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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经济发展对大连港口经济

发展的拉动效应分析
隋丽丽 王泽宇

摘要 文章以大连市及其港口为例，系统分析了大连市及其港口经济发展的历史现状及其特点，并采用

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的方法+针对大连经济发展对大连港口经济发展的拉动效应作以分析+旨在为城市经

济与港口经济如何协调发展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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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城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

一。“城以港兴，港为城用”，港口对城市经济发

展具有巨大的拉动作用这一观点早就为大多数

专家学者所接受。然而，城市经济的发展对于港

口经济发展是否具有拉动作用，其拉动作用体现

在哪些方面，目前的研究成果还较少。就港口城

市而言，港u作为所依托城市的物流子系统的进

出口岸，其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经济尤其

是外向型经济发展引至的交通运输需求，任某种

程度上说是城市培育丁港口。本文以大连市及大

连港．El的经济发展为例，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

论述城市经济发展对港口经济发展的拉动效应。

一、大连经济发展历史现状及特点

大连市始建于1899年，1945年获得解放。经

过五l一余年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城市发生了历史

性的变化。其经济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时期：

1945 1957年为大连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艰

苫创业期；1958--1977年为大连港口恢复建设，

经济处于低潮不稳定期；1978—1989年是大连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协调稳定发展

期；1983年，国务院批准大连成为继上海、天津

之后的第三个扩权市；1984年被批准为全国14

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同时国务院决定在大连进

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t 1985年大连被

批准为可以直接进行对外出,LI贸易，并实行单

列，从而使大连成为辽宁乃至整个东北及内蒙古

东部地区对外开放的窗口；1990年以来是大连

建设现代化国际性城市的飞速发展期。

大连的经济发展以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为

主，三次产业所占比例如图1所示。其中，第一

产业主要以农业和渔业为主，第二产业主要以工

业、制造业为主，第三产业主要以交通运输仓储

业和批发零售贸易业为主。

图1 大连市三次产业比例

f一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调整改造振兴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决定，为大连的发展提供了良

好机遇。大连市政府为此制定《大连市老工业基

地振兴规划纲要》。以发展装备制造业作为振兴

老工业基地的龙头，重点发展基础机械、重型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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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发动机、船舶，机车、石他通用机械六大产

业，把大连建设成为国家重要装备制造业基地。

并初步纵向形成了产业链，横向形成了产业集

群。

截至2003年大连市工业园区布局如图2所

不。

⋯萼警繇g爨》
用，利用公路、铁路交通运输大动脉，把大连建

设成为我国内外贸易的主要枢纽，欧亚大陆桥运

输的东桥头堡，油品、粮食、矿石等集散和中转

枢纽，客货滚装运输枢纽，最终建成枢纽港地位

突出、口岸环境优越、航运生产要素集聚、航运

市场规范有序、国际航运中心信息流通畅，多功

图2大连市工业园区的地域类型示意图

未束的大连市的经济发展方向和产业结构

定位如下。

1．支柱产业

第一阶段(2003--2010年)：以石化、电子

信息、装备制造业等传统产业为支柱产业，全力

打造石化产业基地、电子信息产业和软件基地、

北方造船基地．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

第二阶段(2011—2015年)：以生物、海洋、

数字信息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支柱产

业，以金州区、金港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为基

础。

第三阶段(2016年一)：以信息技术为支撑

的现代服务业为支柱产业，以城市为依托，加快

发展以金融、物流业为重点，商贸流通业、旅游

会展业、信息咨询服务业为补充的现代服务业。

2．基础产业

即航运业。充分发挥海港河空港的核心作

能、国际化、自由化、智能化的东北亚国际航运

中心。

二、大连港口经济发展历史现状

大连港始建于1899年。1905年口俄战争后

日本人完成了俄国A未完成的建筑工程，先后修

建了大港区、甘井子、寺儿沟、香炉礁等处的码

头，并整修了黑嘴子码头。大连港的发展与大连

经济的发展同步，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

1951年1月1日，大连港由苏联红军移交给我

国管理；1976年在大窑湾I_l外的鲇鱼湾建成了

大型原油出口专用码头，开辟了石油运输专用港

区；1985年在香炉礁建成了4个中型杂货泊位，

开辟了大连湾港区，1992年在大窑湾内建成了4

个大型集装箱和通用泊位，标志着大连港的发展

进入新的历史阶段，2001年大连港全港吞吐量

突破了1亿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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懑睁粤
自1960年lO月大连港批准正式对外籍船

舶开放，目前已与140余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运

输往来。大连港主要港区分布在黄海沿岸大连湾

和大窑湾内，陆上交通由长大铁路、哈大公路、

沈大高速公路等与东北各地相连。

截至2000年底，大连地区(不含旅顺)共有

不同单位所属的各类生产性泊位110个，其中万

吨级以上泊位52个，货运通过能力9 439万t，

滚装车辆通过能力85．5万辆。作为全港从事社

会公共运输服务的主体，大连港集团所属的8个

生产作业区，各类生产性泊位65个，其中万吨级

以上泊位38个，货运通过能力6 447万t，滚装

车辆通过能力49．5万辆。

目前，大连市一批适应国际航运发展趋势的

专业化深水泊位，如大窑湾二期工程深水集装箱

泊位、30万吨级矿石和原油码头、大连湾深水杂

货泊位、大窑湾汽车码头将于2005年5月至

2007年相继竣工。这些工程投产以后，大连港将

新增能力5 000万t余。按照建设国际航运中心

的功能需求，还必须同时全面启动大窑湾北岸集

装箱码头建设工程、国际邮轮码头、港口公用基

础设施建设以及双岛湾石化产业园区油品码头、

北良码头、货主码头、庄河、皮I_1、长海、旅顺码

头建设，巩固集装箱、油品，粮食、滚装四大优势

货种，开辟新货种，进一步完善港口功能。以形

成适应国际航运中心现代化港口发展要求的，功

能齐全、布局合理、层次明晰的港1：3码头体

系。

以港口为核心，依托港u完善的铁路、公路

集疏运体系，通过海铁公路联运、铁路班列等方

式，建设内陆干港，将港口功能延伸到东北腹

地。目前大连港已开通集装箱班列5条，建成5

个内陆集装箱干港。2003年完成海铁联运量

19．7万标箱，增长141．1％。

三、大连经济发展对大连港口经济发展及

布局的拉动效应分析

1．经济发展促进港1：2生产能力的发展

旨先，大连港生产能力的发展表现在港口吞

吐量的增长上。自2000年大连港全港货物吞吐

量突破1亿t以来，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2002年较2001年以6．35％速度递增，2003年较

2002年以12．6％的速度递增。

其次，大连港生产能力的发展还突出表现在

国际标准集装箱运输业务的快速增长。2000年，

大连港集装箱运输突破100万标箱之后，保持高

速增长。到目前为止，以平均每年18．32％的速

度递增，其中2003年较2002年以23．5％的速

度递增。

总的来看，目前尤其是2003年大连港的生

产能力(总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均表现出持

续迅猛发展的势头，集装箱吞吐量的增长势头比

总吞吐量更是凶猛，表现出一定的集装箱化趋

势。

不仅如此，通过对大连市的经济发展指标和

大连港的经济发展指标作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我们规定国内生产总值为x。，第二产业产值为

x：，工业产值为玛，第三产业产值为盖t，批发零

售餐饮业产值为x，，建筑业产值为盖。，全港货物

吞吐量为y。，垒港集装箱吞吐量为y：，我们得到

表1中的结果。

表1大连市产业发展对大连港吞吐量发展的影响模型

回归模犁 参数值

y，一3 562 93x．一28 5lO 931 3 R-0 941 6．r=0 922 2

Y，-1 430 14X 2-一372 667 562 R-0 9724．r=0 963 3

YF45 638X，一372 667 562 R-0 833 7．r=0 778 3

Y尸1 193 837X．-8 109 885 R-0 975 4，r=0 967 3

Y产1 904 54X．一16 699162 2 R-0908 1．F0．877 5

Y,-481 63X1—397 696 41 R=0919 I-r=0 89

yI--236 304 4X广2 160 578 56 R=0 951 6 r-0 935 5

以上分析，充分说明了大连经济发展尤其是

产业发展对大连港经济发展尤其是大连港生产

能力的拉动效应。

2．经济发展促进港1：2建设

为提高城市吸引力和知名度，打出城市品

牌，大连在美化环境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给

予r很大的投资，并成功地取得了预期效果。

2000年大连荣获全球环境500佳称号，成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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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城市。随着大连城市经济的

发展，大连市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与日俱

增，尤其是交通运输、港口等的基础设施建没投

资。

5．经济发展为大连建设成为东北亚国际航

运中m奠定基础

大连港的经济发展目标是建设东北亚重要

的国际航运中心。这是一项港口与城市互动发展

的系统工程。航运中心的建设不仅要求港El具有

国际一流的港IJ基础设施、航道条件和快速通达

的集疏运体系，而且要成为核心竞争力突出、航

运交易市场发达、远洋干线众多的大型国际集装

箱干线枢纽港，并且航运中心的基础是商业中

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而这些又依

赖于大连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临港工业及完善的

金融、贸易、物流、信息等现代服务业以及良好

的口岸通关环境、法律环境和政务管理环境。为

给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的形成奠定一个强大的

基础，大连市加速了以下产业的发展。

(1)物流与港口发展相结合

规划建设“一岛三湾”综合运输核心港区。

“一岛二三湾”核心港区包括大窑湾、鲇鱼湾、大

连湾及大孤山半岛。规划建设国际集装箱物流园

区、油品国际物流园区、散矿国际物流园区、粮

食国际物流园区、汽车国际物流园区和散杂物流

同区，以保税区为依托，引进保税政策，建成以

国际物流为主要特征的保税国际物流港，使之成

为国际航运中心的主要载体，为整个东北地区各

类物资转运和对外贸易服务。

(2)临港T业与港口发展结合

规划建设长兴岛临港工业港区。规划将存大

连市主城Ix：、瓦房店地区、普兰店一庄河地区、旅

顺u地区，依托港几建设大连湾南岸、长兴岛、

双岛湾等大型临港_[业产业基地。规划岸线长

89 km，陆域面积264 km2。自北向南依次规划

为：临海石化工业基地(长兴岛)，临海加j二、装

备和制造业基地(长兴岛)，大型公共商业港区

(西中岛)，预留发展港Ij((交流岛)四大部分。

⋯墨翳r、舞冀黔*00$∽ 蠖两—矿藏

(3)商务与港r_l结合

规划形成国际航运商务服务中心。规划后的

大窑湾港区和大港港区分别借助于活跃的航运

贸易活动和良好的城市依托环境，将成为港口的

航运商务服务中心。

(4)信息与港口结合

形成13岸信息服务中心。统一、便捷的航运

资讯服务体系是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必要保证。

加大大连信息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对现有的口岸

信息系统、海关及检验检疫信息系统、保税区信

息系统等各种口岸信息资源进行统一整合；加大

与各国航运中心的信息沟通，吸引国外著名航运

信息咨询企业入驻大连，使大连成为国际航运信

息集聚地，建成集航运信息、金融信息、商贸信

息为一体的公共数字资讯港。

4．经济发展直接影响港区的布局及开发次

序

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建设“大大连”的

背景下，大连的工业发展布局将实现“北拓西

进”即图3所示，并逐步形成石化、造船、冶金、

电子信息等为支柱产业。

图3大连市经济开发区及工业园区规划空问布局

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大连城市经济的发展，

大连港口也将面临新的形势并随之具有新的规

划方向。为满足大连经济的发展，在现有港口扩

能增势的同时，大连市口岸部门在制定新的港n

规划时，加强r港口功能弓物流、工业、集疏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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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彰凝璺磐一
以及城市规划的结合，尤其是工业同区布局的结

合。为改变大连市港口主要集中在黄海沿岸、在

环渤海经济圈的港口竞争中处于不利位置的状

况，现已在水深条件更好、离腹地更近的渤海沿

岸规划了长兴岛工业港区，使大连形成“一市担

两海，一海有一区”的均衡布局，同时规划建设

皮口、庄河海洋经济带，与环黄海一岛三湾和环

渤海一岛一湾及旅顺洋头洼港等，形成犄角状临

港1=业带。

从规划上来讲，它把大连市港口划分成两区

一带港口的格局，第一港区就是现在重点发展的

“一岛三湾”的核心港区，这个港区以综合物流

和中转为主，长兴岛工业港区和一岛三湾的核心

港区将在功能上形成互补、互动发展的态势，总

体上提高大连市港口的整体竞争能力，也为未来

大连建成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奠定基础。

大连港划分为三大区域。一是核心港区，从

大连半岛南端沿大窑湾、鲇鱼湾、大连湾一直到

大连港客运码头，依次形成集装箱、汽车、油品、

散货、粮食、件杂货、滚装、修船、造船、客运等十

大港口功能，并在岸线中注意留出足够的生活岸

线，使自然与人工景观相『办调，并在核心港区内

布局临港产业园区。

二是在长兴岛，预留作为大连港发展港区，

重点发展新型货种及杂货。如LNC清洁能源货

种、散装水泥等。

三是存旅顺羊头洼、双岛湾、长海、庄河、皮

u等其他中等港口，作为大连港补充港区，发展

石化、修造船、陆岛运输、客运滚装等(图4)。

四、结论

由此可见，大连经济发展对于港几经济发展

有巨大的拉动效应。大连的经济发展充分利用并

围绕港口这一优势资源；积极发展临港产业，取

得了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而大连港Ll的发展也

与大连的经济发展同步进行、并积极配合，为大

连的经济发展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也为其他港

口城市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典范作用。

图4大连未来港区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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