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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5 年辽宁以“五点一线”为突破
口开启沿海开发大幕，到 2009年辽宁沿海
经济带开发开放上升为国家战略，历经 8
年开发建设，辽宁的沿海地带已经建成经
济总量过万亿元，遍布超千亿元产值园区、
现代化亮丽新城、多姿多彩旅游景区的“黄
金海岸线”。一条全新产业带、城市带、旅
游带的崛起，让辽宁这条 2200多公里长的
海岸线成为提升我国环渤海地区国际竞争
力的重要力量。这里与我国其他沿海地区
一起完善着我国沿海地带的经济布局，完
成着我国海岸线经济建设拼图。

产业带——
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新引擎

盘锦，这个海滨城市又是典型的资源
型城市，在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进程
中以“转身向海”推进城市转型，并成功找
到资源枯竭后的接续产业。

今年 5 月，盘锦历时两年建成国内单
套装置产能最大的丁基橡胶项目——盘锦
和运年产 6 万吨丁基橡胶项目并投入试生
产，而以此为代表的石化及精细化工已经
成为昔日“靠油吃饭”的盘锦的新支柱产
业。在盘锦，这一产业向高科技化、精细化
和高端产业化方向迈进的同时，更在不断
破解我国石化领域的一块块短板。

位于盘锦沿海辽东湾新区内的盘锦
石化及精细化工产业，已经建成产值过
千亿元的产业集群。同在盘锦辽东湾新
区内的石油天然气装备制造基地，也成
功跻身国家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行列，而辽东湾新区更升级为国家级经
济技术开发区。

沿海地带的产业开发首先让观念“转
身向海”，盘锦仅仅是个缩影。以“五点一
线”为切入点，在辽宁大陆海岸线 2200 多
公里海岸线上，繁忙的开发一直延续至今，
昔日荒芜的废弃盐田、盐碱地、荒滩，成了
沿海开发的主战场。

勇于解放思想，一系列优惠政策和贴
心服务让国内外投资者的目光聚焦辽宁沿
海经济带。辽宁，这个我国著名的工业基
地，其产业带的重心正越来越向海边靠拢，
新兴产业沿海地带形成积聚。

在国家和辽宁省多项政策支持下，一
系列政策优势不断转化为产业优势。辽宁
提出，对沿海重点园区产业项目每年安排
3 亿元贴息资金；对产业集群公共研发和
公共检测平台项目按有效投资额三分之一
给予补助；对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额 10 亿元
以上农产品深加工项目“投十补一”；对服
务业聚集区项目贷款给予贴息；对并购海
外科技型企业的项目，按并购金额 20%给
予补助；对沿海重点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给
予 38亿元补助。

有了政策助力，投资洼地效应立刻
显现。外资涌向辽宁沿海，美国英特尔、新
加坡万邦集团等公司相继落户；香港、台
湾、“长三角”地区的投资者纷纷驻足沿海
经济带；辽宁和东北的一些优势产业也纷
纷前来驻扎，鞍钢在营口鲅鱼圈、沈鼓集团
在营口沿海产业基地投资建厂。

随着各种优势产业在辽宁沿海地带崛
起，一条我国海岸线上的“黄金产业带”正在
形成。到 2012 年底，辽宁沿海 6 市拥有 42
个重点工业产业集群，销售收入达1万多亿
元，51个服务业聚集区，每县市拥有一个农

产品基地。2012 年，沿海 6 市经济总量占
全省比重达 51%，沿海地带开始成为推动
辽宁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的新引擎。

城市带——
卫星照片上的新“灯光带”

卫星拍摄的地球黑景中，闪亮的灯光
带很容易区分出富裕的国家和地区。欧
美、东亚经济发达国家，包括我国一些沿海
地带和内陆特大型城市及其周边，一直是
这类照片上最亮的地方。近期推出的卫星
照片上，中国的辽东半岛周围的新灯光带
令人眼睛一亮：以大连为中心，一个个亮点
遍布在辽东半岛及其两翼的黄海、渤海海
岸线上，形成一条细细的灯光带，向东至丹
东，向西与河北灯光带连接，与北京、天津
两大灯光带一同点亮环渤海地带。

点亮辽宁沿海经济带的，正是一座座
新崛起的沿海新城和不断扩建的老城。

辽宁“转身向海”，与产业同步形成的
新城正在悄然兴起。按照统一部署，辽宁
沿海 6 市都规划建设了新城，大连建设了
普湾新区、大连开发区、长兴岛新区、金州
新区、花园口新区，使得拥挤的老城区开拓
了发展空间；丹东建设了丹东新区，吸引了
大批人口落户新区，为产业发展提供了人
力保证；锦州建设了龙栖湾新区，成功举办
了海上世园会，扩大了城市的影响力；营口
建设了北海新区，同时借助营口港实现港
城一体化发展，带来了鲅鱼圈新城的崛起；
盘锦建设了辽东湾新区，区内建设了港口
铁路，成为沈阳经济区新的出海通道；葫芦
岛建设了东戴河新区，打造具有地级市功
能的连接关内外的节点城市。

守着吞吐量超过 3 亿吨的营口港，坐
拥 100 多公里海岸线，6 个园区列入辽宁
沿海经济开发战略的营口，正准确把握港、
产、城之间互动的发展关系，将老城改造、
新城建设做得更好。哈大高铁开通后，东

北 3 省之间的距离瞬间“缩短”，设有 3 个
站点的营口随之成为眼下高铁线路上的

“热站”之一。
地处北京和沈阳正中位置，与河北相

接的绥中县，在其现代电子信息等高新产
业呈强劲发展态势的同时，在被称为“最美
海滩”的绥中海滨建起一座宜居、宜商的新
城——东戴河新区。今年夏天，位于海边
的一座座新楼迎来了它们的主人，北京、河
北和辽宁本地人让这里好不热闹。目前，
绥中借助新城建设正全力打造 3 张形象名
片：一是打造“最美海滩”绥中海滨旅游名
片；二是打造高科技产业名片；三是打造生
态宜居城市名片。

与“黄金产业带”同步形成的“滨海城
市带”，让辽宁沿海经济带更美好，美丽的
城市完善着服务业体系，吸引着一个个外
资前来，推动着辽宁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的
对外开放进程。

目前，辽宁沿海经济带的现代服务业正
呈现集聚发展态势，旅顺南路软件、大连钻
石港湾、大连星海湾金融商务、葫芦岛龙湾
中央商务区等一批现代服务业聚集区发展
势头良好，物流业、会展业、科技服务业、文
化创意产业快速兴起。

利用外资质量也在不断提升，一批世
界 500强企业投资沿海经济带，先进技术、
管理理念和高端人才随之而来。2012 年，
辽宁沿海 6 市实际利用外资 179 亿美元，
是 2005年的 14.3倍，全省占比达 66.8%。

旅游带——
东北亚旅游新亮点

今夏的辽宁海滨格外热闹，不仅国内
避暑的旅客纷至沓来，就连我国近邻日
本、韩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游客也
把辽宁的海岸线作为今夏旅游目的地。海
岸线上，讲着各国语言和操着国内各地方
言的游客，让辽宁沿海地带变成了国际旅

游海岸线。
在绿树成荫的沿海经济带上，一条宽

阔的沿海公路让辽宁海岸线实现贯通，更
让过去散乱的旅游景点连成了旅游带。

驱车从丹东出发，沿着辽宁沿海公路
行进，有 8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 5 个省
级自然保护区供游人参观，丹东鸭绿江、大
连海滨、盘锦红海滩、兴城海滨、绥中九门
口长城等 140 多处自然和人文景观，随着
沿海经济带的建成连成一条旅游带。

锦州是一座既有丰富自然景观又有着
浓郁历史文化的城市，33 处景区令游客
流 连 忘 返 。 70.4 公 里 长 的 锦 州 滨 海 大
道，让锦州的旅游内容更为丰富。锦州把
开发滨海旅游观光带放在沿海经济带开发
开放全局中，借各园区开发建设之力，加
强滨海大道旅游观光带基础设施、配套设
施、服务体系和营销网络等体系建设。如
今，锦州世园会正如火如荼进行，来自国
内和世界各地的游客将超过 700万人次。

用好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这一绝
佳的旅游发展平台，不断优化旅游产业布
局，形成大旅游、大产业、大市场的发展格
局，在辽宁沿海各市已形成共识。

借助辽宁滨海大道的开通，辽宁沿海
各市联手推进旅游合作，进一步整合区域
旅游资源，合力建设“辽宁沿海无障碍旅游
带”。为保护好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各市
还就共同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达成共识，将
合理发展循环经济，加大节能和工业污染
防治力度，加速淘汰落后技术、工艺和设
备，共同加强对渤海环境的治理和保护。

8 月中旬，大连普湾新区小黑山景区
的一处温泉项目正式开张，而这仅是滨海
城市大连正在打造的温泉项目之一。总投
资 632.7 亿元，在全市规划建设 6 个省级以
上温泉旅游度假区、12 个省级温泉小镇、
48 个温泉项目，大连将把温泉旅游项目不
断做大做强。得天独厚的温泉资源遍布辽
宁沿海地带，辽宁已提出，用好丰富的温泉
资源，加快发展温泉旅游，将温泉旅游打造
成辽宁旅游的品牌，努力建设“全国温泉旅
游第一大省”。

随着产业带、城市带、旅游带的建成，辽
宁沿海经济带不断盘活辽宁乃至整个东北
经济，推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国家区域
发展战略的实施。2012年，辽宁沿海经济带
地区生产总值占东北3省的25%，为整个东
北振兴转型提供了强大动力。

文/张允强 苏大鹏

压题图片 营口港集装箱作业码头。

李景录摄

自 2007 年 8 月我国第一部航运中心规划《大连东北亚
国际航运中心发展规划》出台，大连这座百年港城，正不断
加快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步伐。

从 2003 年中央十一号文件提出的“充分利用东北地
区现有港口条件和优势，把大连建成东北亚重要的国际航
运中心”这一定位，到 2004 年辽宁省委、省政府发布

《关于加快建设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的决定》，提出举
全省之力推进大连东北亚重要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再到
2009 年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上升为国家战略，进一
步明确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是提升大连核心城市功能
的首要任务，并提出建设东北亚国际物流中心，历经 10
年建设，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已初见规模。

为落实中央和辽宁部署，大连接连出台措施，从港口
管理、船舶修理建造、仓储服务等方面做好国际航运中心
建设任务。目前，大连围绕国际航运中心的政策规划体系
已初步形成，涵盖海港、物流、空港、水运、口岸等较为
完整的航运中心和物流中心长远建设发展体系，确定了以
一岛两湾为核心，沿黄海、渤海两翼协同发展的港口建设
新格局。

《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发展规划》提出，用 10 年到
20 年时间，逐步建成以大连大窑湾保税港区为核心、以大
连城市为载体、以沿海港口群为基础、以东北腹地为依托的
东北亚重要的国际航运中心，使之成为东北亚地区重要的
国际性枢纽港和物流中心、成为引领东北对外开放的龙头
和全面振兴老工业基地的重要引擎。

大连市相关负责人认为，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是
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发展路径的选择至关重要。为落实好
建设任务，大连市坚持市场导向与政府调控相结合，坚持
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相结合，坚持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相
结合，坚持港口建设与城市功能提升相结合，坚持开发建
设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通过实施 5 个方面体系重点建
设，努力形成国际航运中心整体功能。一是海空两港为主
导的航运中心核心体系，主要承担国际国内运输与物流服
务的主枢纽功能。二是以水路、航空、公路、铁路、管道
等现代化运输方式为支撑的综合网络体系，主要承担物
流、人员流、信息流集疏与传输功能。三是支撑航运中心
的产业体系，主要是临港加工制造业、内外商贸流通业、
旅游会展业等支持航运中心发展的市场需求保障系统。四
是健全完善的口岸综合服务系统，主要是为海空两港和整
个集疏运提供各种配套服务的口岸支持系统。五是社会环
境支持系统，主要是良好的体制、政策环境，城市经济市
场化、国际化和人文环境。

随着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不断深入，一系列政策开
始释放效应，大连港航、口岸发展驶入“快车道”，国际航运中
心的功能开始显现。大连港口新增专业化泊位达到72个，专
业化集装箱泊位由 4 个发展到目前的 14 个。大窑湾核心港
区已拥有世界一流、国内最大、最先进的30万吨矿石专用卸
船码头和水深 18.6米转水码头，拥有国内最大的 30万吨级
原油码头、国内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码头和国内港口规模最
大、总储存能力超过 2000 万立方米的油罐群，拥有可靠泊
1.4万标箱集装箱船舶的集装箱码头。“世界有多大船，大连
就有多大码头”的承诺正在实现。目前，大连初步形成布局合
理，层次分明，分工明确的现代化、专业化、集约化的港口集
群，已成为石油、粮食、矿石、商品汽车、客货滚装运输的重要
国际枢纽港。

大连空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近
10 年来也取得了飞速发展。经过两次扩建，航站楼面积达
到 13.6 万平方米，停机位 42 个，符合 4E 级 I 类国际机场标
准，可供除 A380外的各种大型飞机安全起降。

2003年至 2012年，大连海港年货物吞吐量实现了从 1
亿吨到3亿吨的跨越，2012年达到3.74亿吨；集装箱吞吐量
从2003年的167万标箱发展到2012年的806万标箱，增长
近 4 倍。2012 年，大连港口年货物吞吐量位居全国第六位，
世界第九位，集装箱吞吐量位居全国第七位，世界第十七位。

服务能力是国际航运中心的重要衡量标尺，建设东北亚
航运中心以来，大连在国内首创“一站式”服务和“一网式”航
运交易模式，建成船舶交易市场、航运金融研究院等机构，其
国际航运仲裁院的仲裁结果可在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
承认和执行。

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有力推动了地区经济发展，大连口
岸进出口总额从 2003 年的 173 亿美元增加到 2012 年的
641 亿美元。2012 年，大连港口经济对大连市 GDP 的贡献
率约为 19%，为大连市提供的就业岗位贡献率约为 12%，带
动腹地 GDP增长量约占腹地经济总量中增量的 10%。

目前，大连已经基本构筑起比较完善的现代化港口集
疏运体系，通过水运、空运、铁路、公路、管道等 5 大集疏运
方式，将港口的功能逐步辐射到东北腹地、环渤海，以及国
内外更为广阔的区域，大连在辽宁省沿海与腹地互动的开
放格局中的“龙头”地位和带头作用更加突出。

文/苏大鹏

大连：

迈向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

辽宁辽宁：：

““三带三带””崛起崛起 转身向海转身向海

辽宁卓异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生产的矿用应急救援车、防爆指挥车等 9 大新品领先

国内同行。图为多功能矿用应急救援车下线。 张允强摄

辽宁盘锦天意石油装备有限公司研发出我国第一台国内直驱顶驱、世界第一台

车载交流变频顶驱和第一台低温顶驱。图为顶驱生产现场。 张允强摄

世界园林博览会园区蝶恋花谷。 资料图片

8 月，渤海湾畔，绥中海滨浴场的游人似已忘记夏天的炎热，各

式各样的锦州烧烤让人体验着海景和美食带来的美好感受，盘锦红

海滩景区的日落让游客大饱眼福，营口的各类文化演出让大海更有

魅力；黄海岸边，来自国内和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游

客，在丹东的大鹿岛、大连的金石滩上品尝海鲜，享受阳光。许多初

次到辽宁旅游的人都没想到，在东北还有“这么棒”的海岸线——

今年 5月底新启用的大连港国际候船厅外景。

苏大鹏摄

今年 5月底新启用的大连港国际候船厅外景。

苏大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