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年前，这里还是不足 4 平方公里
的带状沙岛。”已经花甲之年的唐山曹妃
甸港口有限公司顾问、通用码头分公司总
经理王钟敏遥想当年，仍难掩激动，“10
年时间，曹妃甸长大了 50倍！”

2003 年曹妃甸开发建设之初，王钟
敏就是最早的建设者之一。当时，还在秦
皇岛港务集团公司任职的王钟敏接到任
务，要建设曹妃甸矿石码头。第一次登
岛，他用了 3 个多小时。从没有水、没有
电、没有路的艰苦环境起步，他和同事们
完成了矿石码头、通岛公路和供电工程、
散货码头等多个项目建设，用 18 个月时
间实现了两个 25 万吨级矿石码头的建成
通航，创造了“曹妃甸速度”。

王钟敏说，港口是曹妃甸的龙头，也
是这些年自己投入最大精力的领域。“曹
妃甸在 69.5 公里的深水岸线规划建设 263

个码头泊位，全部建成后，港口年吞吐量
将超过5亿吨，成为世界级大型港口。”王
钟敏说。

距离矿石码头不远处，总投资 15.6
亿元、可存放 500万吨矿石的曹妃甸港保
税储运中心正在加紧建设。王钟敏说，为
打造国际知名综合贸易大港，曹妃甸申请
设立曹妃甸保税物流中心，以此推动过境
矿石、木材、煤炭等资源就地交易、转化
增值。目前，煤炭、矿石交易平台即将建
成运营，木材交易平台也将于年内建成。

王钟敏相信，随着京津冀一体化进程
的提速，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迎来了大开
放大发展的新机遇。他觉得自己是幸运
的，能够与曹妃甸一同创造奇迹。“参与
曹妃甸建设奋斗的这 10 多年虽然艰辛，
但取得的成绩也有目共睹，这段经历是我
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段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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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31 日，京冀两地签署了加强深度融
合的七项合作协议，《共同打造曹妃甸协同
发 展 示 范 区 框 架 协 议》 位 居 七 项 协 议 之
首。北京市将在不属于自己行政辖区的土
地上与土地所有者共同投资建设示范区，
这一创新举措，使得本就被媒体关注的曹
妃甸再次成为舆论焦点。近日，《经济日
报》 记者来到曹妃甸，对这里的建设情况
进行探访。

规划设计奠定基础

站在曹妃甸工业区零公里处向四野展
望，记者发现，这个昔日不足 4 平方公里的
带状沙岛已被诸多现代化项目所占据。现代
化码头、标准厂房、具有现代气息的商住建
筑，都透露着现代大工业的发展气息。

“面向大海有深槽，背靠陆地有浅滩，
地下储有油田，腹地广阔有支撑，生态良好
有湿地”。处在渤海湾中心区位的曹妃甸具
有的各种优势，虽早已被外界看得明白，但
要让设想变成现实却并非易事。

曹妃甸工程开工建设以来，先后聘请了
包括 14 名院士在内的 3500 多人次的专家、
学者进行勘察调研和规划论证，先后攻克了
267 项技术难题，创造出 50 多项国家专利，
完成了一系列评估报告。设计者在曹妃甸产
业遴选上也煞费苦心。他们充分借鉴国内外
港口、港区、港城建设的经验，最终定位为
中国能源、矿石等大宗货物的集疏港，新型
工业化基地，商业性能源储备基地，国家级
循环经济示范区以及中国北方商务休闲之都
和生态宜居的滨海新城。

在曹妃甸工作多年的薛渤珣回忆起当初
的设计思路时说，曹妃甸的规划设计体现了
大气、精准、适用、节约等原则。规划设计
建设面积 380 平方公里，全部接纳产业开
发，这在我国区域开发中绝无仅有；产业选
择集中在大港口、大化工、大装备、大电力
等方面，体现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大
力发展循环经济，采用环岛屿建设码头、利
用海水淡化供给企业、让企业间生产资料形
成互为利用的闭路循环；就地取材，吹沙造
地，就槽建港，水铁联运⋯⋯

唐山湾生态城管委会主任王新春介绍
说，开发之初，曹妃甸就从战略上谋划了一
个港城，在距离工业区 10 公里的海边建设
一个百万人口的生态城，邀请世界一流设计
团队共同完成规划，并经国务院批准同意。
目前，生态城造地及基础设施已基本建成，
城市功能项目正加快建设，唐山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曹妃甸校区今年 9 月即将开学。这既
为工业区的快速发展提供了生活保障服务，
又为唐山等城市的功能疏解提供了新空间，

北京也表示有意愿共同建设生态城。

当前运作达到预期

对重点工程而言，“时间就是金钱，效
率就是生命”。曹妃甸区区长杨洁告诉记
者，像曹妃甸这样规模大、项目多的开发区
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整体进度与预期须基本
同步。近 10 年，曹妃甸建设大体走过 3 个阶
段：3年开发建设、3年吹沙造地和大外网建
设、4年基础设施完善和产业集聚。

10 多年来，曹妃甸累计完成各类投资
3000 多 亿 元 ， 其 中 ， 基 础 设 施 投 资 就 达
1000 多亿元，形成政府有效资产 2000 亿
元，相当于政府投入的 5 倍。通过吹沙造
地，曹妃甸工业区陆域面积增长 50 倍，达
到 210 平方公里，综合配套的港口、铁路、
公路、输水、输电等重大基础设施相继完
成，为大规模产业集聚奠定了坚实基础。

按照国家批复的发展定位，曹妃甸把项
目建设、加速产业聚集作为核心任务，以港
口物流、钢铁电力、石化、装备制造为重
点，围绕壮大延伸产业链，加大招商力度，
着力打造重化工业升级版。截至目前，已有
首钢京唐钢铁公司一期、华润电厂一期、中
石化原油储备基地以及华电重工、冶金矿山
装备制造、海清源反渗透膜等 54个项目陆续
竣工投产，累计完成投资 1569.1 亿元，形成
港口物流、钢铁电力、化学工业、装备制
造、综合保税、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七大产
业园区，煤炭、木材、钢材、矿石、可再生
资源、天然气等六个大宗商品交易平台也正
在加快建设。2013年，曹妃甸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 735.1 亿元，实现海关税收 241.5 亿元。
进入 2014 年，曹妃甸全年计划推进亿元以
上重点项目 188个，总投资 3129亿元。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港口建设是曹妃甸
建设最大的亮点之一。从 2003 年 7 月打下第
一根木桩开始，曹妃甸累计建成码头泊位 67
个，在建 27个，已与非洲、巴西、澳大利亚
等 42 个国家和地区实现直航。2013 年，曹
妃甸港区货物吞吐量达 2.4568 亿吨；今年上
半年达 1.41 亿吨，比上年同期增长 17.9%。
10 年时间，曹妃甸打造出一个 2 亿吨大港，
堪称世界港口建设之最。

发展前景值得期待

今年以来，曹妃甸产业集聚明显加快。
中石油位于曹妃甸的 LNG 项目开始向北京
供气；首钢二期和海水淡化进京项目正在加
速推进；中关村曹妃甸高新技术产业化基
地、华电重工曹妃甸海上风电产业基地等一

批重大项目签约落地；建筑面积达 100 万平
方米的河北联合大学新校园开工⋯⋯

7 月 17 日，环境保护部正式批复总投资
283.36 亿元的燕山石化曹妃甸千万吨级炼油
项目环评。此外，首钢京唐钢铁厂二期项目
所依托的 《河北省钢铁产业结构调整方案》
已获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同意项目进入
评估程序；华润电厂二期项目环评报告已于
7 月 25 日通过环境保护部环评公示。几个期
盼多年、努力多年的重大战略支撑项目有了
实质性突破，支撑曹妃甸未来发展的“四梁
八柱”已初见端倪。

当然，最大的利好消息还是京津冀协同
发展进程的加快推进。长期以来，唐山市与
北京市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10 多年来，
曹妃甸已成为首都产业外迁最大的承载地，
共有首钢京唐、汉能光伏等 19家央企和北京
企业落户曹妃甸，总投资达 1446亿元，区域
之间互融共促、合作共赢的发展空间不断拓
展。2013年10月，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召
开之前，曹妃甸就先行一步，派出由 60人组
成的团队走访北京，力求做到主动对接。

今年 6 月底，北京市派出高规格的 80 余
人考察团到曹妃甸考察。考察中，双方就

“共同建设曹妃甸产业园、京津冀协同发展
示范区和曹妃甸新城”达成合作意向。一个
月后，合作协议在北京签署。

《共同打造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框架协
议》 提出，唐山将在曹妃甸区域规划出 100
平方公里土地，与北京共建北京 （曹妃甸）
现代产业发展实验区，打造“产业协同、机
制灵活、政策创新、利益共享”的北京产业
转移承载区。据了解，该试验区将按照“总
部经济—生产基地”的方式形成园区规划，
提高项目承载能力，推动北京加工制造业向
实验区转移，引导装备制造、新能源、节能
环保、船舶海工、高铁零部件等产业向试验
区聚集，打造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与北京市的合作，也进一步增强了海内
外投资者的信心，目前已与曹妃甸累计达成
合作意向 146 项，主要集中在装备制造、现
代服务业等领域。唐山市委副书记、曹妃甸
区委书记郭竞坤告诉记者，曹妃甸的发展目
标是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示范区，在引进
项目中要把生态、环保及经济效益放在同等
重要的位置来考量。“曹妃甸将以项目质量
为标准，既要求快，更要求好，力争在科学
发展中产生示范效应。”郭竞坤说。

底图为位于曹妃甸的首钢京唐钢铁厂厂区底图为位于曹妃甸的首钢京唐钢铁厂厂区。。

近年来，有关曹妃甸建设中项目资金的债
务风险问题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曹妃甸区
财务部门相关人士告诉记者，曹妃甸建设资金
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和产业集聚两个方面。前者
投入超过千亿元，由政府和企业共同承担；后
者投入 2000亿元，全部由企业完成。

记者从与曹妃甸区有借贷关系的多家金融
机构了解到，曹妃甸工业区管理单位全部贷款
金额约 390.6亿元，2024年全部到期，共计产
生贷款利息 101.2 亿元，两项合计需还本付息
491.8 亿元。面对这笔政府债务，曹妃甸区将
借助4种还款渠道。

一是地方财政收入。2013 年，曹妃甸全
区实现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48.7 亿元，同比增
长 62.8%，与 2006 年相比年均增长 61.4%。
如果按财政收入年均递增 37.3%计算，2024
年当年可实现财政收入 1150 亿元左右。除去
正常支出，当地政府可用于偿还自身债务和基
础建设资金累计约 555亿元。

二是土地出让收入。曹妃甸工业区吹沙造
地 210平方公里，相当于 31.5万亩，目前尚有
可供地124平方公里。到2024年，土地收入可
用于偿还自身债务和基础建设资金490亿元。

三是盘活资产收入。曹妃甸在初期建设中
形成了大量办公设施和工业标准厂房等国有资
产，通过出让和出租等方式，可累计收回资金
128.5亿元用于偿还债务和基础设施投入。

四是政策资金支持。河北省、唐山市给予
曹妃甸连续 3 年、每年 15 亿元财政贴息支持，
共计45亿元可用于偿还债务和基础设施建设。

上述 4 项相加，在债务到期时，曹妃甸保
守估计能积累资金 1218 亿元以上，超出还本
付息 491 亿元总额一倍以上。曹妃甸财务部门
相关负责人指出，通过合理预算规划投入，项
目建设债务资金风险得到良好控制，截至目前
尚未发生一起不良记录。

曹妃甸通用码头分公司总经理王钟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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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进入国家重点工程建设层面以来，曹妃甸基础设施日臻

完善、城市功能显著提升，已经进入产业加速聚集的新阶段。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曹妃甸迎来了实现

跨越崛起的宝贵机遇

曹妃甸的发展离不开千千万万的建设者。图为华电重工工人正在工作。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曹妃甸的发展离不开千千万万的建设者。图为华电重工工人正在工作。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图为曹妃甸矿石码头。 本报记者 雷汉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