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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环渤海地区 5800 公里的海岸

线上，林立着大小 60 多个港口，其中

不乏天津港、秦皇岛港、大连港、青岛

港等“强手”。

在经历过苦海沿边到大港兴建、

从功能单一到综合性港口输出，黄骅

港在群雄环伺的现状下，如何寻隙突

围，获得扬帆远航的机遇?

向“海洋时代”转身

虽然拥有 130 公里海岸线，但是

因为没有港口，沧州沿海区域一度被

视为陆地的尽头，成为苦海沿边、贫

穷落后的代名词。

据了解，其实早在上世纪 70 年

代，当地市政府就已经酝酿建设港口

城市的规划。1986年的河口港投运，

在某种意义上讲，这算是一种尝试。

真正的机遇出现在上世纪 80 年

代初。当时，在我国陕西的神木、府

谷和内蒙古东胜一带发现储量达

2300亿吨的特大优质煤田，年产量达

6000万吨，远期年产量可达1亿吨，也

就是说，从那里每年有4500万吨煤炭

需要外运。而原有的大秦铁路作为

西煤东运第一通道已经饱和，急需在

渤海岸边建设一个年吞吐量在1亿吨

左右的大港。黄骅港被列入8个比选

港址之一。

虽然“入选”港址，但黄骅建港最

大障碍的黄河泥沙问题成为必须逾

越的沟坎。在专家多方勘测、论证

下，综合比选黄骅建港地理位置、战

略布局等因素，建设沧州黄骅港最终

赢得了最多“选票”。直到1997年，这

个可直接带动冀中南、鲁西北等广阔

区域的大港才动土兴建。

到 2001 年，黄骅港建成通航，迅

速成长为全国第二大煤炭输出港。

这给沧州、河北乃至全国中西部地区

的经济发展带来无限生机，也为沧州

实现跨越找到了新的支点。

然而，功能单一的能源码头，对

地方经济难以承载强力拉动。

建成综合性大港，在环渤海对外

开放中争得一席之地的时代要求下，

2005年黄骅港综合港区前期准备工程

开工，这是建设综合港区的序幕。四

年之后，黄骅港综合港区建设正式开

工，仅用了 17 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

总投资 127 亿元、主要包括 8 个 10 万

吨级泊位和一条 10 万吨级航道在内

的一期工程，并于 2010 年鸣笛开航，

2014年20万吨级航道投入使用……

黄骅港综合港区的通航，使沧州

的航船真正实现了从运河时代向海

洋时代的转身，开启了全新的发展航

程。一个发展的变局，由经济领域向

政治、社会、文化领域伸展，在多方面

“聚势”；一条全新的“港、产、城”全新

发展理念，悄然铺展开来。

据悉，曾作为我国“北煤南运”第

二大通道的主要入海口，黄骅港2014

年 吞 吐 量 再 创 历 史 新 高 ：共 完 成

11737.59 万吨。其中，综合港区集装

箱业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共完成

205754标箱，同比增长48.2%。

有业内人士就表示，港口能为城

市产业发展提供基础，而产业发展又

能反哺城市，以“港口是龙头、产业是

核心、城市是支撑”的兴港理念，从龙

头带动向集群拉动转变的发展格局

已经形成。

“地理”演变为“地利”

从“出海口”到“战略引擎”；从

“桥头堡”到“国家战略”…… 黄骅综

合大港开航运营，不仅改变了沧州

“有海无港、有港仅为单一煤炭输出

港”的历史，还刷新着沧州未来的发

展路径。

然而在环渤海延长的海岸线上，

林立着像天津港、秦皇岛港、大连港、

青岛港这样的“强手”，黄骅港想在夹

缝中突围，就要将自身的优势充分挖

掘出来。

“环渤海地区工业发展迅猛，矿

产资源丰富且交通发达。但是，大量

的能源外运导致货物出海通道异常

拥挤，亟须寻求其它通道和港口作为

重要补充和强力支撑。”渤海新区党

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国栋说，黄

骅综合大港开航，恰恰可以缓解天津

港、青岛港的压力，并且通过有序竞

争与合作，有助于提升环渤海港口群

的服务水平，形成共同繁荣的局面。

据悉，经济总量占全省60％以上

的冀中南地区，距黄骅港都在 200 公

里以内，而且对港口的依存度越来越

大。

针对这一发展趋势，集政策优势

和功能优势于一身的黄骅综合大港

保税港区，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建，对

沧州以及渤海新区将来的发展，具有

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以大港开航为起点和契机，选

准着力点和支撑点，未来的发展纵

深、发展空间会更加深厚而广阔。”张

国栋说，这也是遵循港口、产业、中心

城市互动发展的客观规律。

“以港促产、以产兴城，港、产、城

协调联动发展”的规划，其制定的最

根本原因，是由于煤炭港区、综合港

区、散杂港区、河口港区四部分组成

的综合港，使黄骅综合大港具备了现

代化综合大港的“潜质”；以港为牵引

力，新区培育的石油化工、现代装备

制造、电力能源和港口物流四大产业

“溢出”效益正在显现；产业反哺城

市，目前黄骅新城的建设序幕已全面

拉开……

不仅如此，随着亚欧大陆桥新通

道以及“一带一路”战略上升到国家

层面，黄骅港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

由“地理”变“地利”的同时，又迎来了

“黄金机遇期”。

腹地变“海边”

由大港“点睛”，原本“静态”的区

位、资源、基础设施、产业、劳动力等

比较优势，已经转化成最可运用、最

为明显、最具依托的独特区域发展要

素，凝聚起沧州加快发展的强大引

擎。

“纵使在经济‘新常态’的当下，

公司还能实现平稳的运营，交通优势

一下就显现了出来。”黄骅港矿石港

务有限公司负责人耿承佚曾对记者

分析道，正是有了这个20万吨矿石港

口与铁网、路网的“牵手”，才使进口

的矿石物流费用下降，并以此为圆心

向河北中南部辐射。

据介绍，随着黄骅港的“海门一

开”，快速聚集了各种战略资源，优先

获取发达地区资源扩散力的惠及，从

而实现了交通、土地、人力资源等优势

要素由“静”而“动”、由“散”而“聚”，使

经济速度呈几何级数的上升。

此外，随着港口的通运，围绕运

输的储存、包装等多个配套环节也在

快速发展，相关企业的成本降低了，

自然会获得更多战略投资者的青睐，

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正在形成。

有业内专家曾分析道，港口不仅

关系港口所在城市的发展，也关系到

区域经济的提升。例如，国内有些沿

海港口从区位优势看，应该拥有广大

的腹地，人们以为它可以发展为中国

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但最终不尽

如人意，原因是腹地虽然广大，但许

多货物分流到了其他港口。

据了解，渤海湾穹顶处的黄骅综

合大港腹地有43个设区市，330个县

（市），聚集着 1.4 亿多人口，2 万多亿

元 GDP，是冀中南、晋陕蒙等地最便

捷、最经济的出海口。而黄骅综合大

港建设，让许多腹地也成了“海边”，

对于提高和壮大腹地城市承载力有

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依托这一优势，让不少腹地城市

感觉依托黄骅综合大港提升产业发

展，是一种实实在在的选择，今后在

招商引资中也可以打出“沿海”牌。

在腹地城市对黄骅综合大港寄

予厚望的同时，“本土”部门和企业对

黄骅综合大港的回应之声也很响亮，

不过他们的目的不是“走出去”，而是

“请进来”。

“过去我们在招商中，往往强调

毗邻京津的优势，现在更愿意告诉客

商的是，我们临港的优势，这一点很

吸引他们的眼球。”渤海新区化工产

业园区有关人士告诉记者，“中捷石

化建设的黄骅综合大港管道，把原油

从大海直接送入车间，实现了运输零

成本。公司年加工原油 180 万吨左

右，输油管道建成后，一年能节约运

费近亿元。”

以黄骅综合大港为“抓手”，人

流、物流、信息流汇聚流通加快，沧州

的战略空间、战略资源也将发生重大

变化；统筹沿海区域经济、社会、生态

协调发展理念的出台，到港、产、城三

位一体的超前规划，再到配套服务业

的跟进与完善……放大“大港效应”，

再造发展新优势已经破题。

聚焦更多关注目光的黄骅港，正

加速形成环渤海经济圈新一轮发展

的强大力量。百里沿海的宏图，正在

被描绘。

在业内普遍看来，产业，已是沿海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产业发展决定着沿海发展的规模、水平和走向。因此，强

化产业支柱，打牢“根基”，既是沧州转身向海的一条成功

经验，更成为沧州未来沿海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

“园中园”助产业集群

在沧州沿海区域，初步构建起了以石油化工、冶金装

备、港口物流为基础，以汽车、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

特色优势产业为支撑的临港产业体系。

值得关注的是，深耕“蓝海”需要夯实产业“根基”优化

软硬环境，更需要科学规划和把好项目入口端。这无疑对

渤海新区“园中园”是一次发展考验。为此，渤海新区在实

施产业规划中，坚持向园区集中。按照“港口导向、港产联

动、突出特色、循环发展”的产业发展思路，在临港区域规

划了260平方公里产业聚集区，包含十大经济功能园区。

除此之外，中捷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以“生态、创新、特

色、共融”为核心发展理念，重点规划建设有科技创业园、

高等教育园、大学科技园、新能源产业园、高端制造园、通

用航空园等六大产业功能的“园中园”。

“园中园”扎堆建设，为渤海新区产业发展各具特色迎

来发展契机。

石油化工产业，目前已具备 1000 万吨炼油、300 万吨

重交沥青、15 万吨 TDI、63 万吨 PVC 和 36 万吨烧碱的产

能，汇聚了一批业内领军企业；

冶金装备产业，已具备1000万吨装备新材料产能，聚

集了中国一重冷轧板、北汽40万辆整车、中钢8万吨镍铁、

中铁装备、达力普特型铸锻等一批重点项目；

电力能源产业，已具备 252 万千瓦火电、15 万千瓦风

电和5万千瓦光伏发电的产能，形成了煤电为主，热电、风

电、光伏发电为补充的格局；

现代物流产业，“三中心、六通道、十八节点”的规划布

局已现雏形。此外，渤海新区强力推进战略合作，加速临

港产业聚集，目前重点项目共计 110 余项，总投资 2125 亿

元。

采访中发现，依托产业链条发展循环经济，必须有科

技创新作保障。为此，渤海新区管委会与河北工业大学共

同签署协同创新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建河北省渤海产

业技术研究院，为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创造良好的环境和

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靠创新走“三型”路

实现科技创新，表现在工业领域，就是要以点带面，坚

持不懈地抓好科技进步、自主创新、技术改造和高新技术

产业发展，使工业经济走上创新型、集约型、节约型发展道

路。

正是通过自主研发与创新，位于临港物流产业园内的

欣昇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实现了企业“减负”。在该公司总

经理王同建看来，对于物流公司而言，实现综合物流成本

的降低已等同于实现了节能减排。

王同建向《中国企业报》记者介绍，该公司现从事运煤

大货车百余辆，针对日益攀升的运输成本，公司通过自行

设计研发并已成功投入使用的人工智能拆装设备，实现货

车 4 辆为一组，去时“4 变 2”回时“2 变 4”达到节能减排效

果。也就是说，4辆货车（空车）从公司出发前，通过车间智

能拆装设备40分钟操作后，“4变2”成形（其中2辆车头、车

身被各自装载在一辆欲行驶的货车上），到达目的地后，再

次通过拆装设备实现“2变4”后装货返回。目前，这一被业

界普遍认可的创新模式，已被国家交通部批准列为独家试

点运行单位。

据王同建估算，通过创新“减负”该公司每辆货车的综

合物流成本同比下降20%。这将意味着，货车运输成本的

降低实际上在耗油、磨损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王

同建所说的节能减排由此而得出。

同样是通过技术创新，位于中捷产业园区的河北犇放

牧业公司，实现了用工成本降低和节能减排。该公司副总

经理于长晖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作为存栏上万头奶牛

养殖规模的大型农场，通常仅喂养一项所需雇佣工人近千

名，按照以往管理方式，1人最多能喂养10头奶牛，但自引

入高新机械设备后，实现了万头奶牛仅需 10 人喂养的改

变。仅此一项，每月为农场节约用工成本数十万元。

按照循环经济理念，该公司正在投资建设一项环境能

源工程。据了解，该项目符合国家推行的节能减排、可再

生能源及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政策要求。于长晖介绍，该项

目全部投产后，可实现年经济效益7000余万元。其中，生

产车用燃气可获效益4000余万元。

此外，总投资 8 亿元的沧州星宇汽车部件项目、投资

35亿元的达力普特型铸锻项目，还有沧州大化TDI、金牛

化工PVC、信诺立兴、伦特石化、中铁装备、金隅水泥等一

批产业支撑项目，不管是生产规模、产品档次，还是科技含

量、创新水平，都是国内或省内同行业的佼佼者。

值得关注的是，与科技创新紧密相关的还有人才。近

年来，渤海新区始终在着力推进“人才特区”建设，制定出

台了系列专件。“渤海新区管委会院士工作站”等三家院士

工作站获准成立，首批院士进驻办公；聘请各类专家顾问

107人，建立创新创业团队12个，引进包括博士、研究生等

在内的专业人才345名。此外，达力普、临港化工等企业也

获批设立了自己的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这些利好消息

都将加快新区科技创新步伐，促进循环经济科学发展。

（渤海新区宣传办对此文亦有贡献）

“园区+创新”
助新区成产业隆起带

本报记者 王少杰

黄骅港让200公里腹地变成“海边”
本报记者 石岩

（上接第十七版）

“如果按这样的速度，不要说倍增，

赶上全省平均速度压力也很大。”张国

栋说。

除此之外，近几年新区发展较快，

但产业结构层次、市场主体活力等，与

沿海发达地区都有明显差距，无论是发

展的质量和效益，总体上仍没完全摆脱

过去资源依赖型的发展路径。

“这就要求新区五指收拢攥成拳，

不容片刻疏忽。”张国栋表示，只要全区

抓住用好机遇、加速转化优势、激发创

业激情、汇聚发展合力，就一定能够完

成，甚至完成得更好。

“赶超跨越”，似乎到了刻不容缓的

时候。步步险阻，如何破解？

破解：弯道超车

“我们必须精做‘七大攻坚行动’这

篇大文章，这甚至关乎新区的未来走向

和成败。”张国栋说，深化京津对接合

作、优化投资结构、加快转换发展动力、

集中发挥沿海港口优势等七个方面，仍

然是当前和今后攻守的“大本营”。

对渤海新区而言，牢固树立并切实

贯彻好这“七大发展理念”，不仅是一场

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更是一次事

关前途命运的战略抉择。

以对接京津协同发展为例，渤海新

区要打的就是实现突破的这张“牌”。

“2015年4月份的10家药企已经在

新区落地，年底前已基本竣工投产。后

期还有近30家企业陆续落户本地，这也

标志着我们打造的北京生物医药产业转

移‘升级版’已经坐实。”沧州渤海新区生

物医药产业园招商局副局长刘帅曾说。

张国栋也认为，新区要逐步完善

“共建共管共享”模式，进一步巩固和放

大招商效应。

据介绍。在发展医药产业这类高

精尖产业方面，北京拥有科研院所、人

才等优势，但同时也面临发展空间和成

本上制约产业发展的问题。而这一举

措，河北与北京就形成了较好的产业优

势互补。

药企在北京进行合成或中药提取

等技术攻关，新区承接生产制造，这一

政策上的创新，对一些集原料药和制剂

生产于一体的北京大型医药企业而言，

无疑带来了扩容的空间。

除此之外，记者了解到，多年来渤

海新区围绕打造全国新型工业化基地，

秉承绿色、循环、低碳理念，建成了符合

“工业 4.0 和中国制造 2025”要求的产

业功能园区，推动项目和产业向园区聚

集，引导企业特别是钢铁冶金向高端

化、装备制造智能化、石油化工精细化、

商贸物流国际化迈进。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潮下，渤海

新区要做的是被动地与京津错位发展，

而在开放发展上则要“积极主动”。

“我们要积极对接‘一带一路’战

略，主动参与环渤海地区合作发展，围

绕打造全省开放型经济引领区，推动新

一轮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张国栋说，这

就要求新区的唯一港口要向国际化水

准提升，实施港口国际化战略。

据了解，2015年港区基本完成检验

检疫实验室等口岸查验设施建设、5月

份综合港区口岸开放则要通过国家验

收；此外，还将重点打造建材、矿石、煤

炭等八大临港贸易平台，积极申报进境

粮食、木材、汽车、水果、苗木、冰冻水产

品等指定口岸；加快开通“黄—新—欧”

海铁联运班列，主动服务和融入“一带

一路”战略；开通黄骅港到韩国的滚装

班轮和到柬越的外贸航线，推动黄骅港

由现代集疏大港向国际贸易大港转型。

“‘十三五’发展目标，渤海新区对

沧州市以及河北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

更加突出，在河北沿海地区的战略地位

日益凸显。”张国栋说，“我们的目标就

是，争做河北沿海第一增长极。”

黄骅综合大港让腹地变成“海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