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舣港城关黍看爽逵寨北重画际航运中心建设母

狄乾斌韩增林

摘要 在大连建设东北亚重要国际航运中心的背景下．借鉴国外成功经验，从港城关系的角度探析大连

港的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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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是一座以港立市、以港兴市的口岸城 口及相关港航产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而

市。经过百余年的建设与发展，大连已经成为区 港口作为一个商业实体其最终目的和归宿是为

位优势、港口优势和城市功能优势明显的腹地型 了进一步推动城市经济的增长。现代化的海港作

干线港口城市。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大战 为一个国家对外联略的基地，既是货物海运联运

略决策中，大连再次承载起党中央、国务院寄予 的枢纽，又是国际商品贮存、集散的分拨中心，也

的厚望——中央11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充分利 是贸易、加工业和与此相关的服务业的聚散地，

用东北地区现有港口条件和优势，把大连建设成 对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

为东北亚重要的国际航运中心”。 港口具有双重性质，一是港口是经济独立

航运中心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港口概念，它 体，具有企业的性质：二是具有促进国民经济发

是一个港口与其所依赖的城市在全球经济体系 展的社会基础设施性质。港口的这种双重性质导

为维持大宗国际物流的正常运转而进行全方位 致了港城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冲突，这种冲突基本

服务的综合体。国际航运中心的形成与发展应该 上源于在有限的空间内两个空间实体被迫的共

拥有一个综合性的国际大港，而港口的发展离不 存(Co-existence)。港口作为运输链中的一环，

开其依托的城市。“以港兴城、港以城兴、港城相 承担着经济、生产效益、市场竞争、产业活动规模

长、衰荣共济”是世界范围内港口城市发展演变 和商业发展的职能：城市作为人们的聚居地，其

的普遍规律。如何处理好港城关系，将是大连在 发展目标是不断促进经济的发展，提高市民的生

建设东北亚重要国际航运中心过程中必须协调 活质量，因此城市关心的是环境价值和居民的期

的重要问题。本文循着港城关系这条主线，探析 望。港口和城市这种目标上的不同导致在工程设

在建设东北亚重要国际航运中心的背景下大连 施和功能兼容上的冲突。从城市角度看，港口造

港的发展问题。 成的污染、噪声、交通拥挤等是棘手的问题，而且

一、港城互动与港城冲突 萋焉三曩耄墨裟笔霉霉≥竺囊暑萎耋
现代的港城关系基本上包含两个层面的内 基础设施的不完善、城市空间及其他城市活动的

容：其一为港口与城市二者在工业、商业、运输 限制。城市处于对环境的考虑，一般反对港口的

和就业、文化等社会经济活动上的功能关系；其 扩张，强调港口要更合理地利用现有设施，而港

二为港口和城市在地理空间意义上的界面关系。 口现有的基础设施已经十分有限，海上的扩建又

“港兴城兴、港衰城衰”这一普遍规律既揭示了 耗资巨大。港口的发展希望获得更多的运营土

港城功能关系的变迁过程，也揭示了港城关系互 地，希望重新进入沿岸地区，接受不再适应现代

动作用的机理。港口的发展将促进依托城市的发 装卸技术而遗弃的港域以及用于居住和休闲娱

展，城市的兴荣又促进着港口的繁荣，两者之间 乐的地区，而在与城市有限空间的摩擦中，港口

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城市经济活动的扩张、科 往往被迫安置在远离城市中心的地区。

技进步和生产力提高、集疏运网络的完善，为港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271030)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4BJY067)资助。

爨◇_|；__}||i|||||；|3}_}㈦?||；||jiii曩。㈠；；．=}i：Ⅲ㈦iⅢ强|_I=}i㈦i㈠I|I|_㈦瓣|_|_2005．2   



二、港城合作的国际成功经验

港城作为一个系统的概念，如能在经济、文

化和空间上共有一个明确的框架协同发展，其结

果则是共同的繁荣。

在比利时和荷兰，港口是市政府的一个机

构，政府对港I：1的扶持除体现在港I：1管理的属地

化外，最重要一点是港I：I按照“地主型”管理模

式来运作。“地主型”港口(LandlordPort)的港

口管理局实际上相当于一级政府机构，港口管理

局统一港I：l地区的码头设施、临港工业以及其他

设施的用地管理，拥有很大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和

土地使用权。如在鹿特丹，其集散用地和港口工

业用地均由鹿特丹市港务局(RMPM)统一负责

管理，RMPM在港区内辟有专门的临港工业区，

重点引进和布局与港口有关的产业。而且城市规

划局直接参与港I：1的规划过程，港口管理部门也

参与城市空间规划的编制。港口参与一种“新空

间竞赛”，通过水域和陆域的填方工程，扩大港

域面积，开发储备能力，对于城市发展和提高生

存环境都提供了巨大机会。

在德国，汉堡港也是由地方政府管辖的，在

经济发展上被赋予了超过城市的优先权，并按照

专门的规划法进行管理，保证不受外部干扰，因

此汉堡港被认为是一个州中之州，城市规划不能

影响港口的发展。港口通过陆域填方工程与再

建，更有效地利用现有港域土地；并在A1-

tenwerder沼泽村建设一个新集装箱码头。虽然

对环境造成了不可避免的破坏，但是管理者采取

的环保措施使其他一些项目的负面影响降低到

最低程度。与此同时，还成立了专门的咨询委员

会来解决面对港口作业对居民产生的噪声影响

等问题。

在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中央政府对港口

发展的控制较为严格，但是也已经逐步出现港口

高度自治和地方政府广泛参与港H规划过程的

趋势。过去，港H规划作为一种工具，只是与海

运专业问题相关，而今港口规划则是对港口提出

了综合发展框架，考虑到贸易与运量增长的情

况，并参照总平面布局、土地利用方式、内陆运

⋯一一誓掣鑫德邕。|，
输网络和港城界面来制定的。

南非的开曾敦又是一成功的例子。100余年

前，开普敦周围仍是独立小城林立，到1913年南

非联邦成立后，开普敦开始真正具有国际港口规

模。港口用地来源于围海，随着港口规模的扩

大，通过进一步的填海造港，开辟新港区。在向

新港区转移的同时，积极开发老港区闲置的土地

用作旅游、贸易、休闲、居住等，缓和港城在用地

空间上的摩擦。

综合国外港城发展，港口在总体规划时可能

有两种方案：一是大规模扩展港域(通过水域和

陆域的填方工程项目，开发储备能力)，二是对

港口现有土地利用的合理化和更有效利用。但是

在这种背景下，有效的方案需要在港I：1发展目标

与城市发展发展目标中寻求一种平衡。国外在合

理处理港城关系上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模式。

(1)把与港口相关产业变为综合物流平台

(热那亚、威尼斯)，

(2)在重振城市社会经济的战略目标下，重

建废弃的港区(得利雅斯特)；

(3)重新利用废弃的工业区和港区建设居

民点和休闲娱乐设施(鹿特丹)t

(4)在原港区建设高质量的居住、商业和办

公空间(汉堡)；

(5)把大型码头用地变为拥有旅游码头的

综合利用城市小区(汉堡港的港口城)t

(6)设置大学和研究中心，实现科研与港口

在实际设施与功能上的接触(热那亚)；

(7)拆除城港间的障碍，实现相互了解的透

明度(鹿特丹、热那亚)；

(8)使居民与游客更容易地进入港口，开放

港口的信息中心(鹿特丹)。

三、正确处理大连建设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

中的港城关系

将大连建设成为东北亚重要的国际航运中

心的定位确立了大连城市功能的核心，因而涵盖

有丰富的经济内容和经济体系。大连国际航运中

心是以大型国际枢纽港为标志，众多航运要素集’

聚大连，推动大连成为具有时代先进特征、在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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醚缚慧掣
北亚经济区域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港口城市，其关

键条件是要有先进的大型国际枢纽港。当前，在

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港口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港

口对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日益明显。

大连港已经构建起第二代港口的初步框架，并开

始积极向第三代港口推进。港口由功能单一到多

元化的发展趋势，导致与港口运输息息相关的港

口产业，如临港工业区、物流中心、仓储保税区、

出El加工区等都要落户到最临近港口的地块上，

这些都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港口范围。在港

城界面关系上，老港区的发展受到地域上的限

制，造成港口的超负荷运行，同时不断增加的大

型船舶全天候进出停靠需求，又将促使另行建造

新的深水港区。因此，在建设东北亚重要国际航

运中心的过程中，应该进一步协调好港城关系，

可以从以下几点来考虑。

(1)借鉴国际上“地主型”港口的管理经

验，以有利于港口发展为准则，在“港口下放”、

“政企分开”基础上进一步改革，打破港口管理

中条块分割局面，建立新型的综合型港口管理模

式。强化港口管理对港口地区经济规划和管理功

能，实现从港口行业管理机构向港口地区管理机

构的角色转变。其主要功能将是通过促进港口运

输以及创造相关经济活动，努力推动港口地区的

经济与社会发展。

(2)在建设新港区的同时，积极加快老港区

再开发。大连港大港作业区是以件杂、散杂和客

运为主要客货类的港区，位于大连湾南岸东端，

毗邻繁华市区。但港口行业有自身的经济周期，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集装箱运输、船舶大

型化、专业化的发展以及大窑湾新港区深水专业

化码头的投产，大港作业区杂货、散货等生产已

明显萎缩，并有逐年衰退的迹象，而山东半岛、

辽东半岛客货运量却稳步上升。建设东北亚重要

国际航运中心的城市定位，大连市在功能上逐步

建设成为区域性的国际航运中心、商贸中心、旅

游中心、金融中心和信息中心，毗邻火港作业区

的市区也将成为商贸、金融和海滨旅游区，因而

老港区的再开发势在必行。根据大连港总体规划

开发要求，大连老港区将大力发展内贸集装箱、

塞彝

客运滚装和物流配送园区业务，国际集装箱、物

流配送、临港工业、仓储等都将转移到新港区，因

而老港域将闲置出大片土地，可以考虑用做发展

商贸、旅游、娱乐、休闲等。

(3)统筹城港发展规划，建设港城一体化的

新型港区。按照港口功能区划要遵循港口岸线规

划与城市总体规划相协调、港医功能布局与产业

布局规划相协调、货种功能布局与岸线资源以及

城市交通、空间发展布局规划相协调的原则，根

据未来港口大型化、专业化的发展趋势，要把人

连港建设成为拥有油品及液体化工品中心、集装

箱转运中心、粮食转运中心、专业汽车及客运旅

游中心、杂货及煤炭转运中心和散矿分拨中心的

综合港口。依据自然地形及现状，结合港口与城

市的功能定位，在大孤山半岛上建设集装箱、汽

车、矿石、油品及液体化工晶保税国际物流和临

港产业基地；在大连湾建成成套设备、钢铁、杂

货、货运滚装为主的综合物流和临港加工基地，

在大港区建成旅游、国内集装箱及客运滚装基

地。这“六大中心”与“三人基地”的建设应该

与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相适应，提高港口综合功

能，建设港城一体化，促进港口经济与城市经济

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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