为腹地。连云港、郑

州、西安等陆桥沿线上的大中

城市必须以陆桥为腹地。

对陆桥外围来说，中心是

至关重要的发展极，中心向陆
桥外围扩散资金、技术、信息

是陆桥外围地区发展的捷径。

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的梯度在

相当程度上可用不同地区接受

中心的辐射力的强度来说明。
因此，X,1-陆桥外围地区来说应

主动寻找带动本地发展的发展

极，主动吸引和接受中心扩散

的要素。主动进入中心地区的

市场，进而主动进入以中心为

龙头的一体化的经济体系。在
我国，有些地区虽然与中心近

在咫尺，但其发展却赶不上距

中心远的地区，其原因则在于
这些地区不能主动与中心X,1

接，不能主动接受中心发展极

的辐射。本文对此问题的探

讨，目的是在陆桥经济发展中

缩短中心与陆桥外围空间和时

间距离，扩大发展极的扩展效

应，促进和推动陆桥经济有

序、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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