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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临港工业区的
布局现状及趋势研究

李丹阳 王利

摘要 长期以来，临港工业区成为拉动世界以及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文章在分析临

港工业区布局基本条件与一般特点的基础上，针对大连市的实际情况，对大连临港工业区的布局现状及其

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并进一一步在全球重化工业转移、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背景下．对全市临港工业

区建设格局进行了综合论证．并提出大连市临港工业区布局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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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获取海外资源和向内陆扩散辐射的中

继，海岸的地位至关重要。垒球经济总量前lo位

的国家和地区几乎都是临海国家，在海岸带建立

r世界上规模巨大的钢铁工业、石油化T、汽车工

业、造船工业、机械制造和食品加工工业。我国的

临港工业发展也比较迅速，上海金山、浙江宁波、

福建肖厝等地形成了石油化]二临港工业区、上海

宝山形成了钢铁工业临港丁业睡，这些沿海地区

在临港工业的带动下，经济取得飞速发展。正因如

此，沿海岸带发展的工业——临港D『k引起r广

泛关注，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顾建清等认为

临港经济区是以港口为中心，其布局与海洋资源

关联度火或临港选址比不临港选址有利，如大耗

水上业、以海洋资源为利用对象的加T-：_[业、外贸

加工业等项目的经济发展区域。但目前对于临港

工业区仍然无确切的定义，笔者认为临港工业区

是立足当地“不可移动”资源要素的基础，凭借临

近港口运输优势以及足够的港后工业用地条件，

通过减少或者避免“短途运输”成本而构建的

“两头在外”的港口与工业协调发展区。

一、临港工业区的特点

(一)临港工业区的布局优势

1。有利于减少成本

具有大进(煤炭、石油、矿石资源等)大出(工

业制成品，汽车、电子等)的经济运行特点，原料

及成品均通过海上运输来实现，海运成本低且减

少了短途运输及仓储的费用，将大大降低工业成

本。另外对于一些大型装备机械行业来说，临港

的区位优势可以缩短制造周期，也会大幅度地降

低成本。

2．有利于扩大出口

临港工业区具有临近港口的区位优势，海上

交通便利，通过海上航线沟通世界各地，对于扩

大出口、发展外向型经济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3．有利于弥补工业原料的不足

由于临港工业区的布局特点，临港的优势以

及现代化的交通运输条件使其可以利用国内、国

外两种资源进行生产，改变了以往工、lk布局要靠

近原料地和消费地的原则，弥补原料不足的缺

陷。

4．有利于节约用地

一方面，临港上业区一般利用沿海的用地资

源，利用海上运输实现大进大出，因此与一般工

、眦相比，仓储周期短，相对来说用地较少。另一

方面，较多的临港工业区是在废弃的盐田、滩涂

改造基础上建设的，有效地缓解了工业用地紧张

的局面，节约了陆域优质土地。

5．有利于缓解环境压力

一般的临港工业区远离市区，有效地减少了

废气、噪声等对城市的污染。由于可以利用国内

外的各种资源进行生产，对于本地区的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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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用也会有所减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

地的自然资源紧张的状况。

(二)临港工业区的布局条件

1．宏观区位

(1)港口条件

港口条件是临港工业布局的必需条件，港口

的区位条件决定了临港工业区的发展潜力。一般

来说，易港岸线、深水易港岸线是临港工业区优

先布局的地区。

(2)岸线区位

岸线区位在承接发达国家产业梯度转移和吸

引国内民管资本进入方面占据一定的先机条件，

有利于吸引国内外大公司，大财团选址建厂，建立

加工装配基地，发展“总部经济”，因此岸线区位

在临港工业区布局需考虑的重要宏观因素之一。

(3)重要资源支撑

资源环境是发展临港工业的基础保障。充足

的自然资源、完善的市政基础设施、城市内外交

通体系和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数量众多的教

育与科研机构、规范的市场秩序以及吸引国内外

人才创业的良好环境等都是发展临港工业区重

要的资源支撑。

2．微观区住

(1)港口与港后用地条件

港口及港后充足的用地资源是实现大进大

出生产模式的先决条件，可用土地资源的区位及

其面积对于临港工业区的发展规模将起到制约

作用，没有充足的用地则无法对大型工业区进行

布局，因此用地条件是临港工业区布局重要的微

观区位条件。

(2)规模经济要求

要实现两头在外的经济模式，必须具有完整

产业链，实现集群化生产，集群企业间高效率的

竞争，鼓励大企业以大引大、进行组团式、生产

环节连贯式、成片成区地投入，积极吸纳中小企

业进行供应链配套，实现大中小企业本地“结网

式”发展。

二、大连主要临港工业区

(一)大连概况

大连市地处欧亚大陆东岸，辽东半岛最南

端，东濒黄海，西临渤海，南与山东半岛隔海相

望，北依东北平原，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俄

罗斯的远东地区相毗邻，在东北亚经济区中处于

国际、国内两个经济辐射面的交会点，在国内处

于环渤海经济区和东北经济区的交会位置(图

1)。

(二)发展环境综述

大连享有“船舶工业基地”、“机车摇篮”、

“轴承之乡”等美誉，现已形成以机械、电子、石

一Ⅳ＼

图l 大连市在中国的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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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冶金，建材、纺织服装、食品和医药等为主的

门类比较齐全、配套能力较强，技术装备雄厚的

综合性工业体系。在大型船舶、内燃机车、成品

油、化肥、纯碱、轴承、工业制冷、组台机床、起重

机械、数字化视听、化学建材等行业中有17个全

国最大的企、世；2003年，石化、现代装备、船舶制

造和电了信息产品制造“四大基地”合计完成工

业总产值1 208亿元，占全市实现规模以上工业

的78．1％；石化、机械、电子“三大支柱”合计完

成工、Ik总产值1 129．6亿元，占垒市实现规模以

上工业的73％。大连港1：7基础设施完善，国际贸

易繁荣，带动作用较为强劲。大连雄厚的工业基

础优势及其港口条件对于大连临港T业区发展

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布局现状

目前大连岸线的港口主要以大窑湾集装箱

港区为核心，鲇鱼湾港区、大孤山散矿中转港

区、北良港区、和尚岛港区等为辅助支撑。依托

这些港口岸线资源，大连的临港工业区集中在沈

大高速公路，旅顺南路、黄海大道沿线，从总体

布局来看，在黄海岸线一侧比较密集，而渤海沿

i氅煞二戈圉黔。 !辫ean礓2_矽?露

线大部分区域处于闲置状态(图2)。

沈大高速公路沿线依次布局的临港工业区

包括瓦房店温坨了核电站工业区、瓦房店复州湾

水泥工业生产基地、普兰店开发区、金州经济开

发区。旅顺南路沿线依次布局的临港工业区包括

旅顺开发区、软件产业带、高新产业园区，大连

长城经济开发区、水师营街道工业园区。黄海大

道沿线依次布局两大造船厂、大石化、大连重

工、棉花岛一重、开发区双D港、普兰店皮杨1=

业区、庄河港丁、№区、庄河开发区、庄河电厂等；

另外有诸如大最的光通信囝、冰山工业园、精密

机械工业园、精细化工区、泵工业园等一批以企

业为主体的工、世园区已经在黄海沿线区域安家

落户。

(四)存在问题

1．对现有的港口岸线资源未加充分利用

目前大连的大部分临港T、lE区主要分布在

黄海岸线的黄海大道、旅顺南路，造成黄海岸线

的土地资源严重不足，环境污染严重。而渤海岸

线的长兴岛、三十里堡等地区则基本未获得宽分

利用，使得临海岸线资源严重浪费，潜力没有发

图2 大连市临港工业区现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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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出来。

2．宏观上港口与工业的协调性较差，微观上

过分集中，港后用地不足

大连是依托港Iq逐步发展起来的重工、Ik城

市，建设之初，港n与工、№区发展比较协调，但

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演进，大连港iz!与

工业园K分离，大连的重型、大型企业都建在城

市的中心位置，在发展临港产业和临港资源的结

合上做得尚不到位，还只是区位上的临港。例如

大型石化产业基地的建设，尤其是石化下游产品

的深度开发等，尚未真正结合临港优势做大做

强，培育出具有大连优势的临港产业。在微观上

由于大连港自身的发展，港IZl用地占片j较大，港

后发展临港工业的用地严重不足，如大窑湾南岸

地区港口陆域面积仅有19 km2，限制了临港工

业向大规模、澡层次发展。

5．基础资源条件缺陷

大连的自然资源有限，尤其是水资源严重短

缺，限制了大耗水临港工业的发展；发电能力受

限，地区电网薄弱，总体供电能力不足等问题越

来越突出地显现出来；用地资源不足，仅部分地

区有可开发利用的上业用地；运输码头与工业码

头紧邻市【x：难以满足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发展要

求，港口和工业的发展也因城市的要求受限。

4．临港工业区的规模经济效果不足，缺乏完

善的产业链条，亟待向深度拓展

临港-l二业本身要求通过培育完整的产业链，

实现大进大出的运行状态，但目前大连的临港工

业园区之间产业关联度太小，园区工业企业专业

化协作程度低，行业企、Ik间的联系松散，生产专

业化程度不高且未形成规模经济，属于各自为政

的状态，甚至出现产业雷同现象，进而在总体上

影响对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与创新。其主要的

原因在于在招商引资的过程Ip缺乏对项目关联

度的考察以及政策导向问题。

尤其是不少在园区内投资的外资企业，仅从

事生产链的某一环节，缺少与当地企业的联系。

这种生产特点使得当区位条件发生变化时，跨国

公司有可能转移投资，从而对区域发展产生不良

影响。由于区域经济空间相互作用的微观机制是

企业，所以如何通过与跨国公司建立生产链的联

系，纳入其全球生产运营的体系，将有助于本地

企业从跨国公司获得知识和技术转移，从而缩小

与国际先进技术的差距。

三、未来发展布局趋势

(一)布局背景

从全球角度来看，经济垒球化和新技术革命

步伐进一步加快，垒球范围内经济结构调整和产

业转移正在加速进行，工业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尤

其是重化工业正在不断地向资源丰富、劳动成本

低廉、国内市场广阔以及社会稳定的发展中国家

转移，我国已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首选地。而以

国际市场为目标的跨国资本在我国国内的区位

选择，仍然更多地倾向于投资环境良好、基础设

施完备尤其是港口条件优越的沿海区域，使临港

工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

从我国的情况看，宏观经济已经走出1997

年后持续数年的经济波动低谷，国家新一轮经济

景气周期来临，将迈进全面复苏的经济增长加速

期。国内也出现以钢铁，石油化工、农副产品加工

等为重点的工业制造业向沿海港口城市转移的

趋势。另外，由于开发早、程度高，沿海地区一些

大的枢纽港周围几乎已没有多少可供丁业建设

的用地，因此拥有优良港口及充足的十-地资源的

地区将成为国内外产业转移的热点地区。

从大连市来看，建设大连东北砸航运中心以

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必使大连市的上

业及港口经济获得足够的发展空间，使其步入一

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中共大莲市委九届六次全会

将“再造港口优势，振兴临港产业”确定为全市

调整经济结构、优化产业布局的首要举措。在

《大连市老工；№基地振兴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

建设“一个中心、四个基地”的发展战略，四个

“基地”的建设中有三个基地是属于典型的临港

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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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无论从国际、国内还是大连市的情

况来看，当前是加快发展临港产业的一个极好的

战略机遇期，临港和开放成为大连发展乘势而上

的最大优势，大连的临港工业同区将成为大连经

济发展的重要平台，对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和国际

航运中心的迅速发展同样起着重要的拉动作用。

(二)布局趋势

在全球产业转移、国内优惠的产业政策及大

连市建设老工业基地、东北亚航运中心的大环境

下，根据临港工业布局的一般条件，大连可以利

片j深水港1：7岸线优良等条件，根据大连港口的空

间布局的转换——即形成以普兰店、旅顺港口以

及庄河、长海港FI为支撑的“一岛三湾”格局，

开发成规模的临港工业区，接受全球工业转移，

可以按照大项目、产业链的方向拉长产业链，形

成工业园区与区市县工业区相互依存、共同发展

的工业网络体系。

1沿黄海一侧，继续依靠现有的-Ig港条件及

其土地空间优势建设临港工业园区

(1)新型大孤山半岛临港产业区

以大窑湾港为依托，规划总面积达272 km2

的新型大孤山半岛临港产业区，其中包括以开发

区为主的综合工业区及保税区、海滨游览区，石

油化工区、北良粮食加工区，并逐步扩大保税范

围，整体向保税物流港区过渡，形成中日韩自由

贸易区。

(2)花园口临港上业区

花园几园区距大连国际机场120 km，距庄

河港39 km，大丹高速公路、城庄铁路沿边穿

过。占地面积15 km2。这里j面环山，一面朝

海，两条淡水河从同区中间蜿蜒流过，具有发

展临港工业得天独厚的优势。截至目前，已完

成8 km2的路网、供电、供水、排水、通信、有线

电视、土地平整“六通一平”工程。主要承接国

际、国内重大产业转移项目和大连市区大中型

企业搬迁项目。产业定位为科技含量高的新材

料和新能源、机械加工、电子信息、装备制造，

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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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皮IZl临港工业区

利用岸线资源条件和长海县诸多岛屿的掩

护条件，在长山海峡西侧皮Iq至庄河一线围海造

地，开辟一个较大规模的、为临海工业服务为主

的港区，以港口为龙头，充分利用大丹高速公路

和东边道铁路建设在黄海海岸一侧构筑的沿海

运输信道，逐步形成一个吸引和承接东北地区及

日本和韩国产业转移的大型临海产业带。

(4)甜水套石化上业园

该石化工业囝区位于甘井子区南关岭地区，

是延长石化行业产业链、提高区域产业竞争力和

赢利能力的有力措施，必将有效地提高石化产业

整体的竞争实力和对大连经济发展的支撑力。

2．依托渤海岸线，加速沿渤海临港工业区的

建设

由于黄海岸线的工业用地资源有限，且大

部分已开发完毕，大连市的工业发展将逐步向

渤海岸线转移。根据港IZl条件良好、陆域面积较

大、有利产业集聚、有一定T业基础、集疏运条

件较好、具有，“阔发展前景的基本条件和要求，

大连待建港L_|及临港丁业胁：主要利用渤海岸线

的港鸿，具体包括：长兴岛临港1二、№区、三I-里

堡临港工业区、双岛湾石化工业园和精细化工

园以及羊头洼船舶工业规划区及甘井子区土城

子船舶配套园。根据这些临港工业园区的区位

及开发配套情况，综合研究各个园区的产业发

展基础，以及每个园区的发展实力，园区与巾心

城市的关系等因素，制订出具体的开发方案和

开发次序，进行招商引资，避免各园区之间的恶

性竞争。

(1)长兴岛临港工业区

由丁最近几年的集中开发，使得未来东北亚

国际航运中心的核心港区——“一岛三湾”(大

孤山半．岛，大窑湾、鲇鱼湾、大连湾)发展空间已

趋紧张。根据未来数十年内发展的需要，大连必

须要考虑备选港址。长兴岛周边海岸水深湾阔，

离岸400 m，水深即可达到20～30 m，是大连市

渤海-侧最为优良的港L]岸线资源。总体规划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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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确定，在长兴岛建设面积达264 km2(包括附

近岛屿)的临港工业港区，码头岸线长90 kIn，

可供建设200～300个深水泊位。长兴岛海路辐射

渤海辽东湾、渤海湾至莱州湾的大片地区，陆路

更加靠近东北腹地，交通便利，与大连市城市空

间“西拓北进”的发展趋势十分吻合，是大连市

开发大型临港产业基地和大型国际深水港区的

最佳选择。目前国内只有上海在崇明岛建起了工

业港，待大连长兴岛港区发展规划实施之后，长

兴岛将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几个工业港之一。

(2)三十里堡临港工业区

三十里堡地区是金州l夏建设沿沈大高速路

“工业廊带”的中心地区，三十里堡西部沿海由

大面积的盐池格地和浅滩海域构成，将滩涂改造

成工业用地资源建成I临港工业基地，近期完全具

备了规划10 km2(I．5万亩)大型临港工业区的

条件。产业定位为机械装备制造业、重化工制造

业、新型材料制造业。三十里堡工业区具有陆

上、海上、空中物流优势，距拦水坝2 km就是渤

海水运航道中心，距三十里堡铁路货运站7 km，距

沈大高速公路三十里堡道口6 km，距大连港90

海里，距周水子机场48 km，距三十里堡新机场

2 km。由于三十里堡水深条件达到建港要求，规

划建一座工业港口，其规模为0．5万～l万吨级

泊位，将增强大连的港口优势，为发展大进大出

的临港加工制造业提供了保障。

(3)双岛湾石化工业园和精细化工园

纵观世界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重化工业项

目临港布局已成为一种潮流，是沿海地区利用发

达海运业发展大型基础工业的主要形式。双岛湾

濒临渤海，水深湾阔，向前延伸200 m，水深条件

就可以建设30万吨级原油码头；交通便利，又有

大片废J日盐田作为项目建设用地，因此是国内目

前为数不多的建设石化项目的理想场所之一。大

连实德正准备与沙特基础工业公司(Sabic)共同

建造双岛湾石化工业园区项目，占地面积约4 km2，

这是一个上下游一体化的石化项目，一旦设计产

量130万t乙烯的上业园建成，将成为国内最大

的乙烯生产基地。

(4)羊头洼船舶工业规划区发甘井子区土

城子船舶配套园

羊头洼船舶配套产业园，规划面积3~4 km2，

靠近规划中的船舶总装厂；羊头洼公用设施配套

齐全，交通方便；烟大轮渡建成后，可以利用现

有泊位，不用新建码头，减少投入。该园区可安

排船舶配套产品中的中、大件生产，如轴系、舵

系、货仓盖、起货设备等。H‘井子区土城子船舶

配套产业园，规划面积1．7 km2，在该园区已有

12户船舶配套件加工企业。该园区可安排船舶

配套产品中的小件生产，如管子加工中心、小型

船用舾装件。

5．大连临港工业区的建设将以四大基地建设

为克导，实现集群化生产

产业集群意味着集群产业成本的整体下降

和规模的有效扩张，因此，集群化是未来临港产

业发展的方向。大连着力建设的四大基地巾石

化、造船、机械制造均属临港型，因此四大基地

的建设已经成为大连临港工业发展的主力军，

为大连市发展临港工业奠定雄厚基础。在发展

石化产业方面，世界著名的石化企业都相对集

中布局在临港石化工业区内。大连围绕中国石

油大连石化公司和大连西太平洋石化公司两大

龙头企业，大力发展乙烯产业项目及下游精细

化工产品，带动下游精细化工企业的发展，科学

规划建设大连石化产业园区，扩大产业规模和

油品集散、交易规模，到2010年建成我国最大

的炼油基地和石化产品深加工基地、东北亚地

区的油品转运中心、国家主要石油战略储备基

地和国内主要的油品交易市场。在造船业方面，

围绕大连新船重工、大连造船重工两大龙头企

业，在新的造船工业园地周边建立船舶配套产

品工业园地，船舶的中间产品及其配套设备都

可在工业园内进行生产，以及时为船厂提供配

套服务，在这方面日韩两国已经为我们提供r

成功的经验。“卜五”末期，两个船厂生产能力

可望达到330万t，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的造船业

基地。在机械制造方面，大连重工、起重集团等

一批重型机械企业依湾傍海的搬迁改造，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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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临港工业新的布局，通过重大技改和科技创

新，企业不仅全面提高市场竞争力，还解决了大

型矿山港口机械、冶金设备等重机大件的出海

r]。大连在沿海区域将形成三大临港工业园地，

带动大连经济的发展。

4．实施“点 轴 带”的发展战略，以快速

通道来连接各-临港工业区，确定区域分工与联系

区域经济的点轴理论认为，由控制一点的极

化过程发展为一条轴线的延伸和聚集，可以实现

整个区域的平衡发展。大连已建成的及规划建设

的一系列临港工业区依次镶嵌在黄、渤海及沈大

高速公路治线，通过实施以线串点、以点带面的

战略模式，即以各个临港工业区为节点，通过建

设快速通道即“轴”来连接各个节点，使各个节

点具有不同的功能分工，充分发挥临港资源整体

效应，最终形成沿黄渤海V型产业带。另外，在

综合产业带形成的同时，应考虑把各产业集群规

划为相应的产业带(图3)，从资源获得、产品输

出以及相应的运输条件上综合考虑临海资源的

分配和布局，为该产业的迸一步傲精、做细、做

大预留出发展宅间。否则，当这些产业在获得发

一⋯罄熊聚蹑醺黔!Q秘m礓0_矽疆

展机遇时，为了满足基础设施的需要，再进行其

他产业的转移和迁徒，所付出得成本和代价会成

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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