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瀵港口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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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目前大连港所面对的形势，从大连港建设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入手，分析如

何充分利用其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扬长避短，使大连港在东北亚，乃至世界港口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在东北

老工业基地振兴及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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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港作为中国北方最为重要的枢纽港，其

发展至今已有百年历史，尽管在市场经济的冲击

下，大连港近几年在全国地位有所下降，但由于

具备港区不淤、不冻、港阔、水深等优良的基础

条件，更为重要的是中央2003年11号文件《关

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

意见》提出，充分利用东北地区现有港口条件和

优势，把大连建设成为东北亚重要的国际航运中

心。大连市港口建设和岸线资源开发必须着眼于

整个东北地区，以此带动东北老工业基地乃至环

渤海经济圈的振兴与发展。

一、大连港区位优势与发展现状

1．区位优势

大连港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黄、渤海分界

点上，北接我国东北地区并辐射与我国接壤的蒙

古和俄罗斯广阔的内陆腹地，南眺山东半岛，西

扼渤海水道，东望韩国、日本，处于东北亚地区

的中心位置。

大连后方陆域交通主动脉以“V”字形分别

在黄海与渤海两侧，哈大铁路、沈大高速公路与

东北地区的中心城市沈阳、长春、哈尔滨相连；

另一条高速公路直通丹东，建设中的东边道铁路

与东北边境的主要城市丹东、通化、延吉、牡丹

江连接。在两个方向上使半岛终端与东北腹地连

$大连市社科联(05DsK056)与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scs005)项目。

接，具有良好的集疏运条件。

2．发展现状

(1)不同历史发展阶段

大连港作为东北地区的最重要的出海口，一

直以来都承担着东北货物进出的转运任务。其传

统货源腹地是我国传统的重工业基地和农业主

产区，这种工农业生产布局也导致了大连港现有

的海运量集中在油品、粮食、钢材、矿石几大支

柱性产品上，这几大货种占总海运量60％以上，

近几年来的滚装运输发展迅速，已经成为仅次于

油品的第二大支柱货种。作为腹地经济的“晴雨

表”，大连港的吞吐量随着东北腹地经济形势的

变化而变化，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985年以前：由于国家对重工业发展的重

视，有大量资源输出和物资的输入，大连港货物

吞吐量排名一直位居全国沿海港口的第二，外贸

货物吞吐量也曾一度排名第一。

1991年一1998年：由于“东北现象”等原因，

以重工业为主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生产经营陷入

困境，原有的大规模生产资料转运情况也开始发

生变化，货源量减少。同时，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

中，东北区的经济发展明显滞后于浙江、广东等其

他沿海地区，1991--1998年期间，大连全港的吞

吐量仅增加2 043．1万t，年平均增长率4．7％，在

沿海港口的排名，由第三位跌至第五位。

   



1999年以来：腹地经济开始恢复，国有大中

型企业也开始逐步摆脱困境，其他多种经济成分

也开始逐步发展，港口进入建设与生产快速增长

期。港口的货源量有了较大的增长。1999--2003年

的5年间，大连港全港的吞吐量增长近5 100万t，

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3．6％，2004年全港的吞吐量

已达到1．45亿t，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21万TEU。

但由于全国其他港口腹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大

连港仍处于全国港口吞吐量第八的地位。

(2)大连港取得的成就

随着航运中心的建设要求，大连港建设的步

伐大大加快。2005年大连沿海港口完成货物吞

吐量1．71亿t，比上年增长17．7％，其中外贸吞

吐量6 377万t，增长29．6％；总体呈上升趋势，

集装箱吞吐量268．8万TEU，增长21．6％；港口

设施建设逐步完善。大窑湾集装箱码头二期工程

两个泊位投产，三期工程，大连湾通用杂货泊

位、保税区汽车码头等项目进度加快。烟大火车

轮渡铁路、码头主体工程竣工，30万吨级原油码

头和矿石码头的建成将覆盖东北及环渤海经济

圈的七大炼油厂和东北地区各大钢厂。航运中心

辐射领域扩大，全年新增外贸集装箱航线15条、

国际航空线11条。这些都将大大提升大连的区

域辐射能力，影响力与吸引力。

二、大连港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1．机遇

中央提出将大连建设成为东北亚重要的国

际航运中心的意见，不但充分考虑到大连的区位

优势与港口条件，更主要是为大连在未来10—

20年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2．面临的挑战

f1)与全国重要港口相比

2005年全国港口货物吞吐量超过亿吨的港

口由2004年的8个升至11个，2005年集装箱

吞吐量超过100万TEU的港口由2004年的8个

升为9个。

中国国际海运网和大连海事大学世界经济

研究所，共同发布中国港口综合竞争力指数排行

榜，大连港在其中位列第八。经过数据统计分析

所产生的中国港口综合竞争力排行榜依次为：上

海港、深圳港、青岛港、宁波港、广州港、天津港、

厦门港、大连港、连云港港和营口港。

(2)与环渤海主要港口——青岛、天津港相比

大连港与同为环渤海经济圈中的重要港区

的天津、青岛相比，发展速度滞后已十分明显

(表1)。青岛与天津两港也同时提出建设国际航

运中心，同时其港口货物吞吐量、港口集装箱吞

吐量近年均远远多于大连港，因此，大连港在与

其进行竞争中若要取得优势，除了要在港口硬件

建设、环境建设方面加强外，更重要的是在短时

间内把握腹地经济发展的主动权，调整与整合经

济结构，形成产业集群效应。

(3)与辽宁省内港口相比

由于近来区内营口、锦州、丹东等港的发展，

因此大连港在东北港口中的地位也相应的下降，

其中营口港是大连港最大的竞争对手，营口港以

每年30％以上的速度发展，预计2006年货物吞

吐量将突破9 000万t。

(4)与东北亚主要国际港口相比

与同时期全球排名前列的集装箱大港，如

香港、高雄、釜山、神户、横滨等在吞吐量上比

较差距过于悬殊(表2)，而这些集装箱大港是

已建成或将要建成的世界或地区的航运中心，

如神户提出建设“亚太母港”，高雄计划建设

“亚太营运中心”，釜山提出建设“21世纪环太

平洋中心港”等。

三、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对大连港的

要求

1．大连港发展

(1)目标

按照把“大连建成面向东北亚中转型和腹地

   



表1环渤海经济圈港口比较(2005)

型相结合的复合型国际航运中心”的定位，以及

大连市“十一五”发展规划，到2010年，基本完成

以海港和口岸集疏运为主体的基础设施建设，初

步形成以“一岛三湾”为核心，周边区市县为侧

翼，与省内港口互为依托的组合港口群体，成为

环渤海地区重要的集装箱干线港和中转港，成为

东北地区原油、矿石、粮食等大宗散货集散中

心，使大连港具备第三代国际航运中心的功能。到

2020年，通过深度开发大连岸线资源和深水资

源，大幅度提高港口承载能力和资源合理配置能

力，把大连建成功能完备的东北亚重要的航运中

心。“十一五”期间，根据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和产

业结构调整需要，实施跨越式发展战略，使港口发

展由被动适应型向主动促进型转变。到2010年，

大连港吞吐能力预计达到2．5亿t，集装箱通过能

力1 200万TEU。到2020年，大连港口吞吐能力

达到3．5亿t，集装箱通过能力1 500万TEU。

(2)主要新港区的建设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蒸港口建设

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国家强调“积极发展水路

运输。完善沿海沿江港口布局，重点建设集装箱、

煤炭、进口油气和铁矿石中转运输系统，扩大港口

吞吐能力”。大连港新港区建设有如下内容。

大连市将加大“一岛三湾”(大孤山半岛、大

窑湾、鲇鱼湾、大连湾)综合运输核心港区建设

力度，以集约化、大型化、深水型泊位建设为重

点，全面提升集装箱、油品、矿石中转、通用件杂

货等专业码头能力。至规划期末，核心港区内各

港区港界以内规划陆域总面积57 km2；码头岸

线长36．4 km，可形成各类生产性泊位127个；

大型集装箱码头通过能力可达到2 000万TEU，

原油、散粮、铁矿石、钢铁等大型专业化码头通

过能力可达到9 000万t。

规划长兴岛港口以工业港起步，逐步形成大

型的临海石化、冶金、造船和装备制造产业基

地，借助于临海工业的发展，逐步开发深水岸线

扩大商业港功能，长兴岛临港基地在大连港总体

发展中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作用，远景将逐步

成为大连港发展的新的中心。长兴岛港区规划陆

域面积190 km2，港口岸线长70 km，其中临港工

业公用码头区陆域面积12 km2，码头岸线长8．3 km，

可供建设深水泊位约30个；商业港区陆域面积

100 kmz，码头岸线长33．5 km，可供建设深水泊

位110余个。

各县区小港口的建设。大连市各区县利用部

表2东北亚主要港口集装箱吞吐量 (单位：万TEU)

   



分港口岸线资源开发的若干各具特色的中小港

站也将成为大连港建设中的重要组成，甘井子港

区、大港港区、旅顺新港、金石滩港、岛屿港站等

的发展将各具特色，各司其职，以满足地方经济

发展需要为主，开发建设的规模必须适度，尤其

应注意岸线资源的保护。

庄河一皮口临海产业带。作为辽宁省“五点

一线”中的重要一环以及大连港中小港区分布的

重点区域，它的建设意义重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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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沿海运输通道，在此开辟一个较大规模的、为

临海工业服务为主的港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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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措施

图1大连港主要港区分布

1．完善港口集疏运体系，多种交通协同发展

大连港腹地的集疏运体系的完善将大大提

升其在东北亚乃至全国的辐射功能。港铁联

运，海运与公路运输系统的整合以及管道运输

的建立与完善为大连港港区提供了一个立体的

综合集疏运体系，预测2010年和2020年集疏

运量分别为50 000万t和76 000万t，其中铁

路、水运、公路、管道及其他方式也将分别在

2010年占至4 14．6％、50％、22．6％、13％，2020年

占到18．7％、50％、20．9％、10％。据此，未来的

港口集疏运体系将以水运为主体，多种交通运

输方式协同发展。

2．协调周边港口(国内、国际)的关系

大连港要协调好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尤其是与

其有着直接竞争关系的天津港、青岛港、舟山港，以

及韩国的釜山港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每一

个身边的对手也可能是最好的合作者，大连港与天

津、青岛两港同属环渤海经济圈中，两港也在积极

争取创建国际航运中心，其实力与大连港在伯仲之

间，从当前形势分析，过分的竞争只会分流更多的

吞吐量，三港合作建立环渤海的临港经济圈也许是

更好的选择，带动港区腹地经济大发展。釜山港与

大连港的关系类似于上述关系，但也有不同，最大

的不同当然还是由国内竞争合作转变为国际间的

竞争合作，从釜山港的发展状况看该港占韩国集装

箱年吞吐量的80％以上，2003年实现港口集装箱吞

吐量1 036．8万TEU，稳居世界集装箱大港的前五

位，尽管目前釜山港还是大连港在国际面临的最大

竞争对手，但由于二者差距明显，因此在这种情形

下学习、合作、完善自身将是大连港最现实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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