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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企业，神华该如何融入“一带一路”发展战略？
一要明确定位。为“开放”做谋划，需要开放的视野，

应该从更宽广的角度去看渤海新区在国家“一带一路”战
略背景下的发展前景。沧州渤海新区（黄骅港）在“一带
一路”战略中的初步定位，作为双向开放的桥头堡，打通
以黄骅港为枢纽的“沿桥经济”和“沿海经济”双向经贸合
作，这就是对渤海新区定位的思考。

二要做好规划。渤海新区要想从国家“一带一路”发
展战略中受益，需要尽快制定渤海新区对接国家“一带一
路”战略的发展规划。渤海新区的发展规划不能仅盯住渤
海新区这个“点”，更应该从国家的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环
渤海发展战略这个“面”上去寻找依托，从京津冀一体化、
环渤海等战略规划中探寻适合渤海新区的发展思路，从不
同层面对接河北省、环渤海、京津冀的发展规划，做好微观
与宏观的协调、地方与区域的协调、企业与政府的协调，统
筹渤海新区资源。

三要找准切入。实现“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切入是
什么，那就是“路”和“航”的基础设施建设。渤海新区应
建设好环渤海的对外运输通道，辐射广阔的丝绸之路腹
地，从而实现区域东西双方向的资源流通，即从西向东是
国家能源战略运输通道，保障东南沿海能源战略需求，融
入国家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战略；从东向西，作为河北省的
国际资源中转港，向西辐射国家丝绸之路经济核心区域，
承接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战略。

神华集团愿意与地方政府一起，借“一带一路”发展的
东风，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为区域经济发展贡献更大的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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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渤海新区（黄骅港）位于
河北东南沿海，是举全省之力打造
的沿海率先发展增长极和京津冀
新的经济增长极。“一带一路”战略
给沧州渤海新区（黄骅港）带来了
提升定位、扩大开放、加快发展的
新一轮重大历史机遇。我们提出
打造“一带一路”新枢纽、建设“丝
绸经济”示范区的构想，初步考虑
要重点规划建设四大功能载体。

一是充分发挥深水大港的优
势，加快建设新丝绸之路重要出海
口和北方战略节点，全力打造“一带
一路”经贸往来新平台。目前正在
加快建设一批 5 万至 20 万吨级的
原油、液体化工、LNG、煤炭、矿石、
散杂货、汽车滚装等专业码头。以
黄骅港为龙头辐射中西部和沿海，
集航运、物流、贸易为一体的北方新
兴国际航运中心正在加速建设。

二是充分发挥亚欧大陆桥优
势，加快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经济走
廊、战略转换重要枢纽，全力打造

“一带一路”延伸交汇新支点。随
着太中银铁路的通车，这条新通道
沿线覆盖了陕西、宁夏、内蒙古、山
西等广大地区，是中西部地区向东
融入海上丝绸之路陆路运输最短、
运输成本最低的陆桥通道。

三是充分发挥京津沿海优势，
加快建设京津冀和环渤海地区重
要的丝路经济合作示范区，全力打
造“一带一路”双向开放新高地。
渤海新区是京津产业转移和优势
要素资源外溢的重要集结地，正向
着京津冀地区重要的国家级新兴
重化工业和装备制造业基地目标
加 快 迈 进 。 利 用 与 中 东 欧 国 家

“16+1”经贸合作机制，加快建设
中欧产业园；以“三区两线”为切
入点，加强与丝路沿线节点城市的
密切合作，同时借助北京和河北在
渤海新区共建北京生物医药产业
园的契机，积极推进与印度等国家
的生物医药产业合作，努力打造世
界级的生物医药基地；依托海洋经
济产业园区，积极推进国际合作，
全力打造环渤海重要的海洋经济
合作示范区。

四是充分发挥战略叠加优势，
加快建设丝路经济重要服务节点，
全力打造“一带一路”多元交流新
窗口。我们将着力打造新丝路创
新创智园区，增强城市战略承载能
力；同时加快以港口为原点的多层
圈路网体系建设，让渤海新区成为
北方海公铁综合交通体系最发达
的地区之一。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给
沧州渤海新区 （黄骅港） 带来新
的发展机遇。渤海新区地处“丝
绸之路经济带”东进和“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北上的交汇处，
适合于借助陆路大通道、海路大
通道，建设面向亚太地区的陆海
联动国际物流中心。

渤海新区应按“以产业带物
流 ， 以 物 流 促 产 业 ” 的 发 展 思
路，以陆海联动开发为主导，做
好四方面工作：

首先要以产业互链为先导，
培育为主导产业服务的国际物流
产业链。一是重点培育为京津冀
和亚欧大陆桥产业转型转移服务
的国际物流产业链；二是重点培
育为渤海新区主导产业发展服务
的国际物流产业链；三是将渤海
新区建成国家能源战略储备中转
基地、京津冀和亚欧大陆桥重要
的大宗物资转口贸易基地、国家
高端海洋装备制造与智能制造业
产业物流基地、国家新材料产业
物流基地和面向亚太地区的国际
电商物流基地。

其次要以陆海直通为纽带，
构建陆海联动的国际物流网络体
系和集疏运体系。打造铁—海—
河 、 海 — 陆 — 空 、 公 — 铁 — 水

“无缝衔接”的多式联运和分拨配
送中心，完善陆海直通的国际运
输网络体系和集疏运体系。

再次要以陆港互转为支撑，
建设国际物流产业园区和保税园
区。包括综合能源物流产业园、
原材料物流产业园、海洋工程综
合能源物流产业园、冷链物流产
业园、电商物流产业园和集装箱
物流产业园等多个专业性物流产
业园和陆海联动的保税物流园区
建设。

最 后 要 以 网 络 互 联 为 依
托，建设陆海联动的智慧物流产
业平台。利用物联网、互联网、
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建
设智慧物流电子政务、商务平台
和企业智慧物流平台；创新智慧
物流金融服务体系，建设陆海联
动 的 互 联 网 金 融 体 系 ； 大 力 发
展 江 海 联 动 的 第 三 方 与 第 四 方
物流。

“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渤海新区主动融
入“一带一路”战略，依托黄骅港推进港产城互
动发展。黄骅港主要是煤炭港，按照国家能源
结构调整规划，2020 年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耗比
例要低于 62%，黄骅港的运输结构必然会发生
变化，港口发展面临转型压力。

目前，黄骅港需积极调整功能定位，加快构建
黄骅港区域集疏运通道体系，改变单一煤炭集疏
运通道；进一步扩大西向腹地，衔接欧亚一、二陆桥
通道，服务冀中南、鲁西北以及晋陕和内蒙古等西
部地区出海需求；与环渤海地区港口协同错位发
展，整个环渤海港口群也可以形成联盟。

渤海新区面临重大的战略机遇期，既要主
动融入“一带一路”战略，也要抓住京津冀协同
发展的战略机遇。北京、天津有大量产业向外
转移的需求，渤海新区应考虑与京津错位发展，

发挥高铁、高速、港口的各自优势，承接产业转
移，培育产业集群。

在城市发展层面，要强化交通、产业、空间三
要素协同，根据“东向发展、双城引领”的发展思
路，重点打造东西向经济发展带，强化渤海新区，
形成沧州市区和渤海新区的“双引擎”。

在产业布局方面，根据“港城联动、各有侧重”的
发展思路，沧州市区主要对接京津，发展装备制造产
业、现代商贸物流、轻工业等。渤海新区主要面向国
际，发展临港工业、港口物流和航运服务业等。

在交通发展方面，可根据“东西强轴、南北
枢纽”的发展思路，东西做强“沧州—渤海新
区—临港区”主轴，建立客货分行通道，支持港
城联动发展。南北打造双枢纽格局，以沧州为
中心，强化与京沪走廊联系；以沧州渤海新区

（黄骅港） 为中心，强化沿海走廊联系。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沧州渤海新区 （黄骅港） 迎
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第一是欧亚经济贸易发展的契机；
第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带来新机遇；第三是伴随河北邯
郸市加入中原经济区,以及邯郸至黄骅港铁路建成通车，
黄骅港将成为中原经济区的重要出海口。我认为，在渤
海新区未来发展中，还应具备“三个思维”。

第一，要用文化思维渤海新区，加强渤海新区的文
化整合，进行渤海文化品牌推广，绝不能忽视文化的
作用。

第二，要用大旅游的思维来寻找渤海新区周边的
旅游资源。渤海新区物流发达,但是人流太少。一个
城市要想发展，一定要把它打造成有旅游服务的城
市,变成宜居、宜商、宜业的城市,所以要用旅游的思
维来进行城市规划,这座城市就一定会更美，吸引更
多的人流。

第三，要用国际的思维整合海内外资源。渤海新区
要把海外的资源和亚欧大陆桥整合起来,这样，黄骅港的
年吞吐量一定能够从现在的 2 亿吨逐渐上升,大大提高
渤海新区的经济拉动作用，这将是未来渤海新区整合各
方面资源的一个重要基础。

沧州渤海新区 （黄骅港） 主
动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助推地区
经济发展，令人振奋。

古有海丰镇，今有黄骅港。渤
海新区历史上既是宋金时期海上
丝绸之路的北起始点，如今又将成
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战
略支点。“一带一路”双向开放的桥
头堡的战略定位，必将促进沧州的
经济发展和“走出去”。

渤海新区要紧抓机遇，采取积
极有效的措施，真正把自己建设成
为“一带一路”的起始点、桥头堡，
重点要做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五通”，也就是要政策沟通、道路
连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

相通。
在这“五通”中，要做好基础设

施建设，包括运输基础设施和物流
基础设施。此外，应该把其他的事
项看作是软环境建设，必须予以高
度重视，为扩大开放创造良好条
件。比如，在政策沟通方面，要制
定形成和其他地区战略合作的有
效政策措施，保证贸易畅通。在货
币流通方面，要建立公正、简洁、透
明、诚信的货币兑换、流通、结算环
节，保证货币的流通畅通。

总之，沧州渤海新区（黄骅港）
要抓住“一带一路”新机遇，认识新
常态，适应新常态，力争做到引领
新常态。

“一带一路”战略为加快沧州渤海新区 （黄
骅港） 建设带来四大机遇。

一是大投入的机遇。400 亿美元的丝路基
金将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和
金融合作项目提供融资支持。黄骅港作为渤海
新区的重要引擎,也必将迎来难得的投资机遇；
二是大投资量的机遇。黄骅港腹地面积近 80
万平方公里，与中蒙俄和新亚欧大陆桥相连,大
面积的基础设施建设必将带来极大的投资量；
三是大转型的机遇。在“一带一路”战略影响
下,黄骅港产业结构将逐步优化，集装箱能力可
达 100 万标箱，内蒙古、陕西的稀土,新疆的棉
花都有可能使用集装箱经黄骅港进行中转，这
对黄骅港的转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四是
大升级的机遇。随着吞吐量的增加和货源结构
的调整,黄骅港的码头泊位和航道的升级必将
摆上议事日程，码头后方的仓库一系列基础设

施也必然升级扩容。
在“一带一路”战略下抓住这四大机遇，加

快黄骅港发展，可以先从四个“对接”着手。一
是对接好政策。依托黄骅港的比较优势,用足
省委、省政府加快港口转型发展的好政策,开发
建设新型港口设施和现代物流项目,加快黄骅
港建设步伐；二是对接好腹地。黄骅港迫切需
要在腹地开发网络化的运输体系,基本思路是
沿铁路和公路，在节点城市开放内陆港和物流
场站,促进跨区域和跨境贸易物流,使内陆港与
黄骅港直接相连；三是对接好服务。要对接“一
带一路”建设需求，加快推进大码头和大航道的
建设,提高港口航道能力和等级。完善港口物
流信息平台,积极应用标准化、信息化的手段,
提高质量、效果和水平，实现物流、信息流、金融
流、产业流、人才流五流互动，加速向渤海新区
集聚；四是对接港口的建设主体。

位于黄骅市东 25公里的海丰镇遗址在海上
丝绸之路研究中具有极大文化价值。

首先，海丰镇遗址是一处保存较好的文化
遗址，地表砖、瓦、瓷片随处可见。

其次，海丰镇遗址是金元时期瓷器贸易为
主的港口遗址，出土了很多以金代时期为主的
古钱币。我们认为海丰镇遗址是港口遗址的
主要依据有以下几点：出土的瓷片数量多，远
超一般村落、城镇遗址中瓷片遗物总数；瓷器
种类多，产地复杂；多数瓷片没有磨损痕迹，釉

面光洁，这是瓷器贸易的特点；有些瓷盘或碗
的表面有被用铜色线的道痕，我们分析是装卸
时所做的辨别记号；遗址靠近海岸。

第三，海丰镇遗址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北起
始点。海丰镇能成为丝绸之路北方一个重要港
口，这和它的地理区位、优势密切相关。我们进
行的勘探证实了它是徐福东渡在黄骅港附近一
个重要的遗址。

今天的黄骅港必将续写海上丝绸之路经济
带历史传承的美丽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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