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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渤海湾港口群是渤海湾城市圈对外开放的门户，是其参与国际贸易的纽带。随着渤海湾城市圈经

济的高速发展，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具有强大竞争力的港口群作为其发展的坚实后盾。本文通过分析渤海湾

港口群的吞吐量和集装箱的发展现状，认为渤海湾港口群已经无法满足渤海湾城市圈经济高速发展的需

要，改革势在必行。渤海湾地区是新一轮世界产业转移的最优区位，腹地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充足的货源都

为渤海湾港口群的振兴提供难得的机遇。同时渤海湾港口群也面l晦着一定的挑战。实践证明“和则同兴，分

则同衰”。最后，本文提出了促进渤海湾港口群协同发展的几点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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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湾城市圈包括北京和天津两个直辖市

以及与其毗邻的河北省唐山、秦皇岛、廊坊、保

定、承德、沧州和张家口7个地级市的行政范

围，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三大城市圈之一，同

时也是新一轮世界产业转移的最优区位。但它在

发展过程中受一些因素的制约，发展相对滞缓，

其中港口群功能的不协调是制约其发展的主要

原因之一。渤海湾港口群已经基本形成体系，但

是由于渤海湾地区行政隶属关系十分复杂，港口

之间各有利益取向，难免会出现职能分工不明

确、重复建设等问题，导致了渤海湾港口群的各

个港口发展极不协调，很难形成一个有机的整

体，从而也降低了整体的竞争力。因此，适应渤

海湾城市圈经济高速发展的需要，合理规划渤海

湾各个港口的发展，促进渤海湾港口群的协同发

展已经成为一项不容回避的重要课题。

一、渤海湾港口群需要逐步完善

1．以天津港为核心的港口群已经基本形成

渤海湾港口群是指以天津港为中心，包括秦

皇岛港、黄骅港、京唐港等港口所组成的组合式

港口。渤海湾港口群有泊位数200余个，万吨级

泊位占40％以上。在渤海湾港口群中，天津港作

为枢纽港，发挥件杂货为主、外贸为主的综合性

功能；秦皇岛港是主要的能源输出大港，尤其在

河北省境内的枢纽作用十分明显，京唐港是唐山

市和北京联合建立的，是渤海湾港口群的重要组

成部分，黄骅港是我国西煤东运的第二条大通道

的出海口，是渤海湾港口群直接为西部腹地服务

的重要港口。可见渤海湾港口群已基本形成，但

是港13群内各个港13并未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协

同发展，主要表现在各个港口尚未形成有效的区

域内分工合作，而是愿意与较远地区的港口合

作，例如不少港13与深圳港都有内贸线路的合

作。

2．吞吐量增长迅速，但仍滞后于发达的港

口群

从纵向来看，渤海湾港口群货物吞吐量呈明

显的增长趋势，由20世纪90年代初的9 008万

t增长到2002年的25 573万t，增长了2．8倍，

平均每年递增9．3％。尤其自1999年以来，货物

吞吐量增长更快，平均增长率为14．2％，2000年

增长率最高为24．7％。天津港在渤海湾港口群体

系中的地位与日俱增，自1990年以来，天津港吞

吐量占渤海湾港口群吞吐量的比重平均每年上

升碡个百分点，到2002年为止，天津港的吞吐量

占渤海湾港口群的一半以上(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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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渤海湾港121群及其主要港121货物吞吐量增长曲线

从横向来看，以1999年为基准，经水平算

法，渤海湾港口群主要港口增长速度居全国沿海

地区的第五位，低于同期的江苏、福建、浙江等

省的发达港口群的发展速度，见表1。然而，渤海

湾港口群所在的渤海湾城市圈已经并列为我国

经济高速发展的三大城市圈之一，其经济发展迅

速，可见渤海湾港口群的发展速度已经滞后于渤

海湾城市圈的发展。

表1 渤海湾港口群与全国沿海各省主要港口吞吐量

增长对比

单位：万t

5．集装箱运输发展速度较慢，但天津港的

集装箱运力强大

自1997年以来，渤海湾港口群集装箱运输

发展速度低于全国总体发展水平，年平均增长率

比全国平均发展水平低8个百分点，集装箱运输

～o竺蟪∥
量仅占全国的9％左右。可见，渤

海湾港I：1群集装箱运输体系的发

展速度已经无法满足渤海湾地区

经济的高速发展的需要，见表2。

由表2还可看出，天津港的

集装箱吞吐量占整个渤海湾港口

群集装箱吞吐量的99％左右，在

渤海湾港口群集装箱运输体系中

起到支柱作用。天津港是我国最

早开办国际集装箱运输的枢纽

港，开辟了50余条国际集装箱班

轮航线，天津港又是新欧亚大陆

桥东端桥头堡之一。2002年天津

港完成吞吐量241万TEU，比上年增长19．8％，

并开通了去欧洲、北美、地中海等地的6条干线

航班，成为我国北方集装箱枢纽港有力的竞争

者。天津港的集装箱外贸业已形成中国香港、日

本、韩国三条比较稳定、发展态势良好的运输航

线，见图2。

二、渤海湾港口群面临的挑战

1．环渤海地区三大港口群的三足鼎立格局

环渤海地区已经形成了分别以大连港、天津

港和青岛港为中心的三个港口群——辽东湾港

121群、渤海湾港口群和山东胶州湾港口群，形成

了三足鼎立的格局。其中，辽东(半岛)湾港口

群是以大连港为中心，包括营口、丹东、锦州、庄

河、旅顺新港、葫芦岛等，渤海湾港口群是以天津

港为中心包括秦皇岛、黄骅港、京唐港等，山东

(半岛)胶州湾港口群是以青岛港为中心，包括

烟台、威海、蓬莱等。三个港口群的直接腹地是

彼此分离的，分别以辽东半岛，渤海湾地区和山

东半岛作为直接腹地，不可能形成一个中心。并

且三者的间接腹地是相互交叉的，因此三个港口

群的关系将以竞争为主。渤海湾港口群在这三足

鼎立的格局中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它处于

“C”字型的中央位置，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同

时也面临着巨大的威胁。辽东湾港口群和山东湾

港口群的间接腹地都与渤海湾港121群存在着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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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全国及渤海湾港口群集装箱货运发展水平比较 单位：TEU

叉，因此二者的主要竞争对象都是渤海湾港口

群。倘若渤海湾港口群发展相对缓慢，那么辽东

湾港口群的腹地范围就有机会向南推进，而山东

湾港口群也会向北拓展，渤海湾港口群的发展就

会腹背受敌，其发展将处于被压缩的状态中，后

果不堪设想。反之，渤海湾港口群若能够先发制

人，利用自身优势，提高整体的竞争实力，它也

同样有机会南进北拓，发展前景会十分可观。

2．各港口职能分工不明确

渤海湾港口群行政隶属关系复杂，北京、天

津和河北各有利益取向，因此造成渤海湾港口群

各主要港口职能分工不明确，缺乏合理的协作，

基本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纷纷争夺货源地，扩

大港口腹地，造成相邻港口之间货物运输量的不

必要竞争，而且这种竞争日益激烈，大大降低了

整个港口群的整体效益的发挥。

图2 2000年天津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分流向比例

在渤海湾港口群内，地处沧州境内的黄骅港

属于神黄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业务来源单

一，与其他港口冲突不大，因此津、秦、唐三大港

口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对于港口来说，其经

济腹地的影响力将决定港口的生存状况。同处于

渤海湾港口群的三大港口，一个共同点就是存在

“腹地交叉”现象，由此带来的竞争也异常激烈。

日益严重的“同质化竞争”正在缓慢演进之中，

最为突出的就是对煤炭的争夺，2002年秦港的

煤炭运量超过亿t，而天津港的煤炭运量也超过

6 000万t，而按照秦港的规划，到2005年大秦

线运力翻番后，其煤炭运力将达到2亿t。因此，

未来对煤炭的运输必然产生激烈的竞争。

5．渤海湾港口群盲目扩建

由于各个港口之间职能分工不明确，导致各

自为政、竞争投资、盲目发展，大港口要朝国际大

港口发展，中小港口想朝大港口发展，各种建设

项目纷纷上马，投入巨额资金，造成了不必要的

浪费。

目前渤海湾港口群各个港口都“吃不饱”，

但各自仍在不断加大投资扩建力度。“十五”以

来，秦皇岛港展开了大规模港口设施建设。

2001--2002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6亿元，2003

年投资14．3亿元。正在规划中的今后两年的建

设项目包括：投资3亿元的原油泊位改造、投资

2亿元的物流交易中心以及煤码头改造和航道

改造等。京唐港除了计划投资10余亿元建设第

二港池，其深水港区曹妃甸港也在积极开展前期

建设规划，计划在这里建设一个20万吨级进口

矿石专用泊位及其配套工程，项目总投资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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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天津港计划至2010年，围绕扩大规模、提

升等级、调整结构、改善环境的目标，投资154亿

元，完成港内北疆集装箱泊位、南疆散货和原油

泊位等十大工程，并且建设港外二十大配套工

程，以构建起天津港现代化集疏运体系。投资50

余亿元的黄骅港一期工程完成后，目前正在加速

建设二期工程。对每一港口的每一项工程来说，

可能都有其扩建、增建的理由，但在如此集中的

海岸线上四大港口同时大规模投资扩建，则不免

令人担心。渤海湾港口群这种“大跃进”式的重

复建设，不但已经造成目前吞吐能力的闲置和浪

费，将来还有可能导致恶性竞争。

4．港口本身自然条件的局限性

为了适应国际航运的发展趋势，环渤海地区

主要港口都在加快泊位大型化、专业化建设，大

连港在改造完成了10万吨级原油进出121码头的

同时，已由国家批准建设30万吨级原油进出口

码头和20万吨级矿石中转码头。青岛港已于近

期建成北方最大的20万吨级矿石进出口专用泊

位。更值得一提的是，近些年青岛港集装箱运输

发展很快，目前已拥有中国内地惟一可以全天候

接纳第五代集装箱船的专用深水码头。然而由于

天津港是人工港，人工维护航道水深12．5m，它

很难满足大型集装箱船舶进出港的要求。随着集

装箱船在不断大型化，其发展后劲不足。目前天

津港最大一个码头是5万吨级原油泊位，第五代

集装箱船只能乘潮减载进出，大型原油、矿石船

舶只能舍近求远到其他港口中转。天津港的泊位

建设相形见绌，这使天津港竞争优势相对下降，

这也是渤海湾港口群发展的一个限制因素。

三、渤海湾港口群面临的机遇

1．渤海湾地区是新一轮世界产业转移的最

优区位

进入20世纪80年代，由于石油危机，世界

经济出现衰退，临港工业的发展势头受到抑制，

同时人们对工业污染问题日益重视，以及上述产

业耗能、耗水多等原因，西方发达国家逐渐停止

了以重工业或基础化工工业为主的发展，而进行

一#竺蟪；窖
产业结构的重组和优化，并开始将这些产业向发

展中国家转移，这就是80年代以后出现的所谓

“第二次产业迁移浪潮”。目前这个迁移仍在进

行之中。例如世界前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为

了寻求结构重组的优化，都积极地在海外寻求生

产点，目前其海外生产额已接近总生产额的

40％。这正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遇。正

如“第一次产业迁移潮”产生了“亚洲四小龙”

一样，“第二次产业迁移潮”也必将对发展中国

家的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各发展中国家如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等都在大力开

发临港工业区，创造条件吸引跨国公司来此投资

设厂。而在这一发展中，我国，尤其是我国渤海

湾港口群地区具有独特的优势，面临最佳的发展

机遇。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有希望、最有活力的地

区是亚太地区，而在亚太地区最有希望、最有活

力的又是东亚地区，东亚最有希望、最有活力的

则是中国，而中国最有希望、最有活力的则是渤

海湾港口群地区。近十年来，中国国民生产总值

的增长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是亚太地区

的1．5倍，加之它市场广大，引起了国外投资者

的浓厚兴趣，吸引外资的力度持续增强。据1996

年统计，我国吸引外资量已占整个亚洲的50％以

上。国家计委研究中心等机构的研究表明，我国

也已进入“重化工业时期”，而进入这一时期，经

济重心必然北移。渤海湾港口群地区是我国钢

铁、石油化工和建材工业比较集中的地区，形成

了比较完整的重化工业基础，这特别有利于吸引

发达国家重化工业项目向这里转移。

2．腹地雄厚的经济实力为渤海湾港口群的

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渤海湾港口群的腹地广阔，直接腹地包括天

津、河北、山西、北京、内蒙古的中西部、宁夏等，

间接腹地包括陕西、甘肃、青海、新疆、东北部分

地区和河南北部等。两者范围达250万km2，占

全国总面积1／4多，涉及13个省、市、自治区，

人口2亿余。

腹地经济发展状况是港口存在和发展的根

本基础。通过对渤海湾港口群吞吐量与其腹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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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指标进行回归分析，可得如下回归方程：

thruput=O．763×GDP+7 422．687 R=0．932

式中：thruput为港口群吞吐量(万t)；GDP为

GDP值(亿元)。

即腹地国内生产总值增加l亿元，就可以产

生0．763万t的港口货物吞吐量，二者关系密

切，R=0．932，因而港口群总体吞吐规模的扩大

关键还在于腹地经济的振兴。渤海湾港口群腹地

经济实力雄厚，为渤海湾港口群带来了充沛的货

源。

渤海湾、长三角和珠三角并列为中国三大城

市圈。这三大城市圈主导中国经济发展，参与国

际竞争。2002年三大城市圈经济发展总量在社

会经济发展中所占比重为35％左右，随着三大城

市圈的进一步发展，到2020年，三大城市圈对国

民经济的贡献率将提升到70％左右。而渤海湾港

口群是直接为三大城市圈的发展服务的，随着三

大城市圈的发展，这势必带动渤海湾港口群的发

展，给渤海湾港口群的发展带来前未所有的机

遇。同时，渤海湾港I=1群既是东部沿海连接东北

等老工业基地的一个枢纽，又是辐射西部地区的

一个桥头堡。因此，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

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实施也将为渤海湾港口群的

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刺激各大经济区经济发展，

而且扩大了渤海湾港I：1群的腹地范围，使其腹地

向内陆进一步延伸，为渤海湾港口运输体系提供

更多的客货运输量。

5．渤海湾港口群具有广阔的市场潜力

渤海湾港口群的主要市场集中在能源、矿

石、原油、钢铁、建材、原盐等几方面。

(1)从煤炭运输市场分析，全国煤炭的生产

基地主要集中在山西、陕西北部、内蒙古的中部

和东部、河北北部和辽宁西部。渤海湾港口群腹

地集中了全国煤炭保有储量的70％，煤炭产量的

34％，煤炭调出量的70％。

(2)从石油运输方面看，目前环渤海地区四

大油田(胜利、华北、大港、辽河)连同相近地区

的大庆、中原石油，产量约占全国石油总产量的

80％。除去本区和邻近地区大中型炼油厂加工内

销外，尚有比较大的调出任务。另外，随着国民

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内原油需求量直线上升，

需大量进口。

(3)从铁矿石方面看，渤海湾港口群的直接

和间接腹地已建成鞍钢、首钢、本钢、唐钢、太钢

等五个特大型钢铁工业基地和11个重点钢铁联

合企业及12个地方骨干钢铁企业。但矿山建设

远不能适应钢铁工业发展的需要，相当一批大中

型钢铁企业没有自己独立的矿山，主要依靠群采

矿、外省调入矿和进口矿维持生产。

(4)从水泥运输方面看，渤海湾港口群腹地

是我国重要的水泥生产基地，目前仅京、津、冀北

和晋北地区水泥产量已达2 500万t，扣除本区

消耗外，需通过港口大量外调。

(5)从海盐运输方面看，渤海湾港口群地区

是我国主要的盐业基地，有大量的原盐需由海调

出。

(6)从粮食运输方面看，我国南北粮食品种

结构差别很大，20世纪70年代已形成工业用粮

的“北粮南调”、食用粮的“南粮北调”的格局。

随着农业商品生产基地的发展，专业化程度不断

提高，粮食的南北交流量逐年增多。

四、渤海湾港口群协同发展的对策研究

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孤立进行的，

港口的发展亦不例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港

口之间尤其是相邻或相近港I：1之间的相互竞争

与彼此影响是不可避免的。随着这些港口长期相

互竞争与彼此牵制的发展，这种联系的最高级形

式就是“港口群”(clusters of ports)，而且这

一整体效益并非群内每一港口个体利益的简单

算术和，相反地，港口群的整体效益具有

“1+1>2”的特点。它的原理就是整体效益大于

原有个体效益之和。在中心港口的带动下，港口

群中的各个港口之间形成了高度发达的分工协

作体系，这进一步提高了港口群的吸纳和辐射功

能。如德国的汉堡和不来梅这两个港I：1，具有共

同腹地，原为竞争对手。面对欧洲北海鹿特丹、

安特卫普、费利克斯托等港口的激烈竞争，造成

了货源的流失，促使这两个港开始讨论通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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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协同作用，谈判“其集装箱部门合作问

题，最终目标将是实现合作”，以增强对其他港

口的竞争力。港口群的发展亦是如此。各个港口

各自为政，自我发展，港口的竞争力均有限，可

能成为枢纽港的支线港、喂给港。由此可见，只

有加强港口群的协同发展，才能发挥出整体的优

势。

渤海湾港口群的各个港口有着共同的利益，

就是扩大整个渤海湾港口群地区的吞吐总量，建

设以天津港为枢纽港，包括秦皇岛港、京唐港、

黄骅港等在内的港口体系。在国际上，提高渤海

湾港口群的竞争力、凝聚力和辐射力，发挥在国

际港口格局的分工中参与竞争的优势，在国内，

要扩大渤海湾港口群腹地货源的凝聚力，借助港

城互动机制，促进渤海湾城市圈经济腾飞，提高

渤海湾港口群地区的进出口量。这也是渤海湾港

口群能实现协同发展的基础。为了实现渤海湾港

口群的协同发展，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制定合理的发展规划，把握好各港口的建

设规模

一定时期内港口群经济腹地的货源生成量

是一常量，这一港口通过量的增加可能就是另一

港口通过量的减少。因此要科学地预测，以适时

适度地进行港口设施建设，保证港口能力与需求

量的大体平衡。渤海湾港口群是一个区域港口运

输体系，必须依据腹地经济发展对港口的需求、

港口自然条件、经济地理位置、依托城市状况、

集疏运条件以及国家运输网发展规划等方面条

件，从整体上把握好各港口的建设规模，确定各

港口的发展方向和合理规划，避免重复建设而带

来的资源浪费。

2．明确各港口的职能分工，促进协同发展

可以通过建立港口协作组织来调整各港口

之间的关系。渤海湾港口群的港口应该在港口协

作组织的统一规划下，明确各港口的职能分工。

天津港应该继续发挥枢纽地位和件杂货为主、外

贸为主、综合性强的优势，建设成为具有较强竞

争力的国际贸易大港。秦皇岛港作为主要的能源

输出大港，今后要扩大煤炭输出能力，同时它本

身的货物运输的结构要进一步优化，应发展集装

_警嗵∥
箱运输和其他的散杂货运输；京唐港这几年发展

势头甚好，运力应进一步提高，同时应在扩大和

北京的合作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黄骅港主要是

神华集团的输出大港，还在建设的过程中，要加

快建设的步伐，同时更好地发挥煤炭运输的作

用。这样建立起来的渤海湾港口群体系的竞争力

必然大大加强，在环渤海地区三足鼎立格局中的

地位也会大大提高。

5．实现优势互补，提高整体竞争力

在渤海湾港口群中，天津港是主要枢纽港，

但天津港是人工港，存在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

曹妃甸港是渤海湾内惟一可建25万吨级以上深

水泊位的优良港址，处于华北地区各钢厂和化工

厂的中心，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如果天津港能

仿照上海港的模式，与曹妃甸港(水深25m)联

合，形成以天津港为中心，以秦皇岛港、京唐港、

黄骅港为依托，以曹妃甸港为深水外港的渤海湾

港口群，发挥曹妃甸深水优势，则极有可能提升

整个渤海湾港口群的竞争实力，也将对渤海湾城

市圈及三北地区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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